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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国发C1979]305号和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地名工作敝件精神，我县于
1980年12月至1981年7月，进行了全面的地名普查工作。这次普查是以1968年版1 l 50，000

地形图为基础资料，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自下而上的方法进行的。这一工作大体分两

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1980年12月开始至．1981年元月，以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外业普查，

对每条地名作了调查考证，广泛的搜集民间有关地名的历史传说，获得大量的第一手资

料。对重名的大队予以更名，达到县内大队(包括工区，居委会)以上的行政区划名称不

重名。计更名的公社4个，更名的大队(包括工区，居委会)85个。第二阶段从1981年2

月开始，将外业普查的各项成果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内业整理，查阅典籍与各有关部门的数

据，资料相互参照，核实审定。对一些用字不当，含义不清，错漏字，方言字、生僻字、

异体字和部分大队内重名的地名进行了更改，增补和调整。使地名成果影地名卡片，地
形图和文字概况相～致，使地名达到标准化和规范化。全县共普查地名2，261条，对照原地

形图增补地名501条，删减60条，勘误78条。

《江永县地名录))是以地名普查的各项资科为依据编纂的，是地名普查的成果之一。

((江永县地名录》卷首部分有县地图和全县工业，农业、林业、水电、交通，教育、卫生，

名胜古迹等图片I及其说明53张。在卷中部分将全县地名分为j压大类排列：属行政区划、自

然村的l，237条；自然地理实体的348条；人工建筑物的165条，企事业单位的494条}革

命纪念地、名胜古迹的17条。绘制镇、社，场地名图23幅及图例l幅，分别作为有关部分

的j诘页：各条地名均为标准名称，并用汉语拼音拼写。在备注栏内，行政区划，自然村的

名称来历、更替及含义因受版面的限制，故择其扼要地撰写，其它地名则择录有与其相关

的数据。卷尾部分是附录，有1979年经省或地区批准更名的公社，大队新旧名称对照表和

大队人口，耕地面积表，江永县沿革表等。全书约30万字。书rjj引用的数据大部分以1979

年底的统计数为准，其它年份的数据均标明日期。各类数据，均以有关部门的统计数为依

据。基本数用绝对数，～般数用约数，基础数和发展数用百分比。县以省境定方位，镇、

社、场以县境定方位，各地与县城的距离以地图上的直线里程为标准。专业术语按其主管

部门的口径统一提法。

我县地名普查是零陵地区的试点，是在省地名委员会，地区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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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县人大常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及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为此特向在

地名普查工作中作出贡献的全体同志和大力支持，热情帮助地名普查工作的有关单位表示

衷心的感谢。

我县大规模的地名普查还是第一次，编辑出版地名录更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外业普

查时间仓促，内业整理人员有限，专业技术力量薄弱，编辑人员业务水平撼低，当中粗谬

不妥之处一定不少，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

，

江永县地名普查办公室

一九八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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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县概．况

江永县位于湖南省南部边陲，都庞岭东南麓，东径110。577至1儿。417，北纬24。55，

至25。29，之间。东北与道县相接，东南与江华瑶族自治县交界，南面与广西富川县毗邻，

西南与广西恭城县接壤，西北与广西灌阳县相连。东西长73公里，南北宽63公里，面积

1。817平方公里，合272．67Y寓。其中l林地102．6万亩，水田23．5万甫，旱土8万亩，水面

6万亩，荒山，石岭，草地及其它132．5万亩。辖18个公社、2个镇、2个国营农场、1

个国营林场，245个大队(包括工区)，1，646个生产队，计968个自然村。1979年全县共

48，956户，231，652人。其中：汉族43，145户，204，517人’瑶，苗，彝，壮，满、回，

侗，佤、黎，布衣、蒙古，毛难，土家族5，811户，27，135人。

江永县历史悠久。秦属长沙，桂林郡边陲之地。汉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前后，

江永县西南部，广西恭城县东北部和富川县西北隅为谢沐县，以沐水得名，东北是营浦县

的一部分疆域。谢沐汉属苍梧郡，三国吴至南北朝属临贺郡(宋改临庆国)，县治在甘棠

村附近I营浦属零陵郡。隋朝，谢沐、营浦合并为永阳县，居都庞岭南麓，南向为阳，

故名，县治设道县城。唐贞观8年(公元634年)省入营道；天授2年(公元691年)拆营道

复置永阳县，县治设塔山圳景村附近，属道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以永明岭(即

-鄙庞岭)定县名，改永阳县为永明县，县治迁至自塔山白塔脚村附近，属江华郡。宋熙宁

5年(公元1072年)省为镇，入营道，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复置。元属道州路，县治

始髭潇浦镇(城关镇)。明属道州。清属永州府。民国属第七行政督察区。

1949年11月，永明县获得解放。11月23El成立了县人民政府和区，乡人民政权机构。

j 955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划江华县自芒营、大路镐、沱江、桥头铺区入永明，更名

iI：衣县。1956年撤区并乡。】958iI-10月，E{芒营、大路铺、沱江区仍划归江华，江永县名

侏留；公社化建立lo个人民公社，1个镇。1961年复区，拆为41个公社，2个镇。1965耷：

撒区。1966年社教运动后，并成184-公社、2个镇、1个国营林场。1969年省管国营回龙

玎，锕山II,令农场隶属江永县。县人民政府驻地城关镇(潇浦镇)。

江永县地属南呤l』j脉的山地丘陵区，四面八方山峰林立；层山高耸在县城前面，祖龙

峰墀立于县城岳面；都庞岭绵延县境南、西、北边沿，崇山峻岭，巍峨挺拔，萌清岭横亘

尔部边境；巾部孤山星罗杉}布，峰峦秀丽，林木葱茏。县境四围边陲和中问地势较高，东

二i【=部和西南部地势偏低；最高点在县北与道县，灌阳县交界的都庞岭山峰天步峰(亦名杉

木顶)，海拔l，951米，最低点在县西南的粗石江公社仙姑塘大队，海拔195米。南北两面

之间，形成许多山间盆地。以县境西南的桃川盆地为最大，方圆320平方公里，人称“好

鸟难飞桃川洞"。县境河水分东北、西南两向倾流。沱水由南向北穿东境，消江从西北流

，尹



向东北进邋县，注入潇水，属长江水系；桃水自西北向弧I{；i，流经广酒恭城县，注入桂

江，属珠江水系。沿河两岸，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村庄稠密，景色：宣人。

江永县属弧热带季风湿海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严寒期短，生长季长。春季多

雨，三暑易早。年平均气温在17．77 C至18．8。C之间。1月平均气温6。C，7月平均气

温28。C。多年平均降雨量1，445毫米，蒸发量l，100遣米。风向多为东北偏东风，7月可

出现南风。降霜期一般在12月上旬至次年2月巾甸之间，无霜期300天左右。12月至次年

2月为积雪时期，历年平均积雪日数为l天左右，最多6天。日照1，800／b时。

江永县自然资源丰储。由于雨量充沛，山谷溪流落差较大，水力资源丰富。地下矿藏

种类繁多，已查明的有铜、锰、铅、‘锌、钨、锑、锡、煤、铁、金，银、水晶、方解石、

云母，石英等42种。蕴藏量较多，品位较高的有钢和锰，产于铜山岭、黄甲岭～带。铅、

锌分布较，“，粗石江，锎山岭，夏层铺，井边等地均有。 ：t

解放前，江永县只有几家小型手工业作坊。现有铜山岭有色金属矿、黑山1：3铅锌矿、

江永糖厂，桃川糖厂，农机厂，酒厂、水泥厂，印刷厂、回龙圩茶厂等企业。有全民所有制

职：E10，126人。1979年工业总产值l，209万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5，762万元的20．9％。

农业以粮食作物为主：耕地由1949年的18万亩扩大到1979年的31．5万亩。1979年全县

播种早中稻216，156诖i，晚稻138，193亩，薯类44，186亩。粮食总产量22，164万斤，相当子

解放前总产量6，800万斤的3．5倍。多种经营主要有林木、甘蔗、畜牧、水果、茶叶、烤烟

等。1979年生产食用植物油219万斤，白糖1，800n屯，水果208．9)7斤，茶叶29万斤，烤烟

14．4万斤，牲猪存栏1l万头，耕牛发展到3．3万头；农副业收入4，553万元，社员人平收入

96元。全县绿化了荒山36万赢，大部分葱郁成林，已开始问伐。杉，松及各种杂木的储

量达276．7)7立方米，主要分布在高泽源，源口、粗石江、井边，大远，上江圩等地。1979

年生产木材3万立方米。农业特产甚多，著名的有畅销国内外市场的“江永三香"。即：

香米、香芋、香柚。香米称为“稻米之珍’’，产于源口公社黄土坳大队20亩水田。其米

“入饭少许即香’’，其种不能移植，因而罕珍。香芋俗称槟榔芋，肉质松疏，营养丰富，

味芬香，主要产于桃川、上洞，城下、粗石江等公社。香柚系数百年前由广西引进沙田柚的

变种，既保持j7沙田椭清香，味甜、肉脆、皮薄和果腹呈现金钱印环的特点，又增加了果个

大，水分多，果型美、皮色艳等特性，盛产了：粗石江、桃川、城下等公社。此外，产于源

口的香菇，比其它地方的更香甜。江永民谣： “城下杨梅福洞姜，所城萝卜片J船装。"说

的是城下公社的“枯炭’’(黑红色)杨梅酸甜可口；桃川公社所城大队盛产萝f、、白菜，

1958年曾荣获国务院奖状，冷水铺公社福洞大队生产的生姜，产量离、肉嫩脆、少筋络、

辣味适中，将其腌入坛罐，色泽鲜艳、经久不黯。 。

解放后，江永县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显著。兴建了中型水库l座，小(-I一)型水库10

座，小(二)型水库102座，设计蓄水量9，447万立方米，1979年已达到6，779．5)7立方米；建

河坝和山塘3，407处，蓄水量184万立方米；总灌溉面积18万亩。建28珏以上的排灌站287

处，5，021万马力，灌溉面积2．6万亩。建小水电站116处，+装机3，992旺。在农田基本建

设的同时，全县生产和购置了大量的农用机械，总动力2．3万马力。培养了农机人员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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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排灌，农副产品加工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

过去，江永县交通不便行路难，如今社社镇镇通汽车。全县公路总长217．6公里，其

中客运线路173．2公里。东北通道县，东南抵江华，南面往富川，西南达恭城，四通八达。

沿途圩场集镇星罗棋布，城乡贸易购销两旺。1979年社会商品零售额2，662万元。其中消

费品零售总额2，009万元，农副产品购进总值1，291万元。

文教卫生事业在迅速发展。解放初期，全县只有小学154所，学生5，676人，教师219

人；初中2所，学生907人，教N27人，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4％。1979年，全县有小学326

所，在校学生35，568人，小学教职人员1，369人，中学29所，在校学生9，763人，中学教职

人员666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1．7％。

解放前，没有电影，广播和电视，现在一应俱全。从县到社建立了文化网。解放前，

全县只有l所小医院，缺医少药，是高疟、血丝虫病多的地区。1979年有县医院3所，

地区医院4所，公社、场卫生院17所，国家医务人员557人’合作医疗站265个，赤脚医生

289人，共有病床419张。消灭了天花，霍乱，鼠疫，血丝虫等疾病，基本上杜绝了疟疾。

江永县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洪秀全领导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义，经龙虎关到江永境

内，集众数万，直捣道州和宁远。1926年11月，永明县在中共湖南省委派遣的永(明)、

江(华)，道(县)三县特派员王文的领导下，成立了永明县农民盼会和农、工、商、学、

兵联合会，发展会员2，000人。开展了破除封建迷信，减租减息和剪发、放足，戒鸦片以

及打土豪劣绅、反贪官污吏等斗争。1927年1月，由王文组织在永明县王家花园成立中共

湖南省永明县支部，发展党员12人。1934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红军长征先

遣团，从道县经江永到江华，后又迂回江永再入道县。王文为与红军取得联系，在寻找红

军途中与国民党军警遭遇而负枪伤，农历9月23日牺牲。王文烈士1905年4月23日出生于

消江公社江丰大队王家村。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福建长汀

出发，，I：始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Ⅵ{年12月，红九军131稃l圣J：星纵队、红五军团、

红八军团先后经过江永，并作了休整，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县城东北一中校地的一棵大

树上，当年红军战士书刻了“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保家卫国当红军"的标语口号，至

今鼓舞人民奋发向上。1979年2月，在对越南自卫还战击的班占战斗中，壮烈牺牲的雷应

川烈士，出生于冷水铺公社大兴大队雷家村l 5月，雷应川烈士生前所在的部队追记他一

等功，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中央军委授予他“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县境名胜有高耸险峻的“三峰霁雪’’，宏伟壮观的“五岭朝霞"，引人向往的“鹅岩

飞瀑’’，神奇奠测的“麟石腾烟"，深邃奇观的“层岩叠翠"，泾渭分明的“潇水拖蓝"，

有当年红军战士刻字宣传的“红军树’’和“永济亭"；有古人题词“忠孝节廉”的“月波

亭"摩岩石刻；更有劳动人民建造的不少寄托美好愿望的古代建筑，如“风亭寺矽、 “圳

景塔"等等。古迹犹存，引入游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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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关。5镇
C I．I E N G G U A N ZH E N

镇政府驻地：解放街
人 口：9，315人

耕地面积：9 3 4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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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概况

城关镇，原名潇浦镇，位于县境中部，居消江(潇水)河畔，乃县城驻地，敞名。据

《永明县志))载：城廓始建予元朝，昔为土墙。明洪武2年(公元1369年)增修。尔后永

明历代县治均设此。

． 解放后为潇浦镇。1950年隶属潇浦区。】953年成立城关镇至今。镇政府驻潇浦街，辖

2个居委会，2个蔬菜大队，共2，176户，9，315人(包括驻镇单位)。其中：汉族2，165

户，9，295人；瑶、苗、彝、壮、满等少数民族ll户，20人(不包括外县家属)。全镇方

圆3平方公里，四周与消江公社接壤，耕地面积934甫。其中：水田7儿亩，旱土223亩。

城关镇北屏祖龙峰，南倚层山岭，消江纵贯南北，风光优美。民谣： “永11月美，似仙

境，桂林山，阳朔水。苏洲庭院落潇水，瑶池仙子潇浦会。’’《永明县志》曾有“永明

八景’’记载。这些幽深曲折的岩洞，高悬山崖的飞瀑，耸立云霄的宝塔，波光粼粼的江

水，不仅旧貌庄严，而且更添新装。具有民族特色的六拱“五～"大桥飞架南北，勾通往

来。层岩北麓是蔬菜队的田园，花果叠翠，四时如春。城内新建的楼房鳞次栉比，城南工

矿区厂房林立。幽美的自然风光与新的建筑物交相晖映，昔日古老的城廓，已是富丽的Lb

城。

城关镇不仅风光秀丽，而且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中路经

永明，红军战士在江永一中(昔龙母寺)的一棵大树上书刻“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的字迹

至今仍然保存。

近年镇、街企业蓬勃发展，有造纸厂、塑料凉鞋厂、商标厂、家具厂，工艺厂、照相

馆，综合农场等企业单位45个。1979年全镇企业总收入30．09万元。1981年新办的塑料凉

鞋厂产品销售省内外，综合场挖掘鱼塘100亩，大力发展养龟业，全镇粮食、蔬菜，牲猪

等都有很大的发展。

城关镇是江永县政治、经济、交通、文化、教育的中心。1953年开始修建公路，迄

今汽车可直达各社、镇、场；北上零陵，南通贺县，东往江华，西南抵恭城，交通甚为方

便。文教卫生事业发展快，现有中学2所，小学2所，在校学生2，700人。镇内有县人民

医院，中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和计划生育机构，镇，街办有综合防治站，牙科

诊所、按摩诊所I确保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县文化馆、图书馆，电影院、肢剧团、广播

站、电视差转台等文化机构和团体，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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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一 汉语拼音 备 注 驻地

江永县 J i an gY 6n 9 X i an 原永明县，1955年改江永县。 城北街

城关锁 C h色n g 9 u An Zhe n 原潇浦镇，1953年改城关镇。 解放街

潇浦街居委会X iaOPdji邑jdw e ihui 。以驻地命名，．1， 潇浦街

解放街 一Jiefall g】ie
4

。解放后建的街道，故名。

潇浦街X i磊oP n J ie 居消江北岸的镇中心，故名。

城北街 C he n g b e i J ie； ，， 位于城关镇北面，故名。

城西街 C hell gxi J ie 位于城关镇西面，故名。

南正街脖委会 N矗n zhe ngji色jflw eihtlt以驻地命名。 南正街

南正街 N矗nzhen g】ie 位于城关镇南面，故名。

五一街 W n Y i】i色 以街中“五一"桥命名。

城南街 C h e n gn a1"1 J i邑
， 位于城关镇南部，故名。

城南路 C hell gnan L n 位于城关镇南端，故名。

城东路 C h色ngd019．g L讧 位子城关镇东部，故名。

何家大队He j i a D Adu i’ 以驻地命名。 何家

何家 ‘

H邑j i a一
一 以姓氏得名。

唐家大队Tar1．gjia Dadtti 以驻地命名。 唐家

唐家Tan gjia。 以姓氏得名。

永明八景诗之一《潇水拖蓝》

(明)

源源远派并文流，

浩荡深波泛白鸥。

澄若碧蓝秋色净，

明如素练目光浮。

晚霞半落微茫水，

孤鹜低飞远近洲。

公暇几回来戏浴，

‘’冠缨盥濯思悠悠。
?

；～。二5 0。。。j‘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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