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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地名工作的文件精神，按照

省、地的有关指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对一九八一年全县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加以汇集编制而成的。它

既是提供各方使用的工具书，又是留给后世的一代地名资料。

一九八一年五月至九月，在全县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采取了领导，群众，专业人

员相结台，实地调查和重点考证相结合，室外作业与室内整理相结合的办法。以l：5

的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对全县的行政区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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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胜古迹的名称进行了普查。同时，还充分

利用舆籍资料同实地调查资料互相校正审定，做到不重不漏，钇实相符，保证了资料的

可靠性。

本地名录收集的地钇，都经过了文字规范化和标准化处理。收集的地名分为五大类．

共4173条，全部表列化，其中属行政区划、自然村的3631条，自然地理实体264条，人

工建筑物122条，企事业单位144条，名胜古迹及其它12条。对于地名的来历及含义，我

们本着三条原则处理：一是查之有据理由充分的肯定，二是民问流传久远而又合情合

理，加以保留，对于其中说法不一，但只要各具情理的同时记载，三是明显易懂的(如

张家村)，从简。文字概况是地名录中的重要部份，按县，社两级行政单位共撰写概况

28篇，其它项目，择其重要的配以部份照片予以简介。

标准的地图，是地名录巾的直观形式。根据发展情况，今后行政区划还将会进行调

整，因此，不绘制分公社的地图，只绘制1：85000的全县地图一幅，装订在卷首，以

窥全貌。

书中所用数据，均圳一九八。年年报数为准，并经过有关部门核实。

本地名录装帧为1 6开精装本。卷首部份有前言，怀化县地图、怀化县概况和目

录，中间部份为地名，卷尾附有《怀化县更名公社，大队新旧名称对照表》，《公社、

大队名称首字查字表》、《怀化县消失地名登记表》、《怀化县参加地名普查工作人员

钇单》。全书共341个版面，约18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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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 化 县 概 况

怀化县位于湖南省西部，怀化地区的中部，东与溆浦县接壤，南与黔阳县相连，西北

与怀化市、芷江县毗邻，北界辰溪县，西北抵麻阳县。总面积为2 0 4 4．8平方公里

(折合为3 0 6 7 2 O 0亩)，其中s耕地面积3 4 5 8 0 0亩(水田3 l 2 2 0 0

亩，旱土3 3 6 O O亩)，山地面积2 3 7 4 5 2 7亩(林地2 2 7 3 0 0亩，宜牧地

l 0 1 5 2 3亩)；水面l 3 2 8 3 7亩，道路2 4 0 0 0亩，庄园5 5 9 O O亩，其

他1 3 4 l 3 6亩，概括为八分山一分田，一分道路、水面及庄园。辖2 7个公社，

2 7 9个大队，3 1 l 6个生产队。共有6 4 7 8 9户，3 0 2 O 6 8人，除少数瑶族

外，绝大多数为汉族，居住在3 l 6 4个自然村。

怀化，汉为舞阳，辰阳、镡成县地，唐为龙标、辰溪，潭阳县地，宋为黔阳、辰

溪、卢阳县地；明为黔阳，沅州、辰溪县地，清为黔阳，辰溪、芷江县地。l 9 4 2年

(民国三十一年)从黔阳，辰溪、芷江三县各分出部份地设置怀化县，县治设在泸阳

(现为泸阳公社管委会驻地)。泸阳原名怀化，在北宋熙宁七年(公元l 0 7 4年)置

卢阳县，属沅州，下辖八铺，怀化铺为其中之一，怀化名称开始出现。元代沿用。明洪武

元年(公元l 3 6 8年)设怀化驿，以后又没递运所。明成化七年(公元l 4 7 1年)

所并于驿。清乾隆元年(1 7 3 6年)置芷江县辖怀化驿，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 7 7 6

年)改设巡司，兼管驿务。l 9 4 9年元月县治从泸阳迁至榆树湾(现为怀化市城中区)，

同年1 0月解放，l 1月县人民政府成立，各区，乡人民政府亦相继建立。l 9 5 3年7

月黔阳县的第七区(中方，牌楼坳、桐木)划归怀化县，编为第八区，向年的7月9日

县城设置榆树湾镇，这样，全县共划为八个区，一个镇，l 2 0个小乡。l 9 5 6年8

月撤区并乡，把原来的l 2 0个小乡合并为2 5个大乡，榆树湾镇不变。l 9 5 8年

l 2月撤销乡，镇，建立9个人民公社，l 9 5 9年5月增加到l 0个公社。l 9 6 1

年调整为2 9个公社。l 9 7 6年元月将县城榆树湾和盈口公社划出，成立怀化县怀化

镇(县级，现为怀化市)直接受地区领导，财政单独核算。自此以后，全县辖2 7个公

社，规模至今未变。

全县地势起伏度较大，东部高，西部低，中部脊状突起，全县平均海拔为3 8 5

米。境内山脉交错，沟壑纵横，{无水中段和沅江的上游中段两岸构成冲积平原，因而全

县地质复杂，地貌类型多样，构成以山地为主的地形。

县内山脉分为四支，东部和溆浦交界处，有由北向南纵贯的雪峰山支脉罗子山、毡

帽山，南有与黔阳相接的鸡公界山，西部、西北部有和芷江、麻阳相交处的西华山，北

部和辰溪相连有岩鹰界山；形成与各县的天然界线。海拔在8 O O米以上的山峰有5 0

座，最高的是抗乐山，海拔l 2 4 3米。离县城2 O华里的凉山(它的最高峰海拔为

1 l 7 3．9米)，由西南向东北纵贯而过，经黄岩，泸阳境内的鸡公界一直倾斜过去伸

向辰溪县境，天然地把怀化分成东西两半部。

县内主要河流南有溉水(中段)由西经县城流经鸭咀岩，中方，牌楼坳、桐木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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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全长5 4．5公里。东有沅江(上游中段)由南向北流经袁家，新路河、石宝、丁

家，铜湾、铜鼎公社，全长3 7公里。县境内还有较大的溪流，沅江以东的大浦溪(又

名上蒲溪)，发源于毡帽山北麓，沿罗子堂山谷奔泻而下流入辰溪县境内，经挡风坳折

回流入我县统潭溪，倒流3 0华里在大浦口入沅江，小浦溪也发源于毡帽山北麓，沿牛

栏江奔流而下，在小浦口入沅江，陈家溪由黔阳县的湾溪流入我县，经铁坡的江坪、石

宝，在新路河的湾溪口入沅江，在沅江以西横贯新建、袁家的淇溪和铜湾的铜湾溪，分

别经过新建和黄溪流入沅江。西半县的大小溪流更多，在花桥公社境内的白沙溪和三洞

溪等汇合于花桥，往北流向辰溪，发源于泸阳公社岩子园大队梁背的豹溪经黄金坳，在

贺家田公社枫木潭大队的大龙潭入麻阳滕家人与辰水相汇；凉亭坳公社境内的溪流，往

西北流入麻阳，发源于下坪燕子岩的太平溪(古为丰溪)，是县内最大的一条溪流，它

支流多，流量大，潭多滩少，水势平静，南向倒流，全长5 O余公里，经下坪、泸阳、

石门，在怀化市的盈口公社井坪大队的小江口入?无水，中方、牌楼坳的鸟溪、芦回溪、

五垄溪等西流入洗水。这些溪流既是山区木材运输的通道，又是必修水库、电站可以利

用的水利资源。

全县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境内地形复杂，小气候和气候的垂直差异大，在)每

拔9 0 O米以下的地方，多年年平均温度为l 3．4℃——l 7℃。各地七月最热．月

平均温度在2 2．8℃——2 7．9℃，元月最冷，月平均温度在2．3℃——5．1℃，

历年平均高于l O度的活动积温为4 O 4 6．1℃——5 1 7 6．9℃。多年平均降雨量

为1 l O 0毫米到l 7 O O毫米。历年平均日照数为1 2 O 0到1 5 O O小时，全年无

霜期计2 8 7天，最多的年份1 9 7 4年为3 2 2天，最少的年份1 9 7 7年为2 6 2

。天。
‘

全县地下资源蕴藏多。矿产多样，计有煤、磷、瓷泥、陶泥，铀、铅锌，铁，锑、

锰，金以及自云石、麻石，石英石、澎润土等二十余种。其中煤主要分布在西半县的
l 2个公社，贮量2 7 6 5．4万吨，且质量较好，热量一般每公斤平均为5千大卡，好的

在7千大卡以上，由地区和县、社、队组织开采；磷矿主要分布在花桥、黄岩、铜湾等

公社，仅花桥牛马塘的贮量就有7 2 8万吨以上，现由地区和花桥公社开采，陶泥分布

在铜湾、鸭咀岩、牌楼坳、中方、桐木五个公社，贮量在4 O O万吨以上，由县、社组

织开采，石英石贮量l O O 0万吨，质星属一二级品，瓷泥分布在活水，新建等五个公

社，质量优良，贮量约5 0万吨，由地区组织开采，澎润土主要分布在桐木的大松坡大

队一带；铁、铀，铅锌、锑、锰等矿，分布在黄岩、石门、花桥、新迮、铜湾、新路河

等公社，贮量正在勘探，计划组织开采。

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横征暴敛，封建地主、恶霸、土匪横行，残砧哐迫印

剥削人民，使怀化县没有工业，农业也极为落后，经济萧条，民不聊生。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当家作主，呸垮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革命精冲，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工农业生产取掰了很

大的成绩。

4农业生产不断得到发展，兴建了各类水利工程：中型水库(五垄溪水库)一座，小

(二)型水库2 5 l蕾；小(二)型水库l O 4蜜，I Li特(包括骨干山墉)3 0 6 2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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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坝9 2 6处，利用泉井洞水9 3 3处。中型水轮泵站2处一2 4台，小型水轮泵5 3

处——l 0 7台，抽水机l 2 9 9台——1 4 4 4 0马力，电灌装机l 3 3处一I 3 3

台3 1。2 8配。喷灌装机1 3处——3 6台——1 7 8．5马力。蓄引提，营水量1．4 5

亿万方，水田亩平5 7 5方，有效灌溉面积2 2．8 5万亩，占稻田总面积的7 9．8 7％；

旱涝保收面积1 7．2 l 3万亩，占稻田总面积的5 5．8 9％。新修小水电站9 4处，

装机1 2 1台，容帚1 3 3 1 1．5配，发电量2 8 9 3．5 5万度。与此同时，还发展了

各项农业机械，全县有农用汽车3 4辆，大中型和手扶拖拉机4 6 4台，蒲滚船1 l 5

条，各种内燃机1 1 2 1台，各种电动机2 3 8台，农用总动力4 0 5 4 l马力，为农

业生产和农副产品的加工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在改革耕作制度，开展科学种田方面亦作

了不少的工作，推广了双季稻，使农业生产得到不断发展，1 9 7 9年粮食作物总面积

3 l 5 7 2 5．7亩，总产量为2 5 5 4 2 2 1 O O斤，平均亩产8 0 9斤，比解放初

期的2 6 5斤增加了三倍多。棉花及油料作物油菜，花生，芝麻等比解放初期都有大幅

度的增加。牲猪发展很快。茶叶、叶烟、柑桔水果近年来亦有了较大的发展。

森林资源，逐步扩大。林木种类丰富多样，有杉、松、杂木为主的用材林4 4 6 0 3 l

亩，立木蓄积量2 5 3．2万立方米，年生长量7．7万立方米，林副产品中松脂多年平均

为3 8 0 0担以上；以油茶为主的经济林7 O 7 4 5 8亩，全县为油茶产区，最高年产

的l 9 7 2年产茶油4 l 2 5 7担，桐油1 9 6 7年产8 5 4 4担。

工业生产，亦发展很快。全县现有县办企业1 4个，l 9 8 O年总产值达4 7 7万

元，主要产品有原煤、水泥、农机、电机和轻工产品陶瓷、斗笠等，畅销省内外市场。

从七十年代起开始兴办社队企业，近年来发展加快，1 9 8 O年全县仅社办工业企业总

数就有l 1 9个，从事企业的劳动力2 3 6 8个，占农村劳力的2％，总产值为

5 4 5．5 4万元。

全县市场繁荣，农村社、队商业网点密布，沟通城乡贸易，交换农副产品，购销两

旺，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工业日用品和化肥大量下乡，农村购买力不断增

长，社员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全县交通方便，湘黔、枝柳两条铁路在县境内西部交叉，十个公社通铁路。公路有

衡贵、常怀两条干线，和怀化黔城、怀麻(阳)、怀铁(坡)等主要支线和其它短途支

线，形成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各公社和7 8％的大队通汽车，其中2 4个公社通客

车。全县公路总长4 6 3公里。沅江和沅水全年可以通航，上通黔阳安江、洪江、芷

江，下通辰溪、沅陵、常德。

文教卫生事业，相应的得到了发展，全县有县办教师进修学校一所，完全中学两

所，社办中学2 7所(其中完全中学2 O所)，小学2 9 6所(其中附设初中班l 2

所)；教职员工3 3 0 3人，在校学生8 0 5 5 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 6．7％，适

龄儿童入学率8 9％，教师和学生分刖为解放初期的6．5倍和7．3倍，另外，还办有

幼儿园和幼儿班。科学，文艺、广播，图书、电影等事业都有发展，各区片建有广播专

线，各公社都有广播放大站，形成了广播宣传网，县有电影院和专业剧团，公社有电影

队和文艺辅导站，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县、区片有医院六所，还有一所麻疯医疗

站，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合作医疗站，共有病床4 3 5张，有医务人员5 5 6人，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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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人，医疗、卫生防疫和计划生育工作广泛开展，人民健康水平普遍提高。

县境内山青水秀，自然环境优美，有不少可供人们游览欣赏的名胜古迹。黄岩

，其中尤以锦鸡洞最大，长有8 0 0余米，宽3 O余米，高达2 0多米，气势

容纳万人；锦溪公社的老鸦洞，有九重岩门(故又名九间洞)，深不知其长，

，亦能容万人，其它还有黄金坳的猴子岩，锦溪的尖坡，下坪的祷应洞等名胜

迹有新建公社牛眠口大队境内的高坎垄新石器时代遗址，据探查，遗址长2 5

O米，面积在7 5 0平方米左右，座落在四周群山环抱，开阔向阳的小山丘下

出：t的文化遗物，有泥质红陶，黑陶、灰陶、夹砂红陶，以红陶居多，陶器有

碗，瓶等，石器有磨制石斧，带孔石斧等。省文物部门对此很重视，将作进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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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自然村
XINGZHENGQUHUA ZIRANCU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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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坳公社概况

黄金坳公社位于怀化县北部，沿枝柳铁路而上距县城l 5公里，东面高山与泸阳公

社相连，南邻怀化市盈口公社，西南与芷江县公坪公社高庄大队挂角，西接贺家田公

社，东北与芦坪公社毗连，西北与凉亭坳公社相接。公社管委会驻黄金坳。

全公社总面积为1 l万亩(折合7 6平方公里)，其中水田l 7 3 6 5亩，旱土

l 3 3 3亩，其它9 6 9 2 5亩。为七山二田一分水面，道路及庄园。辖l O个大队，

l 3 5个生产队，2 4 4 6户，l 1 3 2 4人，均系汉族，居住在l O 6个自然村。

黄金坳旧名清水，以前交通闭塞，是一个很小的农村墟场。解放后经过开发建设，

特别是l 9 5 8年怀麻公路通车后，黄金坳就成为怀化县北面较大的农村集镇，历为区

乡政权所在地，现为公社管委会驻地。

全社属丘陵地，西北，东南偏高，中部较低，益阳界横贯全社，东南有猴子岩山成天

然屏障。境内矿藏有岩冲、仇家两个大队的煤矿，储量在6 O万吨左右，现正开采运销

外地。原黔阳地区岩冲煤矿(现为怀化地区双溪煤矿岩冲工区)建在岩冲，开采多年。

白云石、石灰岩遍布以上两个大队。

全社耕地l 8 6 9 8亩，以种植水稻为主。解放前产量甚低，解放后，由于兴修水

利，有旱涝保收农田6 3 4 5亩，建成高产稳产田2 7 4 7亩，最高年产量的1 9 7 g年，

平均亩产8 l 1斤，茶油总产5 3 O担，为全县重要的粮食产地之一。全社荒山丘陵较

多，林业大有发展前途，近年来营造杉木林2 6 O 0亩，经济林5 4 O亩。社队建有

l 1个园艺场，裁培柑桔、桃梨水果。l 9 5 8年以来建成小(二)型水库6座，总库容

2 2 l 3万方，加上山塘2 3 3口，小型溪坝2 0处，其它水利设施l 6处，总蓄水量

3 7 7．3万方，有效灌溉面积l 0 5 2 6亩。

七十年代起，公社办起了农机站，煤矿，石灰厂、陶瓷厂，加工厂等，每年总产值

在8 0万元以上。

在交通方面，枝柳铁路，怀麻公路穿境而过。社内简易公路(1 5公里)可通各个

大队，交通方便四通八达。

解放初期，仅有完小一所，现在全社有中学一所，小学l 0所，(其中附设初中班

两所)中小学教师6 4人，为解放前的八倍，在校学生3 5 8 0人，为解放初期的九倍。

社内还有县办区域性医院一所，公社卫生院一所，开展计划生育、卫生防疫等工作。各

大队都办有合作医疗。



标 准 名 称 来 历 及 含 义

黄金坳公社 以黄金坳自然村取名。1955年为水环口乡，1958年为
Hudngjin’do G6ngshe 黄金坳公社，1963年凉亭坳，贺家田、芦坪划出，黄金坳

公社机成为现在的规漠。

黄 金 坳

t-Iudng jin’do

黄金坳大队

Hudngjin’60 Dadui

袁 家

Yudnjia

花 果 园

Hua9u6yudn

仁 吉 冲

Renjiche,·19

关 连 冲
Gudnl idnch6no

喜 溪 垄

Xixi 16nq

王 栗 林

Wdngli“n

吴 家夫劲R
W d j ia

传说村后有一小山坳(此坳修公路已挖掉>土质呈金
黄色，村因此取名黄金坳。

‘

以黄金坳自然村取名。1955年属水环口乡，195 6年为

袁家高级社，1958年公社化时为袁家大队，1961年划出败泥
冲另设大队，袁家大队就成为现在的规模。1981年地名普

查时更名为黄金坳大队。全大队311P,，1440人，2030亩耕
地。

以姓氏取名。

村址在过去财主修的一座栽有花卉和果树的花园旧址
处，故名。

村中旧时出了四个秀才，原叫仁德冲，取风水好出人

才之意，改名仁吉冲。

村子建在以前黄金坳至县城榆树湾必经之路的关键冲

垄中，故名关连冲。

以前有一小溪(名喜溪)在田垄中间，取名喜溪垄。

村因此得名。

以村后山上黄票树成林取名，习称王栗林。

日时住吴姓得名。现住杂姓。

尧 冲 湾 无 考。

Y<iochongwan
r

砖 湾 村在旧时烧过砖瓦的湾里，故名。
Zhudllwan

中 门 现 村子建在原地主房屋中门的旧址旁边而得名。

Zh6ng 1Tldnx i6n

岩 冲 大 队

Y&nchong Dadui

岩 冲

Ydnc h6nfl

以岩冲自然村取名。1954年属水环口乡，1956年为岩

冲高级社，1958年为岩冲大队，包括仇家，1961年仇家划
出设大队，岩冲不变。全大队253户，1143人，1169亩耕

地。
’

村庄座落在周围岩多的山冲里，故名岩冲。

坳 上 村庄座落在一个小山坳上，故名。

ho sh6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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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名 称

。 王 ．家

’wdn9jia

石 坪

来 历 及 含 义

．以姓氏取名。 ．‘

村址在底子岩石多的大坪上，故取名石坪。

Shipin9
、

船 形 岩 以村边一块船形大岩石而取名。

Chudnxingydn 。

窑 上

Ydosh6ng，

长 胜 坡

Chdng sh engpO

沙 溪 大 队
Shaxi DadUi

村在一砖瓦窑的上边故名窑上。
●

原名烟斗坡，岩冲煤矿在此设置工区后，更名为长胜 ，

坡。 ：

以沙溪自然村取名。1955年属水环口乡，1956年为沙

溪高级社，1958年属江口院大队，1961年从江口院划出设

大队。全大队有167户，815人，1769亩耕地。‘
、

庵 堂 现 村在原来的庵堂旧址处，故名庵堂现。

Ant6ngx i&n

沙 溪
Shax i

铜 田 湾

T6ngt idnwaa

钟 家

，Zhon9jia．
‘

田”树 湾

一Ti矗nshdwan

烂 屋 场

L6nwfi C hdn9

座 岩

Zuoydn

七 家

Q i jia

村前有一条沙多的小溪叫沙溪，村以溪取名。
’。’’

：! 【一

村在有铜锈色水田的湾里故名铜田湾．

t 以村中田里的水呈铜锈色取名铜田。
L

‘ ／

旧时钟姓在此住过，故取名钟家。现住杂姓。
t。

‘

‘

村在一田边水井坎上长有柳树的湾里而得名，故取名

由树湾。 c

i

。， ／

一

，，村建在一烂房旧址处，故名。
i 』

。

．此处岩多，其中一石突出高达丈余，取名座岩。村在
岩旁故用其名。 -i：

旧时从贺家田搬来七户尹姓人家住此，故取名七家．
?：．，·、’．

梨 树 坳 以村边山坳上有很多梨树，而取名梨树坳。．

Lisho’60 。．

铜 、 田

T6ngtidn

．片村。以铜田自然村取名。本片包括铜田，沙溪、烂
屋场等村。 ～：，j

i’

田。n，og

L

6

铜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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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名 称

水环口大队
ShuIhudnk6u Dadul

来 历 及 含 义

以水环口片村取名。1955年属水环口乡，1956年为水

环口高级社，1958年属江口院大队，1961年从江口院划出

成立水环口大队，全大队有262户，1338人，2238亩耕地。

应 家 坪 以姓氏取名。

Ylng j iapin9

花 园 坳
7

村庄座落在花苞形的小山坳上，故取名花园坳。
Huayuan’ao

月 光 井 以村前一半月形水井取名，习称月光井。
Yueguang jing ，，

黄 土 院 村庄屋场系黄土，故名黄土院。
Huangtnyuan

青 家 冲 村在松树成林四季常青的山冲里，故名。
Qzng j iachong

竹 一 冲 村在竹子多的山冲，故取名竹冲。
Zhachsng

小 绿 冲 无 考

Xiaolftchong

双 冲 村在两山冲之间，故取名双冲。

5huung chsn9

水 环 口

ShuIhuank6u

江口院大队

Jiangk6uyuan Da．dul

片村。此地有一条溪，围绕村庄，水流缓慢，尤其是
在涨水时，溪水倒流，往返循环最后从村前出口，向北流

入贺家田公社境内，因而Ⅱq水环口。本片包括黄土院、应
家坪，花园坳自然村。

以江口院自然村取名。1955年属水环口乡，1956年为

江口院高级社，1958年为江口院大队，1961年沙溪，汪家、
水环口划出后，江口院大队就成为现在的规模。全天队

． ．一 ． 一二o■■一

有246户，1190人，2109亩耕地。

花桥杨家 杨姓住小桥边，雅称称花桥杨家。

Huaqidoyctngjia

邱溺垴上 邱姓始居溪边山垴上。故名。
Q iUxzn60shang

扬 梅 林 旧时此地梅子树较多，故取名杨梅林．

Yclng m6ilin

王 家 坊 以姓氏取名。
Wdng j iafan9

拂詹杨家 村在桃树林中，杨姓住此．故名桃屋杨家。
Taowoycing j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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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名 称 来 历 殛 含 义

周 。家 !。! 以周姓取名。

Zhoujia

羊 合 冲 无 考。

Y6ngh e chonj

牛 溪 垄

Nidx i16n9

余 子 坪

Yazip lng

禾 塘 院
HetangYuan

村在发源于汪家牛坡垴的牛溪岸旁的田垄边，故取名

牛溪垄。

以余姓取名。

村址系鹅形，又有水塘，取名鹅塘院，：习称禾塘院。

垒 坡 以村后一似堡垒形山坡取名。

Leip6

竹 山 冲 村处从前长有竹子的山冲，故名竹子冲。
Zhd shancho ng

老 鸭 坡 村庄座落在鸭形山坡上，故名老鸭坡。

L&oyapo

江 口 院

Jiangk6uyuhn

仇 家 大 队

Qidjia Dadu I

烂 坪 垄

Lanp in916ng

村在两条小溪(方言称溪为江)的汇合口的岸边，故

名江口院。

以仇家片村取名。1955年属水环口乡，1956年为仇家

高级社，1958年属岩冲大队，1961年从岩冲大队划出，成

立仇家大队。全大队有2 9 3户，1338人，2012亩耕地。

以村前田坎常被水冲烂的田垄取名烂坪垄。

岩 头 村前岩石林立，故名岩头。
Ydllt6 tt

岩 屋 冲 村在有屋形岩石的小山冲里，故名岩屋冲。
Ydnwacho ng

向 家 旧时向姓在此住过，故取名向家。现住杂姓。

Xiangj ia

塘 星 坪 村在有口水塘的坪里，故取名塘星坪。

Tdngx IngP Ing

满 家 院

Mhnjiayuan

以前姓仇的弟兄分家，最小的弟弟(习称老满)分在

此地故名满家院。

老 屋 院 仇姓祖先住此，故名老屋院。

Lfiowayuan



来 历 及 含 义

以村前一自然泉水塘取名天生塘。

无 考。

以村后的小山坡野鸡坡取名。

片村。以姓氏取名，本．片包括。塘星坪、烂坪垄，，天
生塘四个仇姓住的村子。

以败泥冲自然村取名。1 955年属水环口乡，1956年属

败泥冲高级社，1958年属袁家大队，1961年从袁家划出。

全大队有285户，1285人，2137亩耕地。

村在有一丘正方形田的冲垄里，故取名方田冲。

村前冲垄的水田是败泥．故取名败泥冲。

村庄背靠小竹山，面临沙子塘，故取名竹沙塘。

村处一开阔的大坪地．春夏电闪雷鸣，振耳欲聋，因
而取名雷声坪。

以好氏取名。

村址从前是荒地，经修整建房，故名屋场湾。

村庄在原有一株大梨树的小山冲里，故取名禾梨冲。

梁姓住溪谷中，故名。

以谭家村自然村取名，1955年属水环口乡，1956年为
谭家村高级社，1958年属里山园大队，1961年划出成立谭

家村大队。全大队有148户，730人，1247亩耕地。

村址地平面宽。故名宽屋场。

此地似龙形．村建龙头上，故取名龙头屋场。

何 家 村 古时何姓住过，故名何家村。现住杂姓。
H6jiac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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