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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口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世世代代的祁东人民在湘江中游=j磷
这块土地止进行了辛勤的劳动，艰苦的创业，用自己的劳动和智

慧创造了无数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城乡建设的成就是人民群

众智慧和劳动的结晶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祁东县城乡建

设虽然几经曲折，但终于以她崭新的风貌，展现了四十年来的巨

大成就。

《祁东县建设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好，全

面系统地记载了祁东县城乡建设的历史和现状。本志的编纂成功，

是祁东县城乡建设的一件大喜事，它具有存史、教育等功能作

用。

本志的编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历时二年多的时间里，

搜集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档案统计年报、图书报刊杂志、旧

史志，县志等资料和进行了认真的调查访问及实地考察，在对这

些材料进行考证、整理、归纳的基础上，进行试写。尔后对初稿

作过多次重大的修改。修改稿打印后，先后送交有关领导和部门

进行审阅，在广泛听取意见进行再修改后，终于完成了祁东县第

一部建设志的撰写任务。

本志根据“详今略古"的原!llIj，重点记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

城乡建设。全志分为大事记编、管理机构编、县城建设编、村镇建

设编、房地产管理编、建设用地管理编、建筑业编、环境保护

编、典型建筑和著名工艺人物编等九编。全志以文为主，附照片

和规划图。给人以直观感，丰富了志书的内容。

《祁东县建设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省、市、县志办的

关怀与指导，得到了有关单位的支持和帮助，趁此表示谢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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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我们没有编纂志书的经验，加之水平有限，文中难免有错误之

处，敬请领导和专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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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安义

一九九。年十月一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载

了祁东县城乡建设的历史和现状。目的在于总结过去，借鉴历

史，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本志时间断限：上溯至1862年，下限至1988年12月，个

别事物延伸至1989年。

三、本志计分九编。依次为大事记编、管理机构编，县城建

设编、村、镇建设编、房地产管理编、建设用地管理编、建筑业

编、环境保护编、典型建筑和著名工艺人物编。志首设概述，志末

设附录。

四、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史文献资料、档案统计年报、图书报

刊杂志、旧史志、县志、调查访问和实地察考资料。为节省文字

编幅，一般不作注释。

五、全志文字记述，并附以图表、照片，做到图文并茂。

六、本志计量单位采用米制。公元纪年一律用阿拉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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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祁东县位于湖南省南部，湘江中游北岸。南连祁阳、冷水滩，

北抵邵东、衡阳，东接衡南、常宁，西邻东安、邵阳。总面积

1868平方公里，辖11个区、13个建制镇、50个乡、870个村。1989

年统计，总人口为85．9257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62654人。

境内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西部四明山脉逶迤，中部祁山

绵延，湘江从东南边缘流经51公里，白河、清江于归阳汇入湘江。

全县属大陆性特色较浓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光照较长、雨

量充足、无霜期长、严寒期短等地带性气候特点，适宜于建筑作

业。

祁东县历史悠久。吴太孙皓元兴元年，永昌、祁阳二县县治

均设今祁东砖塘和金兰桥，经两晋、南北朝不改。隋文帝开皇九

年，永昌、祁阳并入零陵。唐武德四年，复置祁阳县至中华民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4月，将原祁阳县的七、八、九、十

区的全部及第五区、第六区的大部划出建立祁东县，县城设在湘

桂线上的洪桥镇(今改名城关镇)。

明、清时期，祁东境内祠堂、庙宇、桥梁等营造，其规模和

卫艺已达到较高水平。明弘治年间，归阳镇修建的状元桥，气势

宏伟，结构牢固。清光绪14年刘品成等募捐修建的清江桥，全桥

共七拱，居全县石拱桥之首。进入本世纪以来，民国时期，境内

虽有湘桂铁路、衡桂公路建成通车，但封建统治，军阀混战，日

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国民党统治的腐败，荒予治理，城乡建设逐

渐走向衰退，境内竞无一家工业企业和医药卫生机构。民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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