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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利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和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精神，在全县

开展普查工作获得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整理编纂而成的。是建国后我县第一部系统、翔

实的地名资料。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地名也随之不断更替和发展。建国以来，随着行政区射

的多次变更，建设事业的兴起，以及其它种种原因，出现大量新地名，更改了许多老地

名。在全县范围内地名的重名、用字不当、含义不清，名实不符等问题大量存在。严重

的是在十年动乱期间，掀起一股乱改传统地名之风，造成地名混乱。通过这次普查，进

行了全面地、系统地调查核实，认典做了地名标准化处理，为建立慈利县地名档案、编

辑地名录，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在普查过程中，实行领导、专业人员和群众相结合的方针，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采

取实地普查与重点考证相结合、室外调查与内业整理相结合的方法，反复核查，达到名

实相符、方位准确，表、卡、图、文一致，保证了质量。

普查范围，以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为基础资料，除保密单位外，对县境内行政区

划、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独立存在的人工建筑，有方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著名的

纪念地、名胜古迹等的名称进行普查。在调查过程中，注意听取和收集民间有关地名的

口碑，传说等史料，充分运用典籍资料与实地调查材料认真进行校正、审定。通过协商

解决界山，界河和介于两个以上行政区划间的地理实体的归属问题，保证普查资料真实

可靠，不重不漏。

对大量普查资料进行了全面归纳整理，经过规范化和标准化处理，按照国务院有关

规定的精神，我县这次更名的区一个，更名的公社两个，更名的大队一百六十九个，更

名的居委会两个。对照原地形图，增补新地名二千二百九十一条，删减地名二百六十二

条，堪误地名一千九百零八条，全县地名总数六千四百七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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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的地名分五大类t行政区划、自然村五千一百二十二条，自然地理实体一

千零七条，人工建筑物二百一十条，企事业单位一百零九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八

条。对各类重要地名填写卡片一千五百四十九张。

普查后重新标注的地名图，是这次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本书根据普查后校正

的地名和方位，绘制有十五万分之一的全县区划地形图一幅，装帖在卷首，以示全貌，

以区为单位绘制六至七点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六幅，分帖在各区地名之前，以备查阅。

文字概况，按国务院有关规定的内容撰写。录有县，区、社三级行政单位概况四十

五篇，县属农、林场概况六篇，各类分项概况三篇，共五十四篇。其它自然实体、人工

建筑、纪念地和名胜古迹，择其要者选有照片和辑有简介。还酌情采集了各公社重要的

集镇(或公社驻地)、名胜古迹和自然实体的概况附载于公社地名之后。文字体例尽量

做到朴实简练，首尾一致。方位的确定，县以省境定方位，区以县治定方位，公社以区

境和县治定方位。四至抵界分别写到同一级别，即县界对县界，区界对区界，公社界对

公社界。所用数字，基本上采用一九八一年报数，其中大队数、生产队数、户数、人口

以及县、区、社的总面积均为绝对数，其它一般则为概数。总面积以平方公里计，耕

地、林地、水面则以亩计。所用专业术语力求正确、规范。

本书的编印成册，由于时间仓促，工作人员水平有限，疏漏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敬

请领导，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2

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前 言．，．一一．-．．．．．．．一w．．．．t．m．．．．．．，．．，．-．．．．．．．．．一．．．．．．．，．m．．．．．．．．．．．．．．．-，．．．．⋯．t．．．．⋯．．-．．．．．．⋯⋯⋯⋯(I)

慈利县行政区划图

慈利县概况⋯一⋯m．．．．，t⋯m．．．一⋯．．．⋯⋯．．．一-．．．．．．．．．．．m一．．．ⅢⅢ．．．⋯Ⅲ⋯．．．⋯⋯⋯⋯⋯⋯⋯⋯(1)

慈利县沿革一览表．．，一⋯·⋯．．．⋯一．．．⋯．．．⋯⋯．．．⋯．．．m．．．．．．t-．一．．．⋯⋯．．．⋯⋯⋯⋯．．．⋯⋯·(附表)

行政区划、自然村

岩泊渡区地名图

岩泊渡区概况⋯⋯⋯⋯⋯⋯⋯⋯⋯⋯⋯⋯⋯⋯⋯⋯⋯⋯⋯⋯⋯⋯⋯⋯⋯⋯⋯⋯⋯“(6)



许家坊公社概况 地名⋯⋯⋯⋯⋯⋯⋯⋯⋯⋯⋯⋯⋯⋯⋯⋯⋯⋯⋯⋯⋯⋯⋯⋯(60)

金岩公社概况 地名⋯⋯⋯⋯⋯⋯⋯⋯⋯⋯⋯⋯⋯⋯⋯⋯⋯⋯⋯⋯⋯⋯⋯⋯¨(66)

洞溪公社概况 地名⋯⋯⋯⋯⋯⋯⋯⋯⋯⋯⋯⋯⋯⋯⋯⋯⋯⋯⋯⋯⋯⋯⋯⋯⋯(73)

龙潭河区地名图

龙潭河区概况⋯⋯⋯⋯⋯⋯⋯⋯⋯⋯⋯⋯⋯⋯⋯⋯⋯⋯⋯⋯⋯⋯⋯⋯⋯⋯⋯⋯⋯⋯·(80)

龙潭河公社概况 地名⋯⋯⋯⋯⋯⋯⋯⋯⋯⋯⋯⋯⋯⋯⋯⋯⋯⋯⋯⋯⋯⋯⋯⋯(82)

景龙桥公社概况地名⋯⋯⋯⋯⋯⋯⋯⋯⋯⋯⋯⋯⋯⋯⋯⋯⋯⋯⋯⋯⋯⋯⋯·(88)

高桥公社概况 地名⋯⋯⋯⋯⋯⋯⋯⋯⋯⋯⋯⋯⋯⋯⋯⋯⋯⋯⋯⋯⋯⋯⋯⋯¨(92)

二坊坪公社概况 地名⋯⋯⋯⋯⋯⋯⋯⋯⋯⋯⋯⋯⋯⋯⋯⋯⋯⋯⋯⋯⋯⋯⋯(97)

金坪公社概况 地名⋯⋯⋯⋯⋯⋯⋯⋯⋯⋯⋯⋯⋯⋯⋯⋯⋯⋯⋯⋯⋯⋯⋯⋯(101)

通溥：：；|{i区地名图

通津铺区概况⋯⋯⋯⋯⋯⋯⋯⋯⋯⋯⋯⋯⋯⋯⋯⋯⋯⋯⋯⋯⋯⋯⋯⋯⋯⋯⋯⋯⋯(108)

通津铺公社概况 地名⋯⋯⋯⋯⋯⋯⋯⋯⋯⋯⋯⋯⋯⋯⋯⋯⋯⋯⋯⋯⋯⋯⋯”(110)

东岳观公社概况地名⋯⋯⋯～⋯⋯⋯⋯⋯⋯⋯⋯⋯⋯⋯⋯⋯⋯⋯⋯⋯⋯⋯(117)

杨柳铺公社概况地名⋯⋯⋯⋯⋯⋯⋯⋯⋯⋯⋯⋯⋯⋯⋯⋯⋯⋯⋯⋯⋯⋯⋯⋯(124)

杉木桥公社概况 地名⋯⋯⋯⋯⋯⋯⋯⋯⋯⋯⋯⋯⋯⋯⋯⋯⋯⋯⋯⋯⋯⋯⋯(130>

庄塌公社概况 地名⋯⋯⋯⋯⋯⋯⋯⋯⋯⋯⋯⋯⋯⋯⋯⋯⋯⋯⋯⋯⋯⋯⋯⋯⋯(136)

国太桥公社概况地名⋯⋯⋯⋯⋯⋯⋯⋯⋯⋯⋯⋯⋯⋯⋯⋯⋯⋯⋯⋯⋯⋯⋯⋯(139)

三合口公社概况地名⋯⋯⋯⋯⋯．．．⋯⋯⋯⋯⋯⋯⋯⋯⋯⋯⋯⋯⋯⋯⋯⋯⋯“(143)

扛垭区、江垭镇地名图

江垭区概况⋯⋯⋯⋯⋯⋯⋯⋯⋯⋯⋯⋯⋯⋯⋯⋯⋯⋯⋯⋯⋯⋯⋯⋯⋯⋯⋯⋯⋯⋯⋯(150)

江垭公社概况地名⋯⋯⋯⋯⋯⋯⋯⋯⋯⋯⋯⋯⋯⋯⋯⋯⋯⋯⋯⋯⋯⋯⋯⋯⋯(152)

2



江垭林场概况 地名⋯m⋯⋯⋯⋯⋯⋯⋯⋯．．．⋯．．．．．．．．．⋯⋯⋯．．．⋯．．．⋯⋯⋯⋯⋯．．，·(157)

象市公社概况 地名⋯⋯⋯．．．⋯⋯⋯一⋯⋯．．．⋯⋯⋯⋯⋯“．⋯一⋯⋯⋯⋯⋯⋯一·(159>

三官寺公社概况 地名⋯⋯⋯．．．⋯⋯⋯⋯⋯⋯⋯⋯⋯⋯⋯⋯⋯⋯⋯⋯⋯⋯⋯一(164)

赵家岗公社概况地名⋯⋯⋯⋯⋯⋯⋯⋯⋯⋯⋯⋯⋯⋯⋯⋯⋯⋯⋯⋯⋯⋯⋯⋯⋯(169)

熊家庄公社概况 地名⋯⋯⋯．-．⋯⋯⋯⋯⋯⋯m⋯⋯⋯⋯⋯⋯⋯⋯⋯⋯⋯⋯(173)

喻家咀公社概况 地名⋯⋯．．．⋯⋯⋯⋯⋯⋯⋯⋯⋯⋯⋯⋯⋯⋯⋯⋯⋯⋯⋯⋯⋯(177)

索溪峪林场概况 地名⋯⋯⋯⋯⋯⋯⋯⋯⋯⋯⋯⋯⋯⋯⋯⋯⋯⋯⋯⋯⋯⋯⋯·(182)

龙潭湾公社概况 地名⋯⋯⋯⋯⋯⋯⋯⋯⋯⋯⋯⋯⋯．．．⋯⋯⋯⋯⋯⋯⋯⋯⋯⋯(185>

江垭镇概况地名⋯⋯⋯⋯⋯⋯⋯⋯⋯⋯⋯⋯⋯⋯⋯⋯⋯⋯⋯⋯⋯⋯⋯⋯⋯”(189>

环溪区、城关镇地名图

环溪区概况⋯⋯⋯⋯⋯⋯⋯⋯⋯⋯⋯⋯⋯⋯⋯⋯⋯⋯⋯⋯⋯⋯⋯⋯⋯⋯⋯⋯⋯⋯(194>

环城公社概况 地名⋯⋯⋯⋯⋯⋯⋯⋯⋯⋯⋯⋯⋯⋯⋯⋯⋯⋯⋯⋯⋯⋯⋯⋯⋯(196)

蒋家坪公社概况 地名⋯⋯⋯⋯⋯⋯⋯⋯⋯⋯⋯⋯⋯⋯⋯⋯⋯⋯⋯⋯⋯⋯⋯(201)

零溪公社概况 地名⋯⋯⋯⋯⋯⋯⋯⋯⋯⋯⋯⋯⋯⋯⋯⋯⋯⋯⋯⋯⋯⋯⋯⋯·(207>

苗市公社概况 地名⋯⋯⋯⋯⋯⋯⋯⋯⋯⋯⋯⋯⋯⋯⋯⋯⋯⋯⋯⋯⋯⋯⋯⋯(213>

广福桥公社概况 地名⋯⋯⋯⋯⋯⋯⋯⋯⋯⋯⋯⋯⋯⋯⋯⋯⋯⋯⋯⋯⋯⋯⋯“(219)

城关镇概况 地名⋯⋯⋯⋯⋯⋯⋯⋯⋯⋯⋯⋯⋯⋯⋯⋯⋯⋯⋯⋯⋯⋯⋯⋯⋯(224)

青山种牛场概况 地名⋯⋯⋯⋯⋯⋯⋯⋯⋯⋯⋯⋯⋯⋯⋯⋯⋯⋯⋯⋯⋯⋯⋯(228)

羊角山园艺场概况 地名⋯⋯⋯⋯⋯⋯⋯⋯⋯⋯⋯⋯⋯⋯⋯⋯⋯⋯⋯⋯⋯⋯·(230)

同台园艺场概况地名⋯⋯⋯⋯⋯⋯⋯⋯⋯⋯⋯⋯⋯⋯⋯⋯⋯⋯⋯⋯⋯⋯⋯(232)L

古城堤良种场概况地名⋯⋯⋯⋯⋯⋯⋯⋯⋯⋯⋯⋯⋯⋯⋯⋯⋯⋯⋯⋯⋯⋯(234)

自然地理实体⋯⋯⋯⋯⋯⋯⋯⋯⋯⋯⋯⋯⋯⋯⋯⋯⋯⋯⋯⋯⋯⋯⋯⋯⋯⋯⋯⋯⋯-(237>

3

0。／．



物⋯⋯⋯⋯⋯．．．⋯⋯⋯⋯⋯⋯⋯⋯⋯⋯⋯⋯⋯⋯⋯⋯⋯⋯⋯⋯⋯⋯⋯⋯．(267)

位⋯⋯⋯⋯⋯⋯⋯⋯⋯⋯⋯⋯⋯⋯⋯⋯⋯⋯⋯⋯⋯⋯⋯⋯⋯⋯⋯⋯⋯⋯(279)

地、名胜古迹⋯⋯⋯⋯⋯⋯⋯⋯⋯⋯⋯⋯⋯⋯⋯⋯⋯⋯⋯⋯⋯⋯⋯⋯⋯(305)

民政府文件慈政发(1982)41号⋯⋯⋯⋯⋯⋯⋯⋯⋯⋯⋯⋯⋯⋯⋯⋯⋯．(311)

于部分地名命名更名和部分大队更换印章的通知》

⋯⋯⋯⋯⋯⋯⋯⋯⋯⋯⋯⋯⋯⋯⋯⋯⋯⋯⋯⋯⋯⋯⋯⋯⋯⋯⋯⋯⋯⋯⋯⋯⋯⋯(331)



六个居委会，七千一百五十九个生产队。十四万六千零八十五户，六十一万四千六百七

十四人，除少数散居回族、土家族外，均系汉族。

慈利县已有二千五百余年的悠久历史，春秋楚平王时即列入版图，为楚国熊绎的封

地，始设县，县尹白公筑白公城(今县城东古城堤即其遗址)。秦时属黔中郡，建慈姑

县，相传以境内盛产慈姑而得名。县治官塌坪(今蒋家坪公社太坪大队境内)。辖地广

袤，包括今安乡，澧县、临澧、石门、大庸、桑植和湖北鹤峰一部分。汉时，析置充

(今桑植)、孱陵(今安乡)，因县治迁白公城，位于零水之阳，乃改名零阳。三国吴

时，析出大庸设天门郡，划今三官寺以西建漤中县。晋又析置临澧(今石门、大庸和慈

利各一部分)，澧阳(今澧县)。随开皇初，一度改零阳为零陵，开皇十八年(公元五

九八年)改为慈利县。大业中，罢漤中复归慈利，县治迁三江口(即今县城)。元朝升

慈姑州，俄改慈利』4、I。元贞元年(一二九五年)州治设官塌坪。明洪武二年(一三六九

年)降州为大庸县。旋设大庸为卫，仍建慈利县，县治又迁今治。隆庆三年(一五零七

年)复迁县治于官塌坪，万历三年(一五七五年)再迁今治，并改名永泰街。清初，因

兵乱城圮；一度侨寄县治于观嘉渚(今永安渡)，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年)四回今治。

雍正八年(---h--0年)割麻寮所地归鹤峰州。析置安福(今临澧县)。辛亥革命后，

县城改名零阳镇，抗!Et战争胜利后设环溪乡，辖零阳镇，解放后更名城关镇。

慈利之名始于隋。据《慈利县志))，“直隶澧州志》、《隆庆岳州志))载，随着生

产的发展，境内“山孕五矿，民以铜、铅、铁、锉之利相擅，地利饶给”，方物颇著，

素有“银澧金慈"之誉；加以“土俗仁慈"， “尚义好文"，隋朝乃改名慈利。盖

“‘慈’，沿‘慈姑’旧号”，亦民风仁慈之意， “‘利’，著所产也，，。干余年来。

建置多有变迁，惟慈利之名，历代不废，相沿至今。

--J％i匹t九年七月三十一Et县城解放，八月，县人民政府成立。一九五二年八月，将

旧有十二个乡、--fl"l匹t十六个保和一个镇划为十五个区、三百一十一个乡和五个镇。一
九五三年四月，由大庸划入黄河，泗南、磨峪、中坪四个乡。一九五六年撤区并乡后为

四十四食乡和两个镇。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时建十九个公社和一个镇，同年十一月将官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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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湖三公社划归桑植。一九五九年增设四个农林垦殖场；一九六。年撤并

殖场，增加两个公社，一九六一年公社体制缩小，划为四十四个公社，两个

和两个镇；一九六二年四月划六个区、三十六个公社、两个镇、一个林场和

。一九七二年以来，陆续增加县属索溪峪林场、青山种牛场、同台园艺场和

场。
一

西北向东南倾斜。境内山峦重叠，群峰突兀，丘陵广布，溪河纵横。武陵山

自西部入境，绵亘于中部和西北、西南边陲。主要有高架界、茅花界，东角

、太华寺，剪刀寺，零阳山，七姑山、五雷山等。澧水自西向东，漤水从北

渡溪、零水、索水等支流汇入，网联千山万壑的沟溪泉洞，形成庞大水系。

约占全县面积的百分之八十。沿河有河成平原，丘陵区间有峪谷和小块盆

架界，是全县最高点，海拔一千四百零九点八米。东部苗市公社界溪河边最

十五米。平均海拔二百米左右。

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常年平均气温16．8℃。一月最冷，平均气温4．8℃。

平均气温28．5℃。年平均逐日大于1023的积温为5301．823。无霜期二百六十

年降雨量一千六百八十二毫米，六月雨量集中，约占全年降雨量的百分之四

暴雨，酿成洪灾。冬季冰冻偶有成灾。一九七六年发生百年罕见冰冻，最低

℃，全县桔树冻死百分之九十。

产发展较快。解放前，粮食亩产不过三百来斤。一九五八年来，农田水利建设

三千二百七十八万元，投工一亿七干四百二十六万个，完成土石方一亿四千六

。建赵家垭、庄塌等中小型水库一百七十七座，电力提灌四十八处，装机五

二千九百六十四千瓦，水轮泵一百二十处，一百五十四台；拦溪筑坝二干二

其它小型水利设施九百一十三处，渠道总长二千六百三十三公里。蓄，引，

亿七干六百万立方，可保二十八万亩农田免除旱涝威胁。水利建设促进了水

展。修建水电站一百三十二座一百六十三台机组，装机总容量二万四千多千

电线路三干一百七十二公里。农业机械拥有农用汽车一百余台，大中型和手

百七十台，内燃机三干零二十二台，电动机六百二十二台，农用总动力五万

马力，使部分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加工实现了机械化。粮食生产因地制宜推

良种(杂交中稻、杂交晚稻，杂交玉米)。改革了耕作制度：海拔低的坪区

好的丘陵区种双季稻，面积十七万亩，阴山冷浸田、深泥田和海拔较高的山

，约十二万亩。一九八一年稻谷亩产八百零五斤，较解放初提高两倍多。旱

两熟和三熟制，单季亩产由解放初的五十斤提高到一百五十余斤。一九八一

五亿六干九百三十四万余斤。为充分发挥漤、澧两岸适合种棉的特点，一九

面积扩大到十五万余亩，一九八一年产皮棉十六万三千九百四十担，亩平一

油菜籽产量在常德地区名列前茅。烤烟，黄花、苎麻是新近发展的大宗产

养量五十七万头(出栏十五万四千余头)，山羊九万二千余只(其中有马桐

)。青山种牛场的“湘西黄牛"开始向省内外提供种牛：

源丰富。全县森林覆盖率百分之二十八点八。以松、杉为主的用材林七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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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亩。活立木蓄积量一百四十四万立方，其中可伐量五十九万立方。解放后，营造用

材林六十三万亩，经济林四十六万亩，封山育林六十八万亩。杜仲，乌桕，油桐是素负

盛名的三大特产。慈利有“杜仲之乡”的美称。江垭林场是全国仅有的两个杜仲林场之

一。全县每年出口杜仲三百四十余担，饮誉欧、亚、拉美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江垭、

象市，熊家庄，杨柳铺等公社是乌桕重点产区，年产三万四千多担，为全省之冠。油桐

主要集中在宜冲桥，甘堰等十个公社，年产桐油一万二千余担。水果以蜜桔为著，一九

八一年产一万四千担。江垭镇九溪大队培育的金香柚，色香味俱佳，被评为国家优良品

种。全县均产茶叶，，以三合口、庄塌，柳林铺等公社为丰，大都生产红茶，尤以“甑山

银毫"，“月亮岩毛尖"是不可多得的佳茗。油茶、棕，竹，生漆、五槽子、山苍子等

产量亦颇可观。辽阔的深山密林里，出产稀有珍贵的动植物，据初步调查，珍禽异兽有

华南虎、云豹、白鹤、黑鹤、黄腹角雉、猕猴、穿山甲、麝麂、鸳鸯、红腹角雉、大

鲵、獐、金鸡、蟒，虎纹蛙等二十八种。珍贵的树种有银杉，水杉，珙桐、钟萼木，

桶，银杏，巴东木莲、山蜡梅、胡桃，黄杉、楸，檫、榧、瑶山梭罗、黄山松、白氏稠

李、华中木兰，罗汉松等四十八种。

工业生产初具规模。解放前的工业，可说是一张自纸，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兴办，逐

步发展。县办企业有化肥，水泥、石灰、建材，化工，农机、水电设备等二十九个，职

工二千七百三十六人。一九八一年工业总产值四千二百零二万元。优质产品有五金厂的

手摇钻，畅销非洲各国，化工厂的薯蓣皂素蜚声港澳和东南亚市场。社队企业自七十年

代起步，发展较快。现有三干五百一十一个社队企业中，种养业和加工业占百分之七十

五，吸收劳力一万八千八百余人。占农业劳力的百分之六点零六。一九八一年产值三千

零四十一万余元。

充分利用地下资源发展工业生产。地下矿藏有煤、铁、锌、钨，砷，铅，磷，钾，

硫磺，石膏等。县办有龙阳湾、腊树垭、凤鹤山等煤矿。庄塌、广福桥等七个公社，办

有小煤窑，年产原煤十万余吨。龙潭河公社有铁、硫磺等矿。石灰石遍地可寻，为发展

石灰生产提供了方便。

城乡贸易购销两旺。一九八一年农民向国家交售粮食二千四百七十九万余斤。棉花

一十六万一千一百六十九担，食油一万八千九百四十担，牲猪七万八千头，烤烟二万

担，黄花菜五百担。药材一百九十八万斤。丰富的农副产品为外贸提供了猪、牛、羊、

鸡、鸭、蛋、蜜桔，蜂蜜、肠衣、大鲵及各种皮张等出口商品二十多种。一九八一年

农副产品收购总值四千二百九十三万余元，社员收入普遍增加，人平纯收入一百七十九

元。比一九八O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一点五。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一九八一年全县贸易总

额一亿零十五万元。中高档日用工业品在农村有了广阔的市场。仅一九八一年全县销售

棉布、化纤，尼龙，绸缎共六百零四万多米，手表五千六百只，自行车一千八百多辆，

收音机四千七百余部，缝纫机一千八百多台，电视机多部。

交通运输堪嘲方便。枝柳铁路横贯全境九十一公里，设有五个站。公路有湘川公路

北线和慈(利)石(门)、永(安渡)江(垭)线等干线以及通往各区社的支线，总长

四百零六公里，实现了社社通汽车。社队自建简易公路和机耕路一千一百公里。随着公

一一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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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运输的发展，漤、澧二水航运虽渐趋萧条，但仍不失为货运的要津。

文教卫生事业蓬勃兴起。县、社、队共办中学一百四十六所，小学七百三十五所，

教职员工五千五百三十七人(其中民办教师三干零六十八人)，较解放初增加四点九倍；

在校学生十二万六千五百四十六人，适龄儿童入学率百分之九十七点五。文化事业有县办

电影院四个，社办电影院十四个，电影队五十九个，大型文化中心四个，公社文化站八

个。卫生事业有县属医院六所、中医院一所，公社有卫生院三十八所，共有医务人员一

千一百一十八人，病床九百余张。本县是全省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先进县。地甲病的

防治也卓有成效。县中医院治疗慢性气管炎的“化脓灸"，巳引起国内外医学界的重视。

科技工作在各级科技组织推动下取得了一定成果。县原种场的杂交稻“三系一，“两

交"、“四圃力配套提纯经验巳在全国推广。杂交稻组合种子巳被美，日、荷、意等国

引进。

慈利县不仅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且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南宋向龙、雷

德进，元末明初覃重等农民领袖曾发动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清初李自成大顺军据澧凑

二水流域作为“联明抗清”的基地。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后为贺龙同志领导

的红军根据地和游击区。光辉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古迹文物，有溪口公社桃坪千年古樟，

阳和公社渔浦书院，江垭镇九溪大队境内的县第二中学(原淡江中学)和梅花殿，高峰

公社茅庵野拂墓，县城东的古城堤，燕子洞等。古籍所载“旧八景刀、“新八景"，

“续八景，，，今多巳面目全非。旧有七姑山，五雷山、范丹山、蘧云山等古迹亦巳名存

实亡。惟覃重寨、龙岩寨、饭甑岩、云朝山、官塌坪、百丈峡等仍不失为颇有历史意义

的遗迹。

随着旅游事业的兴起，被称为“深山明珠"的索溪风光，近年已为国内外所瞩目。

据方志记载和民间传说，此处原为开发较早的“世外桃源’’，南宋时有向龙兄弟称兵起

义，为宋兵剿灭，村寨院落悉毁于兵燹。干百年来遂成为人迹罕至，万木峥蝾，鸟兽繁

衍之地。七十年代初，着手开放。近由省府确定为稀有动植物自然保护区。此处风光与

大庸张家界、桑植袁家界融为一体，堪称江南胜景。由于造型奇特的山水名称与南宋鏖

战的历史故事巧妙结合，更增添了浓厚的神话色彩。游人至此，当以雄伟的白虎堂、黑

槽峪为序幕，历经奇巧瑰丽的施家峪水库、刺天独秀的宝峰山、鬼斧神工的百丈峡，循

索溪而上至转角楼、干溪沟、仙女桥一带，丹崖壁立，峭嶂周环，峰峦耸翠，瀑流争逐，

景色千姿百态，幽深奇幻，异境纷呈，美不胜收。进而涉足险奇著称的神堂湾，更见索

溪精华。然后折转祗马塌．去大庸金鞭溪，至张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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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泊渡区概况

岩泊渡区地处县境中部，区公所驻地岩泊渡位于县城西十七公里。东与环溪区，城

关镇，青山种牛场接壤，西与溪I：1区相接，南与龙潭河区相邻，北与通津铺区以漤水为

界，西北与江垭区毗连。面积六百零一点I：：tJk平方公里，其中耕地十一万三干八百三十

八亩，林地二十二万九千八百二十二亩。辖六个公社，一百二十个大队，一千二百一十

二个生产队，六百七十六个自然村，二万三千九百四十七户，九万八千六百一十四人，

均系汉族。

一九五二年建政时设第七区。一九五六年撤销区建制。一九六一年缩小公社体制时

复建岩泊渡区至今。因驻地靠近澧水，此段河床礁石参差，设有渡口，过往船只常麇集

停泊， “岩泊渡"由此得名，区名亦来源于此。

境内地势西高东低。澧水自西向东流经境内四十公里。南北两条山脉对峙，北有太

华寺、蘧云山，南有剪刀寺、零阳山，中部西段为丘陵，东段属平原。剪刀寺海拔一千

二百六十一点八米为最高点。发源于南山坪的零水流经零阳山南麓，境内长二十余公里。

澧水两岸土地肥沃，是县内棉花、水稻重点产区。水稻面积六万三千余亩，平均亩

产八百斤左右。棉花二万亩，平均亩产百斤上下。岩泊渡、零阳两公社特产红薯粉丝，

年产量_万二干余担，畅销宾湖地区和湖北部分县市d全区有广阔的宜林荒山，造林八

万余亩，重点分布在高峰、宜冲桥、南山坪等公社。高峰是以林业为主的公社，每年上

交国家的木材占全区百分之四十。经济林如乌桕、漆树、药材等也多在该社。宜冲桥是

著名的“桐油之乡’’。楠竹产量亦颇为可观。制造的竹床、背椅，价廉物美。柳林铺的蜜

桔、饭甑山的茶叶，产量和质量在县内名列前茅。澧水以南山区，水利资源丰富，有县

建的赵家垭中型水库。南山坪公社山高林深，溪流遍布，瀑布奔泻，可资开发利用。已

建电站五座，装机容量六百多千瓦。全区兴建小(一)型水库五座，小(二)型水库七

座，山塘三千余口，蓄水量为一千九百多万方，有效灌溉面积三万余亩。

农业机械日益增多。拥有汽车十七辆，大小拖拉机五十六台，内燃机、电动机、水

泵、动力脱粒机、动力打稻机、打米机，磨粉机、压面机、扎花机，弹花机、榨油机、

揉茶机、饲料机等各种机械一万余台。社队企业发达，有农机、林场，牧场、加工、园

艺等一百八十三个，劳力一千一百余人，一九八一年产值为四百三十九万多元。

水陆交通堪称方便。有慈(利)大(庸)公路和枝柳铁路横贯。区内各公社均有公

路通联。澧水四季通航。

文教卫生事业发达。有中学五所，小学一百一十七所，教职员工八百八十三人，在

校学生一万七干八百余人。区有医院，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医疗站。全区有电影队十

二个，广播站七个。岩泊渡建有电影院。

境内有覃量寨故址，宋建的蘧云寺遗址，高峰茅庵野拂墓等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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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泊渡公社概况

岩泊渡公社位于县城西十七公里。东邻柳林铺公社，南接零阳公社，西界宜冲桥公

社，北临高峰公社。面积九十三点八六平方公里，其中耕地二万七干二百四十五亩，林

地三万二干四百六十亩。辖二十七个大队，三百零四个生产队，一百二十三个自然村。

五千七百零七户，二万三千五百九十人，均系汉族。

一九五二年划乡建政时，建红土，坪山、田坪、箦市，狮岩，岩泊，星明，两山八

个小乡。一九五六年并为岩泊渡乡。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时属红星公社。一九六一年公

社体制缩小，建星明、田坪两公社，一九六二年并为岩泊渡公社。岩泊渡濒临澧水，跨

水为廛，设有渡口，此段河床礁石参差，是过往船只停泊的码头， “岩泊渡”以此得

名，公社之名因之。

境内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澧水东迤， “届此始渐平旷，烟村迤逦，大野中豁，乱

峰退立，凑如连鸡，削如倚剑，川光映薄，郁成奇秀”。(见吴恭享撰《慈利县志》)

南有零阳山，北有蘧云山相对峙。最高点蘧云山海拔九百三十七米。

农业发达。土地肥沃，盛产棉花、水稻。水利事业有水轮泵一处，小(一)型，小

(二)型水库四座，塘坝七百余处，蓄水量九百多万方，有百分之七十的农田受益。水

稻面积一万一千余亩，一九八一年产粮一千二百六十五万余斤。棉花七干二百九十六

亩，年产皮棉五千九百八十一担。傍山大队盛产红薯，加工优质粉丝，是本地驰名的土

特产品，年产六干多担，产值三十六万余元，畅销县内外。林业有社队林场三十个，造

林一万三千余亩。畜牧业有较大发展，一九八一年末牲猪存栏近一万头。

公社办有农具、农机、建筑等十一个企业，共有劳力二百五十人，年产值四十余万

元。一九八一年全社农副业总收入三百三十五万余元，人平一百五十元。

水陆运输四通八达。澧水贯通全境。公路有慈(利)大(庸)干线和岩(泊渡)南

(山坪)支线。社内简易公路八条，长十五公里，通十八个大队。枝柳铁路设有岩泊渡

车站。

有中学一所，小学二十六所，教职员工二百二十四人，学生四千六百七十人，为解

放前的九倍。公社有广播站、卫生院，大队办有合作医疗站，区医院设在岩泊渡。

醚云山，宋仁宗时建有寺观，镌字石柱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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