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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南县地名录》是以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的各项规定为准

则编篡成册的。一年来，我们对全县的地名进行了系统的凋查核实和标准化处理，解决

了地名重名、名实不符，用字不当、含义不清、来历不明、讹传遗漏等问题，做到了名

实相符，图、表，卡，文一致。这本册子的编成，是我县地名普查中的一项主要成果。

这次普查的范围是以l：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对县境内行政区划，自然村、片村，

自然地理实体，有方位意义的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以及名胜古迹等名称，逐个甄

查。坚持做到不重不漏，确保质量。
‘’

在普查的基础上，我们将收录的地名分五大类表列：行政区划、自然村、片村8，i19

条；自然地理实体144条；人工建筑188条；企事业单位410条；名胜古迹3条。普查后，

更名的公社2个、大队218个，新命名的镇3个，大队2个、居委会8个。对照地形图增补新

地名1，127条，删减地名100条，勘误地名411条，余则袭用原名。这样，全县收录地名共

9，031条，从而结束了我县地名长期混乱的现象。

地名图有1：15万的《衡南县地图》1幅，有1：5万区地名图11幅。上述各图，仅

供查阅，不作划界依据。

各类地名概况共79篇：县、区，社(镇，场)三级行政单位68篇；自然地理实体I

篇；名胜古迹2篇；人工建筑4篇；企事业单位4篇。其他各类项目，择要另辑简介。

关于概况中的方位、面积及名称的来历更替和含义的确定原则是：方位，县以省会

定方位，区、社(镇，场)以县城定方位，并注明四至及其地理特征。面积，县、区，

社(镇、场)以平方公里计算，山、水、田、林、土以亩为单位。名称的来历更替及含

义，其有理有据者加以肯定；查无史考，但民间流传甚久，而又通情合理者加以保留；

说法不一，莫衷一是者，则视其是否符合情理而决定取舍。至于概况中引用的数字均以

1979年年报为准。基本数字用绝对数，以阿拉伯字书写；一般数字用概数，以汉字书

写}发展数字用百分比。专业术语，沿用主管部门提法。

本地名录为16开精装本。卷首部分有《衡南县地图》、目录、前言、衡南县行政单

位查阅表(每个行政单位有隶属关系，驻地、户数、人口以及更名社队新旧名称对照)。

中间部分为区、社慨况，区地名图和各项地名分类。各类之间分别用色纸隔页，重要地

名，附有照片说明。卷尾部分有编后语。全书共336个版面，约四十二万字。

县地名普查工作的圆满结束和《衡南县地名录》的编排付印，是在省、地地名办的

具体指导下进行的；并得到县、区、社等有关部门和同志的大力支持，我们在此表示衷

心感谢．

衡南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

一九A-"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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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南县概况

‘衡南县位于湖南省之南、湘江中游。东界安仁县，南连耒阳、常宁

县，西邻祁东县，北抵衡阳、衡山、衡东县，从东、南、西三面环抱衡阳市。

面积2；668平方公里。水田885，820亩，+旱土104，673亩。辖“个区、51

个公社、4个镇、1个林场、761个大队j 1979年统计，共861，246人，其

中有瑶、壮，侗、回，蒙，朝鲜、布依、土家等兄弟民族，计43人，余均为

汉族。
二

衡南县析囱衡阳。南控两广、北扼荆吴，历为兵家必争之地。在

建制方面，几分几合，变化颇大。西汉时，衡阳境域为酃县及钟武．．

承阳两个侯国。东汉顺帝永建三年，将钟武更为重安。汉献帝建安十

四年，改承阳为临蒸。晋朝废酃县入临蒸。陈割临蒸东乡增置新城县。

隋文帝时，新城：临蒸、重安三县合并为衡阳县。唐高祖武德元年，

复置原三县；唐武德七年，又将三县合为临蒸；唐开元三十年，再改

ll缶蒸为衡阳县。‘元顺帝至元三年，重分衡阳东乡为新城县。明太祖撒

新城入衡阳。清乾隆二十一年，鉴于衡阳地广事繁，又划为清泉．．衡

阳两县。民国元年并两县为衡州府；次年裁府，仍称衡阳县。民国三十

一年元月，在衡阳县城新设衡阳市后，衡阳县建制未变。

1949年10>2解放，成立衡阳县人民政府，废乡，保、甲制，建立

区、乡，村各级人民政权o
’

．

1 952年6月，衡阳县分为两县，西，北两乡袭用原名，为衡阳县，县城

设西渡，东‘南两乡因位于南岳衡山之南，定名为衡南县，县政府设衡

阳市城北原衡阳县治旧址9辖14个区，207个乡。1953年划水西，新镇等

衡南县概况(31，



乡入耒阳县，东阳、松林等乡入衡阳市。1 956年撤区并乡，由200个乡并

250个乡、1个镇。1958年公社化运动，实行政社合一，废乡，镇，建立22

个人民公社，继而又并为18个公社。1959年，衡南县受衡阳地、市双重领

导；市郊的酃湖、岳屏两公社由衡南县管辖。1961年初，市，县按原区域

分家，另划县属金甲岭等i3个大队归衡阳市。衡南县重新设置儿个区，

并将原18个公社调整为50个公社，1个镇：1973年斗山桥水库扩建，祁东

县洪堰公社划入衡南。1981年5月增设泉溪、三塘，向阳3个镇。

：．衡南地属湘南丘陵，山峦起伏，江河交错。．境内东有天光山、巨

麓峰，西有岐山，雷祖峰，南有杨梅山、石牛峰，中有七里山，雨母

山。最高的天光山峰海拔)号824·9米；最低的成塘公社茅坪大队刘家老

屋海拔为56米。河流有湘江，自南向北，流经粟江、车江，向阳，泉溪4个

区的11个公社。蒸水横贯北部，从谭子山上塘入境，流经三塘区，于石

鼓嘴注入湘江。耒水从东向北，纵穿江口，向阳、茶市，泉溪4个区的

lo个公社，于末河口汇入湘江。尚有沙河，龙溪水，清花河．．粟水、柿

江水蜿蜒其中o
‘

』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气温年平均在17℃一18℃之间，七，八月平

均约30℃，极端高温为40℃，十一月至元月，平均28℃，极端低温为

一9℃o全年元霜期约290天。年降雨量为900至1，620毫米，一般集中

在三至六月。七月以后，雨量逐渐减少，常有夏秋连早之虞。

矿藏比较丰富。铁市公社的七里山，唐宋时期就已开采铁矿：车

江公社的霞山岭，至今尚有唐朝开采铜矿的遗迹。花桥、川口、樟树

脚的钨，金竹、望江的萤石，．谭子山的重晶石，畅销国内外。洲市、松

柏、粟江的煤，宝盖、接观、粟江的锰，咸塘的盐，蕴藏量大。

‘解放前，由于封建王朝、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虐统治，导

致经济凋敝，文化落后；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领导下，全

县人民振奋精神。建设衡南，古老江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2)衡南县概况



’广阔农村，欣欣向荣．农田基本建设到七十年代末，共移动土石方两

亿多方，兴建中型水库3座，中型电灌站2处，小(一)型水库32处，小(二)

型水库220处，还配合兄弟县、市建成了欧阳海灌区。机械排灌动力为

9l，819-5力，电灌装机容量14，213千瓦，总蓄引提水量达6·12亿立方

米；有效灌溉面积达七十五万多亩，旱涝保收农田占耕地面积的63％。

逐步改革耕作制度，积极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单季改双季，劣种改良

种，稀植改密植∥粮盒亩产由1950年的300斤增加到1979年的1，100斤，

总产由30，300万斤增加到95，300万斤，增长两倍多，’向国家贡献粮盒

为26，800万斤。多种经营，蓬勃发展，与1950年比，棉花增长350倍；食用

植物油增长9倍；柑桔增长30倍；茶叶增长50倍。牲猪饲养量达五十七万

多头，每年都有大量肉猪舛运o 1979年产鲜鱼77，690担，出D2，459担。

随着生产的发展i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社队企业总产值达5，062万元，

社队拥有柴、汽油抽水机10，399台，电动机2，279台，水轮泵248台，大拖

289台，小拖I，118台，农用汽车100辆，总计为147，676马力。集体储备

粮人平130斤，口粮人平650斤，社员分配纯收入人平103元。商业繁荣，

购销两旺，社会购买力lI，915万元，比1950年860万元增长十三倍多。

储蓄总额达674万元，此1950年增长163倍。

新兴工业，发展迅速。解放前，工业几乎空臼，解放后逐步发展

了有色冶金、机械制造、建筑材料、纺织，化工、造纸，印刷、食品以及农

副产品加工等工业。现有县，社厂矿企业241个，职3115，946人，1979

年工业总产值达7，285万元，为1950年的27倍。主要产品有氮肥、农药、

轴承，电动机，农业机械，机械配件，棉布，水泥，机制纸等。电动

机，轴承，水泥，氮肥畅销省内外，棉织厂的坚固呢，农机厂的割晒

机为出口产品，深受东南亚各国的欢迎o 。

+丈卫事业，日釜兴盛。解放时，全县仅有中学2所，小学521所，在

校学生25，435人，教师l，377人。现有完全中学Il所，初中154所，小

衡南县概况(33)



学770所，在校学生185，588人多小学教育己经普及∥幼儿教育j中等技，

术教育、工农业余教育有所发展。中壮年文育己基本扫除。科技事业，迅

速发展，现己建立农，林v农机具等科研机构和农，林、水电、教育．医学

等群众性学术团体，有张技人员f，648人，!取得了农业自然资源考察和，

推广杂交水稻等二百多项科技成果瓤己建成县j区、社广播扩大站§4个p

县电影院l所，农村简易电影院8所，社，厂、校办电影队65个0。：县书店·

及所属集镇门市部共18个。i县文化馆。图书馆，剧团各1个，大‘队俱乐部

和生产队文化室八千多个，初步形成了文化网。医院由1950年珊发展
：至lJ63所；医务人员由22人增加到l，449人，病床1，280张。0。?』。三

t。f交通发达，运输方便d，京广铁路由北往南，直贯泉溪、向阳2个区魄

4个公社爹湘桂铁路自东向西，横越三塘，鸡笼2个区的6个公社。水路航

行便利，湘汇耒水常年通航，蒸市至衡阳、江口至茶市、茶市至泉溪每
天有客货轮往返6 t公路四通八达，除衡(阳)常(宁)，长(沙)小(水铺)：

衡(阳≯桂(林)3条干线外，县内有衡(阳)花(桥)、筛(蚝)樟(树脚)，接

(观)宝(盖)、冠(市)江(口)，冠(市)新(市街)、晨(光)金(竹)，泉(溪)冠

(市)：泉(溪)茶(山坳)，衡(阳)大(浦)、车(江)栗(江)，谭(子山)茅(市)、

泉(湖)龙(秀)．鸡(笼)永(兴)等支线，．每天都有班车行驶Q还有区社

公路53条，社队简易公路53条，全长1，066公里，为1 949年84公里的l 2．7

倍。有55个社(镇)、390食太队、‘三千多个生产队通车。，．_．‘。’，：

．，衡南县与衡阳县，衡阳市原是三位一体，．’一脉相承，具有光荣的

革命传统。『夏明翰同志1 9 l 9年在衡阳组织湘南学生联合会，．成立了

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一大"后，’来衡阳建立了党小

组，后发展成为湘南第一个党支部。在湘南支部的组织领导下，‘1926

年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农会会员达6呖人：1928年朱德同志率部队在去
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会师途中，宿营八会庙(今九龙公社德胜大队)多

日，并发展了革命武装，在衡南播下了革命火种。：： ．I ．∥

(34)衡南县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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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塘区概况

三塘区位居县境西部。西与鸡笼区接壤，北邻衡阳县，东至衡阳市郊，南抵车江、

硫市两区。总面积329平方公里。地属丘陵，探山锁住境西，云盘山矗立于中，雨母山雄

峙于南，最高点海拔238米。。北有蒸水穿境而过。沿河两岸有冲积平原20平方公里。地

势西南高，东北低。属黄壤和紫色页岩风化土壤。辖公社6个、镇1个、大队94个、生产队

895个，全区共有28，471户。125，607人。全系汉族。

三塘区自解放后至1952年分县以前，隶属原衡阳县第四区1分县后调整行政区划，

列为衡南县第十二区I 1956年撤区并乡I 1958年成立公社，将东阳、三塘，洲市，大山

4个乡合并，命名为红旗公社，后按驻地三塘更名为三塘公社I 1961年调整公社体制，恢

复区建制。将三塘和谭子山公社合并为三塘区，下设三塘，东阳，渊市、大山，京山，

谭子山公社。境内矿藏丰富．主要有铅、煤、重晶石等。

。 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全区有水田125，292亩．旱士13，153亩，林地66，207亩，荒山

134，915亩，水面40，419亩。解放前．官吏贪婪，水旱成灾。解放后，全区人民治山治水，

已建成旱涝保收农田84，879亩，1979年粮食亩产1，053斤，总产13，459万斤，向国家贡献粮

食3，513万斤。营造山林64，795亩，木材蓄积量达5，166立方米。牲猪．鲜鱼亦有较大的

发展。境内还盛产茶叶，花生、黄豆。尤其是蜜桔，色鲜味甘。柿花“喷柑”曾列为全

国名果．

1958年以来，建成小型水库52处，整修塘坝一万余处，总蓄水量5，241万立方米，灌

溉面积达九万余亩。兴建电力排灌站342处，装机容量共4，991千瓦。改造小溪18处，总

长36·5公里。特别是大山公社自力更生，就地取石．筑成渡槽16处，长达1，690米，护坳

石渠35公里，自流灌溉稻田15，000亩，列为省水利建设先进典型之一。

，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兴办了农机厂，冶炼厂，印刷厂，玻璃厂、石棉瓦厂、化工

厂等社队企业，1979年总产值达762万元。

交通发达。湘桂铁路，衡桂公路穿境而过。近几年来。修筑简易公路36条，全长170

公里，南与车蒸公路相连，北与衡邵公路衔接，形成纵横交错的交通网。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迅速。1950年仅有高小6所，初小18所。现有县办中学(县五中)l

所；社办中学15所，小学94所，教职员工974人，在校学生24，839人。区卫生所1所，公社卫

生院6所，共有医务人员112人I合作医疗站T2个，赤脚医生161人。县中医院设在境内。

“京山寺”为古迹之一．清代曾有游僧至此，见其地风光秀丽，遂建一寺，取名“京

山寺”，现古迹尚存，景物如故。

(36)三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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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塘镇概

三塘镇是1981年5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新建立的镇。位居县城西面，三塘公社境内，

距衡阳市12公里。东与二塘，三元大队接壤，南与中湖大队相连．西与洪山大队交界．

北与前进，婆井大队毗邻．面积5平方公里。全镇辖居委会3个．居民小组20个．农业
·．1

f
。。，

大队2个，生产队13个，共有I，532户．9，820人，均系汉族．其中农业户343户，农业人

口l，488人，占全镇总人口的15·4％．．有水田1，331亩，旱土45亩．水面120亩。

“三塘”历史悠久。明代时，为传递公文，由衡阳至祁阳每隔10华里设立一个“驿

站”，称为一一塘”，此处距衡阳城30华里①，故名。三塘”。解放后，三塘发展很快，中

央，省、地，县有些工厂，仓库．学校陆续兴建于此。高楼林立．厂房栉比，市场繁荣，

购销两旺，是县西面农副产品重要集散地，也是三塘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镇

驻有全民单位56个，集体单位32个。衡阳地区农校，商校，县立五中I县中医院、区卫生

所、三塘公社卫生院以及县气象站，三塘电影院，均设在镇内．湖南大学衡阳分校，衡阳

地区结核病医院．粮校，冶金机修厂等单位的户籍由镇管理。

三塘．毛叶大队是镇内的两个农业大队。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六十年代以来．实

现了水利灌溉自流化．全部建成了稳产高产农田。1979年粮食亩产为1，343斤，总产达

178·8万斤．在努力提高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开展多种经营，无核蜜桔是重要的外贸物

资。鲜鱼．家禽．蔬菜等农产品比较丰富，除满足镇内机关，学校，工厂外·还有一定

数量销售给衡阳市。衡阳地区农科所，县五七农场座落镇内东西两端，为农业生产作了很

好的示范。

交通发达．运输方便。湘桂铁路三塘车站座落镇南，衡(阳)桂(林)公路贯穿东

西，三(塘)东(阳)公路横越南北。衡阳市至三塘的公共汽车，每小时两趟，乘客来

往，堪称方便。
’

注：0原衡阳城的区域小，其距离为30：牟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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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公社概况

三塘公社由驻地。三塘”而得名。位于县境西北部。。东达衡阳市郊，北与衡阳县接

壤，西抵谭子山公社，南连ifl{市．东阳公社。湘桂铁路和衡桂公路平行贯境。蒸水穿境

而过，流经g个大队，两岸有冲积平原20平方公里。分别为黄壤和紫色页岩风化土壤，面
● ●

积63平方公里。辖大队19个，生产队203个，共有5，028户；21，295人，均为汉族。
‘

1950年土地改革时，成立乡人民政府，按驻地。三塘”命名为三塘乡，1956年，将四
·． ．

：。

塘，神山，培元乡并入三塘乡；1958年公社化时，与渊市、大山、东阳乡合并，。名红旗
+

^ ： ∥
，．

公社I 1959年更名为三塘公社，1961年缩小公社区划，仍以原乡域称三塘公社。，．
。

。 I

全社以种植水稻为主。有水K128，129亩，旱±2，420亩，荒山1T，814亩，林地10，495亩，

水面11，653亩j已建成旱涝保收农K]23，456亩。19T9年粮食总产达3，412万斤，亩产1，156

斤，人平贡献粮食419斤。林、牧、副、渔亦有较大发展a：特别是花生，‘1无核蜜桔、鲜鱼驰

名全县。。 ．- ’·

1958年以来．陆续建成小型水库12座，整修塘坝三千多处，总蓄水量达1，298万立方

米。境内有双板桥水库尾渠8公里．灌溉7个大队的1，500亩稻田。沿蒸水西岸修建电力
～

排灌机埠18座，防洪堤40华里，使大部分农田稳产高产。 ．．．．

、

全社公路成网，队队通车。衡(阳)桂(林)，三(塘)古(山)，三(塘)西(渡)

三条主要公路，在境总长为54公里。加之铁路、蒸水；车船两便。19TT年建成陡坳行大

桥，长152米，宽8·2米，横跨蒸水，沟通了衡桂，衡邵两条公路干线，缩短了运输迂回

里程，方便了沿河两岸人民的交往。． 一

近二十年来，陆续兴建了农机厂、综合加工厂．石灰厂，化工厂，砂石站、基建队

等社队企业28个，19T9年社队企业总产值达1T5万元。全社拥有大、小型拖拉机148台，汽

车4辆，各种内燃机和电动机80T台，农用机械总动力为T，382马力。现有16个大队巳架设
j

输电线路13T公里，65％的生产队已实现电力加工，抽水和照明。 ：

1950年全社仅有小学2所。现有社办中学2所，小学21所，教职员T_221人，在校学生

6，124人。有公社卫生院1所，医务人员24人，病床29张；合作医疗站19个，赤脚医生3T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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