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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化县地名录》是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编篡的。按照国务

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文件精神，在湖南省地名委员会和娄底行署

地名办公室部署安排下，我县从1981年7月至1982年12月，进行了地名

普查。查清了全县各类地名的底数和存在的问题，对应该进行处理的

地名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查清了一批重要地名的来历、更替和含义，

更正了一批重名、名称不雅、含义不健康的地名。结束了我县长期遗

，留下来的地名混乱现象。在这个基础上，标注和绘制了新的地名图，

撰写了公社以上行政单位和其它各类地名的文字概况，为一批重要地

名建立了卡片。，这一切都给编篡《新化县地名录》提出了要求，并提

供了基础资料。

本地名录收录的地名共9329条，分五类按标准名称、汉语拼音、

更替及含义等项目列表。其中行政区划、自然村、居民点8340条，

自然地理实体257条，人工建筑物244条，企、事业单位478条，革命

纪念地、名胜古迹lo条。

标准的地名图，可以直观地理概貌。我们以区(镇)为单位，分

区(镇)绘制新的1 t 5万地形图12幅，1。5000的城关镇地形图l

幅，分装在各区(镇)扉页后面；绘制l·5万全县行政区划图l

幅，订装在卷首，以窥全貌。

文字概况，是地名录中的重要部分。会县按县、区，社三级行

政单位共撰写概况103篇，～其它重要地名概况27篇，分别装订在相关

地名表的前头，并配有86幅照片和说明。文字体例，力求一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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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县以省境和名山、大川定方位，区以县境定方位，公社则同时

以县、区境定方位，并注明四至抵界。面积：总面积以平方公里计

算，耕地、林地、水面则以亩积为单位。名称I自来、更替及含义：一

是有理有据的加以肯定，二是民间流传久远而合情合理的予以保留，

三是众说纷云各具情理的则同时记述两种以上说法。数字：均以1980

年年报为准。基本数字用绝对数，一般数字用概数。专业术语：按主

管部门统一口径和提法。

《新化县地名录》的编篡出版，是仓县从事地名普查工作的同志

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辛勤努力的结果，也是与有关专业部门的热情支

持分不开的，在此表示感谢!

编辑出版《新化县地名录》，是一项新的工作，编辑人员水平

不高，业务生疏，讹误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希专家和广大读者批

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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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县概况

新化县位于湖南省中部，娄底地区西北部，资水中游，雪峰山

东麓．东邻涟源县，南界新邵、隆回县，西交溆浦县，北抵安化县，东南

与冷水江市相依．地处东经1 10。457—1 1 1。41 7，北纬27。3l 7—28。14，．

总面积3，567平方公里，其中水田53．9万亩，旱土22．3万亩，林地264．5

万亩，荒地荒山57．1万亩，河流水面35．7万亩，茶果面积6．6万亩，房屋

道路等95．2万亩．现辖12个区，1个区级镇，85个人民公社，2个社级

镇，8个国营农林渔场；1096个生产太队，48个农科站，3个社属林

场，13个场属工区，15个镇属街道居民委员会；11，741个生产队．计

231，462户，1，052，479人，其中非农业人口8，490户，66，344人。大部

属汉族．并有侗、苗，壮，蒙、瑶，回，满，土家、傈僳、拉祜、

纳西，锡伯等12个兄弟民族共157人。

新化县建于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在周为楚地，秦为益

阳地，两汉属长沙国益阳县，三国吴宝鼎元年(公元266年)，就地置高

平县，属邵眵邵。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改日南高平，寻复故。宋．

齐因之，梁L．、 。叉一说隋省高平)，地入邵州，隋，唐为蛮地，五代楚

马氏以来，为大姓苏氏、扶氏所据，不服王化，即史称“梅山蛮"或“梅

山洞蛮"。《宝庆府志》(民国二十年铅印本)载；“上、下梅山洞蛮，其

地千里，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熙宁五年，湖南转运副

使蔡煜(一日蔡烨)奏请： “宜开蛮首以祸福，使为士民，⋯⋯建

邑置吏，使知有政"、． “上嘉纳之”。 “檄入蛮境，蛮民大欢，争

避道路以待．遂得其地”． “籍其民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万九千

． (1)＼么



■

八十九丁(按宋制成年男女日丁)。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筑二

邑，命日安化、新化，以安化隶潭州，以新化隶邵州”．这便是新化

县初建时经过情形，取“新归王化矽之义，故名新化县．

新化建县至1980年，共908年，行政区划历代各有更替。明代，“近

城日厢，在乡日都，各编十甲，皆谓之里，，．全县有太阳、永宁、石马等3

乡，辖21个里(都)，在城一里，在乡20里。清初，增设在城二厢，在城三

厢和5个都。即3乡，3厢．26个都。下辖128村。同治元年(1862年)改

乡、都为团、村，全县为l 6个团，下辖1 27个村；民国十九年(1930年)，

改团、村为区、乡，计8区、1镇、147乡；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撤区

并乡，全县为37乡、镇；民国三十六年(1 947年)，将37乡镇并为1 8乡镇。

1949年I o月6日，新化解放，随即建立县人民政府，辖6个区

(境内还有锡矿山特区属邵阳专署直接领导)，1950年，将6个区

分为l 2个区，并建立乡村政权，计248个乡；1 952年将第八区(三溪

桥)，l 8个乡．第九区(龙溪铺)、1 2个乡，划给新邵县；将第十

区(大桥边)，20个乡，第十一区(水车)，14个乡，划给隆回县(第十

一区不久又回!J-I新化，改名第十九区)；1954年将江东区，23个乡，划

给淑浦县。1956年撤区并乡，将396个小乡和7个镇合并为67个乡和

8个镇，下辖I，159个农业社。1958年lo月，全县建立25个人民公社，

辖444个生产大队，3，318个生产队，8，449个作业组。1960年初．将

潘桥、禾青、毛易、湮渡、矿山、中连等6个公社划为冷水江市的

行政区划。1961年初，调整社队体制，全县建l 2个区，1个区级镇，

125个公社，4个社级镇，2个林场。1962年8月，冷水江市所属社

镇重回本县，并就其地建冷水江特区。1969年lo月，又将潘桥，禾

青、麻溪、金竹山、毛易、梓龙、渣渡、中连等8个公社和陶塘、

飞水，冷水江等3个镇划为冷水江市的行政区划．1975年，又将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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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岩口、铎山、矿山等4个公社划给冷水江市，并撤销冷水江区。

此后又几经个别调整，形成现在的行政区域体制．

新化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在本县中部偏南，资水西岸．东距娄

底行署驻地娄底市94公里，南距邵阳市76公里，东北距省城长沙市

275公里，北距首都北京市1，862公里。本县初建时县治在白溪白石坪

(现何思公社何家坪系旧县城遗址)，宋哲宗绍圣初(1094年)始迁

今所(又一说：初建县治于今所，绍圣初迁往白溪白石坪，寻还今

所)。本镇东临资水(柘溪水库尾端)，水深河宽，机帆船蚁集，码

头装卸方便．新冷、新乐、新隆、邵新等公路干线以新化汽车站为

中枢，且有资水公路大桥，四通八达；湘黔铁路从城西南经过，境内有

新化车站，可直达全国内地各大城市．城区有县以上办的瓷器、机械、

斟金，化工、电子，食品加工，印刷等国营厂子15家，城镇集体厂子

2l家，有县属国营商业公司l 7家及大批零售网点。新化三中、八中，十

四中位于本镇，还有新化师范，卫校，农机学校、幼儿园以及4所完全

小学；有医院3所，病床504张；有影剧院3所，座位3，000座；还

有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书店、书摊等。本镇总面积5．75平方公里，

总人口7，402户，42，798人。县直机关、团体皆驻本镇，是全县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一

本县为半山、半丘陵区。西部、西南部和西北部多为山地，东

部、东南部和东北部为丘陵地。四周向中央倾斜，发育为小平原、河谷

平地和盆地。雪峰山支脉从西南逶迤入境，向东北伸展．主要支脉有

六：一为天龙山，横亘新化、新邵边境，主峰海拔1，1 40米；二为桐

风山，位于苍溪，槎溪，五溪、四都等公社境内，部分与隆回县接壤，

主蜂海拔1，205米；三为奉家山，南坡为隆回，西北坡在溆浦，东坡

在新化，主峰风车巷(又名风吹巷)海拔1585．2米；四为古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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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县中部偏西，圭蜂海拔I，506米；五为凤凰山，主蜂凤凰界海拔

1，307米；六为大熊山，是新化与安化的分水岭，主峰九龙池海拔

1，622米，是全县最高峰。东部丘陵地区，平均海拔500米左右。田坪

公社东部的挂边岩，海拔896米，是田坪区的最高点；石桥公社的大

垴上，海拔781米，是吉庆区的最高点；南源区的最高点是坪溪公社

的蜈蚣岭，海拔842米；圳上区的最高点是高冲南峰，海拔796米；

游家区的最高点是栗山公社西北部的封云山，海拔578米；白溪区除

位于鹅溪公社的尖岭庵海拔l，434米外(属大熊山南峰)，次高点就是

油溪公社的鸟竹岩，海拔650米。

在群山林立、丘陵起伏之间，溪水奔流，金县河流长度在l公里

以上的有266条，其中长年不断水的有89条。主要河流是资水，从东

南化溪公社浪丝滩入境，至西北荣华公社瓦滩出境，纵贯全县，河段

90公里。年平均水位海拔169．76米，平均流量每秒377立方米。其主

要支流有：大洋江，是本县境内最大的支流，全长83公里，控制面

积I，285平方公里，流量每秒38．43立方米，在游家湾附近东流注入资

水。大洋江的支流有洋溪、汝溪、石溪等。在东北岸注入资水的，

还有化溪，栗溪、朱溪、南溪，小洋溪。油溪、北溪，大井溪等；从

西南岸注入资水的则有珂溪、金家溪，、辇溪，思本溪、澧溪，苏溪

等。此外，还有渠江及其10多条支流，均发源于西部山区．流经溆

谪，再入安化境内注入资水。 一

本县地形大体可分五类：一类为西部山区，海拔最低600米，多为

林地；二类为东部丘陵，平均海拔500米左右；三类为冲积平地，分布

在资水及其支流两岸，海拔200米至400米；四类为盆地，以横阳盆地

面积最大，海拔200米左右；五类为小平原，以燎原小平原为主，海

拔200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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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奉县属亚热带季风区，年平均气温为16．7。C。o月最冷：七月最

热。年平均降水量为I，423．9毫米’，四至六月多雨，七至九月少雨。历年．

平均日照总时数为l，575．7／i!!时至l，893小时。四至十月，月平均日照

均在loo小时以上，七月多达239．7／I"时；二月只有62／I!!时。无霜期平

均为281天，最长达3 19天。气候有四个显著特点：一是四季分明：冬少

严寒：生长期长；二是春温多变，寒潮频繁；。三是雨量充沛，分布不

均；四是气候温和，热量丰富。但灾害性天气四季都有：如春季寒

潮、夏秋干旱、秋季寒露风等，对农业生产危害较大。。 ，’‘}

本县以农业经济为主：’解放以来，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

设，’修建了一批水库、河坝。山塘r渠道和机电抽水设备，蓄引提总

水量44，230万方，使77％的农田实现了旱涝保收。同时，、，积极实行

科学种田，’改革耕作制度，‘。推广双季稻，扩大复种指数j推广优良品

种，使用化学肥料、化学农药，农业生产不断发展。1980年各县粮

食总产65，639：1万斤，平均亩产963斤，为1952年总产I．6亿厅的4．12

倍}为国家提供商品粮3，974．72万斤，+人平分配口粮5i 3斤；油料作

物：花生总产779 j5万斤，油菜籽总产l，085万斤，黄豆总产847．5万斤：于

比1952年分掰增长4．1倍至18倍；经济作物：棉花总产35．8万厅，烟叶

总产250万斤，，生姜、，黄花菜、1干椒辣、西瓜、甘蔗、药材等都有大

幅度增产；牲猪饲养68万．多头，比历史上最高饲养量50万头’增长

36％。农业总产值达I O，1 45万元，人平纯收入67．9元，比上年增加9元．

-’‘林业方面：，有松衫为主的用材林148．3万亩，。油茶为主的经济林

1 I：8万亩，u茶叶、柑桔为主的茶果林6．6万亩，樽竹为主的竹林37．1万

亩。现有活立木蓄积量1 05．98万立方米，‘‘楠竹3，654．97万根。活立木

蓄积量在万立方米以上的公社有奉家、，大石、天门j，长峰、鹅溪、横

溪，五溪等7个公社：。国营大熊山。古台山两林场，活立木蓄积量15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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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立方米。‘1 980年采伐木材7，885立方米，楠竹I 10．3万根；采摘茶叶

307．89万斤，为1 952年21 7．8万斤的141％；采摘柑桔1 40．5万斤，1

油茶子1 09．9万斤．其它如游家湾的柿饼，上渡，枫林的杨梅、李子，

横阳的桃子，圳上、白溪、琅塘的板栗，都是有名的产品。

本县地下资源比较丰富。烟煤、柴煤分布面广，储藏丰富，质

地优良；金矿在古台山、云溪、炉观、五溪发现。铅锌矿分布在荣

华，鹅塘公社；天门公社的锑矿是新近发现的重要矿藏；杨家山的铜。．

钨矿，并伴有水晶石；太平铺公社有矽砂和陶土，龙通公社有重晶石，，

白溪区有石英和墨晶石，天龙山有滑石和石墨．，新塘、五溪公社有

磷矿．大田、炉观公社有金钢砂，维山、北渡公社有耐火土，栗山、

山溪，松山公社有硫磺。大田公社的磁土，是生产高档瓷品的重要

原料．量多质好。铁矿分布很广，但品位不高。石灰岩是农肥和建

筑材料的重要资源，琅塘、白溪的石灰，远销滨湖各地。

。全县现有国营工业企业27个，1 980年总产值3，108万元，职工

12，687人，人平年产值2，571元；，有农村社队企业和城镇街道企业238

个，总产值3，755万元，从业劳动力36，640人，占农村劳动力lo％左

右，人平年产值l，1 00元。主要产品有原煤、石墨、黄金、瓷器、陶

器、电子原件、建筑材料、碳铵、磷肥、水泥、电石，皮件、机制

纸、农机具、小机电、雨具、玻璃制品，棉织品、五金、酒类、醋

精、糖果，木器、茶叶等75种，以原煤、石墨、瓷器．木器比较有名。

交通运输方面。湘黔铁路从东南纵贯西北．境内路段67公里，

有龙家桥、枫林、新化、金滩、西河、横阳山．团结山等7个车站．

公路共儿7条，通车里程897．44里，为解放前仅有邵新公路21．7公里

的42．7倍。其中公路干线8条，县内路段224．3公里。全县拥有汽车

538辆，各种拖拉机798台，有83个公社通公路，70％的大jlJ。通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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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资水大桥全长575米∥桥面净宽9米，两侧行人道咨2米，’全宽．

1 3米，载重：汽一20、挂一loo，是全县东西贯通的咽喉；县内资
水航道90公里，常年可通机帆船．+有船只399艘。县内设有邮电局、

所共45处，，电话线路总长4，238公里。，‘市话交换总机9 6680 f7，农

村交换总机20台810f7．拥有单路、三路和十三路载渡机等先进技术

装置． ’， ‘’‘‘一 ．

． ，．；

，，县级商业机构有l 7家公司，各区有供销社、肉食水产站，粮站，

各公社有供销分社，大队或几个大队联片有代销店．全县有农村墟

场近20处，还有一些个体商户．这些商业网点沟通城乡贸易，交换工农

产品i促进生产发展．1．980年社会农副产品收购额为4，353．12万元，?

比上年增长21．83呖；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9，I 35．46万元，比上年增

长17．52％。城乡农民集市贸易成交额981万元，占购销总额的7．3嘶．

本县文教卫生事业比较发达。‘湖南省新化师范学校位于本县城

关镇。全县有高中19所，初中138所，小学993所，幼儿园355所，其

它学校1 2所。教职员：119，593人，在校学生21万多人，占总人口的

2l叻，适令儿童入学率为98呖，教职员工和学生总数分别为1957午

的3．8倍和2．16倍。、科学、文艺、广播、图书、电影等都有较大的发

展。医药卫生方面，县区有医院l 3所，中医院2所，麻疯医院1所，

公社(镇)卫生院87所，共有病床I，952张，医务人员1，748人。卫生

防疫和计划生育工作广泛开展，婴儿出生率已由1975年的23．9‰下降

为12．02‰。人民健康水平普遍提高。

新化建县已有900多年，境内名胜古迹较多。 “东泽龙池"、

“衡云入望"、 “月照碧潭"、 “资江带水"， “崇阳夕霭”．“维

山叠嶂"， “黎山信潮’’、“潮源仙洞"等，号日新化八景。各具特

色，前人登临题咏甚多，备极赞赏!号日“北门锁钥”的北塔，清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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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三年(1833年)兴工．十五年(1835)落成，已有140多年的

历史，是全县人民向往的胜迹。

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新化人才辈出，有着光荣的传统。辛

亥革命先驱、同盟会创始人之一，伟大的民主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

陈天华，于1875年诞生于新化县琅塘小鹿桥；谭人凤诞生于水车。

伟大的国隔主义战士罗盛教，于1 931年出生于新化县松山公社桐子

村。‘整修一新的“罗盛教旧居”，可供观仰。原益阳军分区司令员，

革命烈士方荣华，出生在本县圳上公社方荣华大队，殉职予荣华公

社荣华大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兼任中共中央高

级党校顾问成仿吾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陈振湘，袁新湖等老

一辈革命家，原籍都是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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