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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江市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地名工

作文件的精神，在省地名委员会及地区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具

体帮助下，在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编纂而成的，是我市一九八一

年进行地名普查工作的主要成果。
‘

随着历史的演变，地名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冷水江自建市以来，

由于生产建设的发展及区域的多次划分，新的地名不断产生；又由于

历史的各种原因，社会上也曾出现过乱改地名之风。因此地名重名，

名实不符，用字不当，含义不清，讹错遗漏等问题普遍存在。这次地

名普查，对全市地名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考证，做了大量地

名标准化处理工作。：因此，《冷水江市地名录》的编辑出版夕将结束

长期遗留下来的地名混乱现象；也为建立冷水江市地名档案，提供了

较为详实可靠的基础资料o

地名普查的全过程，采取领导，群众和专业人员相结合的方针，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运用实地普查与重点考证相结合，室外作业与室

内整理相结合的方法，达到图，表、卡，文一致。整个过程历时_年

之久。
，‘

普查范围，以1：50000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对市内行政区划、居

民点、自然村、主要自然地理实体、独立存在的人工建筑物，主要企

事业单位，以及著名的纪念地、名胜古迹进行普查。在实地调查中，注

意收集和听取民间对有关地名所提供的历史资料，对重名的地名更改

则通过协商解决。为保证普查资料的可靠性，注意充分利用典籍资



料，同实地调查材料相互校正审定，力求不漏不错不重。

通过普查，对资料进行了全面归纳整理。经过规范化和标准化处

理，这次我市更名的大队有1 8个(其中汉字重名的8个，汉字同音的2

个，恢复原来老地名的3个，自行更名后补办批准手续的5个)。并对

一些派生地名相应作了更改。对照原地形图，增补地名609条，．删减

地名1 5条，。勘误地名311条(其中农村276条，城市街道35条)，全市．、

地名总计为1 520条。 ．，

本地名录将收录的地名和专业部门分为五大类，计1842条，并全

部表列化。其中属行政区划，居民点，自然村的1 238条，自然地理实

体的69条，人工建筑物的89条，企寥业单位4444-，革命纪念地，名

胜古迹的2条。并对各类重要地名填写了卡片492张。 ．， j i，⋯

．，：，标准的地名图，是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也是地名录中的直

观表现形式。：本地名录绘制l：50000全市地图一幅，订装在卷首，

以窥全貌。四个街道办事处分别绘制1：15000、l：20000、1．50000，，．·

l，：30000地形图4张，分装在各街道办事处扉页处o 。j

文字概况，是地名录中的重要部分。全市按市，街道办事处，公

社r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等，共撰写概况1 9篇；其它各类项

目，择其重要者，则另辑录简介，并配以部分照片和说明。文字体

例，尽量做到一致。．方位。市以省境定方位，街道办事处，公社以市

境定方位，并注明四至。面积：总面积以平方公里计算，并折合亩

积；山，水，田，林，路则以亩积为单位。名称来历更替及含义：一

是有理有据者加以肯定；二是民间流传久远，而又合情合理者加以保

留；三是众说不一，各具情理者，则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予以确

认。专业术语s按主管部门的13径，统一提法，合乎规范。

．按照上级要求，各类《概况》中所引用的数字，应以一九八。年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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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数为准。但由于我市情况特殊，如一九A-'-年内撤销了冷水江，

锡矿山两个镇，建立冷水江，锡矿山，沙塘湾，球溪四个街道办事

处，p-]时增加一个同兴公社。所有这些，如仍按一九八O年的行政区

划来撰写概况，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因此市和各街道办事处及同兴，

毛易等有关公社《概况》中的数字，除基本采用或参照一九八O年年

报数外，有些地方采用了一九八一年的数字。大多数公社概况中的数

字，则全部采用一九八O年年报数。中央部属企业和省、地、市属厂

矿企业简况中的工业产值和职工人数，均采用一九八一年年报数。

本地名录编排形式，装帧为16开精装本。卷首部分有前言，全市

总图、全市概况和目录；中间主要部分为地名分类表列式口对部分有

代表性的企事业单位．．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革命纪念地和名

胜古迹，兼以照片和文字说明；卷尾部分分别有市政府．．市政府办公

室关于调整我市行政区划和更改部分大队名称的通知及编后记。全书

共283个版面，约20万字。

本书编辑工作由副市长，市地名普查领导小组组长柳绿荫同志直

接领导，市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廖汉周和颜剑虹、李传昭三

同志具体负责。颜剑虹同志任总编辑，李传昭同志任副总编辑兼责任

编辑，黄国和，吴孝著两p-]志制图，封面由李锡明同志题字。这是一

项新的工作。由于编辑人员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

希领导、专家和同志们指正。对有关部门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表

示衷心感谢!

冷水江市地名普查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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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江市概况

冷水江市位于湖南省中部，资水中游，湘黔铁路

县，南邻新邵县，西，北接新化县。总面积434．74平方

亩。其中水1习65584亩，旱土36187亩，林地238336亩

亩，宜林面积45961亩，水面1 6742亩[其中境内资水水面3 5 5 0亩]，

柑桔茶园12662亩，其9208842亩。金市辖12个公社，1个公社级国营

林场，1 70个大队，1 41 5个生产队，924个自然村(其中36个片村)；

4个街道办事处，22个居民委员会，524个居民小组。一九八。年末有

52047户，246089人，绝大多数为汉族，亦有苗，回，土家等少量兄

弟民族。市政府驻地在冷锡路左侧大园里。

冷水江原为新化县冷江区。区的驻地有一条自锡矿山至资水的连

．溪，两岸多井，井水冰凉，汇入溪内，流入资水， “冷水江"由此得

名。一九六。年四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新化县冷江区，建立县级

冷水江市，辖禾青，毛易，矿山，中连、渣渡，锡矿山，金竹山7个

公社。一九六一年公社体制缩小后，调整为金竹山，麻溪，毛易，梓

龙，岩口，铎山、渣渡，矿山，晏家、锡矿山，中连、五一、化溪，

，桥头，禾青，三尖等1 64"公社。因“冷水江市’’与“冷水滩市"名称

相近，容易混淆，国务院批准于一九六一年八月改名为“冷江市矽。

一九六二年十月，撤销冷江市建制，建立冷江特别区，仍属新化县。

一九六九年十月，国务院批准重建冷水江市，辖冷水江，锡矿山两个

镇和中连、渣渡、梓龙，毛易，金竹山，潘桥，禾青等7个公社。一

九七五年，又从新化县划入三尖，岩口，铎山，矿山价公社。．一九

还一





最大降雨量为l 56．8毫米，出现在1 974年7月1 2日o 7～9月雨量较少，

不到年降雨量的24％。l 2～2月雨量最少，仅为年降雨量的1 2％左右。

一40％的年份有秋旱或秋冬连旱，平均每年达51天，影响农作物生长。

全市地下资源丰富，除正在开采的锑、煤，铁、铅锌，石墨，石

灰石等矿外，初步探明的还有石膏、硫磺，钨、金、铜、砷，重晶

，石，石英等多种矿藏。锡矿山的锑矿储量之丰，质量之好，居世界之

”冠，素有“世界锑都"之称，锑品远销世界各地。煤的储量已探明为

4亿多吨，主要是优质无烟煤，为省、地，市，社组织开采。一九八。年

j产煤222万吨，约占全省年产量的十分之一。水能资源亦很丰富，理论

蕴藏量为49600千瓦／小时，可开发利用的为33680千瓦／小时，其中资

水干流30000千瓦／小时。已开发利用的有4处，共装机9台，年发电量

320万度。地下水资源总流量达每秒3立方米。较大的地下水有6处，分

布在同兴，中连，岩口，渣渡4个公社境内，且大都已开发利用。

冷水江尽管自然条件较好，地下资源丰富，但在旧中国，工农业生

产十分落后，经济萧条，民不聊生。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冷水江才旧貌变新颜。建市以来，全市人民艰苦奋斗，发愤图

强，支展步伐更为加快，昔日荒凉偏僻的冷水江，已建设成为以煤

炭，化工，冶金，电力、建材等行业为主体的初具规模的新兴工矿城

市。

工业生产，持续跃进。建市前，除锡矿山矿务局、冷水江铁厂，

冷水江电厂、金竹山煤矿，资江煤矿，大建煤矿等屈指可数的几个省

地属厂矿外，市办工业几乎是一张白纸。一九七O年全市工业总产值

只有2974万元，其中市属工业仅460．9万元。建市后，不仅省地厂矿不

断发展壮大，市办工厂更似雨后春笋。至一九八O年底止，全市拥有

街道和社办以上工业企业l34个。其中中央部属企业1个，省属企业l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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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属企业2个，市属企业41个，街道工业24个，社办工业53个，省

属厂矿集体企业3个。一九八O年全市工业总产值27971万元，其中市

属工业(包括街道和社办工业)41 72万元，分别比一九七。年增长r

8．4倍和8．05倍。主要产品有原煤、精锑、锑白、电、水泥、尿素、

纯碱、氯化氨，铸造铁，耐火砖、平板玻璃、电石，平瓦，电动机、

水磨石机，农用水泵，空气锤，碳酸钙、制氧，速凝剂、钢球，胱氨

酸，塑料制品，床单，袜子、皮箱，皮鞋，木制家具等80余种，其中

多数产品具有一定竞争能力。

农业生产，不断发展。解放前，水旱等灾害频仍，粮食亩产不足

400斤。建市后的一九七O年，亩产也只有61 5斤。由于大力兴修水

利，发展农业机械，实行科学种田，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至一九八

O年底，兴建和扩建了各类水利工程7300#处。其ee ee型水库1座，

小(一)型水库3座，小(二)型水库34座。电力排灌装机ll600#千

瓦；机械排灌动力21loo#马力，较大喷灌78处140套。全市已基本形

成了大中小相结合，蓄引提喷相结合的排灌系统，有效；灌溉面积达

到74350#亩，旱涝保收面积达到53000余亩，80％的农田实现了旱涝

保收。一九八O年粮食作物占用载地面积85823亩，总产9107．98万

斤，平均亩产1 061斤。亩产比建市后的一九七O年：增加446斤。牲猪

饲养量为1 47784头，其中出栏肥猪65928头，比一九七O年增长1．37

倍。蔬菜，茶叶，水果等均有很大发展。 ．

森林资源，逐步扩大。至一九八O年底，全市有杉，松为主的用

材林1 7．8万亩，油茶为主的经济林31 00亩，楠竹29200#亩，风景林

100亩。用材林主要分布在三尖，禾青，梓龙，渣渡．．铎山等公社，

楠竹主要分布在三尖，禾青，潘桥公社，经济林主要分布在中连，矿

山公社。国营毛易林场营林5000余亩，为全市最大的用材林基地。还

4



有社队林场75个，共营林44000-卣。全市立木总蓄积量1 9．

楠竹总蓄积量210万根。

财政贸易，繁荣兴旺。全市共有商业、供销，粮食、饮食等服务

网．E309个。一九八。年商品纯购进额为1423万元，纯销售额为5980

万元，分别比一九七O年增长8．1 6倍和2．22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

51 71．22万元，比一九七。年增长1．68倍。对外贸易出13额由一九七

O年的888万元上升到1029．22万元，增长1 5．9％。一九八O年完成财

政收‘入2320．1万元，比一九七；O年增长3．28倍。年底城乡储蓄存款

余额为750万元，比一九七O年增长2．95倍，其中城镇储蓄为595万

元，职工和居民人平77．85元；农村社员储蓄为155万元，人平9．13

元。

交通邮电，堪称方便。市内有金竹山、冷江东，冷江西三个火车

站，湘黔铁路在境内1 7．679公里。还有金竹山煤矿，金竹山电厂，冷

水江碱厂，冷水江铁厂，资江氮肥厂，冷水江冶金机械厂，利民煤矿

等7条厂矿铁路专用线，总长31．47公里。公路除冷水江至邵阳，冷水

江至涟源两条主要干线外，还有冷水江至新化，冷水江至南烟铺，郭

家桥至禾青，毛易至大建煤矿4条支线，和冷水江至锡矿山21．7公里

厂矿公路，以及29条社办公路，通车里程202．8公里。所有公社和84．

5％的大队有公路相通。市内资水航道22公里，可四季通航，常年水

位可通10～30吨机帆船，枯水季节可通4吨机帆船。全市设有邮电局．

支局(所)1 6处，一九七八年安装和开通了4001'l自动电话交换机，

一九七九年扩建到800fl，拥有农村电话交换机8#410fl，实现了市

到公社电路载波化，城区内电话自动化。

文教卫生，相应发展。至一九八O年底，全市有学校210所，其

中小学157所，初中37所，高中14所，技工学校2所。学校总数中，属
5



厂矿部门办的有小学4所，初中5所，高中8所。‘共有教职员3：2592人，

年末在校学生53187人，占全市人13的23％，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5％。

教师和学生数分别比一九七O年增长2．5倍和2．7倍。文艺、体育和卫

生事业都发展很快。现市有专业剧团1个，文化馆，图书馆、剧院、电

影院各一座，电影放映单位34个，业余体校1所。所有公社和冷水江、

锡矿山两个街道办事处均建立了广播扩大站，共有专线2400公里，喇

叭28400余只。还建立了6座电视差转台，形成了广播电视宣传网。全

市有市办医院2所，卫生防疫站和妇幼保健站各1个；厂矿职工医院7

所，医务．t30个；公社和街道办事处卫生院14所，大队医疗室1 72个。

共有病床1288张，医务人员1470人。计划生育工作广泛开展，一九八

O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33‰。 。

科学技术，日益发展。市科委，科协于一九七九年内相继建立。

市内已有农，林，粮油、蔬菜，轻纺、电子、，情报等专业科研机构8

个，研究人员230余人；市办厂矿科研机构30个，研究人员150余人。

锡矿山矿务局，金竹山电厂、资江氮肥厂等5个省属厂矿和所有公社均

建立了科技组织。金市还建立了农，林、医，生物，化工，轻工，数

理化、情报等19个专门学会，有1 5 07名会员。各研究所和学会

在开展学术交流，挖潜革新，推广新技术，应用新成果等方面，均取

得一定成绩。自一九七九年以来，全市共表彰和奖励了103项科技成

果。 ．j

市政设施，日新月异。一九六九年建市后，按城市规划要求，采

取以冷水江为重点，城区适当集中，矿点就近建设的方式进行建设。

市中心区已由原来仅有的一条房屋低矮、陈旧不堪的沿江小巷，初步

建成了冷锡路、冷金路、冷新路和建新街四条5．7公里长的柏油路街

道。街道两旁楼房高耸，绿树成荫，开阔美观，整洁舒适。市属各局和



。。各企事业单位管理机构大都在上述主要街道两侧。市中心区逐渐向火

。车东站方向发展。矿点已进行了锡矿山二东站、沙塘湾，金竹山：’禾

’青，渣渡等小区建设。金市拥有公共汽车40辆，年客运量达3500万人

’／公里。市中心区建有日供水能力为3000吨的、自来水；厂1座6日4供水

j。3～6万吨的第二水厂接近竣工。全市住宅居住面积为34．6万平方米，

职工和居民人平4．5-T方米。新建的金竹山大桥，跨越资水，·全长369

米(包括引桥)，不仅是沟通省，地，市的重要公路桥，也是联系市

内资水两岸工业区的城市桥梁。

自然风光，瑰丽多姿。冷水江地属喀斯特地貌，不仅山青水秀，

且石灰岩溶洞众多。溶洞中尤以北郊同兴公社白杨大队境内的波月洞

最为迷人。据初步勘查，该洞有27厅，全长5000余米，面积4-OOOO#

平方米。洞内钟乳石洁白如玉，晶莹生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有

地下宫殿之称。市政府已将其列为重点保护区，并正在积极筹备对外

开放。在波月洞附近，还有长纱洞、清泉洞，以及渣渡公社境内的九

门洞，潘桥公社境内的洪云洞，中连公社境内的通天洞，市区中心西

南l公里处的龙潭洞等，也都各具特色，美不胜收，令游人乐而忘

返。

冷水江不仅是一座新兴的工矿城市，而且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

统。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创建的中共湘

区委员会，派优秀共产党员来锡矿山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

和农民运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贺龙p--]志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

．方面军之六军团经过境内，在渣渡、锡矿山，中连、毛易等地，广泛

宣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和红军纪律，播下了

革命火种。在锡矿山，还发动工人群众，同土豪、矿霸进行了坚决的

斗争。一九四九年一月，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派地下党员来锡矿

，



山，培养和发展了一批优秀工人入党，建立了中共锡矿山总支委员

会，并组织u_q2人解放社"， “工人纠察队’’，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

放锡矿山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纪念在解放锡矿山战斗中英勇牺牲的人

民解放军指战员，在锡矿山北区建有烈士陵园。雄伟的烈士纪念碑高

高耸立，直指云天，象征烈士们的高风亮节。人们往来观瞻，深受教
f

育和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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