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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

规定》和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地名普查工作的部署，在省、

行署地名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县委、县人民政府对此项工

作极为重视，成立了耒阳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抽调

了政治上较强，热爱和熟悉此项业务的同志参加工作。本着对．

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们采取依靠群众， 深入

实际，实事求是地开展全县地名普查工作。现在完成了文、

表、图、卡四项任务，编辑成《来阳县地名资料汇编》。
。

《耒阳县地名资料汇编》是我县地名普查工作的主要成

果，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地名文件精神编辑

而成的。它是建国三十二年来我县第一部较系统、较完备的

地名工具书。

地名普查是搞好地名标准化的重要基础。整个工作经历

了组织准备、业务培训、实地调查、资料考证、成果验收、

资料整理等过程，采取领导、群众和专业人员相结合的方法，

普查了全县地名现状、来历、含义及历史沿革，同时进行了地名

标准化的处理工作。保留了可以继续使用的(读音和书写符

合规范、含义健康)，对需要更改的地名，经过与群众协商讨

论，按照地名命名、更名的有关规定和权限，履行了审批手



续。全县更改公社名称四个，更改大队名称一百六十八个。

地名是国内人民之间和国际交往的一种工具。地名的称

呼与书写是否正确和统一，地名问题的处理是否恰当， 关系

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以及人民El常生活的大事，对军事、

外交、新闻、出版、邮电、交通、测绘、文教等各项工作都

有影响。这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

通过地名普查，我们扭转了全县地名混乱的状况。编辑《耒阳

县地名资料汇编》为我县建档工作提供了地名第一手资料。

今后使用耒阳县地名，均应以本《地名资料汇编》为准； 如

有特殊原因，需要更改和补充者，须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

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办理法定批准手续，方可生效。

《耒阳县地名资料汇编》共收集标准地名九千六百四十

七条。其中行政区划单位和自然村名称八千四百五十条，独

立存在的重要的专业部门使用的台、站、场等名称八百九十

五条，名胜古迹和人工建筑物等三百零二条，各类文字概况

七十七篇，县地名图一幅，并附有关照片，所引各类数据均

按一九八。年统计年报为准。

在编写《耒阳县地名资料汇编》过程中，承蒙省、地、县

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区、镇、社的积极协助，在此表示谢意。

地名普查和《耒阳县地名资料汇编》的出版是一项新工

作，由于编辑时间短，业务水平所限，不妥之处， 在所难

免。敬请领导和同志们予以指正。

耒阳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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耒阳县概况

耒阳县位于湖南省南部，五岭山北面。东邻安仁县，南接永兴县，

西界春陵河，隔河与常宁县相望，北连衡南县。面积二百六十四点零三

平方公里，折合三百九十七万零五百一十五亩。其中水田五十九万三千

八百七十七亩，旱土一十六万七千四百九十六亩，林地二百三十八万八

千七百六十亩，荒地二十五万九千一百亩，水面一十八万七千七百六十

九亩，其它三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八亩。辖七个区，一个区级镇，四十

六个公社(镇)，六百三十五个大队，九个居委会，七千四百四十三个

生产队，七千七百五十二个自然村，二十万零八千六百六十四户，九十

六万六千二百七十人。除少数瑶、蒙、回族外，均为汉族。

耒阳县建置较早，自秦始(公元前二二一年)为耒县。西汉高祖

(公元前二O六至公元前一九五年)，治所即今县治。以水制名，其治

位耒水之阳也，更名耒阳县。

耒阳县内，东南多山，地势偏高，西面逐趋平坦，北面低平。东面

的五峰仙海拔六百六十八米，元明坳八百四十五米，为县内最高点。境

内山丘起伏，河川交错，实属典型的丘陵地。

全县山脉属五岭余脉，多为南北走向，形成两支：东支起五峰仙，

连接东大岭、候憩仙，逶迤永兴。淝水、马水源于此；西支以天门仙为

起点，蟠结金钱山、狮宝仙、天柱山，左纵右横，陡峭高峻，绵亘百余

里，伸向郴县，边陲的龙形、太平圩、石枧及石王，地势陡起，形成县

内的高山地。境内怪石林立，多溶洞崖坦地下河，有名的“浅眼里”即

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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耒水为县内主要河流，从永兴县入境，贯穿南北，流经陶洲、上

堡、盐沙、南阳、白沙、城关、竹市，三架．大市、遥田，新市、肥

田．永济等十三个公社(镇)，蜿蜒一百二十二公里，注入衡阳j于未

河口入湘江。舂陵河为耒(阳)、常(宁)天然边界，滨罗渡、仁义、

南京、集贤、坛下、雅江等六个公社。支流有肥江、马水、浔江，以肥

江为最，源于永兴高桥，逶迤奔流，中经上架、三都、石准、夏塘、盐

沙、南阳六个公社，终于肥江口，汇入耒水，长五十七公里；马水源于

沙明，西流至衡南小江口入耒水，长五十余公里；浔江亦始沙明，绕流

浔江、芭蕉、大市等公社，出大陂市北，汇集耒水，全长四十八公里。

全县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多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4。5。C，一月

最高平均气温5．8。C，日最低气温一7．7。C；七月份平均气温29．3。C，日

最高气温40。C，多年平均降雨量一千三百四十七点八毫米．年平均日照

时数一千六百四十八点七小时，年平均积温5687。C，无霜期二百九十天

左右，宜于双季稻种植，降雨量不匀，四至六月份为全年降雨量的百分

之四十一点七，尤其是五月份雨水最多，俗有“黄梅雨”季之称。为全

年降雨量的百分之十八点四，且多暴雨，历史上的山洪暴发多见于此

时；七至九月份，雨量较少，只有全年降雨量的百分之十九，干旱常发

生于这段时间，春夏之交局部地区有冰雹；风灾多见于秋季。

境内地下资源较丰富。主要矿产有煤、铁、锰、硫、滑石、白玉石

等。煤藏量很丰富，主要分布在龙塘、江头、高炉、芭蕉、马水、东

湖、石准、三都、枫泉、浔江、上架、夏塘、南阳、盐沙、陶洲、竹

市、上堡、小水、公平．白吵等公社，历为省、地、县所开采，现省属

白沙矿务局几个煤矿和省公安厅所办的新生煤矿，均分布在这些公社境

内；白玉石出产于上堡，名驰中外；硫产于上堡；锰以南京、仁义、集

贤最佳；滑石产于导子、枫林二地，为药材上乘品；石灰岩则比比皆

是，为建材和农肥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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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耒阳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洗刷了旧社会科学

文化落后，工农业生产落后，经济落后的萧条局面，通过发奋图强、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绩。

工业生产，解放前是一张白纸，现在已有县办工矿企业三十九个，

一九八。年总产值为九千四百零四万元。主要产品有原煤、水泥、铁矿

石、硫铁矿砂、机制纸、棉布、化肥、发电、农机具等六十四种。造

纸，系耒阳的传统产品，现蔡伦造纸厂出产的纸张畅销国内外市场，享

有盛誉。水泥，为未阳新兴工业，产品质量好，远销中南备省，部分产

品已投入国际市场。社队企业一百五十一个，从事企业劳力七千二百六

十二人，年产值一千四百零四万元。

农业生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解放前，粮食最高平均亩产只有三百

二十二斤，如遇虫旱灾害，则颗粒无收。解放后，兴建了各项水利工程

二万九千七百处，其中大型水库一座，中型水库三座，小(一)型水库

三十五座，小(二)型水库二百一十五处，总库容为五万二千八百二十

万立方米；水渠干渠七十九条，长五百五十一点五公里，支渠一百四十

条，长六百四十七点二公里；电力排灌三万二千八百六十七点五千瓦，

机械排灌四万三千七百零四点九马力，喷灌设备四十九套。全县形成了

大、中、小相结合和蓄、引、提、喷相结合的排灌系统，使全县百分之

八十六点六的农田实现了旱涝保收。尤其是西北乡，自欧阳海灌区大坝

建成后，已由原来的缺粮地，二跃成了余米乡。近几年来，农业机械得

到了快速发展，现全县有农用汽车一百三十七辆，各种类型拖拉机九百

二十台，各种内燃机六千九百零二台，电动机七百四十八台；农用总动

力十二万一千七百二十九马力，为农业机械化和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化奠

定了基础。耕作制度的改革、耕作技术的提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普

及了双季稻，推行了三熟制，实行了科学种田，农业生产得到了不断发

展，一九八。年粮食作物面积为六十八万一千四百九十九亩，总产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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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零三十六万斤，平均亩产达一千零二十八斤，为解放前最高产量的三

点二倍；棉花二万四千零四十五亩，总产量为一百一十八点二五万斤；

油茶七十七万亩，产茶油五百二十三万斤；水果一万二千一百亩，产量

一百零八万斤；茶叶地一万五千零九十九亩，产茶叶四十三点八万斤；

其它的黄花菜、豆类、药材等生产，近年来发展也很快；饲养牲猪四十

六万二千四百一十三头。

森林资源较为丰富。杉、枞、株、梓等用材林比较普遍，其中以杉

为主。全县有森林面积二百三十八万八千六百七十亩，楠竹十万四千

亩，风景林二万零八百六十三亩。主要分布在马水、东湖、夏塘、公平

等区，县办五峰仙林场营林二万四千三百亩，是全县最大的杉木基地。

社队林场有四百九十四个，以上堡、夏塘、盐沙、南阳、龙塘、东湖、

长冲、陶洲等公社营林面积大，成林多。全县立木总蓄积量五十七万零

一千五百立方米，楠竹总蓄积量一千九百六十六万根。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购买力增强，贡献给国家物资也日益

增多。一九八。年全县为国家提供商品粮一万二千二百零七万斤，交售

棉花一万一千零七十八担，茶油二百一十一点三七万斤，黄花菜三万三

千斤，烤烟二万九千四百五十七担。政府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物资的供

应，建立了区、社、队购销网，沟通了城乡贸芴，还组织化肥、农药和

工业品大量下乡，促进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有利于生产发展。

交通运输四通八达。境内有京广铁路、长广公路贯穿南北，耒新铁

路支线斜出东南，耒(阳)安(仁)、耒(阳)常(宁)、耒(阳)茶

(陵)、耒(阳)攸(县)各线均始耒城、奔驰东西。以城关为中心，

客运班车可通达各公社，社队亦有短途支线和机耕路，全县基本形成了

公路网。水运有耒河，四季通航，耒(阳)永(兴)客轮直达，沿耒洞

两岸的煤炭、竹木可通过灶市码头运往各地。

文教卫生事业发生了根本变化。解放前，耒阳仅有两所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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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所小学。现在全县有县办完中十二所，社办中学四十七所，厂矿中小

学十二所，小学七百五十六所，在校学生十六万七千六百八十三人，占

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点三。科学、文艺、广播、图书、电影等事业发展

很快。全县区、社、镇都建有专线广播，一部分队办有转播站。公社有

电影队、简易电影院和文化辅导站。全县基本形成了文化宣传网，丰富

了人民文化生活。县、区有综合医院十所，中医院一所，公社卫生院四

十所，大队合作医疗站六百多处，专业医生一千三百六十三人，乡村医

生一千七百二十八人，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

耒阳县历史悠久，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较多，湘南暴动时，朱

德、陈毅在此设立的指挥部，IEl址尚存；古代名人蔡伦、杜甫墓葬，千

古为人瞻仰；汉丞相诸葛武候征蛮纪功树碑处，遗迹犹存；九贞太守谷

朗碑文，仍保存于文物馆中。耒阳十景：马阜晴岚、鹿歧晚障、西湖莲

舶、易口渔家、杜陵烟雨，蔡池月夜、花洲春涨．耒水夕照．青麓回

澜、高冈芳草，古为诗人吟赏。还有那枫林的温泉，余庆龙泉洞、陶洲

直勾岩、上架候憩仙，盐沙鸡冠石，历为胜地、远近称最。

耒阳是革命老根据地之一，烈士有名可查者七千余人。湘南党组织

创始人之一的贺恕，系太平圩公社寿洲人，一九二一年入党的蒋啸青，

系肥田人，井岗山斗争时期的红八军军长李天柱，红十二军军长伍中

豪，红二十军军长刘轩超都是耒阳人，他们的革命业迹，永远为人民纪

念。

现在，全县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同心同德，为

开创“四化”建设的新局面奋勇前进!



附：行政区划统计表

农 自
户 人 备村 居

自
地

民
生

区 镇 委 产人
然

民 大 理
公 员 队 村 实 数 数 注
社 会 体

总计 7 2 45 9 635 7752 553 208664 966270 总人口中包

括不属普查范围
城关镇 l 6 13 187 25 10138 26614

内的单位人口
新市镇 1 1 8 88 9 3017 11706 89350人。

新市区 l 6 94 1082 46 34102 140421 自然地理实

体总数中包括河
马水区 1 4 48 917 59 13378 58952

流5条。

东湖区 l 8 90 1154 86 24426 106693

夏唐区 l 9 113 1689 123 36441 160378

公平区 1 6 l 111 1066 92 33658 143427

仁义区 l 6 l 81 635 59 26124 114079

哲桥区 1 6 78 933 49 27410 11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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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耒阳县历史沿革

未阳在夏商(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属荆州，荆州

古州之一。《书禹贡》载： “荆及衡阳惟荆州。"

周(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四七六年)，属楚。楚为周国名，亦

称荆。

战国(公元前四七五年至公元前二二一年)楚有滔水，活水中下游

(今永兴)之北有“鄙”。改渭水流经度与未水一致，鄙之方位与未亦

同，且潘、末同音，证之古今舆图，渭水即为未水。

秦(公元前二二一年至公元前二O七年)废封建，设郡县， 置未

县，属长沙郡。

西汉高祖(公元前二O六年至公元前一九五年)时，更名未阳县，

以其治位未水之阳也。

《水经注》载： “因水以制名”治所即今县治。初秦赵佗行南海尉

事，秦灭，佗自立为南越武王。汉高祖定天下，承秦制置长沙郡，又因

袭封建，封长沙国，封佗为南越王。高后(公元前--／＼七年至公元前一

八O年)时，佗自尊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文帝二年(公元前

一七八年)佗始称臣。长沙归汉，于是分长沙国置桂阳郡。桂阳郡治在

今郴县，辖境相当于今未阳以南的末水，春陵河流域，北至米：水入湘江

处，南包括广东英德的北江流域，均属荆州。

新莽(公元前九年至公元二五年)时，未阳改名南平亭。王莽假复

古改制之名，行篡汉夺位之实，郡县之名多所改变，末阳亦改名。

东汉(公元二五年至二二0年)复名未阳县，属桂阳郡。东汉建武

中(二五年至五六年)移桂阳郡治于未，属荆州刺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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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二O九年)刘豫州据荆州，取桂阳，耒

隶之。蜀汉(公元二二二年)隶桂阳郡，属荆州刺史。章武二年(公元

二二二年)八月荆襄属吴，未阳仍隶桂阳郡。嗣吴孙亮(公元二五二至

二五八年)析县地为新宁、新平二县又分耒阳县置梨阳县，属湘东郡。

西晋(公元二六五至三一六年)未阳仍隶桂阳郡，初属湘州，复属

荆州。按湘州辖湖南省及韶州、桂林、治临湘(今长沙市)，改梨阳县

为利阳县，仍属湘东。

东晋(公元三一七至四二O年)末阳仍属桂阳郡。后以新宁省入新

平，即今常宁县，废利阳并入末阳。

南宋(公元四二O至四七九年)耒阳隶桂阳大守，属湘州刺史。

南齐(公元四七九至五。二年)未阳仍隶桂阳郡，属湘州。

陈(公元五五七至五八九年)迁耒阳县治于敖山口。

隋平陈(公元五八九年)更名涑阴县，以其治位于未水之阴也．

(水之东为阴)置衡州，县属之。衡州治衡阳(即今衡阳市)。

唐武德四年(公元六二一年)自敖山口移治于桂阳旧治后，复名未

阳县，属衡州；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年)改衡州为衡阳道，乾元元年

(公元七五八年)复为衡州，未仍隶焉，属江南道，昭宋乾宁三年(公

元八九六年)马殷据潭州，称楚王，衡州俱系统属，耒属焉，历梁，

唐、晋、汉，凡五十六年，皆马殷地。

南唐保大九年(公元九五一年)李王暴时，刘仁瞻取岳州，命边镐自

袁州取长沙而楚天，十年(公元九t／i-一年)武平节度使周行逢取潭州，

子保叔嗣衡州刺史，而耒属南唐，名仍旧。

宋(公元九六。年至一二七九年)改名来阳县，属衡阳郡。《中国

古今地名大辞典》载：宋衡州来阳实耒阳之误，耒、来之音，形均相

似，故易误。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公元一二八二年)升为耒阳州，治今耒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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