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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陵县地名录》是我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省政

府，省地名委员会的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精神编纂的，是建国以来我县第一部较系统，较完备

的地理史料．

地名是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解放以来，由于体制的变化，行政区划的多

次变更，以及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发展，新地名大量产生，部分地名逐渐消失。由于历史

的各种原因，社会上曾出现乱改地名的现象。因此，地名重名，名地不符，用字不当，含义

不清，讹错遗漏等问题普遍存在。我县通过这次地名普查，对全县地名进行了全面的、系统

的调查核实，经过标准化处理，清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含义不健康的地名，纠

正了乱改的地名，解决了行政区划名称与当地地名不一致，异地同名，一地多名，．一名多写

和用字不当等问题，达到了地名普查的主要目的，为编辑出版地名录，建立我县地名档案，

提供了基础资料．

我县地名普查工作是在地区地名办的指导下，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具体领导下进行

的。普查的全过程，采取领导、群众和专业人员相结合，全面普查与重点考证相结合，室

外调查与室内整编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普查，达到了名地相符，表，卡、图，文四项成果相

应内容一致．

这次地名普查是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以实际地名为依据，对全县行政区划．

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独立存在的人工建筑物，有方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以及著名的革命纪

念地，名胜古迹等名称进行普查。在实地调查中，注意收集和听取民间有关地名的历史资料

和传说，充分利用史书地理志和县志等资料，同实际调查材料相互核正审定，从而保证了普

查资料的可靠性。

通过普查，按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要求，对全县地名进行了规范化、标准化处

理．这次我县更命的公社四个，更名的大队一百七十八个、街巷三条。全县载入本册的地名

共六千九百六十六条，其中行政区划．自然村六千零三十九条，街巷五条，自然地理实体

二百一十一条，人工建筑物五百二十七条，企事业单位一百七十六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

迹八条。地名录按以上五大类全部表列化。

标准地名图是地名普查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地名录的直观形式。本地名录分区．镇绘

制地名图一十一幅，分装在各区，镇扉页处；绘制1：l 6万全县行政区划图一幅，装订在

卷首，以窥全貌。

文字概况是地名录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县按县，区(镇)，社撰写概况八十篇，’县境内

省．地、县属农，林场概况八篇，分类分项概况三篇，共计九十一篇。对各类项目，还择其重

要的辑录简介，并配以照片和说明。文字体例，尽量做到一致。区、社以县治定方位，县．

区，社四至抵界处分别写到同一级别，即县界写到县，区界写到区，公社界写到公社。所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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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基本上采用一九八O年年报数字。但所列总面积数大于区，社．镇、场总计数．

地名录的编辑出版是一项新工作，由于编辑时间短促，加之我们水平有限，谬误漏疏之

处在所难免．敬希领导．专家和同志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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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陵。县概况

，

“

零陵县位于湖南省南部，湘江上游，东经111。117一111。567，北纬25。51 7J26’497．

县治永州市，东经1 11。367、北纬26。047．东南自梅溪至何仙观1 1个公社与双牌县接壤；
。

东北自白塘至杉木桥9个公社与祁阳县毗邻；西南自湾夫至于家5个公社与广西全州县交

界；西北自珠山至花桥街15个公社与东安县相连；正北杨村甸公社抵邵阳，祁阳两县．全县面

积3059．3平方公里，折合为458．89万亩．其中水田80．4l万亩，旱土10万亩，林地189万亩，

荒山荒地66万亩，水面50万亩，村庄．道路49万亩，其它14．48万亩。大体是。六山一一水两

分田、一分道路和庄院”。辖Io个区、一个区级镇、8个农林场(所)、一个工农联合体、68个

公社、807个大队、7259个生产队、5228个自然村。共有158662户、735020人，其中瑶族2070人，

其它少数民族26人，余均汉族．

零陵县历史悠久，沿革复杂。夏商为荆州之域．春秋战国属楚南境。秦隶长沙郡．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长沙郡置零陵郡，零陵县开始出现．但辖境系今广

西全州县地。据《清嘉庆一统志》《中国古地名大辞典》载： “零陵，帝舜所葬．即今湖南

省宁远县东南之舜陵”。《史记五帝记》又载：“舜葬于江南九疑(嶷)，是为零陵”。零

陵县由此得名。今零陵县当时为侯国，名泉陵，属零陵郡。地域包括今零陵、永州、祁阳，祁东，

东安5县(市)地。泉陵古城在今永州市一中附近。东汉初改泉陵侯国为县，并从今全州县

改州移零陵郡治于泉陵．

三国时，分泉陵县地另置祁阳、永昌2县(今祁阳、祁东2县地)，两晋时又分泉陵县地

另置应阳县(今东安县地)。南北朝如故。 ．

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始改泉陵县为零陵县，废应阳，永昌，祁阳3县并入零陵县，

县治迁于今永州市内。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又分零陵县北部(今祁阳、祁东2县地)

复置祁阳县．五代依旧。宋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将零陵县所辖的东安场升格为县。元，

明，清如故。

零陵县自汉至隋为郡治，唐、宋为州治，元为路治，明清为府治。 ．

1949年lo月零陵县解放后，全县划分1 1个区，129个乡．1952年改为14个区，285个乡．

1956年撤区并乡，建立45个乡，2个镇(芝城、冷水滩)．1958年撤乡，建立26个人民公

社，2个镇。1961年调整为10个区，1个区级镇、1个社级镇(黄阳司镇)，78个公社。1960年

六月冷水滩镇经国务院批准为市，1962年12月撤市仍为镇．1964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划出

茶林、麻江、尚仁里，盘家洞，双牌，何仙观，何家洞．蔡里口等8个公社及五星岭，大庙

头．阳明山等3个国营林场归潇水林区管理局(今双牌县)辖。1978年3月经省革委批准，何

仙观，大庙头林场复归县辖，同时划出五里牌公社归双牌县辖。1979年4月经省批准，改东

风镇(原芝城镇)为永州镇、隶属零陵地区辖。同时经地区同意，另划朝阳．七里店2公社

／，汐



归永州镇(今永州市)辖。

零陵县属半山半丘陵区，地形似马鞍状．西南，东南偏高，西北，东北偏低，平均海拔

2 0 0米。最高点在东南面福田公社桐木冲大队阳明山的望佛台，海拔1624．6米；最低点在

东北面黄阳司公社境内湘江出口的哲州滩，海拔80．3米。

县内阳明山，四明山，都庞岭，黄花岭四大山系余脉潜伸，宛如四面天然屏障，屹立在

东南，西南和南，北四方，镇九嶷，控北粤，连五岭，瞰南岳．东南面阳明山，从祁阳国营

金洞林场进入境内福田公社，然后东经郑家桥．梅溪而终止．西经桐梓坪、喜塘、菱角塘．

凼底至平福头而结脉。山上茂林修竹，葱郁秀丽，山径峭绝，’猿啼鹤唳。西南面黄花岭，自

广西自宝进入县境，峰峦连绵百余里，横直在大庆坪、据江寺，新宅里3公社和国营石岩头

林场境内。湘水绕足行，群蟑耸天立，悬崖峭壁凌空挂，林木幽谷如翠屏。南面都庞岭，由

双牌县何家洞公社进入境内何仙观公社后。西经国营大庙头林场及阳河．大庙头，富家桥3

公社而结脉；南经国营水口山林场而终止。整个山系巍峨挺拔，向天而横、青峦迭翠，涧深

泉鸣。更有岭下七十二峰，自毛溪桥公社蒋家村大队境内的鸟家塘岭发脉，一字排列如长

龙，直驱而下60里，入东安县饮石期水；且群峰相似，峰峰有坳，坳坳有井，逐井筑塘，幽

异峻秀，伟姿万千，使入耳目一新，自古色彩传奇。北面四明山自祁阳，邵阳交界处进入境内杨

村甸公社，由北向西经花桥街．坪塘2公社而终止，山上壁立万仞，云壑峻深，登峰远眺，

极目千里，境北风光尽收眼底。

县内主要河流有古今闻名的。潇、湘”二水，及其支流石溪江、黄溪河、愚溪、青石江．贤

水．芦洪江．桴江，石期河：潇水又名营水，发源于宁远九嶷山，从双牌县耙头江入境，自

东南向西北流经平福头：凼底，菱角塘．富家桥等4个公社，绕县城南至潇湘口入湘江，流

程58．5公里，流域面积17550亩。湘江，发源于广西兴安县阳海山(叉名零陵山)，从东安

县相马埠入境，自西向东流经鸟塘铺．岐山头2公社至潇湘口会潇水，折而向北流经蔡市．

接履桥、蔡家，仁湾，马路街。冷水滩镇，珊瑚、上岭桥，阳山观．高溪市、易家桥，。

香花坝．黄阳司等l 3个公社(镇)，入祁阳县境，流程8 0公里，流域面积42000亩。

潇湘二水汛流多变，沙似霜雪，水如明镜，清风摇影，水天一色。江中帆来舟往，笛鸣

长空；两岸朝雾夕霞，层峦影立，溪桥水阁，交相辉映；沿江岩奇石异、岛秀川佳，岸芷汀

兰，风景如画。自古来令人神疾，多少声高名重的文人墨客慕名而来，留下了不少名胜传

闻．

全县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严寒期短，生长期长，春夏多雨，

秋冬多旱。自1952年至1980年，年平均气温17℃．一月最冷，平均气温5．8℃．日最低气温

一7℃(1969年，1977年)；七月最热，平均气温29．1℃，日最高气温48．7℃(1951年)．

年平均日照时数1623小时。年平均积温6496．6℃。年平均无霜期301天．降霜，积雪期一般在

十二月中旬至次年二月之间。风向多为东南偏东风。六，七月间多为南风。年平均降雨量

1413．1毫升，但不均匀，多集中于四至六月，约占全年的42％左右；以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

雨量最多，有时骤降暴雨，酿成山洪暴发；八至十一月雨量较小，不到年降雨量的10％．往

往导致秋旱，有时甚至持续七．八十天．春夏之交．局部地区有风雹灾为害。

全县地下资源丰富、矿藏较多．目前已发现的矿藏有锰，煤，硫磺．金、铜，锡，铅，

锌、铁等30多种。毛溪桥，火湘桥．珠山，东湘桥，郝皮桥．杉木桥、白塘等35个公社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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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矿石，蕴藏量已探明的有801万吨．已为地．县、社，队开采多年，矿质优良，畅销全

国．楠木冲，牛角圩，水口桥．潮水、孟公山等1 9个公社原煤丰富，蕴藏量达400多万吨。

’于家公社的金矿，长塘公社的白煤、水浪坝公社的硫磺矿，为县内特有资源。石灰石比比

皆是，为建材，农肥的重要资源． ．

零陵县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工农业生

产落后，文教卫生事业发展缓慢，交通运输极不方便，经济萧条，人民贫困。解放后，在中

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极大的

积极性，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扬长避短，艰苦奋斗，使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

了显著成绩。

农业生产稳步前进，全面增长。解放前旱涝频繁，虫灾多发，粮食亩产不足300斤。解

放后，特别是合作化以来，全县共兴建各类水利工程46230处。其中大型水库l座(双牌)

中塑水库2座(岭口．石坝仔)，小(一)型水库30座，小(二)型水库243座；中型河坝

1处(江源)，小(一)型河坝8处，小河坝2219处；大小山塘40270口；双牌灌区干渠67公

里，支渠“条，长181．5公里；排洪渠686处，长673公里；电力排灌装机13900多跹；机械排

灌动力89374马力；提灌机械6135台；喷灌设备20套，基本形成大中小相结合，蓄引提喷相

结合的排灌系统。使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60．8万亩，其中39．5万亩实现了旱涝保收，稳产高

产，比解放初期的1950年增加了3．5倍。农业机械不断发展。现有农用汽车6l辆，机动船37艘，

大中型和手扶拖拉机798台，各种电动机2357台，内燃机7207台。农用机械总动力108828马力，

为实现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化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进行了耕作制度的改革，普

及了双季稻，推广了杂交稻，采用了科学种田，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全面增长。1980年粮

食作物面积80万亩，总产7．3l亿斤，平均亩产923斤，比1950年增加2．7倍；棉花27585亩，

总产1273100斤；大豆60106亩，总产8416200斤；花生、芝麻，油菜等油料作物22177亩，总

产1873300斤。同1950年总产比，棉花、大豆增加5倍以上，油料增加lo．3倍。 ，

农业生产的稳步前进，促进了林，牧．副，渔各业的不断发展。1980年全县森林复盖面积

154．9万亩。其中杉、松为主的用材林60．8万亩，主要分布在阳明山、都庞岭、四明山、黄花岭四

大山脉。其中国营水口山、大庙头，石岩头3林场，共有成林66468亩，幼林2525亩，为县

内主要用材林基地．油茶，油桐为主的经济林59．6万亩，主要分布在珠山，黄田铺、楚江圩，

冷水滩，黄阳司、普利桥等6个区。全县木材总蕴藏量66万立方米，其中杉木12万立方米，

松木3 6万立方米，薪炭林Io万立方米，其它8万立方米。楠竹总蓄积量2240万根。1980年

全县产茶油33418担，桐油180担，茶叶33ll担，柑桔7576担，红枣3166担，板栗1057担。

同1950年比，除桐油有所减少外，茶油增加6．1倍，茶叶增加55倍，柑桔增加8．4倍，红枣增加37

倍，板栗增加9．6倍。1980年全县牲猪饲养42．9万头，耕牛饲养57618头，养羊1000头，养兔

1609只，养蜂538箱，家禽149万只．与1950年比，牲猪增加10．3倍，耕牛增加1．2倍，羊、兔，

蜂、家禽都增加lo倍以上。社队企业近年来迅速发展，蓬勃兴旺。1980年企业总数达1339个

其中社办企业550个，从事企业劳力23668人，占农村劳力总数的8．4％，总产值2587万元，占公

拙三级总收入的2l％。全县养渔水面70570亩，其中水库、池塘49517亩，稻田10348亩，水产品

56．38万斤，其中渔类52．63万斤，同时全县有社办水电站l 6个、队办水电站38个，发电量1988

舐。建沼气池271个，容积1795立方米。80％的公社通了高压电，30％左右的农户点上了电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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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由小到大，持续上升。解放前全县工业十分落后，只有印刷、染织、大米3个设

备陈旧的小厂，工业总产值不足300万元。现工业企业发展到278个，其中全民所有觎26个．

集体所有制252个。各类工业比较齐全；冶金工业31个，电力工业7个．煤炭工业19个，化

学工业5个，机械工业38个，建筑工业76个，森林工业11个，食品工业25个，纺织、缝纫及皮

7革工业22个，造纸及文教用品工业9个．其它工业35个．主要产品有锰矿石．原煤．硫磺

矿．碳铵、水泥、农机具，小型电动机．矿山设备．棉布，针织品．日用陶器．电池．玻璃

制品．竹木制品。皮革，皮手套．糖．酒、台称．农用钢管．铁制农具等40多种，锰矿，原

煤，县区社队各区开采，销售全国；斗笠，毛笔，竹席等传统产品誉满三湘，名驰两广．

1980年工业总产值4382万元，比1949年增加13．2倍。

城乡贸易日趋活跃，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近年通过增加商业网点，广辟货源渠道。坚持

薄利多销，全县城乡出现了市场繁荣，购销两旺的可喜局面。1980年农副产品收购总额447l万

元，比1950年增加8．6倍。社员向国家交售粮食1亿零949万斤。棉花124．99万斤，食油243．83万

斤，桐油1．55万斤，牲猪11．69万头，鲜蛋lo．93万斤，鲜鱼64．15万斤．烤烟109．36万斤，

柑桔47万斤、茶叶13．8l万斤，甘蔗1602万斤．同时，工业品大量下乡．农村购买力不断增

长，社员生活水平逐步提高。1980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9540万元，比1950年增加lo倍。其

，中消费品零售总额7156万元．占总零售额T4．6％．社员人平收入98元，比集体化后的1959年

提高了2．3倍．职工工资有所增加，居住条件逐步改善，去年兴建住宅1．45万平方米．城乡

储蓄总额1371．9万元。其中农村社员储蓄505．1万元，比1959年增加6．1倍。

交通运输，日益方便．湘桂铁路自东向西横越北境，贯穿水口桥，黄阳司．易家桥，高

溪市。珊瑚，冷水滩．水浪坝．等7个公社(镇)。零(陵)祁(阳)、零(陵)杨(村甸)、零

(陵)冷(水滩)，零(陵)黄(沙河)、冷(水滩)邵(阳)，零(陵)桐(梓坪)、零(陵)

双(牌)．零(陵)何(仙观)．零(陵)菱(角塘)等主要公路干线，以及普(利桥)杉

(木桥)．黄(阳司)郝(皮桥)、邮(亭圩)梅(溪)．珠(山)大(庆坪)、珠(山)

据(江寺)，东(湘桥)梳(子铺)等主要支线和其他短途支线，总长64195里，比1950

年增加4．7倍，把全县构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百分之百的公社．70％以上的大队可通汽

车。从根本上改变了山区社队过去那种。走路手攀藤。过河独木桥’．交通闭塞的情况．湘江

潇水常年通航，建渡口39处，航道里程141公里．1980年水运量8．29万吨．水运装卸量40万

吨。

文教卫生事业，相应发展。解放后．由于国家对1日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根本性改革．全县

各级各类教育事业迅速发展。1980年有县办中学5所，区(镇)社办中学79所，小学981所；

教职员工6713人，其中民办教师3744人；在校学生152010人，占总人口的20％，比1949年增加

9．5倍。办起幼儿班268所，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5％。业余中学．业余小学，职工自修学校

逐步增多，基本上实现了青少年无盲县．科学，文化、卫生、广播、体育等事业都有很大发

展。全县建立了各级科技组织，积极开展了工．农、林、医等方面的科普渖1．技活动。1979年

以来共完成科研项目162项，已用于生产的2l项，其中有的受到了国家、省、地有关部门的

奖励。全县有专业剧团2个，演职员工1 39人，县电影院2个．社社有电影队和文化辅导站、。

还有8个公社兴建了简易电影院，座位5000多个．组织了19个半农半艺业余剧团。建立了

278个图书室，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全县有县医院l所，区(镇)医院Io所，中医院l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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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有卫生院，90％的大队有合作医疗站．‘卫生机构202个，比1950年增加35倍．各级卫生

机构共有病床1125张、医务人员1833人，比1950年分别增加19和14倍。计划生育工作取得

了成绩，节育率逐年提高，人口净增率有所下降．卫生防疫工作广泛开展，易发病、多发病逐

年减少，人民健康水平普遍提高．金县有一个区建立了广播专线．社社有广播放大站，60％

的大队，生产队通了广播，30％的农户装有喇叭，开始形成广播宣传网．全县有3700多名青

少年达到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多次获得全国和省内比赛名次． ，

零陵自古以来为。楚粤之交一大都会。．地理位置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零陵人民更

是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东汉末零陵瑶民羊孙、陈汤等举”赤帜”称“将军”，率领人民起

义，烧官府、救饥民．三国蜀大将张飞曾大战零陵，点将台和接音桥至今仍为美谈．唐宋农

民起义军领袖黄巢率部攻克广西桂州(林)后．分兵北进零陵，大败官兵。著名的太平天国首领

洪秀全亲自率领数十万大军攻克广西全撕后，于1852年6月9日直抵零陵，河西筑营，开炮轰

城，次日取道双牌，直逼道州，沿途民众踊跃响应。1859年翼王石达开及大将肖华，再度攻

打零陵，与清军鏖战22天(3月19日——4月11日)终因寡不敌众．肖华投江自尽于南津渡。

余军自菱角塘，天字地等地转移道州．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1901年秋，全县人民紧密配合

义和团运动，积极进行反帝反满斗争。人山人海，尽毁教堂”．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零陵各

地的农民运动更是如火如荼．震惊湘南．1921年前后．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

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出生在我县蔡家埠灌塘口的李达同志．经常邮寄进步书刊和书信回零，

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弓I导和教育了不少有志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199．6年6月，中共党员

唐浩(江华人，零陵电报局报务员)舒翼(江华人，新民小学教员)等，建立。中共零陵县
党小组”．同年9月，经中共湘区党委批准．在县城梅姑庵正式成立。中共零陵县直属支部

(属省)。，积极领导农工运动．1927年1月，在省工运特派员舒翼，农协特派员李勋策，黄

义藻，以及国民党左派刘桐等同志的领导下．正式成立县总工会．农协会和商民．妇女，学

生，教职员等联合会，组织了124个乡农会，发展会员19896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大

革命．办了十件大事：①戴绿帽．挂铜锣．大扫土豪劣绅的威风；②反苛捐，废杂税，进行

减租减息：@退押金，清公款，均分土豪劣绅的浮财；④编课本，办夜校，组织农民学文

化；⑤禁赌博，禁鸦片，禁止逼租退佃涨粮价；⑥剪头发，放小脚．解放妇女砸枷锁；⑦反

迷信，打菩萨，砸烂神龛破神权；⑧修公路，架桥梁．筹集公款办学堂；⑨抵日货，毁教

堂．驱逐帝国主义神父；⑩清土匪．斗恶霸，惩办罪大恶极的环分子．自此之后，农工运动

持续不断．风起云涌．1934年8月23日．由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先遣团——红六军团．经过双牌县的麻江．茶林，在铲子坪兵分两路从丫吉岭，分水岭

进入零陵县境，26日辗转予祁阳．挺进道县．入县境两天多时间，神速行军250多华里，经

过9个公社46个大队，沿途写下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拥护苏维埃政府”． 。打倒土豪

劣绅。， 。打倒蒋介石。等宣传标语．喜塘公社新屋村的。工农专政”， 。欢迎白军士兵起

来参加工农革命。等标语，至今墨迹犹存．激励着人民奋斗不息，革命不止。解放前夕，以

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伍云(邮亭圩入)为首，组织。湘赣游击纵队零陵支队”，为迎接解放军

南下，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

零陵县境不乏名胜．古迹尤多．主要有：淡岩：又名淡山岩，天然岩洞，在富家桥境

内，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洞内奇岩异壁．瑰伟幽绝，留有宋朝黄庭坚等名人石刻，被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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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水 滩 镇

LENGSHUITAN ZHEN

6—49—56一(42)

镇人民政府驻地：冷水滩镇红旗路

总 面 积：21．2平方公里

人 7口。3995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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