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黧 遵照国务院，省人氏政府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的精神，在省地名委员会直接指导 蓁雾 遵照国务院，省人氏政府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的精神，在省地名委员会直接指导 霪
拿蚺嚣呈

黧下，湘潭市地名普查工作，于1980年11月展开，1982j牛-3月全面结束。通过普查，对鬟雪氍嚣曼

翌 全市主要地名，按规范化和标；位化要求，分刑进行了正孚、正音，正义处理，井更蹩

蠹名，命名了一批行政区划、街巷道路，自然村名称， ((湘潭市地名录》就是在这次缝
孽 瞻
蚕 普查基础上编纂的，是建国以来我市第一部较系统，较全面的地名，地理史料，也蕤

雾是一部地名工具书。它不仅为研完我市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提供了可贵资料， 囊
雾 而且对加强我市城市管理、城市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

囊
雾 “湘潭市地名录))包括行政区划、街巷道路、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企事 鬟鳓 氍

雾业单位，其它重要地名，纪念地名胜古迹七大部分，共收集各类地名3 4 6 o余条。 蓬
魏 同时刊载了湘潭市区图，湘潭市行政区划图、湘潭市规划总图，郊区水利建设示意 筵
妻 耗

雾 古昭潭书院示意图以及纪念地名胜古迹等各类照片、插图90余幅。书末还附有行政 囊蓊 古昭潭书院示意图以及纪念地名胜古迹等各类照片、插图 余幅。书末还附有行政 蘸

雾 区划、街巷道路新旧称谓对照表，街巷道路，人工建筑名称主字表等。全书约17万 霪嚣 区划、街巷道路新旧称谓对照表，街巷道路，人工建筑名称查字表等。全书约 万囊

雾字。 鬻
雾 为了满足各方面的需要，本地名录除分别编写有市，区，公社概况外，对一些囊
雾主要企亨业单位、街巷道路、人工建筑、其它重要地名、自然地理实体及20余处纪霞
雾 念地名胜古迹，均在重考证、重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墼锹 睚

蠹 今后，凡使用本市地名均以这次普查所定为准，不得任意更改。如珏须更名、 墼塑 眶

黧 由于篇幅所限，本地名录中汇集的并非湘潭市的全部地名。此外，全市行政区 鬻雾 由于篇幅所限，本地名录中汇集的并非湘潭市的全部地名。此外，全市行政区 蘸

雾 划图和市区图只供参考，不作为划界依据。书中各种数字，大多以1980年底统计为 蓬雾 划图和市区图只供参考，不作为划界依据。书中各种数字，大多以 年底统计为 超

雾准。 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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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一市j概一况
湘潭市位于湖南省东部，北接长沙，东连株洲，西、南靠湘潭县，东西长约27公里，南

北宽约26公里，总面积为288．98平方公里，城区占42．817平方公里，郊区占246·163平方公

里。全市划为雨湖、湘江，岳塘、板塘，郊区5个区，下设18个街道办事处，9个公社。共

有104531户，453803人(城市为70171户，-．317852人)，内有散居的回，苗，瑶，满，

壮、彝，黎、白、藏，土家、朝鲜、高山、布依、纳西、锡伯，维吾尔等少数民族5 2 2户，

2260人。 ‘

湘潭地名最早出现于南朝肖梁时期。天监年间(公元502--519)在今攸县一带置湘潭
县，因地处湘水流域，境内有白牛潭、洋潭、青石潭等，故取名“湘潭竹。唐天宝八年(公元749)，

废攸县地之湘潭县，将衡山县部分疆域另设湘潭县，辖今湘潭市、县，株洲市、县一带，县治设

于洛口(即今易俗河镇境内)。湘潭县名自南梁沿用至今，或谓此地居湘水之曲，沿江有昭

潭、龙潭、陶公潭等胜迹，以“湘潭，，二字命名，亦为切合。南宋以来，湘潭县治移置今湘潭市

区之北。从明代起，城外商业日趋繁盛，沿江直上lo余里，成为大米、药材的集散地。
一

1949年8月11日，湘潭获得解放，成立了县，区，乡各级人民政权机构。年底，建湘潭

市，属湘潭县，1950年4月撤销，同年7月，划城关镇及河东、河西近城约十公里地带，复

建湘潭市，属湘潭专区，1953年5月，改省辖市，由湘潭专区代管，1980年8月，正式改由

省直接管辖，市人民政府驻雨湖路。湘潭地、县党政军机关皆设于市内。

湘潭市的地形以平原为主，虽有丘陵，但起伏不大，一般高度在海拨40——70米之间。

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历年最高温度为摄氏40．4度(1963年8月)，最低为摄氏零下15

度(1962年2月)，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7度。平均相对湿度为48％。一般年降雨量为1500毫

米左右，最高为2081毫米，最大积雪深度为25厘米(1964年2月25日)。

湘江经株洲入市区马家河，于下摄司对岸汇涓水，湘河口汇涟水，折而北流，经滴水

埠、竹埠港、易家湾、昭山出境。流经市内4 2公里，河床宽度400—800米，深度一般
为24——28米，最大流量为20300立方米／秒(1968年6月27日)，最小流量为100立方米／秒

(1966年lOft 6日)，常年可以通航5 oo吨级货驳。铁路桥、公路桥跨越湘江两岸。铁路有

京广，湘黔两线纵横通过。公路北通长沙，东至株洲、醴陵、攸县，南达衡山，衡阳，西抵

咄·◆·◆·◆·◆·◆·◆·◆·◆·◆·◆·◆·◆·◆·◆·◆·◆·◆·◆·◆·◆·●·◆·●·◆·◆·●·◆·◆·◆·◆·◆·◆·o·◆·,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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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出现，但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

剥削，到解放前已经百业萧条，成为一个畸形的消费城镇。

领导下，湘潭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目前全市拥有工矿

，湘潭钢铁厂、湘潭纺织印染厂，湘潭锰矿，江麓机械厂，

械、冶金为基础，正朝着轻纺、电子工业为重点的新型工业

全年工业总产值达13．13亿元。目前已有服装、皮革制品，

以及机械，化工等26种产品，远销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

解放后，菜、猪，鱼，禽、果以及粮食生产都有较大发展。

担，鲜鱼18775担，出栏肥猪70448头，粮食9107万斤。全年

内现有湘潭大学、湘潭矿业学院，湘潭师范专科学校、湘

有10所中等专业学校、39所中学i 141所小学(包括厂办学

然科学研究机构16所，专业剧团6个，电影放映单位64个，

全市医疗卫生事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现有各级卫生医疗机构2 4 2所，病床2600张，医

务技术人员3227人。

解放后，市政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解放前，全城仅有11公里麻石街道，现巳新建和改

建城市道路lOS．54公里，其中柏油、水泥路面占5 4．6 5公里，疏通和新建下水道36公里，兴

建了3个自来水厂、两所公园。1973年冬又动工修建了由石嘴垴至小东门的市区防洪大堤，

长4·55公里。

旧貌换新颜，湘潭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更引起我们对革命先烈们的深切怀念。1927年大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湘潭县委书记兼总工会委员长杨昭植同志在文庙前的学坪英勇就义，

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湘潭是一座历史攸久的古城，市内名胜古迹颇多，至今仍保存的有刘烈士祠、关圣殿、

文庙、昭山，昭山禅寺、唐兴桥、望衡亭、陶公山、陶侃衣冠墓，何腾蛟衣冠墓等十来处。

目前，全市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正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把湘潭市建设成布局合理、设施配套、环境优美，文明整洁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城市而努力奋斗。

母·o·o·◆·◆·o·◆·o·o·◆·◆·◆·◆·◆·◆·审·9·◆·审·々·◆·◆·◆·审·◆·◆·◆·◆·◆·9·9·9·◆·审·◆·◆·◆·◆·o母

2



X INGZHENGQUHUA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

一—————1

—WRU-nV6nHQonV口nV§情¨M口nH蚤口nV口nVDa¨■o¨VonV§§骨¨VO



雨湖路街道办事处
yahala，i edAo Banshtchd

7雨湖路街道办事处概况： 位于湘潭市城区中心，东接城正

南、北两路，北靠火车站、三湖头岭，南邻平政路。办事处机关设文化街。。辖9

137个居民小组，7654户，30564人。有街办工厂lO个，职工约500人。中共湘

市政府、湘潭行署等机关都在本办事处范围内。境内还有建设电影院，湘潭地区人民医院和

其他企事业单位共20多个，主要街巷道路为雨湖路、车站路、建设北路、韶山中路等25条。、

是湘潭市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中心。
。

居 氏 委 员 会

．民主路居民委员会
．Minzhnln Jdmin w6iy uanh ul

驻朝阳园。居民2439人‘

古梁巷居民委员会
G证liangxi矗ng Jfimin Weiyuanhul

驻古梁巷。居民1997人。1

雨湖路居民委员会
YClhala JfimIn WeiyuanhuI

驻凤竹庵。居民2697人。

解放路居民委员会
li邑fan91fl Jftmfn Weiyuanhul

驻解放南路。居民1306人。

和平桥居民委员会
Hepfngqiao Jfimin Weiyuanhul

驻雨湖街。居民2900人·

车站路居民委员会

．Chezhanhh lamln W6iyuanhui

驻文明里。居民3197人。

火车站居民委员会
Hu6chezh／m Jfimln Weiyuhnhul

驻繁湖路。居民3786人。

工人新村居民委员会
Gon9 r*nxincfm Jflmln Weiyuanh ul

驻工人新村。居民2722人。

风车坪居民委员会
Fengcheping Jtimfn Weiyu百．nhul

驻风车坪。居民3841人o．

居 民 点 (村)

和平新村

Hepin9xincfin

位于和平路，1960年兴建居民住宅区

时命名。

贵阳新村

Gulyangxjncnn

1958年建村于原贵阳路旁，故名贵阳新

村。(今贵阳路已改称车站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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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站宿舍

Hu6chezhAn S矗she

位于繁湖路，系铁路职工宿舍。

万人新村

WAnr*nxlncfm

位于车站路，1960年兴建，以该处居民

较为集中而命名万人新村。

／

————1

工人新村

G6n9 renxincfin

位于雨湖路，1954年兴建住宅时，命名

为工人新村。

平政路街道办事处
Pi ngzhenglO lied ao BanshlchO

平政路街道力、事处概况： 位于市区中心，东连城正街，西接解放南路，

南临湘江，北靠雨湖，办事处机关驻平政路。辖8个居委会，共70个居民小组，3013户，

11031)L。其中街办企业职工330余人，1979年完成工业产4盲187·83万元。市体育馆，市群众

艺术馆、市歌舞剧团，雨湖剧院、市工人文化宫以及关圣殿、万寿宫部分古建筑物亦在其

境。主要街道有平政路，湖园路，上河街、大桥下街等·

居．民 委 员 会

大埠桥居民委员会
DabdqiAo Jftmin W6iyuAnhu!

驻平政路。居民1072人。

护国寺居民委员会
H09uOsl Jomin WtiyuAnhul

驻平政路。居民1238人。

万寿宫居民委员会
WanshOugong Jflmfn Weiyuanh ul

驻平政路。居民1272人。

南步街居民委员会
Nfinbdji e Jfimin We iyuAnh ul

驻平政路。居民1628人。

6

寿佛殿居民委员会
ShOuf6dian Jftmfn Weiyuanh ul

驻大桥下街。居民1327人。

上河街居民委员会
Shanghe iie Jfimin Weiy ubnh ul

驻航运码头。居民739人。

关圣殿居民委员会
Guanshengdjan Jfimin WCy uanh ul

驻平政路。居民1979人。

新梁街居民委员会
Xinlittngjie Jomln Weiyuanh ul

驻九汇沟。居民1431人。



居 民 ．

滨江楼一栋

B|njiAn916tl l—D6ng

1974年兴建，位于大桥下街，濒临湘江，

按楼房序数得名。属关圣殿居委会管辖。

滨江楼二栋

Blniiangl6u 2一D6ng

1974年兴建，位于大桥下街，濒临湘江，

按楼房序数得名。属寿佛殿居委会管辖。

城正街街道办事处
Ch engzhengjie JiedAo Banshicht3

城正街街道办事处概况： 位于湘潭古城原址。东连湘潭湘江铁路大桥，

西接大埠桥、雨湖街，北靠老火车站，二湖头岭，南濒湘江。办事处机关驻城正街。辖9个

居委会，共131个居民小组，5376)j，22269人。主要街巷道路有城正街、沿江东路、环城路，

繁湖路，泗洲路，富洲路，观湘门直街等。湘潭县党政军机关均驻此境。这里原有较多的名

胜古迹，至今尚存刘烈士祠．文庙以及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等。

居 民 委 员 会

观湘门居民委员会
Guanxian9men Jflmln Weiyuanhul

驻城正街。居民2546人。

通济门居民委员会
Ton9jlm6n Jt：tmin Weiyuanhul

驻通济门。居民2548人。

瞻岳门居民委员会
Zhanyugmen Jflmin Weiyuttnh ul

驻雨湖街。居民2101人。

洗脚桥居民委员会
Xljiaoqiao Jfimln Weiyuanh ttl

驻城正街。居民2523人。

三义井居民委员会
Sanyljln9 Jfimfn Weiyuttnh ul

驻城正街。居民2500人。

板石巷居民委员会
BAnshixiAn9 Jflmtn Weiyuanh ul

驻板石巷。居民773人。

环城居民委员会
Huanch6n9 JQmln Weiyu／Lnhul

驻柴油机厂。居民2794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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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洲庵巷居民委员会
SlzhOu7 anxiAng Jamin Weiyuanh ul

驻泗洲庵巷。居民1016人。

学院居民委员会
Xueyuan Jfimln W6iyu／mhul

位于湘潭市北郊斑竹塘，距市区中心5

公里，该居委会全系湘潭矿业学院职工和家

属组成。

居 民 点 (村)

联盟村

Lianm 6nflccm

位于环城路。由柏荫塘、堆子屋场、大

美巷，竹山围子等地组成，系居民与菜农混

居之地。

乘风塘

Chengfengtan9

位于三义井附近。

尹家花园

YInjiahuayuan

位于环城路。相传过去有尹姓在此栽培

花木，因而得名。

司马塘

Simhtang

位于环城路。原名司马塘，1966年更名

为跃进村。1980年恢复原名。 ．

宣传村

Xuanch uAncfin

位于文星门内，系居民和菜农混居之

地。

鹤岭街道办事处
H色lin9 liedlto Banshlchd

鹤岭街道办事处概况： 位于市区北部。系一块飞地，距市区中心约13公

里。1958年设置鹤岭镇，由市直接管辖。1980年撤镇，改为区属街道办事处，辖4个居委

会，一个副业大队，共72个居民小组，4个生产队，2972)当，14150人。境内有湘潭锰矿、

省冶勘技校、省冶金二三六队、市磷肥厂、市油毡厂以及区街所属的机械厂、矽砂矿等单

位，是一个发展中的工业区域，街道办事处机关驻果沙塘。

居 民 委 员 会

果沙塘居民委员会
Gu6shatang Jfimin WeiyuanhuI

驻果沙塘。居L冕2702人。

8

红旗居民委员会’
H6ngql Jftmin W芒iyuanh u l

驻红旗村。居民286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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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居民委员会
Yuejln Jamln WeiyuanhuI

驻跃进村。居民2305人。

冷水冲居民委员会
LengshuIch6ng Jfimin W6iyuanh ul

驻和平村。居民1506人。

七亩丘副业大队
Qimnqid Fay6 Dadul

驻枣子塘。居民639人。

居 民 点 (村)

果沙塘

Gu6shAt鱼ng

位于鹤岭。原名火叉塘，群众习称果沙

塘。 、

磷肥厂新村

LInfeich矗ngxIncdn

位于鹤岭。因市磷肥厂职工住宅区在此

而得名。

豹子岭

B&oziltn9

位于鹤岭。以山状似豹而得名，现为锰

矿矿区。

大冲湾

DachOngwan

位于鹤岭。现为职工住宅区。

红旗村

tiOngqlefln

位于鹤岭。1958年湘潭锰矿兴建居民住

宅时命名。

跃进村

Yuejlncnn

位于鹤岭。1958年兴建职工住宅时命名

工人村，1960年改为跃进村。

和平村

Heplngcfin

于鹤岭的冷水冲。原名新塘，1953年

住宅区时命名为和平村。

彭家塘

Pengjia tan9

位于鹤岭，以姓氏得名。

青 山

Qingshan

位于鹤岭。此地当年林木茂盛，故称青

LIJ。

冷水冲

L色ngshuIchOng
‘

位于鹤岭，因地里常年冒冷浸水而得

乞。

枣子塘

Z壳ozitAng

位于鹤岭。七亩丘副业大队队部驻此。

七亩丘

Qlmt＆qiQ

位于鹤岭。以田亩面积得名。

胜利村

Shengllctln

位于冷水冲。原名肖家湾，1958年兴建

职工住宅时重新命名。

友谊村

Y6 uylcftn

位于冷水冲。原名上碧塘，因这里的

职工宿舍与农民住宅连成一片，故名友谊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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