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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苗族自治县地名志》是根据国务院(1 979)305号“关于全国

地名普查若干规定”文件的要求，按照省、’地地名委员会的具体部

署，以现行区，乡、村行政建制为依据，以地名普查成果资料为基

础，参考有关典籍，查证核实编纂而成。

地名普查期间，曾对各类地名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处理。做到

行政区划名称不重不漏，其他地名名实相符，若干古地名一般作w又

名”或“古名”录用，保证了资料的可靠性。各类地名的含义及来历，有

理有据约定俗成者加以肯定，民间流传久远而又合情合理者予以保

留，说法不一的，则取近情近理者录用。

地名诠注是本志的主体部分。各类地名按其特定内容，编写了地

名诠释，如实反映各地的自然地理特征和人文要素。(1)处所，取其

地形地貌或就近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名村古寨作主要信息；

(2)方位，行政区划次序，按时针走向顺序安排，县城以省会长沙为

基点，区、乡、镇驻地以县城儒林镇为基点，行政村驻地以乡，镇

驻地为基点，自然村以行政村驻地为基点；(3)距离，采用交通距离，耒

通公路的村寨，则以人行近道按公里计算；(4)面积，以县林调队的

核实资料为依据(其中水田．．旱土面积采用县区划办数据)；(s)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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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苗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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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境。县城儒林镇，距省会长

沙436公里。东界新宁，西接通道、绥宁，北毗武冈，南邻广西资源，

龙胜。处东经l 09。58’一一11 o。37’，北纬25。58’一26。42’，东西宽约
56公里，南北长约l 20公里。全县总面积为2，625．07平方公里i折合

393．76万亩。其中山地、山原地面积3 55．66万亩，占90．32％；．耕地2I

万亩，占5．3％；水面l 2．6万亩，占3．2％，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

称．全县居住有苗、汉、侗、瑶、回、壮、满、白、高山、士家等

l 3个民族，总人口4l，7 l 2户，201，733人(男104，070人，女97，663

人)，其中少数民族92，087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45．65％；农业人

口1 82，75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0．59％． 一．

膏城步”之名，据《城步县志》记载，宋熙宁六年(1 073年)在

今县城城址建城步寨。清道光《宝庆府志》中云： “步者水陆凑会之

名，城者言有故城也。"县城位于黔峰山西麓、巫水北岸，故有水

陆凑会之意。 。故城”即三国时的南城，为诸葛武候南征九溪．十．八

峒时所筑，又名“诸葛城”。可见。城步”一名由来己久。 ．。

城步古老居民称濮僚。自汉至宋，史患以“武陵蛮’’、“五溪蛮"、

“飞山蛮”、“莫豫”、 “爝。、 “苗猛”等相称。清代《长安营图说》

载： _城步居民十之三，苗居十之七"。故城步古为濮僚之地。周

属骆越，秦属西瓯，两汉属都梁(候国)；三国属蜀，晋属武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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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平方公里，是主要林牧区。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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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境属申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雨量适中，四季分明。据近20争

：来的气象资料统计，’年平均气温为15．5。C，年无霜期273天。月平均

‘气温七月最高，其值为26．6。C，最高气温为38．5。C，一月最低，其’7

：值为4．7。C，最低气温一6．2。C。年降雨量1，229．4毫米，每年四至六

=．：月为“雨季’’，．降雨量为555毫米，七至九月为“旱季修，降雨量只占全

年的23％。年平均日照l，352小时，年日照率为3 1％。

县内资源丰富。森林资源为全县大宗，有木本植物l 01科，821种．

其中珍贵树种1lo种，属国家保护的有钟萼木、云南萼木、楠木：

银杏、资源冷移、巴东木莲、中华五加、香果树、檫树、青钱柳等

1 9种；省定保护的有华南五针松，长苞铁衫，南方红豆杉、红花木莲

银鹊树、伞花木、毛红椿、东方古柯等22种。衫、松，楠竹、漆树

油茶、油桐、板栗、山苍子、乌柏、棕树、黄皮树、报木等用材林、

经济林、药材林遍布全县各地。尤为可贵的，青界山林场沙角洞有

300万年前第四纪冰川劫后残留繁衍的稀世珍宝银杉。境内森林覆盖
^

率达57．7％。

草山茫茫。金县有牧草63科，262种，集中连片草山草坡62万

亩．、南部山区有营养价值极高的野生猕猴桃1 8种，大鼓山、金童山、

南山有贵重药材．、天麻、黄篷。

野生动物有155种，其中列入国家二、三类保护的动物有华南

虎、金钱豹、水鹿、．水獭、麝、獐、小灵猫、穿山甲、娃娃鱼、鸳

鸯、黄鹂、锦鸡、白鹇、招思鸟、啄木鸟、猫头鹰、杜鹃等l 8种，

爬行动物类22种。银环蛇、眼镜蛇、五步蛇在山区常见。有山溪性

，鱼类43种，有营养丰富的两栖动物石巴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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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生产．逐步发展。城步为古老林区，建国以来，国家和地方

投资l，1 29．6万元(建5个国营林场，用去投资571．5万元)，人工造

林l 58．．68万亩(国营林场69．1 4万亩)，保存机播马尾松7万亩。全县林

地3 l 8．55万亩，其中有林地183．7万亩，森林蓄积量489．3万立方

米，立竹1．，．946．39万根。j951年至1983年为国家提供木材lZ7万立方

米，’楠竹699万根，松脂1．532l万吨，玉兰片5．23 8万担， 生漆

o．1 1 27万担，桐油3 1 5万斤，竹料8．8万吨。县内建沙角洞，银竹老山

两个自然保护区。．1983年全县林业总产值983万元，占农业总产值

的l 8．9％。
．．

畜牧水产业也得到相应发展。全县有宜牧草山和林牧兼用地62

万亩。1 949年至1 978年的三十年中，畜牧业发展缓慢，自1979年全国

畜牧工作会议在县内召开之后，畜牧业发展很快。1983年全县养大

，牲畜3．6 l万头，牲猪l 4．1 7万头，出栏牲猪5．5万头，分别比1949年

增长1．34倍、3．6倍和2．7倍。养家禽72万只，存栏山羊o．76万头。全

年畜牧业产值938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8％。

1975年，县内八十里南山建立了我国南方最大的现代化山地

牧场一一湖南省南山种畜牧草良种繁殖场。在中央、省。地的大力支

持下，从国外引进大批优良种畜和牧草良种，建人工草场5．4万亩，

围栏7万亩。．全场现有牛羊9．34万头，以乳、菜牛为主．从建场到

1983年末，、生产全脂奶粉603吨，炼乳1 lo万斤，羊毛302担，为市场

和外贸出口提供菜牛、种牛o．1万头。。近几年来，县内渔业亦有较大

发展，1983年，鲜鱼存塘量1，500多担，鲜鱼产量达680多担。

工业是县内新兴产业。解放前，只有少量个体手工业者及一家

停办无常的官办利民工厂。解放后，县人民政府接管并利用利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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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的残破石印设备，于1 950年建立了县印刷厂．此后县内工矿企业

直到1958年才开始发展，现拥有印刷、造纸、农机、化肥、化工、’

冶炼、加工、森工等工业企业73个(其中全民所有制的20个、，职工7

l，997人；县属二轻集体企业10个，职工708人，乡镇工业43个，’从

业劳力931人)：固定资产3，326万元，i主要工业产品有机制纸、：碳

铵，罐头、奶粉、锰粉、硅铁、水泥、碾米机、硫铁矿石、木制家具、‘

异形胶合板、印刷汽泵、汽车配件等40多个品种。其中造纸厂生产

的28克1号打字纸荣获l 980年、’1 983年湖南省优质产品证书’远销l 3

个国家和地区。罐头厂生产的清水冬笋罐头’，在省、地质量行评

中，名列前茅，日本客商与该厂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包销合同。化工

厂生产的活性炭，是制药的主要辅助材料，销往山东、‘四川、湖北、

广东及省内各县市。全县工业总产值为2，9f)1万元j 比1 952年的

54．8万元增长52．9倍，平均每年递增l 1．36％，’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的3 5．8％o

电力工业从无到有。全县大小溪河有30万珏水电资源可供开’发’

利用。1956年以来，全县共兴建小水电站234处，’装机247台，‘装机

容量为14，646磁，年发电量4，485万度(包括乡镇村办电站发电量)．I

其中沉江渡水电站，装机容量为9，600危j为县内最大的水电站；亦

为目前邵阳地区西部电网的骨干电源工程。资源、袁家山、。白蓼

洲、宋溪江、永丰等水电站装机容量在500碰以上，均并入邵阳地

区电网。县内乡镇和农、林、牧、渔场全部通电，输电线路达4，673

公里。全县有253个行政村用电加工农副产品，70％的农户用电照

明． ．

就地取材，乡镇自办企业。到1 983年止，乡镇办有工商，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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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经济场等企业397个，从业劳力2，403人。固定资产原值420．s6

万元，净值349．49万元。主要产品有锰矿石(1．25万吨)、发电量

(263万度)、：土纸(1 o吨)，锰粉(675吨)、红碎茶(443担)、滑

石粉(2，820吨)等20多个品种。企业总产值666万元，1983年上交

国家税金1 8．64万元，纯利润达80．28万元。清源乡产值最高，l 980

年达81．5万元，占乡内工农业总产值的59％，初步改变了农业生产，

单一化的局面．

交通邮电事业发展迅速。建国前，县内无公路，自l 953年8月1

日武(冈)一一城(步)公路通车以后，截至1983年底， 国家投

资796．9万元，修筑公路56条，共537公里，建公路桥梁104座。林

业部门投资820万元，修筑公路1 87．7公里。现在，东至新宁，西至

绥宁，北至邵阳，南至广西龙胜都有公路相通．县内除新划的金

水。长安营两乡之外，各乡、镇、 场及55％的行政村通了汽

车。全县拥有各种类型的载重汽车220辆，年运货总量达17万吨。

县内所有区、镇，乡、场及42％的行政村、1 5％的村民小组通了电话，

农村电话线路长达1，093公里。县城儒林镇及城郊安装了自动电

话。全县所有区、镇、乡，场及96％的行政村、76％的村民小组通

了邮路，邮路总长为2，916公里，相当于l 949年200公里的1 4．5倍，

并有半数以上邮路运用机动车辆递送，交通音讯阻塞的局面大为改

观。

商业迅速发展。全县有商业、饮食、服务单位I，524个，从业

人员3，086人。为扩大物资交流，活跃农村经济，儒林镇、西岩市、

花桥、茅坪铺、蒋坊、五团6地开设定期墟场，年成交额达3 1 6万：

元。1 983年商业部门国家纯购总额为l，802万元，比l949年的9．3万
8



元增长192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3，302万元，比l 949年的9万元

增长365倍。全县农副产品收购总值1，946万元，比l 949争的9万元

增长为2l 5倍，比1 956年增长7倍。外贸出口有罐头(1，294吨)、j

苡米(1 26吨)、西瓜(223吨)、山苍子油(1o吨)、 机制纸

(3 1 3吨)、茶叶(420担)i野生动物皮(o．55万张)、蜂蜜、五倍

子等20多个品种，出口总额528．6万元。为了搞活城乡经济， 便民

利民，从1980年起发展个体工商业户。1983年，城乡个体工商业达

1，074户，从业劳力1，097入，零售额90万元。

财政收入逐年增加。1983年全县财政收入451万元，为1949年的

10．5倍，比1956年增长4．8倍，其中工业企业收入65万元，占1 4．4％。

各项税收379万元，占84％(农业税30万元，占税收总额的6．7％，

工商税316万元，占83．4％)。

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城乡储蓄额逐年提高，1 983年达7 1 8万

元，人平34．64元。，其中农村储蓄存款287万元，农业人平1 5．3元。

文化事业百花盛开。现在，县有文化馆、图书馆(藏书4．5 l万

册)、剧团、广播站各1个，新华书店门市部2处，电影院3个，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处。机关、厂矿、农村图书室48个，乡、镇电

影队63个，农村电影售票点1 o处。1 983年发行图书1 06．81万册，放

映电影1．5万场，观众达584万人次。28个乡镇都有广播扩大站∥广．

播专线l，83 5公里，拥有喇叭8，83 3个，喇叭入户率达24％。’全县共

有电视差转台3处，拥有电视机300余部。 r

教育事业发展很快。据民国三十六年《城步县地志稿》载，1947：

年全县有中小学144所(其中初中2所，初师I所，小学141所)，．

教职员工450人，中小学生7，805人。到1 9、83年，全县有高中6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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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31所，小学383所，教职工2，l 83人(其中民办教工916人)中

小学生39，879人．1 983年与l 947年相比，学校数增长1．75倍，教职员

工数增长3．85倍，学生人数增长4．65倍。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95．6％，少数民族在校学生人数，己由l 949年的14．7％提高到45％。

工农业余教育与学前幼儿教育也有较大发展，青少年和壮年中的文

盲大为减少。城镇工矿企业办幼儿园1 7所，部分乡镇也办了学前幼

儿班。建国以来，全县输送了l，515名初、高中毕业生进入高等和中

等专业学校学习。根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全县每千人中的

一文化程度是：大学2．14人，高中(包括中专)72．4人初中16 1．73人，

小学388人。

医药卫生事业蓬勃发展。城步自古称为“瘴疠之地’’，疟疾、麻

疯、梅毒、霍乱、天花、痢疾、伤寒等传染病轮番为害，大脖子病

患者甚众。解放前，全县仅有私人开设的中药店11家，县设的卫生院

也只有5个医生，8张病床。每逢瘟疫流行，死者甚多。现县有

中、西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麻疯管理所，区有地方医院，

乡镇有卫生院，行政村有医疗室。全县设有乡镇以上卫生医疗机构

48个(其中国家l 5个，集体33个)，职工668人(其中医务人员461

人)，病床507张。1日社会严重威胁人民身体健康的梅毒、霍乱、

天花已根除，麻疯，疟疾、丝虫等病已基本控制，大脖子病在年轻

一代中完全绝迹。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一批民族干部逐步

成长，全县少数民族干部由1956年的222人增加到1 983年的1，1 03人，

增长3．97倍，在干部总数中的比例由l 956年的1 5．2％上升到31．5％，

少数民族职工1 983年为l，469人。城步各族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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