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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历史的演变，地名在不断发展变化。建国兰十年来，由于生产建设的发展．行政区

划的多次变更，新的地名不断产生，加之各种历史的原因，社会上曾出现乱改滥用地名的现

象，地名重名，用字不当，含义不清，讹错遗漏等问题比较严重。通过这次地名普查，对全．

县地名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考证，做好了地名标准化处理工作。为编辑出版地名录，

建立我县地名档案提供了基础资料。

为保持地名的稳定性，将规范化地名提供各部门使用，我们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

会及省，地地名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在1981年地名普查的基础上，将地名资料进行全面归

纳整理，汇编成《醴陵县地名录》。它主要包括地名，地图、文字概况，照片及说明等内容。

全县共收录地名8028条，其中行政区划743条，自然村5431条，街巷48条，居民点17条，自然地理

实体137条，人工建筑735条．企事业单位898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19条。这次普查以五

万分之一地形图为依据，结合实地调查，对讹错遗漏地名均进行了规范处理，其中新增地

名1162条，删去地名4S条，勘误689条，更名大队(单位)S8个。

本地名录还收录地图11幅，其中l；15万全县行政区划图1幅，可窥全县概貌，1 3上

万的城关镇地名图1幅，略观全镇概貌I 1。S万区地名图9幅，为各区地名的直观形式。

本地名录共收录县、区(镇)，社及其他文字概况58篇。其中县，区(镇)，社概

况52篇，其他6篇，并附解放后醴陵县行政区划变更情况和醴陵县各大队(单位)，街巷新

旧名称一览表。

本地名录还刊有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革命纪念地及名胜古迹，出

土文物，古墓葬，古树名木等各类照片共80张。照片一般分类排列．为合理安排版面，有部

分照片属地穿插在地名之后。

本地名录所有材料，均送领导及各主管部门审查后定稿。

地名普查和地名录的编辑出版是一项新的工作．加之我们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
免，敬请批评指正．

醴陵县地名普查办公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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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醴陵县地名录》所录地名．原则上均采用全称。而搿人民公社黟则一律以习惯简

称为“公社一。县农，林场所辖范围的地名列于所在公社之后。
：

’

二，本书所收地名及地图上的用字，以《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为依据，作了

正字、正音、正义等标准化处理。如“株树黟的“株黟，是数量词一株、二株的“株"，应

改搿株黟为搿槠"。又如“汆溪一的“汆黟，当地称一种水鸟为“汆水鸡"．’“汆劳既不读

口mT才，又没有这个释义，故改为音同意近的“汤弦字I又如“勒塘’’的“勒弦．意为“荆

棘一故改“勒’’为“枸力。

三，对普查中的方言字，作了规范化处理。如“匿木冲’’的。里"字，查字，词典无此

字．系当地所刨。方言读l百I，为象形字，两横为车杆．中间“田"字为车盘。为“推"之

意，够改口重"为“推∥，又如搿墟’’字，意为烂泥，查字、词典无此字，则改为音同意近

的“泣"字。．

四、地名的汉语拼音，根据《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中‘‘地名的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方

法"拼写。 一

五、本地名录的各项数字，原则是以县统计局1979年年报数为准，其中总面积(平方公

里，总亩积)系1982年县区划办提供的，林地系1976年林业局调查数，放养水面系畜牧水产

局提供的’社队企业的数字为社队企业管理局1979年年报数，，农业机械的数字为县农机

局1979年年报数。

六、地名图是以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为基础，根据地名普查作了增、删，改。县，区

(镇)，社，大队及自然村名全上，其中大队和驻地自然村同名的没有标自然村符号。片村

和自然村同名的，只标有自然村，没有标片村符号。山峰按其高度及所在地域的重要性选

上，河流在|40公里以上的三级支流全上。人工建筑物s小(一)型以上水库，干渠和大中型

渡槽全上，通公社以及跨县境公路和大中型公路桥全上。企事业单位；。省、地，县属工矿企

事业单位(不包括在城关镇内的)全上，社办企事业只上公社中学及公社林场。
’

七，有些与地名有关的历史资料，在地名普查成果表中无法反映出来，选择若干重要内

容收入拾零篇．作为附录，以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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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县概况

醴陵县位于湖南省东陲。东界江西省萍乡市，南连攸县，西邻株洲县，北接浏阳县。总

面积2，157．2平方公里，合3，235，805亩。其中水田523，248亩、早土70，748亩、林地1，963，437

亩、水面161，906亩(内放养水面64，879亩)、其他(包括道路、田埂，庄园，房屋占地)

516，466亩。全县地理面貌l “六山半水两分田，分半道路加庄园’’。人I：1801，915人，其中

有壮、回、苗，土家等少数民族127人，余均汉族。 ，

旧县志记载醴陵县名的来由： “治北有陵(山)，陵下有井，涌泉如醴(甜酒)，因以

名县。’’县境原属禹贡荆州区域。春秋战国时属楚国，秦汉时属长沙郡，汉高后四年(公元

前184年)封刘越为醴陵侯，东汉初从临湘县(今长沙，浏阳、醴陵等地)分出，设置醴陵

县。隋改临湘县为长沙县，撤醴陵县制并入长沙。唐武德年间，恢复醴陵县制。元朝元贞元
年升为州。明洪武二年改为县。“醴陵"之名，至今已有2，100多年。解放前夕，全县共有1孓

个乡镇，190个保。解放后，县内行政区划多次变更。1959年划出部分地区给株洲市。全县现

有9区1镇，41个公社，677个大队，14个居委会，5，431个自然村。 ·

县境地处罗霄山脉北段，属丘陵地区。最高山峰(高峰)海拔859．6米。县内山岭可分为

4个山系。渌水以南，铁水东北的山岭为中支山系，渌水上游与澄潭江之间的山岭为东支山

系，铁水以西，沿攸，株边界至渌水之间的山岭为南支山系，渌水以北，东起潼塘，沿浏、

株边界，西至塘山口的山岭，为北支山系。主要河流有渌水，源出江西省萍乡市千拉岭南

麓，全长166公里，于株洲县渌口入湘江。主要支流有铁水，澄潭江。

境内年平均气温17．6％3，最冷(一)月平均气温5．25。C，最热(七)月平均气温29．5。C。

年降雨量1，433毫米，蒸发量1，474．8毫米。无霜期289天，日照时数1，656／Jx时。

浙赣铁路横贯县境33．S公里，醴茶铁路直穿南境31．s公里，醴浏铁路(窄轨)穿插东部

34．2公里。公路有京广路界广段(湖北通城界口至湖南汝城广东桥)、上昆路老鲇段(江西

萍乡老关至湖南新晃鲇鱼铺)两条干线跨过县境，在县城交汇，境内共长106．7公里；县内公

路可通各个公社，7S叻以上的大队通公路或机耕路。航运以渌水为主。澄潭江自潼塘至双河

口，长27公里，铁水自双滂至铁河口，长13公里，均为12级航道，季节性通航。渌水自金鱼

石至双河口为10级航道，长8．6公里，双河口至渌口为9级航道，长70公里(境内S8公里)，

均为常年性通航。 ，

解放前，水利设施极其简陋，不成系统，常遭早涝灾害。解放以来，新建大型水库1

座，中型水库5座，小(一)型水库18座，小(二)型水库96座。总库容量28，077万立方

米。千支渠道348条，长1，541公里。小山塘22，339口，容量8，545万立方米。小河小溪堰坝

1，025座，中型河坝3座，防洪堤128公里。安装柴油抽水机1，876台，电动抽水机412台。兴

修水力发电站89个，总容量7，727千瓦。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能维持30天的有50．74万亩，早涝

醴陵县概况(1)



保收面积4S．2万亩，稳产高产田36．34万亩。拥有农用机械11，901台(辆)，总动力为

107，779马力。其中大小拖拉机1，138台，机耕船73台、机滚船2，592台，机引农具1，579台，

动力喷雾器123台，动力打谷机2，948台，农用机帆船41艘、农用汽车98辆、其他农业机械

3，309台。

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甘薯次之。旧县志载，十一世纪初(宋仁宗时)，先后引进早稻

和番子，开始种双季稻，至今已有900多年。解放前，全县已普遍种植双季稻。除东南两乡有

连作外，都以间作为主，年平均亩产400斤左右。解放后，不断改变生产条件，普遍推广连

作，晚稻改常规稻为杂交稻，改稀植为合理密植，产量不断上升，1979年全县平均亩产

1，341斤。经济作物主要有辣椒、茶油．茶叶。贺家桥的辣椒，以色泽红艳、味道甘辣著称，

畅销国内外。1979年全县出口辣椒9，972担，产茶油45，264担，茶叶11，421担。

工业以瓷器、鞭炮为特产。瓷业从1729年(清雍正七年)设厂制粗瓷起，已有250多年历

史。1906年开始生产细瓷，由单色釉下逐渐发展为釉下五彩瓷。1909--1915年，先后参加武

汉劝业奖进会、南洋劝业会、意大利都朗博览会、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均荣获优等金牌奖。

从此，醴陵瓷器驰名中外。解放后，设备不断更新，工艺逐渐改进，省属瓷厂已基本实现机

械化生产。1956年开始生产出口瓷，1959年成批生产国庆十周年用瓷，1964年又大批生产国

庆十五周年国宴餐具。1966年到现在，出口量占全国瓷器出口总量的十分之一。1979年群力

瓷厂釉下餐、茶具荣获国家“金质奖章’’，国光瓷厂中档厚胎餐具荣获国家“银质奖章’’。

现有省属日用瓷厂6个，电瓷厂2个，瓷泥矿，陶瓷机械厂，陶瓷研究所和技工学校各1

个，县属陶瓷厂4个，瓷城机械厂1个，街道和社办瓷厂80多个。全民职工13，320人，亦工

亦农职工4，800人。1979年日用陶瓷总产量12，398万件，其中出口瓷6，707万件，占全省出口

量44．14％I电器陶瓷10，135吨，其中高压电瓷在国际市场享有盛誉。醴陵已是全国八大瓷器

产区之一，誉为瓷城。

鞭炮为传统产品。清成丰年间，富里、白兔潭，潼塘一带开始生产，但多以浏阳招牌销

售。民国初年已销售国内外。解放后，品种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产量大幅度上升，鞭

炮、烟花已大量进入国际市场。近十多年来，所产花炮深受外商欢迎，常有外商来县订货。

1979年出口168，983箱。

+矿产有瓷泥(高岭土)，耐火泥，煤、铅、锌等。瓷泥储量2，153万吨，占全省已探明储

量的63％，耐火泥储量1，200万吨左右，为瓷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现有地方国营瓷泥矿l

处，煤矿2处，铅锌矿1处。

氮肥、水泥都能自行生产，农机可在县内修配。

人民公社建立以后，社队企业随之兴起。1973年以来，各级管理机构相继建立，社队企

业迅速发展。1979年底，全县社队企业1，800个，职T51，454人，总产值9，430万元，利润

1，250万元，占社队三级总收入的44．7％。经营项目有鞭炮、陶瓷，机械，化工、森林，建

材，冶金、电力、食品，造纸及文化用品等，而以鞭炮、陶瓷为大宗。

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包括省，地工业)，1949年为3，159万元，1979年为35，917万元，增

长11．3倍。其中农业产值l 1949年2，811万元，1979年为16，458万元，增长近6倍t工业产值

(包括省、地工业)I 1949年为348万元，1979年为19，459万元，增长近56倍。

(2)醴陵县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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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较快。全县现有全日制中小学800所(其中县属中学13所)，

学生164，328人，其中小学生123，064人；初中生32，687人，高中生8，577人。教职员工7，629

人，其中公办3，381人，民办4，248人。县有工人文化宫1个、剧院1个，花古戏剧团1个，

电影院3个，镇、社、大队有影剧院10个，工矿电影放映场14个，农村电影放映队，组64个

(其中大队12个)，县有文化馆，图书馆、广播站、游泳池各1个。县有人民医院、中医

院、妇幼保健站和卫生防疫站各l所，地区医院4所，各区设有卫生所，各镇，社都有卫生

院，绝大部分大队设有合作医疗室。计划生育已在城乡全面推行。

醴陵县革命历史悠久，是南方革命老根据地之一，纪念地和名胜古迹较多。城关镇的先

农坛，东富公社的东富寺，都是毛泽东同志来醴陵从事革命活动的纪念地，西山有近代民主

革命烈士宁太一墓，栗山坝公社的罗家岭，栗山坝，泗汾公社的泗汾，均楚公社的庙山咀，

一周坊，军山公社的君山(现名军山)，马恋公社的陈家洲等处，都黜927年．-至．1928年土地革
命时期醴陵农民军的主要活动地，富里公社的麻石、南桥公社的官寮(现名南桥)、神福港

公社的神福港、官庄公社的官庄(已修官庄水库)系1906年萍，浏、醴起义(被誉为辛亥革

命前奏)时的活动要地。城关镇的渌江桥、醴泉井、渌江书院，状元洲、梯云阁，文笔峰，

三刀石、红拂墓，王仙公社的三狮洞，贺家桥公社的云岩寺等，都是全县的名胜古迹。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杰出的领导人李立三同志(1899--1967)，出生于渌江

公社福建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诚战士，八路军副参谋长、我党卓越的高级将领左

权烈士(1906--1942)，出生于新阳公社黄猫岭，新四军政治部顾问及联络部部长朱克靖烈

士(1895M1947)，出生于板杉公社株树下，红军将领之一的蔡升熙烈士(1906M1932)，出

生于黄沙公社花麦冲，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军事部长的陈恭烈士(1905--1928)，出生于泗汾公

社湾塘；革命烈士陈觉同志(1906--1928)，出生于泗汾公社陈家垅’大革命时期曾任醴陵

县县长、农民军总指挥的潘疆爪烈士(1894--1928)，出生于清水江公社荆村，曾任醴陵县农

民协会委员长的孙筱山烈士(1890--1928)，出生于城关镇丁家坊，曾任北京特别市党部妇

女部长的张挹兰烈士(1893--1927)，出生于高桥公社万福桥，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余志

宏，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宁太一，杨卓霖，解放战争时期的起义将领程潜，陈明仁，哲学家李

石岑，微生物学家汤飞凡，著名学者杨东纯等，都是醴陵人。

醴陵县概况(3)



醴陵县名称的来历、含义和沿革

醴陵的历史，在秦汉以前，无从查考。西汉时，始有醴陵之名。据((汉书》记载，公元

前184年(汉高后四年)封长沙相刘越为醴陵侯，距现在(1979年)已有2，163年，十一世纪

八十年代(北宋元丰年问)《九域志》载。 “醴陵有醴泉。黟《名胜志》具体地作了解释。

“治北有陵，陵下有井；涌泉如醴，因以名县。’’就是说：县城的北面有座山(姜岭)，山

下有一口泉水井，井水象甜酒一样，所以称为醴陵。

夏禹分中国为九州后，醴陵属荆州。春秋战国时，属楚国。秦统一全国后，设36郡，长

沙郡管辖13个城，醴陵居一。西汉时，设置临湘县，所辖地区包括现在长沙、浏阳、醴陵等

地，东汉初年，醴陵从临湘县分出，单独设县，不久从湘南县划出部分地区给醴陵。三国

时，醴陵属东吴荆州长沙郡。公元225年(东吴黄武四年)封阳遂乡侯顾雍为醴陵亭侯。公元

265年(东吴元兴二年)封桓尉为醴陵侯。西晋时，醴陵县仍属荆州长沙郡。南北朝时，醴陵

县归湘州长沙国管辖。公元502年(梁武帝天监元年)封江淹为醴陵侯，四年后江淹死，其

子江劳袭封。公元567年(陈废帝光大元年)封淳于量为醴陵公。公元607年(隋大业三年)

改临湘为长沙县，撤浏阳、醴陵二县并入长沙县。公元621年(唐武德四年)，又从长沙县分

出设置醴陵县。五代属楚国潭州。宋属荆湖南路潭州。南宋淳熙年间，秘阁修撰杨大异(本

县人)封为醴陵男。1260年(南宋景定元年)，皮龙荣(本县人)拜端明殿学士后，封为醴

陵伯，次年晋封为长郡公。元初，醴陵属湖广行中书省潭州路。1295年(元贞元年)，因全

县人口增加到四万户，升为州。1352年(至正十二年)，红巾义军陈友才率部占据醴陵，

1360年(至正二十年)，陈友谅称帝，国号汉，改元为大义，第二年派统军元帅驻扎醴陵。明

太祖朱元璋平汉后，设置湖广承宣布政使司，管辖潭州路。1369年(洪武二年)，改潭州路

为潭州，降醴陵州为醴陵县，属潭州，1372年(洪武五年)，改潭州为长沙府。清朝，醴陵县

属湖南长沙府。1912年(民国元年)，废除府制，全省分为湘江，衡阳、武陵、辰沅等4个

道，共辖7s个县，醴陵属湘江道。1918年改为湘东、湘南，湘西等3个道，醴陵属湘东道a』

1926年全省划为9个大行政区，醴陵属第二行政区。1935年，醴陵与浏阳、长沙、湘潭，岳

阳、湘阴、平江、临湘等县，划为第一行政区。1940年增为1．o个大行政区，醴陵仍属第一行

政区。

1949年7月25日醴陵解放，28日成立醴陵县人民民主政府办事处，8月1日南下工作队

首批到达醴陵县，8月4日成立醴陵县人民政府，隶属长沙地区专员公暑(1952年10月改称

湘潭地区专员公暑)。1954年1月改称县人民委员会。1968年3月改称县革命委员会，隶属

湘潭地区革命委员会。

县内行政区划的变迁，宋以前无可考。宋代分全县为6乡16里。明朝改乡里为都坊，洪

武初年设42个都，1412年(永乐十年)合并为32个都，1432年(宣德七年)并为28个都，

108个境，都境以上，全县分为东，南，西、北四乡。清末，变法改制，全县分为1S个区，以

<4)醴陵县概况



县城及近郊为第一区，东乡分为东一、东二、东三3个区，南乡分为南一，南二，南三．南

四4个区，西乡分为西一、西二、西三3个区，北乡分为北一、．北二，北三，北四4个区。

民国初年，沿袭清制，1928年2月，全县重新划定1s个区，131个境。1932年11月，实行新区

制，全县划为5个区，合城区及南一，北一两区为第一区，合东一、东二，东三为第二区，

合南二、南三、南四为第三区，合西●、西二、西三为第四区，合北二，北三、北四为第五

区。1934年，将S个区的辖地划分为49个乡、6个镇(县城东，南、西，北4个镇、渌口

镇、泗汾镇)。1938年，废除区制，全县划分为24个乡和2个镇(醴泉，渌口)。1941年将

碧山岭从醴泉镇分出来，另设碧山镇，全县计有24个乡和3个镇，399个保，5，862个甲。

1943年撤除碧山镇建制，重新并入醴泉镇，保甲数也稍有变动。19,47年S月，全县缩编为。

lS个乡镇，190个保，2，832个甲。

一。． 解放后，1949年8月，全县划为5个区，以县城及近郊为第一区，东乡为第二区，南乡

为第三区，西乡为第四区，北乡为第五区，乡保照旧，乡设支前委员会。1950年初，废除保：

甲，全县设儿个区1个镇，154个乡。1951年7月全县划分为15个区，2个镇，1 5 4个乡。

1952年5月划小乡，全县为16区l镇，496个乡(镇)。1953年2月并乡，全县为15个区2个

镇，250个乡(镇)，16个居委会。1956年撤区并乡，为46个乡，2个镇。1958年撤乡，建立

16个人民公社。1959年6月将姚家坝、渌口两公社及石亭、高桥两公社部分地方划归株洲县

后，调整为14个公社，234个大队。1961年复区划社，划为9区1镇，40个公社，655个大队。

1962年以后，大队区划有所变更，大队增加到688个。到1979年全县为9区1镇，41个公社

(1966年将官庄公社的小横、中横、雷打石，鹅颈、别凡，楠竹、洞冲，鳓坡8个大队划出

建立小横江公社)，677个大队，“个居委会。

醴陵县概况(5)



醴陵县解放后行政区划变更情况

解放初为5个区，1 5个乡(OI)，1 90个保，2832个甲

区 乡 一 保数 甲 数 备 考

一区 醴 泉 镇 (城区) 13 180

清 泉 乡 (东一区) 8 186二

王 乔 乡 (东二区) 13 245

区
河 清 乡 (东三区) 22 374

楚 东 乡 (南一区) 7 102

泗 仙 乡 (南二区) 16 206

清 湾 乡 (南三区) 9 139

区
明 月 乡 (南四区) 10 144

四 铁 江 乡 (西一区) 1S 188

马 成 乡 (西二区) 13 219

区
清 化 乡 (西三区) 14 183

五 平 桥 乡 (北一区) 9 88

文 定 乡 (北二区) 9 133

同 仁 乡 (北三区) 11 158

区 盘 石 乡 (北四区) ’21 287

庄。 ①1950年5月第一区改为醴城镇公所，后改称醴城镇人民政府。

②括号内的区为1947年以前的建制。

⑨解放初，乡设支前委员会。

(6)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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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0年2月建立乡村政权(废保甲)共11区，1镇，1 54个乡

区(镇) 所 辖 乡

乌石，麻石、富里、泉山、荷田，峤岭，水口，泮川、浦口、三浦，
一 区

仙石，石溪、塘冲、官寮、潼塘、渣江、汆溪，古塘

李山，永仙、青平、庄埠、香石，屏泉、王坊、荷泉，东坪，三联、
二 区

丁坊，五塘、大林，泉水、沩山

石西、龙西、林仪、芷泉、三和、东华，西岸、泉湖、东南、碧山、
三 区

石门、陆联，枧垅、河西

新一，双塘，横田、四和，新湖，星树、新坊、湾塘、三星、蛇湖，
四 区

玉栗、官村、荆阳、清水、荆仙，柞市

新联，大障、双峰、贺家、洪罗，水口，虬渊、申明，乌石、玉茶，．
五 区

嘉树、儒塘，杉仙，塘村，盐山

花溪，妙霞、横江，竹早，阳湖、城塘、州坪，大观、永姣，黄谷、
六 区

午东，岱兴、军山、青雅

周坊、樟桥，均楚、马茵、石亭，梅筱，铁河，泉塘，西塘、平田，
七 区

茶山、长山、攸坞、冷水

姜桥、石城、板杉、夏平、古城，新阳、花桥、石羊，青泥，转步，
八 区

小溪、仙霞

渌口，杨梅，高西，梅仙、紫云、溪水、凳头，石马，双牌、龙田、
九 区

宏夏、黄霞、蛇头，水口
‘

长乐、建安、枫田，东茶、长大，桐南、水竹、清安，擂鼓，永安、
十 区

隆峰

婆冈、长岭、金桥、龙桥、五石，涧江，官庄、潭川、双坪、桃花，
十一区

红鹅

城关镇

注： 摘自县档案馆，粮食局1950年长期4号卷

行政区划(7)



1 951年了月划为17个区(镇)，1 54个乡

区 乡

泉山，古塘，麻石、潼塘、乌石、荷田，富里、渣江、塘冲、汆溪、
官寮、石溪

仙石、三铺、泮川、峤岭、王坊、李山、水口、屏泉、河泉、浦口

永仙、香石、庄埠，青平、五塘，丁坊、泉水，三联，东坪，大林、沩山

四 石西，龙西、林仪、芷泉、三和，东华，东南、陆联、枧垅，碧山，石门

五 新一，新方、玉茶、乌石、儒塘、西岸，双塘、四和，嘉树、湾塘、横田

—L
星树、新湖、荆阳、清水、柞市、荆仙、官村、玉栗、蛇湖、三星／、

七 新联、大障、双峰、贺家、水口，申明、塘村、盐山、洪罗、虬渊

八 梅筱、铁河、泉塘、西塘、茶山、长山、攸坞、冷水，平田

九 周坊，樟桥、均楚，马茵、午东、岱兴、军山、清雅，石亭

十 花溪、妙霞、横江、竹早、阳湖、城塘、洲坪，大观、永姣、黄谷

十一 姜桥、石城、板杉、夏平、新阳、花桥，石羊、古城、转步，小溪，青泥

十二 黄霞、龙田、石马、紫云、梅仙、宏夏，蛇头、水口、高西

十三 枫田、水竹、桐南、长大，长乐、溪水，清安、凳头，仙霞、双牌

十四 长岭、龙桥、东茶，隆峰、婆冈，金桥、擂鼓、五石，建安、永安

十五 红鹅、桃花，双坪，潭川、官庄、涧江

城关 泉湖，河西、狮子

渌口镇 水口，杨梅

注；县人民政府(51年5月)决定：将原11个区划为1S个区，并将醴城镇改为城关区，

增设县属渌口镇。

(8-)行政区划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