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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新编《沅陵县志》出版问世，是沅陵各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可庆可贺!在志书出版之际，遵编委会之嘱，书此片言，权当作

青，
。

沅陵县位于湖南西北部，建置历史悠久，秦汉以来，迭为政

治、军事、经济、文化要地，加以自然资源丰富，素有“天然林国"之

称，今为湖南水电、林业生产基地之一。此自不可无志以志盛。

沅陵修志溯源甚早，见于著录者，南朝齐已编著有《沅陵

记》。‘官修县(府)志始于明成化年间，到民国1 9年，凡1 1次续

修。这些志书是沅陵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

阶级的偏见，历代志书大都存在重人文、轻经济，对统治阶级和劳

动人民褒贬不当，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等偏向，不能正确反映沅陵

县的历史面貌。

新中国建立后，沅陵各族人民得到解放，人民当家做主，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很快，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人们的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江山似锦，分外妖娆。盛世修志乃兴，主政

者遂于1 9 86年，集入力物力，成立沅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开

展新编沅陵县志的工作。全县各界人士，共襄盛举，历六载寒暑，

于1 990年1 O月完成新编《沅陵县志》评审稿，随后，广延有关人

士评审修订，1 9 9 1年1 O月完成送审稿。

新编《沅陵县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广征博采，熔铸百科，以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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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对沅陵的历史沿革、自然环境、经济政治、文化教育、风俗

民情作了比较全面的系统记述，充分反映了沅陵两千多年来的历

史和近几十年的巨变，可称得上。一方之百科全书力。一卷在手，

犹如。沅陵’’在胸，其价值和意义，毋庸讳言。当政者，可以之为

镜，知交替，明兴亡，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把握沅陵历史发展

的脉络，正确认识沅陵，兴利除弊，科学地决策沅陵的未来。沅陵

人民可以之为师，陶冶情操，淳化民风，发扬光大沅陵儿女艰苦创

业、百折不挠的光荣传统。全书尽管仍有不足或疏漏之处，但却

是一件上足告慰前人，下能启迪后代的千秋功业。

编修地方志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建设工

程，新编《沅陵县志》历经六载，四易其稿，修志人员之艰辛自不待

言；除此之外，尚不知凝聚着多少入的心血。省、地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的关怀，县志顾问的精心谋划，全县各级党政领导的支持，各

部门各单位的通力协作，无疑都是志书成功的重要因素。在此，

我们谨代表中共沅陵县委、沅陵县人民政府，向所有关心本志并

为之作出贡献的专家、学者、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

张贻国

龙金华①

199，年ZD月

①张贻国，系中共沅陵县委书记；龙金华，系沅陵县人民政府县长，1992年8月1日任中共沅陵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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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沅陵县志》定稿付梓，这是全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是全县各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沅陵，山川秀丽，资源富有，物产丰饶。素有‘‘天然林国"之
称，为国家南方集体林区重点县之一，森林覆盖率、蓄积量甲于全

省；水资源极丰，水能理论蕴藏量占全省的9．1 4％，为国家南方水

电建设重地之一，装机容量40万千瓦的凤滩水电厂早已投产，装

机容量1 20万千瓦的五强溪水电站正在兴建；矿藏资源达数十

种之多，黄金年产量居全省之冠，全国第四位。如此祖国一角，诚

属可亲可爱。

沅陵县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沅陵置县迄今

已有21 00多年。。往事越千年"，历代封建统治并没有给沅陵人

民带来福音，留下的却是一片惨淡破败景象。近代由于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沅陵人民更被推到水深

火热之中。压迫愈深，反抗愈烈。早在清末，就爆发了反对帝国

主义势力奴役的。辰州教案’’，震惊中外；大革命时期，反对封建剥
削压迫的工农革命运动如火如荼；1 9 34年贺龙率红二、六军团，

在湘西及本县北部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1 9 35年红

二、六军团长征时，几百名沅陵儿女随军北上抗日；抗日战争时

期，中共湘西工委和沅陵县委领导人民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救亡

运动；解放前夕，中共地下组织策反国民党地方武装投诚起义，组

织人民群众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沅陵，以及解放后在消灭国

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武装的斗争中，均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历

史和英雄业绩。沅陵各族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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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新中国成立后的38年中，沅陵各族人民经过一段曲折艰难

的又是英勇奋斗的历程，从而使沅陵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全

国全省一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历经成功和曲折，取得了

旧社会不可比拟的成就。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

开放政策给沅陵注入勃勃生机，带来无限活力。沅陵农业连年丰

收，工业迅速崛起，集镇普展新容，城乡经济繁荣，人民丰衣足食，

沅陵人民弹奏出新时期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乐章，迈出开拓

进取的坚定步伐。 ’

今日沅陵的巨大变化，唤起了编志人员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的激情。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剔除旧

志糟粕，填补50余年的空白，实事求是，详今略古，广采博收，翔

实地记载了沅陵自汉置县以来的兴衰荣枯，人更物移，纵情地讴

歌了沅陵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英雄业绩和社会主义建设

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激励今人和启迪后生，坚定不移地跟共

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建设繁荣富庶的沅陵而奋斗，将发挥其

积极作用和特殊功能。新志的体例以志为主，述、记、传、表、考、

录诸体并举，以类系事，横列纵述，纵横结合，重在记叙。立2 3

篇、94章、346节，成书90多万宇，并附有用现代技术制作的图

， 照，使全书珠联璧合，和谐统一，尽管难免纰漏，毕竟瑕不掩瑜。

愿勤劳勇敢的全县各族人民，在这块丰腴的土地上不懈地耕

耘，不断地开拓，创造亘古未有的英雄业绩，谱出崭新的历史篇
章。

‘

曹丰禄①
，

。

1992年12月30日

①曹丰禄，系中共沅陵县委副书记，沅陵县人民政府县长．



凡例

凡 例

一、新编《沅陵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如实地记载

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是沅陵县第一部社会主义的志书。

．二、时间断限：起于汉高祖五年(前202)，迄于1 987年(五

强溪水电站移民延至定稿)，详今略古。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考八种体裁，以志为

主，采用篇、章、节、目的结构形式，设23篇94章346节。

四、本志首设《总述》、《大事记》，志末设附录，篇、章、节

视其需要设无题概述、无题小序。

五、《人物篇》列传、表，有社会影响的已故知名人士入传，

有重大贡献的在世人物，以事系人。

六、按现代汉语规范要求和《<湖南省志>编写行文通

则》，统一全书体例、语言、文字。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省、地、县档案馆、图书馆与党史、

文史资料、《二十五史》、旧县(府)志以及新编的沅陵县专业

志、区镇(乡)志和收集的口碑、实物、书刊资料。



修志人员名单

修志机构人员

沅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 周光烈

副主任 邱长好胡定大向明龙张先潮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印文广刘沼云刘跃曹石太福朱求文

， 李石文李拔松李美友李德友张仁富

张先一张名JII张宏智张家琦陈自耀

杨长庚杨先树胡斐然钟玉如晏国华

姬铁梁黄天成康继贤舒序达熊良栋

潘银贞

沅陵县地方志办公室成员
’

主 任 张先

副主任 钟玉

工作人员 印文

苗建

卓康宁苗鲁平

总 纂

第一副总纂

副总纂

分 纂

编 辑

图照编辑

责任编辑

终 校

如晏国华

广张先潮张名川张泽龙胡斐然金裕志

辉谭载森李柄生印卷青钟君珍

航陵县志濒问
李羽立朱耀一黄清泉谭霖林雏黄伯炎

缅己陵县志》编辑部成员

周光烈

张先一

胡斐然张先潮

钟玉如印文广张仁富

金裕志文世才石明才聂学俊谭载森苗建辉

晏国华 金裕志

张先一

周光烈张先一

粤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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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县

怀化地区地方志编委会

湖南省地方志编委会

航陵县志》审稿人员
张贻国

张先潮

李振英

罗惠源

薛忠勇

曾惠民

李羽立

龙金华

张先一

张名英

聂学俊

周亮一

杨文基

朱耀一

杨源来曹丰禄周光烈

方思默刘立松刘俊良

张理才张新军杨先树

罗世高曾谦益

余致韩黄清泉黄志明

刘国长杨子仪赵新民

郑清平

，，。。一



总目

总目

修志机构人员
序

凡例 ·

图 照 。

总述⋯⋯⋯⋯⋯⋯⋯⋯⋯⋯⋯⋯⋯⋯．⋯⋯⋯⋯⋯⋯⋯⋯⋯⋯⋯⋯(1)

大事记⋯⋯⋯⋯⋯⋯⋯⋯⋯⋯⋯⋯⋯⋯⋯⋯⋯⋯⋯⋯一(10)，
第一篇建置⋯⋯⋯⋯⋯⋯⋯⋯⋯⋯⋯⋯⋯⋯⋯⋯⋯⋯⋯⋯⋯”(49)

、 第一章县域⋯⋯⋯⋯⋯⋯⋯⋯⋯⋯⋯⋯⋯⋯⋯⋯⋯⋯⋯⋯(49)

第一节隶属沿革⋯⋯⋯⋯⋯⋯⋯⋯⋯⋯⋯⋯⋯⋯⋯⋯⋯(49)

第二节境域变迁⋯⋯⋯⋯⋯⋯⋯⋯⋯⋯⋯⋯⋯⋯⋯⋯⋯(50)

第二章区划⋯⋯⋯⋯⋯⋯⋯⋯⋯⋯⋯⋯⋯⋯⋯⋯⋯⋯⋯⋯(52)

第一节都图⋯⋯⋯⋯⋯⋯⋯⋯⋯⋯⋯⋯⋯⋯⋯⋯⋯⋯(52)

第二节区乡保甲⋯⋯⋯⋯⋯⋯⋯⋯⋯⋯⋯⋯⋯⋯⋯⋯⋯(53)

第三节区乡(镇)村组⋯⋯⋯⋯⋯⋯⋯⋯⋯⋯⋯⋯⋯⋯⋯(56)

第三章县城区镇⋯⋯⋯⋯⋯⋯⋯⋯⋯⋯⋯⋯⋯⋯⋯⋯⋯⋯(65)

第一节县城⋯⋯⋯⋯⋯⋯⋯⋯⋯⋯⋯⋯⋯⋯⋯⋯⋯⋯(65)

第二节区镇⋯⋯⋯⋯⋯⋯⋯⋯⋯⋯⋯⋯⋯⋯⋯⋯⋯⋯(66)

第二篇自然环境⋯⋯⋯⋯⋯⋯⋯⋯⋯⋯⋯⋯⋯⋯⋯⋯⋯⋯⋯⋯·(73)
第一章地质⋯⋯⋯⋯⋯⋯⋯⋯⋯⋯⋯⋯⋯⋯⋯⋯⋯⋯⋯⋯(73)

第一节地层⋯⋯⋯⋯⋯⋯⋯⋯⋯⋯⋯⋯⋯⋯⋯⋯⋯⋯(73)

第二节母质母岩⋯⋯⋯⋯⋯⋯⋯⋯⋯⋯⋯⋯⋯⋯⋯‘⋯⋯(75)

第三节地震⋯⋯⋯⋯⋯⋯⋯⋯⋯⋯⋯⋯⋯⋯⋯⋯⋯⋯(76)

第四节矿藏⋯⋯⋯⋯⋯⋯⋯⋯⋯⋯⋯⋯⋯⋯⋯⋯⋯⋯(76)

第二章地貌⋯⋯⋯⋯⋯⋯⋯⋯⋯⋯⋯⋯⋯⋯⋯⋯⋯⋯⋯⋯(79)

第一节平地岗地⋯⋯⋯⋯⋯⋯⋯⋯⋯⋯一⋯⋯⋯⋯⋯⋯·(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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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丘陵山地⋯⋯⋯⋯⋯⋯⋯⋯⋯⋯⋯⋯⋯⋯⋯⋯⋯(80)

第三章气候⋯⋯⋯⋯⋯⋯⋯⋯⋯⋯⋯⋯⋯⋯⋯⋯⋯⋯⋯⋯(84)

第一节光照⋯⋯⋯⋯⋯⋯⋯⋯⋯⋯⋯⋯⋯⋯⋯⋯⋯⋯(84)

第二节温度⋯⋯⋯⋯⋯⋯⋯⋯⋯⋯⋯⋯⋯⋯⋯⋯⋯⋯(85)

第三节霜期。⋯⋯⋯⋯⋯⋯⋯⋯⋯⋯⋯⋯⋯⋯⋯⋯⋯⋯(87)

第四节降水⋯⋯⋯⋯⋯⋯⋯⋯⋯⋯⋯⋯⋯⋯⋯⋯⋯⋯(87)

第五节气压和风⋯⋯⋯⋯⋯⋯⋯⋯⋯⋯⋯⋯⋯⋯⋯⋯⋯(89)

第六节湿度蒸发⋯⋯⋯⋯⋯⋯⋯⋯⋯⋯⋯⋯⋯⋯⋯⋯(90)

第七节灾害性天气⋯⋯⋯⋯⋯⋯⋯⋯⋯⋯⋯⋯⋯⋯⋯⋯(90)

第四章水文⋯⋯⋯⋯⋯⋯⋯⋯⋯⋯⋯⋯⋯⋯⋯⋯⋯⋯⋯⋯(93)

第一节地表水⋯⋯⋯⋯⋯⋯⋯⋯⋯⋯⋯⋯⋯⋯⋯⋯⋯⋯(93)

第二节地下水⋯¨⋯⋯⋯⋯⋯⋯⋯⋯⋯⋯⋯⋯⋯⋯⋯⋯(95)

第三节水文特征⋯⋯⋯⋯⋯⋯⋯⋯⋯⋯⋯⋯⋯⋯⋯⋯⋯(95)

第五章土壤⋯⋯⋯⋯⋯⋯⋯⋯⋯⋯⋯⋯⋯⋯⋯⋯⋯⋯⋯⋯(96)

第一节水稻土⋯⋯⋯⋯⋯⋯⋯⋯⋯⋯⋯⋯⋯⋯⋯⋯⋯⋯(96)

第二节其它土壤⋯⋯⋯⋯⋯⋯⋯⋯⋯⋯⋯⋯⋯⋯⋯⋯⋯(97)

第六章野生动植物⋯⋯⋯⋯⋯⋯⋯⋯⋯⋯⋯⋯⋯⋯⋯⋯⋯⋯(100)

第一节野生植物⋯⋯⋯⋯⋯⋯⋯⋯⋯⋯⋯⋯⋯⋯⋯．．．⋯·(100)

第二节野生动物⋯⋯⋯⋯⋯⋯⋯⋯⋯⋯⋯⋯⋯⋯⋯⋯⋯(101)

第三篇民族人口⋯⋯⋯⋯⋯⋯⋯⋯⋯⋯⋯⋯⋯⋯⋯⋯(103)

第一章民族⋯⋯⋯⋯⋯⋯⋯⋯⋯⋯⋯⋯⋯⋯⋯⋯⋯⋯⋯⋯(103)

第一节民族分布⋯⋯⋯⋯⋯⋯⋯⋯⋯⋯⋯⋯⋯⋯⋯⋯⋯(104)

第二节民族成份识别⋯⋯⋯⋯⋯⋯⋯⋯⋯⋯⋯⋯⋯⋯⋯(104)

第二章人口发展⋯⋯⋯⋯⋯⋯⋯⋯⋯⋯⋯⋯⋯⋯⋯⋯⋯⋯⋯(105)

第一节人口总量⋯⋯⋯⋯⋯⋯⋯⋯⋯⋯⋯⋯⋯⋯⋯⋯⋯(105)

第二节人口分布⋯⋯⋯⋯⋯⋯⋯⋯⋯⋯⋯⋯⋯⋯⋯⋯⋯(107)

第三章人口结构⋯⋯⋯⋯⋯⋯⋯⋯⋯⋯⋯⋯⋯⋯⋯⋯⋯⋯⋯(109)

第一节性别⋯⋯⋯⋯⋯⋯⋯⋯⋯⋯⋯⋯⋯⋯⋯⋯⋯⋯(109)

第二节年龄⋯⋯⋯⋯⋯⋯⋯⋯⋯⋯⋯⋯⋯⋯⋯⋯⋯⋯(110)

第三节文化⋯⋯⋯⋯⋯⋯⋯⋯⋯⋯⋯⋯⋯⋯⋯⋯⋯⋯(1 12)

第四节职业⋯⋯⋯⋯⋯⋯⋯⋯⋯⋯⋯⋯⋯⋯⋯⋯⋯⋯(1 1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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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姓氏⋯⋯⋯⋯⋯⋯⋯⋯：⋯⋯⋯⋯⋯⋯⋯⋯⋯一(114)

第六节婚姻家庭⋯⋯⋯⋯⋯⋯⋯⋯⋯⋯⋯⋯⋯⋯⋯⋯⋯(117)

第四章计划生育⋯⋯⋯⋯⋯-⋯⋯⋯⋯⋯⋯⋯⋯⋯⋯⋯⋯⋯(1 18)

第一节机构⋯⋯⋯⋯⋯⋯⋯⋯⋯⋯⋯⋯⋯⋯⋯⋯⋯⋯(118)

第二节宣传⋯⋯⋯⋯⋯⋯⋯⋯⋯⋯⋯⋯⋯⋯⋯⋯⋯⋯(1 19)

第三节措施⋯⋯⋯⋯⋯⋯⋯⋯⋯⋯⋯⋯⋯⋯⋯⋯⋯⋯(120)

第四篇党派群团⋯⋯⋯⋯⋯⋯⋯⋯⋯⋯⋯⋯⋯⋯⋯⋯⋯⋯⋯⋯(122)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沅陵县地方组织⋯⋯⋯⋯⋯⋯⋯⋯⋯⋯⋯(122)

第一节组织⋯⋯⋯⋯⋯．．．⋯⋯⋯⋯⋯⋯⋯⋯⋯⋯⋯⋯(122)

第二节党员⋯⋯⋯⋯⋯⋯⋯⋯⋯⋯⋯⋯⋯⋯⋯⋯⋯⋯(127)

第三节党员代表大会⋯⋯⋯⋯⋯⋯⋯⋯⋯⋯⋯⋯⋯⋯⋯(130)

第四节党务⋯⋯⋯⋯⋯⋯⋯⋯⋯⋯⋯⋯⋯⋯⋯⋯⋯⋯(132)

第五节党政重大活动⋯⋯⋯⋯⋯⋯⋯⋯⋯⋯⋯⋯⋯⋯⋯(141)

第二章中国国民党沅陵县地方组织⋯⋯⋯⋯⋯⋯⋯⋯⋯⋯⋯(149)

第一节组织机构⋯⋯⋯⋯⋯⋯⋯⋯⋯⋯⋯⋯⋯⋯⋯⋯⋯(149)

第二节主要活动⋯⋯⋯⋯⋯⋯⋯⋯⋯⋯⋯⋯⋯⋯⋯⋯⋯(152)

第三章其它党派⋯⋯⋯⋯⋯⋯⋯⋯⋯⋯⋯⋯⋯⋯⋯⋯⋯⋯⋯(155)

第一节中国农工民主党⋯⋯⋯⋯⋯⋯⋯⋯⋯⋯⋯⋯⋯⋯(155)

第二节中国青年党⋯⋯⋯⋯⋯⋯⋯⋯⋯⋯⋯⋯⋯⋯⋯⋯(155)

第三节三民主义青年团⋯⋯⋯⋯⋯⋯⋯⋯⋯⋯⋯⋯⋯⋯(156)

第四章群众团休⋯⋯⋯⋯⋯⋯⋯⋯⋯⋯⋯⋯⋯⋯⋯⋯⋯⋯⋯(156)

第一节工人组织⋯⋯⋯⋯⋯⋯⋯⋯⋯⋯⋯⋯⋯⋯⋯⋯⋯(156)

第二节农民组织⋯⋯⋯⋯⋯⋯⋯⋯⋯⋯⋯⋯⋯⋯⋯⋯⋯(158)
‘

·+ 第三节青少年组织⋯⋯⋯⋯⋯⋯⋯⋯⋯⋯⋯⋯⋯⋯⋯⋯(158)

第四节妇女组织⋯⋯⋯⋯⋯⋯⋯⋯⋯⋯⋯⋯⋯⋯⋯⋯⋯(160)

第五节工商业组织⋯⋯⋯⋯⋯⋯⋯⋯⋯⋯⋯⋯⋯⋯⋯⋯(161)

第六节侨联⋯⋯⋯⋯一_⋯⋯⋯⋯⋯⋯⋯⋯⋯⋯⋯⋯一(161)

第五篇人大政府政协⋯⋯⋯⋯⋯⋯⋯⋯⋯⋯⋯⋯⋯⋯⋯⋯(163)

第一章人民代表大会⋯⋯⋯⋯⋯⋯⋯⋯⋯⋯⋯⋯⋯⋯⋯⋯⋯(163)
‘

第一节代表产生⋯⋯⋯⋯．．．⋯⋯⋯⋯⋯⋯⋯⋯⋯⋯⋯⋯(163)

第二节历次代表会议⋯⋯⋯⋯⋯⋯⋯⋯⋯⋯⋯⋯⋯⋯⋯(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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