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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汨罗县地名录》(以下简称《本录》)是依据中央有关地名工作的文件精神编纂出版

的，是地名普壹工作的一项科学成果。它对全县人民生产生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

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为今后县志地理志的编纂做了必要的准备。

地名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地名的沿革和演绎反映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和社风民俗。

建国以来，随着历史的前进，生产建设的发展和行政区域的多次划分、调整，我县陆续地产

生了一些新地名，同时由于某些原因，随意乱改地名的现象也较严重。因此出现地名重名，

名实不符、用字不当、含义不清，讹误相传的混乱状况，带来生产上，工作上和通讯联系上

一些困难，对各方面有所不利。这次地名普查，对全县地名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系统的调查

凌实，整理澄清，争取尽可能做到地名标准化，规范化，为编辑出版《本录》，建立我县地

名档案准备了较完整的资料。

地名普查是一项涉及面广，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都很强的新工作，它的全过程，在

省，地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和有关单位紧密配合下，采取领导、群众与专业人员结合，全面调

查与重点考证结合，实地勘察与内业结合的方法，达到图，表，卡、文一致，奠定了编纂

鬟本录》的资料基础。

在普查中，我们以1：50000地形图为依据，对全县行政区划，自然村落，山脉河流，人

工建筑物，有方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著名纪念地和名胜古迹的名称进行了普查。收集了大

量的民间传说和历史资料，通过去粗取精、去伪求真，使地名更加规范化标准化。全县更名

公社一个，更名大队和居委会一百零四个(其中汉字重名的七十九个)，新增地名一千一百

一十七条，勘误地名六百八十六条，消失地名三百一十一条。《本录》地名分成五大类别表

列，析为t行政区划，自然村三千三百四十三条，自然地理实体一。七条，人工建筑物五十

九条，企事业单位十八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十条，街巷六十条。

标准的地名图是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本录》以公社为单位绘制新的1；50000地名

图共二十九幅，l：10000地名图三幅，1：100000地名图一幅，依序分装各社镇首页，并绘

制新的1：250000全县行政区划图一幅，装入《本录》首页，以资直观全貌。

区划概况是《本录》的主要组成部分。全县按县、社两级行政机构共撰写概况专文三十

二篇，其它项目简介十三则。图片说明三十一则，配图片三十一帧。文字体例力臻规范化。

方位。县以省境定方位，公社以县境定方位，四至明确，面积-总面积以平方公里计算，

山，田，林、以亩计，名称由来及含义，一是有理有据者加以肯定，=是民间流传久远而又



合乎情理者予以保留，三是其说不一，各执一见的则同时记述两种以上说法，所引数据都以

一九八。年县统计局统计数字为准，基本数字用绝对数，一般数字用概数，基础数字和发展

数字用百分比，引证史实例证。一是《湘阴县志》，二是《湘阴解放前后》，三是有关历史

资料；专业术语：尊重特点，统一口径，合乎规范。

《本录》装帧为十六开精装本，卷首部分有序言、全县行政区划图，全县概况、目录，

中间主要部分为公社地名图，公社概况，地名分类表列式，自然地理实体概况以及纪念地，

名胜古迹的概况和图片，卷尾部分有更名公社，大队新旧名称对照表和编后记，全卷约六十

万字。

地名普查和《本录》的编纂，承县档案，统计、文化，教育、水利，交通、农业、气象、

印刷出版等单位大力支持和多方帮助，谨此表示感谢。

由于原始资料不足，时间短促，业务水平不高，鲁鱼之误在所难免，敬希指正。

I

——编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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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县概况

泪罗县位于湖南省东北部，湘水尾问东岸，处于东经112。25124∥一113。277 11扩，北纬

28。28，01∥一29。02，18∥之间。东部和东南部与长沙县毗连，南与望城县接壤11西邻湘阴和沅

江县，北接岳阳县；东北与平江县交界。驻地城关镇，位于东经113。057，北纬28。537，南距

长沙70公里，北距岳阳68公里。

全境南北长58公里，东西宽46公里，面积1，432平方公里。有耕地面积51万亩(其中水

田42万亩，旱土9万亩)，山地87万亩，水面14．4万亩，村庄道路58万亩。辖3镇，28个公

社，7个农林茶场(包括屈原农场，但该场不属于本县行政区辖)，382个大队(不包括8个居

委会和屈原农场的大队数)，6，022个生产队。有2，772个自然村，共138，781户，597，302

人。其中有蒙古族11人，回族12人，藏族2人，苗族23人，壮族21人，瑶族6人，土家族16

人，纳西族1人，满族4人，侗族1人，外国人加入中国籍1人，其余均系汉族。

我县属丘陵地区，形似蘑菇。东部、东北部，中部与西南部多山，地势较高，西北部

属洞庭湖区，地势较低。主要山脉有西南支脉，始于县南部的高坊公社与望城县交界处的九

峰山，向北延迤，止于王思岩，长23公里。以湖鼻山较高，海拔458．6公尺，东南支脉，从

高坊公社的麓峰、甘家山向北伸展，长36公里。以玉池山的达摩峰最高，海拔777．5公尺；

东北山脉，由鸦鹊尖入境，止于天井山。以智峰山较高，海拔600公尺。主要河流有罗江和

泪水。罗江。发源于岳阳的岳坊，长40公里，流域控制面积540平方公里，最大洪峰流量561立

米／秒。泪水：发源于江西修水，长249公里，控制流域面积6，000平方公里，最大洪峰流量

6，880立米／秒，与罗江汇合于大丘湾，称泪罗江，经磊石入湘江。支流有鹅笼水(又名湄

江)、白丈河、桃林河入泪罗江，青江(又名沙河)，白水港注入湘江。

境内矿藏资源丰富。东南，西南两大支脉多由火成岩构成，地下蕴藏着长石、石英、云母、

绿柱石，磁土，耐火泥，黄玉，电气石等多种矿物质。主要产区有狮子岭、高华岭、低华岭，

湖鼻山、玉池山、明月山、密岩山、神鼎山、西隐居山、麻石山等地。高坊，川山两个公社的花岗

石藏量丰富，年产约100万吨，畅销省内外。泪罗江及县城周围蕴藏金矿，目前正在勘探。

汨罗县历史悠久，是历代政治，政权、军事建制之地，至今已有2，600余年的历史。据

史料证实，从春秋战国至解放，在今县境内曾有五处建过州、郡，县治。玉州故城(在县城

西北小州围以南)又是古罗城遗址。春秋时，楚文王伐罗，罗从湖北枝江迁都于此，自秦到

南北朝为罗县治，隋朝置湘阴县治。夹城(在县城西南3公里曲尺塘)。南北朝梁建罗州

治，夹泪水建土城，名夹城。白茅故城(今川山公社湖鼻山东李家柯，彭家坳附近)。公元

907年许可崇迁湘阴县治于此。城江城(位于今JlI山公社常公大队)。五代梁陈建湖滨县治，

L、f
b



唐朝设湘阴县治。岳阳故城(位于今长乐镇)。南北朝梁建岳阳郡于此。此后，未曾建立过

县以上政区，直至1966年2月由湘阴县分建汨罗县，因境内有汨罗江而命名。

1949年7月26日全县解放，设4个办事处。1950年4月撤办事处，设10个区公所。同年翅

乡建攻，设13个区，156个乡，属今县境有7个区，88个乡。1951年10月再次调整区乡，全县

划分18个区，属今县境有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共10个区。1955年

6月改各区的序数命名为地名命名，三区为玉池区，四区为明月区，五区为神鼎区，六区为

白水区，七区为长新区，八区为洪兰区，九区为桃林区，十区为白塘区，十一区为汨罗区，

十二区为营田区。1956年合作化时，撤区并乡，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9月成立人民

公社时，建26个人民公社，5个镇，属今县境的有弼时，大众，屈原，河市，泪罗等15个公

社及新市，汨罗二镇。同年二月划出河市，屈原公社建屈原农场。1961年冬第五次划建区公

所，属今县境的有自水，弼时，泪罗，长乐、桃林五个区。1965年3月撤区、部份地调整公

社。1966年2月分县，即现在的规模。

全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湿多变，寒流频繁，雨量充沛，夏秋多旱，冬季

气温较低。据1967——1980年气象资料的平均值，年平均气温为16．9℃。最低月温一般发生

在元月和二月上旬，为4．2℃，但1972年2月9日气温低到零下13．4"C。这样的低温很少出现。

最高月温一般在T月，为28．9℃，但1971年7月21日和22日，气温高达39．7 0C，这样的高温

亦不多见。年积温6209．4℃，年日照时数1714．9小时，年无霜期265天，年降水量1353．6毫米。一

般5月份降雨量多，为227．2毫米(占年降雨量的17％)称梅雨季节。1954年4至7月，雨

量达1，313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70％，连雨79天，造成百年罕见的水灾和洪患。有时梅雨

期过去，数月不雨或雨量极少，1953年7月仅降雨30．3毫米，全县出现严重早灾。

地处洞庭湖畔，气候温和，土质肥沃，适宜农作物生长。主要粮食作物有稻谷，红薯，

主要经济作物有棉花，茶叶，花生，芝麻、油菜等。解放后，农田基本建设加快，农业机械

不断发展，科学种田水平逐步提高。历年来，建水库248座。其中中型水库3座，小(一)

型水库38座，小(二)型水库207座，受益面积264，815亩，修复山塘24，631口，总蓄水量近

3亿立方·筑河堰水坝814座，建水闸12个，完成了罗江改道、漉湖围垦等工程。修筑堤防

54公里，新建小水利发电13处(装机22台容量4，167配)。平整土地89，000亩，新开田地39，000

亩，有灌溉设施面积343，775亩，早涝保收面积291，050亩。投入农业机械总动力101，299马

力，其中，汽车55部4，900马力，机动船21艘380马力，拖拉机1，088台17，206马力，农用内燃

机5，395台38，785马力，电动机3，509台40，481马力，木船119只载重181吨，农村用电量2，610万

度。1980年投入化肥260，922担，使用农药86，908担。科学种田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农业生产

的发展。1980年全县粮食种植面积837，207亩，粮食总产542，077，300斤，亩产1，177斤，相当予

解放前的3倍。种植棉花25，716亩，总产19，676担，亩产77斤。种植茶叶52，594亩，总产24，172

担。垦植油茶56，427亩，年产油29，967担。养殖业以猪、渔为主。1980年养猪417，463头，交售肥

猪14．4万头，产鲜鱼15，272担。社员用粮人平647斤，人平纯收入95．68元。

森林资源丰富。建国后造林更新面积79万亩，封山育林212万亩，主要是松，杉，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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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松和油茶，油桐，乌桕等经济林。建有国营桃林林场，玉池林场和自水苗圃，有林地面积

5，200亩，种子园1，460亩。森林积蓄量17，883立方米，累计采伐木材4，200立方，年产树苗

250多万株。

自建县以来，工业建设发展较快。先后兴建了县办氮肥厂、纺织厂、酒厂、针织厂，印

刷厂，机械厂、水泥厂等，加上公社工业，1980年工业总产值6，945万元。其中有公社企业

305个，产值1925万元。地方工业初具规模。

商业网点星罗棋布，市场日益繁荣，城乡购销渐旺。全县有商业网点849个，商业人员

4，857人。1980年交售农副产品总额5，328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351万元，其中消费品

6．962万元。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年来，高档商品销售量增加较快。

交通便利，运输发达。京广铁路纵贯南北，县境内有8个火车站。公路四通八达，干线

有107号公路(经过我县弼时，铜盆，黄柏，新市、红花、大荆等公社)，路湘公路(长沙

至湘阴，经过我县白水，黄柏、铜盆公社)，湘汨公路(湘阴至汨罗>，泪磊公路(汨罗至磊

石)，泪临公路(汨罗至临湘，经我县新市，天井、长乐、古仑，智峰，三江公社)，平汨

公路(汨罗至平江)·同时，28个公社都有公路支线。1980年统计通车里程781．9公里。有

公路桥77座共长1，817．5米。民用汽车236辆(其中客车24辆)，其它机动车17辆，拖拉机

1。265台。

邮政电讯事业迅速发展。县局以下有8个邮电支局，有干部职员232人。县，社共架设

杆路2，019公里，装置话机1，294部(其中自动号机315部)。1980年邮电业务总额35万多元。

文教卫生事业不断普及和提高。截至1980年末，全县有中学61所，小学394所，共有教

职员7"5，266人(其中民办教师2，540人)，在校学生110，341人(其中中学生25，044人)，适龄

儿童入学率达97．9万，普及了小学教育。有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血防医院等县属医疗机

构7个，公社，镇属卫生院(所)35个，共有床位898张，共有医务人员941人(其中集体人

员496人)，各大队有赤脚医生，形成了较完整的医疗网。县西北部10个公社的51个大队原

是血吸虫疫区，钉螺面积81，432亩，10万多人受到血吸虫的危害和威胁。解放后，经过几次

大规模的灭螺治病工作，基本上根治了血吸虫，使疫区人民恢复了健康。

汨罗县风俗民情淳朴，勤劳，人文荟萃，素著进取。境内有许多名胜古迹和文化遗产，

又是具有革命光荣传统的地方。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怀沙自沉于汨罗江，留下的古迹有屈

子祠，十二疑冢，招屈亭，烈女岭，烈女桥，南阳寺，江潭，沧浪河、晒尸墩、屈潭等处。

历代名人，学士留下凭吊，怀念的诗文甚多，参观瞻仰人员络绎不绝。县内名山胜地有神鼎

山，玉池山，隐居山，达摩山，湖鼻山，高华岭，密岩山，红花山，望京台，穆屯，二妃

墓，黄陵庙，磊石山等，神话传说流布久远，风光优美，吸引游人。

弼时公社弼时大队新屋里，是我国革命的先驱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同志的

故居，1904年4月13日任弼时同志诞生在这里。解放后，故居修饰一新，建有任弼时同志故

居纪念馆，展出了反映任弼时同志的伟大生平和光辉业绩的史实资料，物品，以资教育后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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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峰山一带是我国革命老根据地之一。1927年至1933年间，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

怀和革命前辈杨宗胜等曾在这一带地区创建苏维埃政权，进行革命活动，留下了许多可歌可

泣的光辉史绩·

县南部自鹤洞一带，是1945年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同志率领部

队进行抗日活动的地区之一，在人民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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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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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概况

城关镇位于泪罗江南岸，京广铁路东侧。东，南，北与城郊公社相连，西与汨罗公社接

壤。面积约T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 1 3．3亩。辖3个居民委员会，l 9个居民小组，3个蔬

菜大队，l 5个生产队。城镇共有2，616户，20，617人，其中镇属人口l，500户，5，112人。均

系汉族。

解放前，为汨罗镇，仅有一条约2 0 0米长的小街，人口不足3 0 oh，只有几家私营货栈

和作坊。解放后，属湘阴县辖镇，曾驻泪罗区人民政府。1966年从湘阴县分建泪罗县，城镇

模规扩大到铁路东边的高泉山一带，并将泪罗镇改为城关镇，驻县，镇党政机关和部门单

位，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镇现有主要街道5条，全长约l 0公里，街成井字

形排列，街道宽敞，树木成荫，楼房鳞次栉比，较为壮观。

城区工商业发展较快。有镇属工商企业单位8个，菜队和居民企业单位T个，合计年产

值2 8 2．9万元，利润19．5万元。有县属数十家商店和旅社，有机械，化肥、农机，电机、针

织、酿酒、建筑材料等几十家工厂和企事业单位，服务网点星罗棋布，工厂烟囱林立，是一

个新兴的美丽城镇。

文教卫生事业迅速发展。有县属第一中学，第七中学，进修师范，城关中学和县属城关

完小以及两所镇属初级小学，共有教职员T3 3 7人，在校学生4，225人。有剧院和电影院，

可容纳3，0 0 0名观众。有县人民医院，中医院，血防医院、妇幼保健站和镇属卫生院等医疗

单位，共有医务人员2 9 1人，床位3 1 3张。县属广播站、文化馆，体育场均设于城关镇内，

文化卫生事业日益活跃。

城关镇地处交通要道，京广铁路横贯南北，城西北一公里处设汩罗火车站，铁路交通可

达全国各地。湘泪公路穿过东西，公路交通可达湘阴、平江，长沙．岳阳等地。本县各公社

通客运班车。泪罗江绕城北注入湘江，水路运输便利。

集市贸易欣欣向荣，人潮如涌，货畅其流，平日集市二，三千人，节假日集市可达万

人。

镇西北1 0公里处的汨罗江畔，有古迹屈子祠，来往参观人员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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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城关镇

汨罗县

蔬菜一大队

蔬菜二大队

蔬菜三大队

一居民委员会

二居民委员会

三居民委员会

建设路

车站路

道垅路

劳动南路

劳动北路

高泉南路

高泉北路

人民路

归义路

大众路

屈原路

友谊南路

友谊北路

城南路

归义街

老街

大路口巷

城南巷

高南巷

张家巷

体育巷

荣家坪

高泉坝

中岭上

石子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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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

C hengguanzhen

Miluo XJan

Sflcai 1一Dadui

SQcai 2一Dadui

Sacai 3——Dadui

l—Jnmin Weiyuanhut

2一JnmIn Weiyu矗nhui

3一JnmnI W6iyultnhul

Jianshela

C hezhAnla

Daolongla

L直od6ngnanl矗

L aodongbeiln

Gaoquannanla

Gaoquanbeiln

R enmInln

GuiylIQ

Dazh6ngla

QQyuanln

Y6uyl’nltnlt＆

Y6uylbeila

C hengnanla

GuZyljie

Laojie

DAlnk6uxi直ng

Ch6ngn百nxiang

GaonAnxiang

Zh磊ngjiaxian9

Tiyfzxiang

R6ngjiapfn9

Gaoquanba

Zh6nglIngshang

Shfzipo

户数 人口 驻地

2616

138781

181

238

117

33 7r

358

285

20617

597302

653

908

449

998

1002

775

建设路

建设路

高塘屋

石子坡

归义街

老街

石子坡

高泉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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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石泉山

胥家垅

高塘屋

汉语拼音 户 数 人 口 驻地

Shlquanshan

Xnjial6ng

Gaotang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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