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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茜

为了使地名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四化建设提供可靠的地名资料，

我们在上级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对全县的地名进行了一次普查．普查中，我们

以I：50000地形图为基础资料，以实际地名为依据，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采取

领导-9群众、实地普查与重点考证，查阅史料-9分析现状相结合的办法，对县境

内所有的行政区划、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独立存在的人工建筑、有方位和地

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著名的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的名称，进行了普查．通

过普查，对资料进行了全面归纳整理，对过来存在的地名重名、名实不符、含义

不清和讹传错写的地名，进行了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处理。对照原地形图，删除地

名692条，勘误地名346条，新增地名1，238条，对部分重名和需要命名的大队名

称，报岳阳地区行政公署批准，作了更名和命名。这样，纠正了原来地名问题上

存在的混杂现象，保持了地名的稳定和可靠．

为了巩固地名普查成果，我们在收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编纂了《华容县地

名录》，共收集地名3，479条，其中行政区划553条，自然村2，296条，街巷43条，

自然地理实体88条，人工建筑物318条，企事业单位175条，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

迹6条(以上各类地名数据均包括钱粮湖农场)。绘制新的地图27幅，其中华容

县地图1幅，公社地图24幅，城关镇地图l幅，国营钱粮湖农场地图1幅。还复制

71882年的华容县和华容城旧图各1幅。撰写概况材料33篇。人工建筑物、自然

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则另加简略介绍，并配有照片．

重要地名还收录了名称的由来及含义。有些自然村内曾发生过有影响的历史事

件，或诞生过较为著名的历史人物，也一般作了简略叙述．书中所引用的数据，

除文中注明者外，均遵照上级统一口径，以华容县统计局1980年年报数为准．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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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县，概况

华容县位于湖南省北部，值东径112度18分31秒至113度1分32秒’北纬29度lO分18秒

至48分27秒。东接岳阳县和国营建新农场，北与湖北石首县毗连，东北与监利县隔江相

望，南接国营北洲农场，西南交安乡，南县。集雨面积l，859平方公里(含国营钱粮湖农场

217平方公里)，耕地871，378亩。人口为149，983户，686，512人(含钱粮湖15，600户，

64，780人)，其中少数民族59人(回32、苗2、满lO、土家9、僮3，纳西1、高山1、旦

1)。辖25个公社，4个县属镇，413个大队，’19个居民委员会，4，357个生产队，8个社

办农场、农科站。

华容得名甚早。据《左传》记载； “(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楚子成章华

之台’’， “(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许迁子容城。"华容即截取章华，容城二

名而成。

华容历史悠久。传说中的唐虞时代，华容属于“云梦苍梧之野彦，“三苗之地∥，亦即

《尚书·禹贡》所谓“荆州之域"。解放后曾在三封、东山、南山一带发掘出大批石斧、石箭

簇及各类青铜器。据省博物馆和岳阳地区文物队考证，1978年发现的车轱ljJ遗址，就经历了

大溪、屈家岭和龙山文化三个发展阶段，迄今已有五千余年历史。1966年，潘家，三封一带出．

土了不少商代青铜酒器。华容的隶属关系，从史书追溯，周属楚地，秦时隶黔中郡。西汉

初，为古孱陵县，属武陵郡。王莽居摄二年(公元7年)，改武陵郡为建平郡，改孱陵为孱

陆。东汉光武帝建武七年(公元31年)恢复西汉原名。东汝来年， “刘表改为安南(《旧

唐书·地理志》)’’。三国时，初属魏，赤壁战后归蜀，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

权败关羽，南郡太守麋芳以地降吴，华容遂归吴，吴太帝黄龙元年(公元229年)， “孙

权分孱陵地，于今县东二里置安南县(《岳阳风土记》)"，隶南郡。西晋初，分华容为

江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 “分南郡为南平郡(《晋移·地理志》)"，分江安一

部分立南安，同隶南平郡。南朝刘宋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复为安南县。隋文帝开皇十八

年(公元598年)，改安南县为华容县，属巴陵郡．隋大业十年(公元615年)，因水患，

县城自河东迁至河西。唐武则天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避武后讳， “去‘华’字，日

‘容城’(《旧唐书·地理志》)厅。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恢复华容县原名，

并再度移县治于河东。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井万庾巡院为万庾县J寻废，并入

建宁县；熙宁六年(公元1074年)，裁建宁入石首，以其半入华容，万庾从此隶属华容。仁

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县城复迁河西。元属岳州路，明，清均属岳州府。清光绪17

年(公元1891年)，将县境西南的明山、寄山以及陈复、泰来，两丰诸垸划给新建的南州

厅：，为南县。民国二年，废府存县，直属省辖。民国三年，改属武陵道。1949年新中国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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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后，华容隶属关系和行政管辖又几经变动·初属常德专署，1950年，为水利及堤垸管理之

便，中南局决定将原石首县所辖的岳军乡，史家垸划属华容，华容的上津湖及杨家岭，五

符庙以北划归石首县。1952年，省府又决定将岳阳县的隆庆、安福，昭福、团山等乡划归

华容。1962年，华容改属益阳专署，1964年又转属岳阳专署。
。

华容县自然条件较为优越，前人形容是“襟川流，汇洞庭l巴丘为屏，夏水为带J东北

重岗叠阜，盘亘秀丽；西南平田博壤，湖泽丛楚"，被称为“湖湘名区，川原要会"(明

刊《华容县志》>。境内山垸交错。东北部有鼎山，墨山、桃花山、望夫山，赶子山，小

墨山，狮子山、天井山、黄湖山等，统称东山。桃花山中段的雷打岩为全县最高点，海拔

379．9米。南部诸山有禹山，凤山、鸲鹆山，统称南山。总山林面积为15万亩。境内河流

有四条·长江绕东北而下I藕池河分两股流经县境西部，在九斤麻汇合，折而东向。过注滋

口，入洞庭湖l华容河(又称沱江)，自湖北省石首县调弦口南下，穿县境腹部，至县城东

分为南北两支，于钱粮湖农场磨盘洲合流。经旗杆嘴入洞庭，1969年开挖的华洪运河。自潘

家渡至洪山头，入长江。内湖总面积共110多平方公里，较大的湖泊有东湖、西湖，牛氏湖、

罗帐湖，赤眼湖、蔡田湖，塌西湖，二郎湖、大射湖、沉塌湖。全县属亚热带季风潮湿性气

侯，年平均气温为16．7摄氏度，年平均降雨量1，205，8毫米，无霜期264天。自然条件适于

农作物生长。主产水稻、棉花，油料，蚕茧．麻类，黄豆、鲜鱼，湘莲，菱、藕和香料，

素享“鱼米之乡"的盛名。山、垸普遍植有杉，柳、竹、椿、桃、李、柑桔和油桐。东山

还有云母，独居石等矿藏。

解放后，由于狠抓了治山治水，科学种田，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三十多年来，

全县人民筑堤并垸，修建水库，开挖运河，围垦湖洲，大大改变了生产条件。总共搬动土

石方35．9亿立方米。如果化成断面为1平方米的长线，可绕赤道9圈。先后并77垸为15垸，缩

短防洪大堤397公里，加培大堤土方6，700万方．巩固一线防洪大堤244公里，建大堤涵闸

292处。共修大小水库58座，其中中型水库1座，小(一)塑水库7座，小(二>型水库5 0

座I修塘坝港蛸6，617处，蓄水量达5，833．9万立方。建小水电站和变电站各8处．主变6

台，ll，500千伏安，架设高压线路21条，长达774．8公里。建电力排灌机埠276处，装机400

台，33，412砝，大型柴油机埠lo处，计16台。2，245马力。全县在三日连续降雨210毫米的

情况下．可迅速排干渍水，免于受灾。1958年围挽钱粮湖农场后，又先后于1971，1976、

1977年围挽新洲，江洲、团洲，并于1980年设立三个公社，现已成为集中生产棉花和蚕

桑的基地。群众性科学种田活动广泛开展，粮，棉，茧单产，总产不断提高。1979年粮食

总产过7亿斤，ELl949年总产1．99亿斤增长三点五倍。1980年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增加了

棉花、蚕桑，精养鱼池面积8万多亩，粮食总产仍然在6亿斤以上，是解放后第二个高产

年。棉花产量超历史，总产皮棉18万多担，比1949年的2．7万担增长六点六六倍。1980年

农副业总产值达1亿4，600万元，比1949年的4，060万元增长三点六倍。

工业生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迅速。全县现有工矿企业130个．其中国营16个，

集体114个，有职工9，742人。主要国营企业有氮肥厂、丝绸厂、油毡原纸厂、造纸厂、针

织厂，酿酒厂，水泥厂、农机修造厂等I主要集体企业有钢木家具厂，五金厂，皮鞋厂，

机瓦厂等。1980年工业总产值5，169．8Y／元。比1949年的196万元增长24倍。社队企业发展

较快，全县共有社队企业902家，其中社办263个，包括种、养：加工、商业、交通运输、

(2)



建筑等各个行业，从业人员22，388人，占公社总劳力的7％，1980年总收入3，653万元。其

中过百万元的公社14个。

交通运输事业有了根本变化。解放前华容没有一条公路，没有机动车船，交通运输主

要靠船载马运，肩挑步行．现在公路四通八达，共有四级公路298．6公里，其中柏油路

19．5公毽，外通长沙、岳阳，沙市、南县．“内连各社、镇及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大队。水

路交通方便，华容河、藕池河，华洪运河以及北三干渠等河港渠道联结成网，八洞庭，通

长江，航运便刹．全县共有民用汽车336辆，农用拖拉机1，292台，机动船437艘。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城多市场的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全县设有15家

专业公司，25个基层供销社，有商业零售网点219个。1980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亿

3，211万元，农副产品收购总额达9，910万元，其中社员向国家交售粮食l亿5，000万斤，棉花

167，199担，麻类71，679担。蚕茧9，156担，茶叶3。279担，牲猪125，789头，鲜蛋71，105担。
{

鲜鱼14。431担，家禽47，020只。

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解放初期，县内仪有初中2所，小学72所，在校

学生5，393人，教职员工289人。1980年，全县共有学校500所，其中高中15所，初中56所，小

学附设初中265所，小学164所。共有学生139，527人，教职员工6，962人，其中公办2，389人。

科技、文艺、广播、图书、电影、戏剧等事业都有所发展。县城设有广播站、文化馆、图

书馆，电影院、花鼓戏剧团，公社有电影队、广播放大站J 15个公社(镇)设有文化辅导

站，4个公社有业余剧团，极大地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全县有卫生机构67个．其中县，

社(镇)医院38所，共有病床l，844张，医务人员l，633人。实行合作医疗的大队375个，有

赤脚医生791人。垸内钉螺基本消灭．外洲灭螺工程逐年扩大， 私华佗无奈矽的血吸虫病

已经得到控制，人民健康水平普遍提高。

华容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宋、元以来，农民起义的壮烈行动，屡见史籍。南宋绍

装年问，著名农民起义领袖杨么树起“大圣天王黟的义旗，喊出了“杀富济贫黟的1：3号，

华容即其主要根据地之一，活动遗址遍布西南一带。至今还有许多传闻。明末李自成的农

民起义军途经华容，激战官兵，歼敌万余，并破城逐杀知县，直至清顺治年问。部将马进

忠、王进才仍然活动在华容一带，官僚豪绅闻风丧胆，磕头祷告；“宁遇自虎，莫逢王

马。矽．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我县丁魁生等奋起响应，攻破县城．赶走官吏，并与石首，监

利、岳阳必军互相策应。辛亥革命时，我县潘毓、黄英华(又名黄菊初)受湖南省都督焦

达峰指派，率部持枪挺入县署，勒令知县乔联昌宣布华容独立，并组织民军两营，以“兴

汉排满，复仇雪恨"为号召，沿途攻打清军，出师援鄂。民国初年，为反对袁世凯称帝，

我县刘德昭，黄菊初，黄炳哲等组织数百勇士，自东山挺进县城，使复辟者魂飞魄散。

“五四"运动以后，华容的民主革命运动更是如火如荼。建党前夕，毛泽东同志曾偕

易礼容等来华客一带考察社会，传播革命思想。县内革命先辈为推翻三座大山，奔走呼

号，前赴后继，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高风，毛遇顺、何长工，罗喜闻

等十二人赴法勤工俭学，高风，吴芳等留学苏联，为全省赴法留苏人数较多的县之一。

大革命时期，许多旅京，旅鄂和旅居省城的学生，在革命思潮影响下，组织革命团体，

创办进步刊物，深八农村宣传鼓动，轰轰烈烈地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数千农民集结县

城，打死“华容王"张巨卿，并派人将逃亡武汉的县议长傅道南、议员孙伯助以及逃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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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的财产保管处长罗昌等捉拿归案，押往省府枪毙0这些革命行动得到了当时中共湖南省

委的赞许。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光辉著作中多处提到华容，把华

容列为农民运动开展得好的二等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华容是周逸群、贺龙、段德

昌等创建的洪湖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贺龙亲自带兵攻打过长岗庙团防局。段德昌，许光

达等同志曾率兵攻克华容城，成立了华容县苏维埃政府。方之中、刘革非、朱祖光等组织

红军和赤卫军；在东山一带与国民党白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湘鄂西特委书记周逸

群、湘鄂西省政府主席崔琪，率红军与敌激战，周逸群牺牲予岳华交界处的贾家凉亭。抗

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华容人民在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新四军曾活动于东山一带·在三十年中，华容县人民为革命、为民族而献身者甚多，解放

后评为烈士的有2，744人，著名烈士有高风，吴芳、蔡协民，刘革非，徐履仁、毛遇顺、肖

正纲，朱祖光等。1960年，在城东北陡岗山修建了烈士陵园，内有纪念亭、烈士墓。1979年

又在砖桥碧云山修建了烈士纪念碑、亭。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长工①，中共中央候补委

员、福州部队副司令员朱绍清，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

委员刘大年，原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张维桢，原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方之中，武汉部队

副司令员张树芝，二机部政治顾问涂国林，高教部副部长黄松龄(已故)，陕西省科委副

主任朱婴(已故)，原湖北省体委主任郑怀远等，都是我县在革命年代锻炼成长起来的党

的优秀干部。

华客开化较早，人文荟萃，文化古迹颇多。城东有相传为楚灵王所筑章华台遗址。对

此，’虽有人提出考究质疑，但楚灵王欲霸喜功，猎逐宴游之地甚广，当时以章华名地者已

不止一处。宋乾道年间，知县胡绾访寻章华台遗址i重新建亭，并撰文记述。“远目增明，

灵襟虚豁，如时雨生嘉禾，云烟消旭旦，亭势并于木杪，湖光远漾天涯⋯⋯风云百变，景

象幽妍，直区中之伟观，楚地之雄瞻者也(胡绾撰《章华台记》)。"直到解放前，城关镇

仍称章台镇。胜峰公社话岗大队有明朝兵部尚书刘‘大夏墓，为八方须弥座形石冢，冢前有

弘治十七年诰命碑。胜峰公社清水大队有明天顺年间状元、南京礼部尚书黎淳墓，现存土

冢，为当时四十八疑冢之一。城关镇东北状元街即由纪念黎淳而得名。

境内湖山竞秀，前人多有吟咏。三国时期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灿，唐代大诗人杜甫都曾

写诗歌咏赤沙湖。唐代名相张说曾登墨山乞石门二山，写下了“草共林一色，云与峰万

变’’的佳句，著名古文学家李华登元石山，发出“岱谷谢巧妙，匡山徒有名’’的慨叹。宋

代爱国诗人陆游和诚斋体派诗人杨万里，都曾泛槎华容，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黟j、清以

还，诸如李东阳、何景明、袁枚、汤显祖等骚人墨客，涉足华容者更多。
、

(注)①文中职务秉l 9 8 o年以前所任，下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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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县沿革表

／

华容县历史悠久，地域，名称屡经变更。现据历代史籍、《湖南通志》，《隆庆岳州

府志》、明清两代刊行的《华容县志》及有关历史、地理资料，将华容县沿革列述如下：

朝代 年 代 县 名 隶属 主 要 典 籍 依 据

境内有车轱山，长岗庙，石家港、七
上

星墩等文化遗址。1 9 7 8年在三封公社
公元前3000年

五湖大队发掘的车轱山遗址，经省博物馆

和地区文物队考察，确认经历了大溪，屈

家岭，龙山文化三个发展阶段，距今约五
古

千年。 一

夏 《尚书·禹贡》中称为翻荆州之城"。

1 9 6 6年在县境内出土兽面纹青铜

商 园尊一件，经省博物馆鉴定，确认为商代

酒器，现陈列于省博物馆。 ；
鲁昭公七年 。

；

’ ：(公元前 楚国地 楚灵王筑章华台①。
535年) ●

周
鲁定公四年
(公元前 楚国地 。楚筑容城，许迁之②． ；

506年)

秦 黔中郡。

汉局常血年
(公元前 孱 陵 武陵郡 以古者华容地广，跨江东西皆其境
‘201年)一

土。西鄙近安乡者或隶孱陵，东鄙则仍华

汉 王莽居摄二年
孱陆 建平郡 容，与监幂fJ、石首共为一县。至晋乃分而

(公元7年)

光武帝建武
三也"。(明刊《华容县志》)．

七年(公元 孱陵 武陵郡 v。
i

31年) ●

东汉末年 安南 武陵郡 《旧唐书·地理志》载t搿刘表改为安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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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年 代 县 名 隶属 主 要 典 籍 依 据．

建安十三年(公元2 0 8年)，曹操

●—●
建安十三年 孱陵 南郡 大军南下，败刘琮，’尽得荆州之地，同年

二
爆发赤壁战，曹操败北，刘备领荆州牧，

(公元208年)
华容属之。(据《晋书·地理志》)

建安二十四年 孱陵 南郡 建安二十四年，孙权败关羽，南郡太

(公元219年) (吴国) 守麋芳以城降吴。(据《三国志·吴书》)

国
孙权“分孱陵县地，于今县东二里置吴太帝黄龙

安南 南郡
元年(公元 (吴国) 安南县"。(《岳阳风土记》)229年)

“杜预克定江南，罢华容置之，谓之
西晋初． 江安 南郗

江安。哆(《水经注》)

亚 太康元年 南安 南平郡 矗武帝平吴，分南郡为南平郡。秒
目

(公元280年) (《晋书·地理志》)

东晋(公元 南安 南平郡 据《晋书·地理志》、《东晋南北朝
317—421)年) 郡县表》

宋武帝永初 据《宋书·州郡志》、《东晋南北朝三年(公元 安南 南平郡
南 422年) 郡县表》

齐 安南 南乎郡 据《南齐书·州郡志》，《东晋南北
朝郡县表》

北 《东晋南北朝郡县表》载，搿南平郡

分立南安郡’’(《隋书》日南安湘郡)l

梁 安南 南安湘郡 “(古华容)省入南安县③。。元丰《九域

志》。今江陵府石首县建宁镇即其地。④秒

朝

陈 安南 南平郡 废南安郡，复隶南平郡(据《东晋南

北朝郡县表》)。

开皇十八年 华容 岳 州 开皇十八年改安南日华容，属岳州，

(公元598年) 大业三年属巴陵郡(《东晋南北朝郡县

表》)。
隋 大业三年 华容 巴陵郡 、

、

(公元608年)
、

●／ 大业十年
华容 巴陵郡 因水患迁县城于河西(今址)。

(公元6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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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年 代 县 名 隶属 主 要 典 籍 依 据

武德四年
华容 巴州

武德四年(公元6 2 1年)分华容县
(公元621年) 置石首县。(据《旧唐书·地理志》)

武则天垂拱
唐 二年(公元’ 容城’ 岳 州

． 垂拱二年，去口华"字，j日“容城”。

686年) (《旧唐书·地理志》)

中宗神龙元年
(公元705年) 华容 岳州 神龙元年复为华容，移县治于河东旧

址。

，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 6 5年)升

公元960年 万庾巡院为万庾县，寻废，并入建宁县。’
宋 华容 岳 州 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县城再次迁

至1279年 至河西。熙宁六年(公元1074年)裁建宁

入石首，以其半入华容。

一 公元1279年
-华容 岳州路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兀 至1368年 改岳州为岳州路。

公元1368年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改岳州路为
明 华容 岳州府 岳州府，五年四月降岳州府为岳州，十四

至1644年
年复升为府。

公元1644年 光绪17年(公元1891年)将县境西南
清 华客 岳州府 之明山、寄山及陈复、泰来，两丰诸垸划至1911年

给南州厅。
”

民国二年 华容 湖南省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县辖十

●

(1913) 区：城关、万庾、板桥、塔市，文宣、大乘、清

民 民国三年 华 容 武陵道 凉、景港，梅市、注市。与此同时，贺龙领

(1914) 导的革命根据地扩展至华容，建立了以东

民国十一年 华 容 湖南省 山为中心的苏维埃政权，明碧山设一区，

(1922) 大旺厂设二区，范家岭设三区，石华堰设

。四区。次年九月一日，红六军段德昌，许

光达同志率部攻占华容城，根据地得到发

展，新增六个区。花子坟设五区，万庾设六

区，梅田湖设七区，大乘寺设八区，注滋
t

口设九区，北景港设十区。

辖一镇(章台镇)9乡，92保，2132
国 民国三十六年 华容 湖南省

●

(1947年)
一甲。9乡即。塔市、文宣(驻三郎堰)、板桥

(驻墨山铺)，大乘、注市、梅市(驻西来

庵)，清凉(驻宋家咀)，景港，万庾。

(注)①⑦幸半台．容城．均建在古牟容范田，今年容东北部在古毕客范围之内．
，(D南安县，各本作安南县．

④建宁镇．即今调弦附近之槎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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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华容县行政区划变更表

年 代 县 名 隶 属 行政区划变更情况

1949年7月21日(农历6月26日)华

容县解放。10月9日(农历8月18日)成

立搿华容县人民政府"。辖5区、93乡。
1949年 华容 常德专署

一区驻城关，二区驻北景港，三区驻鲇鱼，

须，四区驻万庾，五区驻大旺厂，旋转三

郎堰。

‘辖6个区，1个镇、94个乡。

中南局和省人民政府行文，将石首县

所辖之岳军乡及石首东南之史家垸划归华

容I将华容北面上津湖以南，杨家呤，五
1950年 华容 常德专署

谷庙以北划归石首。

六月，分原2区东部增设6区，驻注

滋口。十二月成立城关镇，一区驻地迁三

封寺，五区驻地由三郎堰迁塔市驿。

分三区西部增设七区(驻西来

1951年t 华容 常德专署 庵)。分二区东部增设八区(驻大乘

寺)。

辖9区、2镇，115乡。

省人民政府行文将岳阳县洞庭湖以

西之隆庆，安福、昭福，团山四乡划归华
1952年 华容 常德专署

容。以上地区合六区南部，增设九区，驻

注滋口，将原六区所辖之注市镇升为县辖

镇j五区驻地由塔市驿迁至三郎堰。

辖9区，2镇，116乡。

一区辖1 6乡。红烈、话岗、润城、

三星、革非，胜峰、梅伍、明和，采其、
1954年 华容 常德专署

登瀛，彭定，泰和、黄蓬、紫南、栗树，

团渊。 ，

二区辖1 3乡l景港、横洲、中岭、

(8)



年 代 县 名 隶 属 行政区划变更情况

北岭、育婴、禹九，移灵、十三、县河，

开化、坝河、柘山，新河。

三区辖1 4乡：黄洋、沙口、和平、

梅田、护西、仁义，保安、宋市、蔡田、

时家、业谟、保卫，普贤，准里。

四区辖l 4乡l横堤、官洲，兔湖、

蔡兴、风口，黄湖，五田，西社、万圣、

白鹤、白铺、竺毕、三合、马鞍。

五区辖1 4乡l先焕、少英、烟墩、
1954年 华客 常德专署

祖光、锡栋、履仁，塔市，光鉴，青泥、

明碧，春同、集成，方台，继林。

六区辖9个乡l龙田、新鼎、紫云、

舒新、新河、善城，禹东、插旗、书鼎。

七区辖1 4乡l江黄、穆城、西来、

复兴、’岳城，操军，自莲、六角、团城、

三合、济南、留仙，保合、马蹄。

八区辖1 2乡：河口、终南，新龙，

夏家，风山，大乘，南圻、蓼兰，松树、

落脚、鱼口、旷怀。
’

九区辖l 0乡；舒安，均和，檀树、

团山，合成、昭福，北洲、安福、隆福、

隆庆。 城关镇、注市镇。

1955焦 华容． 常德专署 4月选举产生“华容县人民委员会"。

1956年6月撤区并乡，辖20乡、8镇、

623个农业社。三封寺乡(原一区，驻三封
～

寺)，胜峰岭乡(原一区，驻毛家巷)，潘

家渡乡(原一区，驻潘家渡)，景港乡
1956免

(原二区，驻北景港)，新河乡(原二

至1957年 华 容 常德专署 区，驻新河口)，时家圻乡(原三区，驻

’鲇鱼须)，宋市乡(原三区，驻宋家

咀)，万庾乡(原四区，驻万庾)，护城

乡(原四区，驻麻涅泗)，三郎堰乡(原

五区，驻三郎堰)，塔市乡(原五区，驻

塔市驿)，砖桥乡(原五区，驻砖桥)，

插旗乡(原六区，驻注北)，操军乡(原

(9)



年 代 县 名 隶 属 行政区划变更情况

七区，驻南岳庙)，梅田乡(原七区，驻

梅困湖)，西来乡(原七区，驻西来庵)I

1956正 大乘乡(原八区，驻大乘寺)，终南乡(原

八区，驻鱼口)，隆西乡(原九区，驻注
至1957年 华容 常德专署

滋口)，团山乡(原九区，驻坝上)。将区

属北景镇改为县辖镇。1957年将鲇市、塔

市戈Ⅱ为县辖镇。

撤乡建人民公社，辖8社、1镇、

86个大队、884个生产队。

华一公社(原三封寺乡、胜峰岭乡、

潘家渡乡，驻三封寺)，辖11个大队l墨

山、山洪、群兴，新华、全赋、新铺、栗

树、东岭、红星，民主、三封。

新景公社(原景港乡、新河乡，北景

镇，驻北景港)，辖9个大队：横州、中岭，
1958年 华容 常德专署 北岭，九斤、前进、新建、十三、县河、北景。

护城公社(原时家圻乡、万庾乡、宋
市乡、护城乡、鲇市镇，驻鲇鱼须)，辖

14个大队l湘北、程家、普贤，白铺、
杨家，万庾，鲁家，白鼎、五星，三河、

宋市、蔡田，黄洋、鲇市。

东山公社(原三郎堰乡、塔市乡，塔

市镇，驻三郎堰)，辖10个大队l塔市、

长江，墨山，和平、烟墩、三郎、关山，

先红，仙鹅，桃花。

砖桥公社(原砖桥乡，驻砖桥)，辖

6个大队。。长宁，集成、明碧、继林，方

台、专业。

东风公社(原操军乡、梅田乡、西来

‘乡。驻南岳庙)，辖12个大队，梅田、仁
义、和平、三合、复兴、保合、岳城、新

蛸，操军、穆城、南华、留仙。

南山公社(原大乘乡、终南乡，驻大乘

寺)，辖lo个大队l火乘，松树、蓼兰、

鱼口，胜利，瓦圻，旷怀，南圻，风山，
新龙。

幸福公社(原插旗乡、隆西乡、团山乡、

注市镇，驻注滋口)，辖13个大队l幸福、

卫星，杨林、东风，红旗，跃进、八一，

注北、火箭，前进、插旗，注市，海鸥。

城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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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 ．县，名 隶 属 行政区划变更情况

辖9个公社，2个镇、143个大队、902
， j 一

个生产队。6月，东风公社更名为操军公
‘1959焦 华客 常德专署

社J将护城公社西部划出建鲇鱼须公社，

驻鲇鱼质，护城公社移驻麻涅泅，注市镇

恢复为县辖镇。 。

辖9个公社，106个大队，812个生产

队。
1960年 华容 常德专署

砖桥公社并入东山公社，驻塔市驿。

撤销注市镇；城关镇改称城关公社。

公社规模缩小，社数增多，全县共辖

19个农村人民公社，2个城镇人民公社，

419个大队，3，682个生产队。

一1961年 华容 常德专署 三封公社(原华一公社，驻三封寺)，

胜峰公社(原华一公社，驻毛家巷)，
C

’

潘家公社(原华一公社，驻潘家渡)，

景港公社(原新景公社，驻北景港)，

新河公社(原新景公社，驻新河口)，

鲇市公社(原鲇鱼须公社，驻鲇鱼须)，

宋市公社(原鲇鱼须公社，驻宋家咀)，

万庾公社(原护城公社，驻万庾)，
， 护城公社(原护城公社，驻麻涅泗)，

东山公社(原东山公社，驻三郎堰)，

塔市公社(原东山公社，驻塔市驿)，

砖桥公社(原东山公社，驻砖桥)，

操军公社(原操军公社，驻南岳庙)，

梅田公社(原操军公社，驻梅田湖)，

南山公社(原南山公社，驻大乘寺)，

终南公社(原南山公社，驻鱼口)，

插旗公社(原幸福公社，驻注北)，

幸福公社(原幸福公社，驻坝上)，

隆四公社(原幸福公社，驻注滋口)，

城关人民公社。4月成立注滋口人民公

社。 ，

(1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