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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邵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精神编纂而

成的，是我县进行地名普查工作的主要成果。
。

这次地名普查，自1981年7月开始，至1982年7月结束，历时一年。在县委、县

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采取领导、群众和专业人员相结合，全面普查与重点考证
一 相结合，室外作业与室内整理相结合的方法，以1977年版1：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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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方位+意义

．的企事业单位，‘以及著名的纪念地、名胜古迹的名称进行普查。在实地调查中，注

：意收集和听取民间对有关地名所提供的历史资料；通过协商解决界山、界河和涉及

：两个以上行政区划的地理实体的归属问题；充分利用典籍资料，同实地调查材料相

!互校正审定。通过全面的系统的调查核实，对资料进行了全面的归纳整理，纠正

；了重、错、漏等地名混乱现象，做好了地名标准化处理工作。这次我县更名公社计

有2个，更名的大队176个，对照原地形图，增补新地名937条，删减地名23条，勘

误地名717条，全县地名总计为4708条，达到了不重不漏，名实相符，图、表、卡、

文一致，为编辑出版地名录，建立新邵县地名档案，提供了基础资料。

，； {本地名录，收录了地名文字概况材料、标准地名图和各类地名资料。各类地名

分五大类别全部表列化，属行政区划、自然村的4263条，自然地理实体的111条，人

工建筑物的114条，企事业单位的215条，名胜古迹的5条。标准地名图，是地名录中的

直观表现形式，以区(镇)为单位，分区(镇)绘制新的1：5万地形图共7幅，分装在各

．区(镇)扉页处，绘制1：15万全县行政区划图1幅，订装在卷首，以窥全貌。文字概

况，金县按县、区(镇)、社三级行政单位共撰写概况62篇，其它各类项目，择其重

要的，则另辑录简介，并配以部分照片和说明。文概引用数字，以1980年统计部门

的资料为准。文概经反复审核，内容比较全面，基本反映了我县的历史和现状。全

书共309个版面，约50万字。
； 新邵县地名普查和《新邵县地名录》的编辑出版，是在涟源行署地名领导小组的

直接领导下，在区(镇)、社及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在编辑出版过程中，

还得到了省测绘局，新华印刷二厂、邵市城南图书馆等单位的热情指导和多方帮助，
在此一并感谢l

地名普查和地名录的出版，是一项新的工作，缺乏经验，加之业务水平有限，

编辑时间短促，缺点或错误一定不少，敬请领导、专家和同志们指正。

新邵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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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邵县概况

新邵县位于湖南省中部。东界涟源，邵东县，南邻邵阳市、邵阳县，西连隆回县，北抵

新化、涟源县和冷水江市。总面积为1672．61平方公里，合2508923亩。其中水地330871亩，

。旱土133439亩，林地1215685亩，荒山164671亩，石山52936亩，水面113619亩，其它用地

497702亩。概括为“六山半水二分田，分半道路加庄园”。辖6个区，1个镇，31个公社，11个国

营农、林、渔、牧场，669个大队，6295个生产队，3537个自然村。共1 51337户，620588人。

其中汉族620235人，回族340人，满族8人，苗族3人，僮族1人，日籍1人。

新邵县系解放后新建之县。建政前分属邵阳、新化两县之地。1952年2月26日经国务院

批准设县，取新化、邵阳两县首字“新邵”命名。将新化县第八区(三溪桥)，九区(龙溪铺)，

邵阳县第二、三，十五3个区的全部，和第一，十四、十六等区的一部分划归新邵。县治酿

溪。分设12个区，1个镇(巨口铺镇)，186个乡，1953年增设酿溪镇，1956年撤区并乡，设办

事处9个，镇1个，乡37个，下辖698个高级农业社，1958年初将田家栗山、龙王桥划归邵阳

市，九月撤乡镇，建立12个人民公社，1961年初调整社队体制，全县恢复为8个区，1个镇，

公社调整为4宅个，1965年进而调整为6个区，1个镇，31个公社，1970年将白马水库所在地田

心坪公社和潭溪公社的部分大队划归涟源县，1977年将雀塘、寺门前、陈家桥3个公社分属

的芦家、泉塘、前进、朱家、马家、高家、百合、莲河、匡家岭、邓家冲等10个大队划归邵

。阳市，1980年酿溪镇由社级镇上升为区级镇，1981年将士桥公社的长滩、沙湾、栗山、畔田4个

大队划归酿溪镇管辖。

全县南高北低，东北和西北多为山地，东南与西南为丘陵地带。雪峰山从西部逶延入

境，向东部伸展。县境山脉主要有五。龙山屏障于东北，北面为涟源，南面为新邵，主峰岳

平顶，海拔1513．55尺，是全县最高峰，山广数百里；金龙山突起于中部，其主峰海拔1273．5

公尺，绵延数十里，天龙山横亘西北，北坡为新化，南坡为新邵，主峰天龙山，海拔1140公

尺；大形山纵贯西北，位于龙溪铺，小南公社，主峰黑古山，海拔1072公尺，板竹山(一名板

子山)屹立于西，位于新田铺、巨口铺、龙口溪公社，主峰铜鼓顶，海拔1227公尺。在龙山与金

龙山，金龙山与板竹山的接壤处，形成武桥至花桥，小庙头至筱溪两条明显的低洼冲谷，把

全县分成东、中、西三段。东，西段地势是北高南低，中段形似屋脊，中间高两边低。境内

山峦重叠，河川交错，县内主要河流有资水及其支流龙山河、石马江河，渔溪河，酿溪河、

棠溪河，龙口溪河(又名龙溪河)、岱水河、麻溪河、爽溪河(又名郁溪河)、泌水，毫里河等

12条溪河。资水从邵阳市百合岭入境，自南向北纵贯全境，县内全长52公里，流经9社1

镇，富有航运、渔业、灌溉之利。石马江(原名高平水)，源出隆回县，自西向东，流经8个

公社，注入资水。龙山河，源出龙山岳平顶，流经太芝庙、潭府、陈家坊公社，入邵东县，

汇邵水注入资水。其它小溪遍布全境，共78条，全长934公里，浇灌着全县大部分耕地。

全县地形较为复杂。大体可分三种类型。一类为西北，东北山地，海拔在500米和800米

以上，相对高度200一500米，少数在800米以上，包括下源、龙溪铺、龙口溪，小南、车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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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芝庙等公社，和龙山，岱山、大形山林场，以及高桥、巨口铺、扶锡、礼坪、潭溪、爽溪、

岱水桥、洪溪，坪上等公社的部分大队。这类地区全县约685107亩，占总面积的27．3％，由

于地形、海拔高度不同，该地区的气候、植被差异较大，因而形成了黄红壤、黄壤、黄棕壤、

草甸土等不同土类的垂直分布状况，是全县林木主产区。二类为东南、西南距河流较远的

中，低丘陵地带，受地质外力作用形成，地面波状起伏不大，脉络不明显，丘顶多呈馒状，’

或间有峰脊地表形态，海拔250一500米，相对高度20—150米，坡度15—20度，水利、气候条

件较好，宜农宜林，早土分布较多。这类地区全县约1357546亩，占总面积的54．2％。三类为

冲积平地，主要分布在资水、龙山河、石马江、岱水河、麻溪河等溪河沿岸，海拔在250米以

下，相对高度一般少于20米，多为较宽大的田垅。这类地区全县约46．6万亩，占总面积的

18．5％。这里地势平坦，阳光充足，水，热条件好，是全县水田分布最多和土壤肥力较高的

地方。

全县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其主要特点。气候温和，热量丰富，。光照充足，雨量充

沛，无霜期长，四季分明，但因受全省地形地貌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是春温多变，夏温偏

高，秋寒明显，雨量不匀，前涝后早。年平均气温16．5--17．7℃，最冷的1月平均气温5．5℃，

最热的7月平均气温28．5℃，极端高温38．9℃(1971年7月21日)，极端低温一10．7℃(1977年

1月30日)。气温稳定通过10℃的持续日数为242天，其活动积温平均为5371℃，有效积温平

均为2952℃，无霜期平均为279天，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499小时，日照率为34％。年平均降雨

量1340毫米，平均年降水日数161天，多集中于4至6月，约占全年的46％，以5月分雨量最多，

有时集中降暴雨，酿成山洪暴发，7至9月雨量较少，只占年降雨量的20％，造成秋旱。春夏

之交，局部地区间有风灾，雹灾危害。

全县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已发现有工业价值和发展远景的地下矿产约18种。主要矿藏有

锑，金、银，钨、铅，锌、铜，铁，锰、煤、维尼龙石灰石矿等。以有色金属为主，品种多

样，储量较丰富，是湖南省有色金属重点县之一，也是全省六个重点产金县之一。锑、金矿

主要分布于龙山及坪上陡山冲和龙溪铺等地带，历为县，社开采。龙山金锑矿属大型金锑矿

藏，1981年由冶金部接收开采。社办车峙金矿，平均年产黄金100两左右，属湖南省小金矿

点。钨矿，’分布于严塘分水坳和潭溪槽家坝一带，储量10万吨左右，均未开采。铅锌矿，分

布于自云铺，车峙一带，自云铺铅锌矿，据钻探属大型矿藏。坪上陡山净铜矿，曾由邵阳地

区开采，现停办，储量不详。铁矿，多分布于分水坳、财宏塘、武桥，喻家桥，迎光桥一带，

总储量在1000万吨以上。锰矿，多分布于雀塘棉花岭，自云铺、小塘，向江渡、土桥柘溪一

带，均为县社开采。煤炭储量，主要分布在大花塘、铁炉冲，十字路，金竹山一带。金竹山

煤矿属省开采，其它由县、社组织开采。巨口铺程蒋坳维尼龙石灰岩矿，经建材部地质总公司

勘探，储量I亿0500万吨，矿体厚度907米，含碳钙99％以上，含氧化钙55％，是国家一级石

灰石矿石。

我县经济以农业为主，农、林、牧、副，渔，五业俱兴，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70％。农业生产在狠抓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全面发展油、棉、烟、茶、丝、麻、糖，菜，

果，杂等。水稻常年种植面积占粮食播种面积的80％左右，产量约占粮食总产量的85％。水

田耕作制以稻稻肥为主，占稻田面积60％。稻稻麦，稻稻油等三熟面积约10万亩。早土耕作

制以薯——麦，薯——麦——豆、薯——马铃薯为主，以及薯、棉、烟等套种间作。林业产

值占农业总产值的2％，主产杉、松、楠竹。牧业产值接近农业总产值的20％，以牲猪为大宗，

牛，羊、鸡、鸭、兔等均有发展。副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14％，大多以加工业为主。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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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不足农业总产值的0．5％，以养殖为主，养捕结合。

解放前，由于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生产落后，灾害频仍，农业萧条，民不聊生，粮

1食亩产仅300斤。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坚持自力更生，艰

苦创业的精神，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兴建中型水库4座，电灌站1个，小(一)

型水库20座，小(二)型水库87座，河坝1103处，山塘30453口，干渠总长1138公里，小水电站
1 03处，装机5432千瓦，架设高压线路176公里，低压线路858公里，电力排灌265处，装机

274台，7550千瓦，机械排灌装机3567台，31559马力，水轮泵307台，喷灌机227套，蓄引提水

总量为2亿5475万方，有效灌溉面积34．7万亩，基本形成了蓄引提喷相结合的排灌系统，使全

县73％的农田实现了早涝保收。在农业机械化方面，全县已拥有农用汽车87辆，大中型拖拉

机181台，手扶拖拉机449台，机滚船245艘，各种内燃机4267台，电动机518台，农用机械总

动力69274马力。随着农田基本建设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推广普及与提高，农业生产得到不断

发展。1980年全县粮食总产44408万斤，平均亩产1161斤，为1949年总产11816万斤的3．75倍，

平均每年递增4．4％。棉花总产31．7万斤，为1952年总产4．2万斤的7．5倍，大豆总产398万斤，

为1952年总产29．8万斤的13倍，牲猪饲养量56．5万头，每户平均3．9头，为1952年12万头的

2．97倍。其它油料、经济作物，如油菜、花生，烟叶、生姜、百合，辣椒、黄花等也获得了

相应的发展。1980年全县农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2595万元增加到1亿4975万元，增长4倍，平

均每年递增5．8％。

林业生产，全县有林地及疏林地面积1215685亩，其中造林保存面积26万亩，植被复盖率

为48．4％。有松，杉为主的用材林745785亩，主要分布在太芝庙、车峙、龙口溪、小南等山

区社队，和龙山，岱山、大形山国营林场；以楠竹为主的竹林226712亩，集中分布在国营龙

山林场、车峙、太芝庙、礼坪，龙溪铺、龙口溪等公社，以及坪上区部分社队I以油茶、油桐、

茶叶、果木为主的经济林88300亩，主要分布在300米以下的丘、岗地，其中油茶面积1万亩，

集中分布在五星，新田铺，小塘、陈家桥等公社，油桐3．5万亩，多零星分布，茶叶2．23万

亩，果木林2．1万亩。全县现有活立木总蓄积量41万立方米，楠竹蓄积量2100万根。其中国

营龙山、岱山、大形山林场，活立木蓄积量15．1万立方米，楠竹蓄积量210万根。1980年全

县采伐木材17300立方米，楠竹58．3]／根，采摘茶叶90万斤，为1952年产茶12万斤的7．5倍，

水果351万斤，为1952年67万斤的5．2倍。

工业生产，从无到有，初具规模。解放前，全县仅有几家手工业作坊，现在县办厂矿企

业已发展到31个，职工人数3400人，固定资产3368万元，其中国营企业固定资产2129万元，1980

年全县工业总产值4665万元，比1949年总产值159万元，增长28倍，平均每年递增11．5％。主

要产品有碳铵、磷肥、微生物农药、水泵、农机具、水泥；有烟、酒、糖，纸、丝、鞋、塑料、

陶瓷；有金、锑，铁、锰、煤、电、机械等。二号金锑，获地方名牌产品。农村社办企业从

六十年代开始兴办，近年来发展加快。1980年社队企业总数为2090个，总产值3013．8万元，

占公社三级总收入的32％，人平收入51元，从业劳动力28432人，占农村劳动力的11％，年产

值在100万元以上的公社有12个。

商业供销，网点密布，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全县有供销、商业机构共841个，职工人数

3004人，县有商业、物资、粮食、外贸等4局和县供销社，下辖12个公司。各区有供销社、粮

油站，公社有供销分社，部分大队有分销店、代销代购点。1980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

7048万元，比1952年商品零售总额662万元增长近10倍，平均每年递增8．8％，社会农副产品

收购额为3142万元，比1952年总额474．6万元增长5．6倍。城乡购销要求，基本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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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解放前全县没有一条象样的公路，交通闭塞。现在湘黔铁路贯穿西北，中有

宁邵公路干线，纵贯南北，长51公里，西有邵(阳)新(化)公路，境长44．3公里，贯通西部

南北，东有新(邵)龙(山)地方公路连接，长51公里。全县共有公路51条，公路通车里程总

长704．7公里，除小南公社外，社社可通汽车，大部分大队可通客车。县内资水航道52公里，

通过疏航可常年安全通航。1958年县内开始拥有汽车5辆，截至1980年止，全县共有汽车348

辆，其中，载重汽车276辆，有机帆船10艘，220马力，木帆船153艘，570吨，年货运量2万

吨，客运量14．4万人次。水陆畅通，交通称便。县内设有邮电局，所共27个，电话线路总长366

公里，市话交换机总容量300f-I，农村电话交换机总容量500f-I，长途电话电路5路，交换机容

量30fi。

文教卫生，相应发展。解放初期全县只有2所中学，现在有县办普通中学8所，农民中等

技校1所，社办中学139所，小学452所，有教职员工5776人，在校学生134545人，教师和学生

比解放初期分别增加2．8倍和3倍。科学，文艺，广播，图书，电影等事业都有较大的发展。

全县现有科技人员3023人，已授予技术职称的111人。各级科技组织的建立和健全，有力地推

动了全县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普及和提高，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县镇内设有电影院、

剧院、文化馆、图书馆，广播站；农村社社有文化站、广播放大站、电影放映队，有17个公

社还建有影剧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全县有医院10所，中医院1所，卫生院32所，防疫

站、保健站32个，共有病床1098张，医务人员1193人，与1952年比较，病床增加1095张，人

员增加1137人，大队有合作医疗站。卫生防疫和计划生育工作广泛开展，人口净增率已由

1963年的千分之39．60，下降到千分之7．87，人民健康水平普遍提高。

境内名胜古迹，有宝庆十二景之一的“岳平云顶”，。白云樵隐”，“石门献翠”，此外，有

龙溪铺的“潮原洞天”，“风井石壁”，酿溪镇的“赛双清”，高桥公社的“白水十景”，五星公社

的“文仙山”，和小南公社的“岣嵝门”等，历为胜地，远近著称。

薪邵县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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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 溪 镇
NIANGXl ZHEN

驻地：临江街

图为酿溪镇人民政府办公搂

全镇总人口：

总 面积：

18982人

9．92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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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溪镇概况

酿溪镇系新邵县县镇，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贸易中心。位于新邵县南部，东界寺

门前公社，南濒资水，与陈家桥公社隔河相望，西、北两面与土桥公社接壤。全镇东西长3

公里，南北宽4．54}里，总面积约9．92平方公里，辖2个居委会(下属16个居民小组)，6个菜、

粮农大队，1个园艺场，57个生产队，27个自然村，共3809户，18982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1980户，11798人)，有汉族18907人，回族63入，满族8人，苗族3人，僮族1人。镇人民政府驻

地临江街中侧。

酿溪镇是一个古老的小集镇，地处资水河畔，平均海拔217公尺，年平均气温17．1℃，最

高气温39．8℃，最低气温一10．7℃，全年无霜期277天，年平均降雨量1340毫米。于1953年建

立乡级镇，1980年提升为区级镇，1981年将土桥公社的长滩、畔田、栗山、沙湾四个大队划

归酿溪镇。镇以境内酿溪河命名。酿溪河源出严塘分水坳，流经严塘、土桥公社，于镇境注入

资水，每逢春夏水涨，资水因受“井口潭”石壁所阻击，水位上涨，溪水倒流，小溪入口一片

汪洋，故名“酿溪”，袭为地名，远近著称。

解放前，酿溪只有一条百米长的半边沿溪小街，十几家作坊。解放后，镇内新建街道公

路七条(即新阳路、南北路，新居路、环城路、仁山路、六塘路、塔坪路)，全长2．95公里，

连接东西南北五条街道(大新街、新涟街、资码街、小河街、临江街)。镇办工业，从无到有，

初具规模。办有机械厂，综合厂、服装制帽厂、铸造树脂厂、无线电元件厂，印刷厂，鼎锅

厂、纸袋厂，砂石场、预制场、基建队、缝纫店、印染店，小吃店等十几个生产、加工、服

务、基建等企业，现有职工320多人，年产值120余万元。镇内国营或县办工业发展很快。有

化肥、酿造、丝绸、卷烟、造纸、印刷、塑料、服装、食品、冶炼，农机，机械制造等28

个工厂，形成全县工业生产中心．口国营、集体，个体商业，星罗棋布，大新街口设有集市贸

易场，是全县城乡物质交流集散地之一。全镇现有耕地2296亩，其中旱土637亩，水田1659

亩，以蔬菜、水稻生产为主。建有电灌站6处，装机225千瓦，机灌站装机226马力，开凿盘山

渠道7条，全长15公里，安装喷灌设备27套，百分之九十五的菜地、粮田基本上实现了灌溉

自如，早涝保收，稳产高产。

镇内解放前仅有小学1所，学生205人，现已发展到中学1所，小学4所，有教职员工87

人，在校学生3100人。镇内设有广播站、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电影院、电视塔，戏

剧院、灯光球场等文化、体育、娱乐场所。医疗机构，有省工人疗养院1所，县，镇办的中

西医院3所，共有床位599张，医务人员405人，镇属大队均设有合作医疗站。
’

酿溪镇是县内各条公路的起点，也是县内资水航道的唯一重镇，境内设有新邵车站，新

邵公共汽车公司和新邵运输公司，拥有客车23辆，公共汽车4辆，客船3艘。宁邵公路纵贯

其中，北接涟源，南连邵市，水陆交通称便。 一

境内名胜，有“赛双清”，位于“井口潭’石壁之巅，邑人车万育曾建“赛双清”坊于其

上，故名。现存基址。山下有洞，直穿潭底。相传乾隆间有人秉炬采之，行三里许，忽闻鼓

楫声，惊骇而返。上有南岳殿，形似“高庙”(即邵市高庙)，其址已毁。

·7D· 馥溪镇



标准名称

新邵县 ，

酿溪镇

大新街居委会

大新街

临江街

： 资码街

小河街

新居路

南北路

仁山路

新涟街居委会
． 新涟街

六塘路

环城路

新阳路
一 塔坪路

酿溪大队

田子垅

炭冲

井口潭

大院子

酿溪
、 大塘大队

台子上

老屋塘院子

罗三院子

喻家院子

斗山院子

畔田大队

畔田湾

王安坪

毛刀冲

上毛刀冲

毛刀冲

细口冲

新院子

沙湾大队

下沙湾

沙湾。

汉语拼音

×Tnshao XiSn

NiSngxT Zh吾n

D5xTnjia Jnw吾ihuT

Da×Tn Ji百

LTnji石ng Ji百

ZTm百Ji百

×iSohC，Ji百

XTnD Ld

N6nb否．i LO

R百nsh百n LO

XTnli6nji8 Jow否ihuT

XTnliSn Ji百

Li5t6ng Ld

Hu6nch否ng LO

XTn—Y6ng Ld

TSpTng LO

NiSngxT Dadul_

Ti6nzil6ng

TOnchOng

JTngk6ut6n

D6yu6nzi

NiangxT

D5t6ng D6duJ『

TSizishang

LSowot6ngyu6nzi

Lu6sanyuanzi
。

№旧yuanzi

D6ushanyu5nzi

P6nt i6n D6duT

Panti6nwan

W5ng’a叩Tng

H60daochOng

Shangm石odaoch6ng

M60daoch6ng

Xlk6uchSng

XTnyuanzi

Shawan D5duT

×iashOwdn

Showan

备 注

620588人，驻地酿溪镇大新街。

18982人，驻地临江街。

1558人，驻地新涟街6号。

解放后新建大街，因名大新街。

因街临资江而得名。

因直通资江码头，故名。

此街沿小河而建，故名。

沿路均皆新居，故名新居路。

此路贯穿县城南北，故名。

此路解放前称神山弄子，因带迷信色彩，后改名

367人，驻地新涟街6号。

系新邵通往涟源方向的一条街，故名。

相传此地有六口塘，故取名六塘路。

此路环绕城镇而建，故名。

系新邵通往邵阳方向的一条路，故名新阳路。

此路经过塔公坪，故名塔坪路。

883人，耕地78．8亩，驻地田子垅。

此村曾是一片田垅。

此冲曾挖煤炭，故名炭冲。

村以井口潭得名，潭上峭峰曾建赛双清亭。

村以大院子得名。

村处酿溪河出口，故以此河得名。

1415人，耕地141亩，驻地台子上。

村处小山堆上，故名台子上。 ·

村以老屋塘院子得名。

相传村以罗三娘住院得名。

此村俞姓聚居，故名。

相传村以孙姓斗山公公所建住院得名。

1185人，耕地607亩，驻地畔田湾。

传此湾遭洪水冲垮一半，名半田湾，演为畔田湾

此村地势平坦，王姓集居，因名。

此冲地形似茅草刀，故名。

位于毛刀冲上首。

片村。以自然村毛刀冲得名。

此冲细长，故名细口冲。

村以新院子得名。

1417人，耕地506亩，驻地下沙湾。

村处资水河湾下沙洲，故名。 ，

片村。地处资水河湾沙洲，辖上、下沙湾。

酿溪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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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廖家湾

岔路口

栗山大队

栗山

六其岭

对面岭

长滩大队

黄家冲

长滩

黄家门前

备 注

此村廖姓聚居。

村处酿溪至邵阳，酿溪至寺门前的分路口。

1153人，耕地418亩，驻地栗山。

村处低丘，曾多粟树。

相传六兄弟一夜修通到达山岭上的路，故名。

村处六其岭的对面，故名对面岭。

1070人，耕地488亩，驻地黄家冲。

此冲黄姓居多。

村临资水长滩，故名。

此村黄姓集居，前临资水，因名。

音

、Ⅲ

，Ⅺ弧

吗

音、

¨

w罾l硼

娜

掌?叫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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