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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它也不断地发展与演变。因

此，全面，系统地进行普查，对经济、文化建设、人防战备，交通运输、外交通讯，资源调

查，城镇规划，人们日常生活交往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一九)k-。年二月至⋯九八二年四月，我们遵照国务院，省人民政府有关地名普查工作

的指示精神，在地，县委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下，采取先普查试点，再全面铺开，先外业调

查，再内业整理的方法，对1 2个区，8 3个公社，四个镇，三个林场、9 l 0个大队，

7 l 6 6个自然村、l 2 7个片村、2 4 0个地片及山、河．水库、电站、渠道、渡槽，桥

梁，渡口、公路、纪念地、名胜古迹和有方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全面作了普查。按标准化，

规范化进行了资料整理和正字、正音、正义处理。共填写地名卡片1942张， 地名成果表644

张，编写地名概况109份I标注l：10万县地形图一幅，绘制1：5万区地形图12幅，纠正

现行行政区划名称与驻地名称不符的85处，图上名称与实地名称不一的1539处，删去不复存

在及失去作用的地名537处，更正带有不健康色彩的地名452处。还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

稳定，反映地理特征，风俗情趣及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原则，更改重名公社三个，命名更名

大队1 9 2个。在此基础上， 编纂了建国以来第一部地名工具书。 为研究我县地名成因规

律，地理结构特征，社会情趣风貌，历史演变过程，经济发展状况，提供了较为准确，可靠

的资料。

《祁阳县地名录》包括行政区划，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企事业单位．纪念地，名

胜古迹五大类。刊录了祁阳县政区图，各区地形图。还择其重要简介，配设了26幅照片。卷

尾附有更名公社，大队对照表。全书约70万字。

本地名录行政区划图只为地名史记，不作划界依据。书中各种数字，均以1980年统计年

报为准。基本数字用绝对数，一般数字用概数，基础数字和发展数字用百分比。总面积按平

方公里，耕地面积以亩为单位，县概所列总面积不等于各区社面积的总和。专业术语，来自

有关业务部门。凡列入本地名录的地名，均是现行标准名称。今后，如须更名、命名，应按

地名管理范围，报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方为有效。

在编纂本书过程中，得到了省地名委员会，行署地名办的直接指导，和省测绘局、衡阳

地质测绘队的大力支持，承县水电局，交通局、档案局、统计局，公安局，气象局，财政

局，文化局，教育局、区划办，图书馆等单位提供资料，李麟书，李云，桂多苏、陈烈，李

集成，王昌荣等同志参加了有关重要史料的座谈，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祁阳印刷厂积极配

合，千方百计提高印刷质量。在此，一并表示真挚的谢意。

地名包含的知识较多，涉及面广，资料既散落在史料之中，又流传于群众之间，我们虽

然作过实际勘查，历史考征，分折研究，力求系统、完善、科学、精确。但由于搜集的地方

志和历史资料不够齐全，对有关单位提供的原始材料未能一一详考，加之我们的思想，业务

水平有限，讹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三年四月



肖家村区地图

q‘>

>

)

)

)

)

)

)

)

)

)

>

>

)

>

，、

)

)

)

)

，

l

6一．

■加

心

坫

掩

孔

驰

打

∞

=：；

：；；

∞

韶

巧

鸺

n

弘

盯

．。

(

．一(

(

(

(

(、(

(

(

(

(

(

(

(

(

(

(

(

(

录

．～一～|：

～

一¨一～|：|：～～～～

～～～¨～～一～．

．1】{

¨

¨

¨

¨，

¨

¨

¨

¨

¨

¨

¨

¨

¨

¨

¨

¨

¨

¨

卜【卜

¨

．¨

．¨

¨h

¨

¨

¨

¨

¨

¨

¨

¨

¨

¨

¨

¨

¨

¨

。

．～

名

一一名名名名一名名名名

～

各名名名名名名

：『

～、

一地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

地地地地地地地

，

¨

¨

¨

．

．

¨

～

一

一

～

～一，况

况．况一况况况况况，

～

况况况况况况况～

．

．图■一村。

一～一概一概概～概概概概概

一

概概概概概概概

一

一

。划■，然

图～况j：社『：社～社社社～社社社图况社社社社社社社

。

．区．～一自况地概一公一公。公．公公．公～公公、地．概一公公公公公公公

，

政～况～，、概

区一区一滩一铺坝泉塘竹水溪区．区

桥；利．马塘。林兴江

一

一

一行一概一划一镇滩一滩一音

桥桥忠

口

，

，

，

县，县．区关音。音观新石东周茅．滴浯忠忠大，胜上三栗祝马

；

言■阳阳一政城观，观～

。

。

，

大大

、

前祁，祁．行、

、

．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区概况⋯⋯⋯⋯⋯⋯⋯⋯⋯⋯⋯⋯⋯⋯⋯⋯⋯⋯⋯⋯⋯⋯⋯⋯⋯⋯⋯⋯⋯⋯(61)

村公社概况地名⋯⋯⋯⋯⋯⋯⋯⋯⋯⋯⋯⋯⋯⋯⋯⋯⋯⋯⋯⋯⋯⋯⋯⋯⋯(63)

里公社概况地名⋯⋯⋯⋯⋯⋯⋯⋯⋯⋯⋯⋯⋯⋯⋯⋯⋯⋯⋯⋯⋯⋯⋯⋯⋯(66)

桥公社概况地名⋯⋯⋯⋯⋯⋯⋯⋯⋯⋯⋯⋯⋯⋯⋯⋯⋯⋯⋯⋯⋯⋯⋯⋯⋯(68)

市公社概况地名⋯⋯⋯⋯⋯⋯⋯⋯⋯⋯⋯⋯⋯⋯⋯⋯⋯⋯⋯⋯⋯⋯⋯⋯⋯(71)

田公社概况地名⋯⋯⋯⋯⋯⋯⋯⋯⋯⋯⋯⋯⋯⋯⋯⋯⋯⋯⋯⋯⋯⋯⋯⋯⋯(74)

汪家公社概况地名⋯⋯⋯⋯⋯⋯⋯⋯⋯⋯⋯⋯⋯⋯⋯⋯⋯⋯⋯⋯⋯⋯⋯⋯⋯(76)
，●

‘大江公社概况地名⋯⋯⋯⋯⋯⋯⋯⋯⋯⋯⋯⋯⋯⋯⋯⋯⋯⋯⋯⋯⋯：⋯⋯⋯”(79)

太平公社概况地名⋯⋯⋯⋯⋯⋯⋯⋯⋯⋯⋯⋯⋯⋯⋯⋯⋯⋯⋯⋯⋯⋯⋯⋯⋯(81)
●'

．

白‘水区地图

白水区概况⋯⋯⋯⋯⋯⋯⋯⋯⋯⋯⋯⋯⋯⋯⋯⋯⋯⋯⋯⋯⋯⋯⋯⋯⋯⋯⋯⋯⋯⋯(85)
：、， ．．

··r ---
*。

‘ ’～
。

白水镇概况 地名⋯⋯⋯⋯⋯⋯⋯⋯⋯⋯⋯⋯⋯⋯⋯⋯⋯⋯⋯⋯⋯⋯⋯⋯⋯(87)
r¨ ⋯、·L ‘’

七里坪公社概况地名⋯⋯⋯⋯⋯⋯⋯⋯⋯⋯⋯⋯⋯⋯⋯⋯⋯⋯⋯⋯⋯⋯⋯⋯⋯(89)
，

-’

朱家桥公社概况地名⋯⋯⋯⋯⋯⋯⋯⋯⋯⋯⋯⋯⋯⋯⋯⋯⋯⋯⋯⋯⋯⋯⋯⋯⋯(92)
，j ．．，． ⋯，． ，． ．，

．、f’

木梓圩公社概况地名⋯⋯⋯⋯⋯⋯⋯⋯⋯⋯⋯⋯⋯⋯⋯⋯⋯⋯⋯⋯⋯⋯⋯⋯⋯(95)
f · -··

···‘。、
、

、

杉木冲公社概况地名⋯⋯⋯⋯⋯⋯⋯⋯⋯⋯⋯⋯⋯⋯⋯⋯⋯⋯⋯⋯⋯⋯⋯⋯⋯(97)
， ¨6

‘⋯
、‘-‘．’+

三江公社概况地名⋯⋯⋯⋯⋯⋯⋯⋯⋯⋯⋯⋯⋯⋯⋯⋯⋯⋯⋯⋯⋯⋯⋯⋯⋯(99)
，．

．。．．。．
．．． ⋯，

。 ：．．

‘

1杨桥坝公社概况地名⋯⋯⋯⋯⋯⋯⋯⋯⋯⋯⋯⋯⋯⋯⋯⋯⋯⋯⋯⋯⋯⋯⋯“(102)
．．．．

．⋯
-’一 !‘．。-‘，

黄泥塘区地图

黄泥塘区概况⋯⋯⋯⋯⋯⋯⋯⋯⋯⋯⋯⋯⋯⋯⋯⋯⋯⋯⋯⋯⋯⋯⋯⋯⋯⋯⋯⋯⋯

黄泥塘公社概况地名⋯⋯⋯⋯⋯⋯⋯⋯⋯⋯⋯⋯⋯⋯⋯⋯⋯⋯⋯⋯⋯⋯⋯⋯
-、

，● ，⋯

+龙口冲公社概况地名⋯⋯⋯⋯⋯⋯⋯⋯⋯⋯⋯⋯⋯⋯⋯⋯⋯⋯⋯⋯⋯⋯⋯⋯
r 二

‘。河埠塘公社概况地名⋯⋯⋯⋯⋯⋯⋯⋯⋯⋯⋯⋯⋯⋯⋯⋯⋯⋯⋯⋯⋯⋯⋯⋯
／ f ··

‘‘

hJ ，

、

石梓塘公社概况地名⋯⋯⋯⋯⋯⋯⋯⋯⋯⋯⋯⋯⋯⋯⋯⋯⋯⋯⋯⋯⋯⋯⋯⋯
’●

‘

白鹤公社概况地名⋯⋯⋯⋯⋯⋯⋯⋯⋯⋯⋯⋯⋯⋯⋯⋯⋯⋯⋯⋯⋯⋯⋯⋯
：

．．

唐家岭公社概况地名⋯⋯⋯⋯⋯⋯⋯⋯⋯⋯⋯⋯⋯⋯⋯⋯⋯⋯⋯⋯⋯⋯⋯⋯

潘家埠区地图
。

。-，

潘家埠区概况⋯⋯⋯⋯⋯⋯⋯⋯⋯⋯⋯⋯⋯⋯⋯⋯⋯⋯⋯⋯⋯⋯⋯⋯⋯⋯⋯⋯⋯
、

_●‘

塘弦湾公社概况地名⋯⋯⋯⋯⋯⋯⋯⋯⋯⋯⋯⋯⋯⋯⋯⋯⋯⋯⋯⋯⋯⋯⋯⋯

马鞍岭公社概况地名⋯⋯⋯⋯⋯⋯⋯⋯⋯⋯⋯⋯⋯⋯⋯⋯⋯⋯⋯⋯⋯⋯⋯⋯

·Y‘

(105)

(107)

(110)

(113)

(116)

(119)

(122)

(128)

(130)

(133)



，下七渡公社概况地名⋯⋯⋯⋯⋯⋯⋯⋯⋯⋯⋯⋯⋯⋯⋯⋯⋯⋯⋯⋯⋯⋯⋯⋯(136)

石洞源公社概况地名⋯⋯⋯⋯⋯⋯⋯⋯⋯⋯⋯⋯⋯⋯⋯⋯⋯⋯⋯⋯⋯⋯⋯⋯(139)

梅溪公社概况地名⋯⋯⋯⋯⋯⋯⋯⋯⋯⋯⋯⋯⋯⋯⋯⋯⋯⋯⋯⋯⋯⋯⋯⋯(142)

楼梯公社概况地名⋯⋯⋯⋯⋯⋯⋯⋯⋯⋯⋯⋯⋯⋯⋯⋯⋯⋯⋯⋯⋯⋯⋯⋯(146)

松，林公社概况地名⋯⋯⋯⋯⋯⋯⋯⋯⋯⋯⋯⋯⋯⋯⋯⋯⋯⋯⋯⋯⋯⋯⋯⋯(149)

羊角塘区地图

羊角塘区概况⋯，．．⋯⋯⋯⋯⋯⋯⋯⋯⋯⋯⋯⋯⋯⋯⋯⋯⋯⋯⋯⋯⋯⋯⋯⋯⋯⋯⋯

!兰桥公社概况地名⋯⋯⋯⋯⋯⋯⋯⋯⋯⋯⋯⋯⋯-．．⋯⋯⋯⋯⋯⋯⋯⋯⋯⋯

、八歧公社概况地名⋯⋯⋯⋯⋯一⋯⋯⋯⋯⋯⋯⋯⋯⋯⋯⋯⋯⋯⋯⋯⋯⋯⋯

锔银公社概况地名⋯⋯⋯⋯⋯⋯⋯⋯⋯⋯⋯⋯⋯⋯一⋯⋯⋯⋯⋯⋯⋯⋯⋯·

。 平安公社概况地名⋯⋯⋯⋯⋯⋯⋯⋯⋯⋯⋯⋯⋯⋯⋯⋯⋯⋯⋯⋯⋯⋯⋯⋯

城山公社概况地名⋯⋯⋯⋯⋯⋯⋯⋯⋯⋯⋯⋯⋯⋯⋯⋯⋯⋯⋯⋯⋯⋯⋯⋯

，羊角塘公社概况．地名⋯⋯⋯⋯⋯⋯⋯⋯⋯⋯⋯⋯⋯⋯⋯⋯⋯⋯⋯⋯⋯⋯⋯⋯

下马渡区地图 ，．．．

?下马渡区概况．⋯⋯⋯⋯⋯⋯⋯⋯⋯⋯⋯⋯⋯⋯⋯⋯⋯⋯⋯⋯⋯⋯⋯⋯⋯⋯⋯⋯⋯

7。太白山公社概况地名⋯⋯⋯⋯⋯⋯⋯⋯⋯⋯⋯⋯⋯⋯⋯⋯⋯⋯⋯⋯⋯⋯⋯⋯

：’云盘甸公社概况．地名⋯⋯⋯⋯⋯⋯⋯⋯⋯⋯⋯⋯⋯⋯⋯⋯⋯⋯⋯⋯⋯⋯⋯⋯

大桥湾公社概况地名⋯⋯⋯⋯⋯⋯⋯⋯⋯⋯⋯⋯⋯⋯⋯⋯⋯⋯⋯⋯⋯⋯⋯⋯

睦关头公社概况．地名⋯⋯⋯⋯⋯⋯⋯⋯⋯⋯⋯⋯⋯⋯⋯⋯⋯⋯⋯⋯⋯⋯⋯⋯

t文家冲公社概况地名⋯⋯⋯⋯⋯⋯⋯⋯⋯⋯⋯⋯⋯⋯⋯⋯⋯⋯⋯⋯⋯⋯⋯⋯

，‘龙口源公社概况地名．．．⋯⋯⋯⋯⋯⋯⋯⋯⋯⋯⋯⋯⋯⋯⋯⋯⋯⋯⋯⋯⋯⋯⋯

白竹塘公社概况地名⋯⋯⋯⋯⋯⋯⋯⋯⋯⋯⋯⋯⋯⋯⋯⋯⋯⋯⋯⋯⋯⋯⋯⋯

七里桥公社概况地名⋯⋯⋯⋯⋯⋯⋯⋯⋯⋯⋯⋯⋯⋯⋯⋯⋯⋯⋯⋯⋯⋯⋯⋯

：=、赤塘公社概况。地名⋯⋯⋯⋯⋯．．⋯⋯⋯⋯⋯⋯⋯⋯⋯⋯⋯⋯⋯⋯⋯⋯⋯⋯

大村甸区地图．

大村旬区概况⋯一⋯⋯⋯⋯⋯⋯⋯⋯⋯⋯⋯⋯⋯⋯⋯⋯⋯⋯⋯⋯⋯⋯⋯⋯⋯⋯⋯

．，大村甸公社概况地名⋯⋯⋯⋯⋯⋯⋯⋯⋯⋯⋯⋯⋯⋯⋯⋯⋯⋯⋯⋯⋯⋯⋯⋯

苏油坪公社概况地名⋯⋯⋯⋯⋯⋯⋯⋯⋯⋯⋯⋯⋯⋯⋯⋯⋯⋯⋯⋯⋯⋯⋯⋯

芳名亭公社概况，地名⋯⋯⋯⋯⋯⋯⋯⋯⋯⋯⋯⋯⋯⋯⋯⋯⋯⋯⋯⋯⋯⋯⋯⋯

， 许家亭公社概况。地名⋯⋯⋯⋯⋯⋯⋯⋯⋯⋯⋯⋯⋯⋯⋯⋯_⋯⋯⋯⋯⋯⋯⋯

(153)

(154)

(157)

(160)

(162)

(165)

(168)

(172)

(174)

(178)

(181)

(185)

(189)

(192)

(194)

(197)

(200)

(204)

(206)

(209)

(212)



何公题公社概况地名⋯⋯⋯⋯⋯⋯⋯⋯⋯⋯⋯⋯⋯⋯⋯⋯⋯⋯⋯⋯⋯⋯⋯⋯(218>

新铺子公社概况地名⋯⋯⋯⋯⋯⋯⋯⋯⋯⋯⋯⋯⋯⋯⋯⋯⋯⋯⋯⋯⋯⋯⋯⋯(221>

黎家坪区地图
’ ⋯

：

黎家坪区概况⋯⋯⋯⋯⋯⋯⋯⋯⋯⋯⋯⋯⋯⋯⋯⋯⋯⋯⋯⋯⋯⋯⋯⋯⋯⋯⋯⋯⋯(225>

黎家坪镇概况 地名⋯⋯⋯⋯⋯⋯⋯⋯⋯⋯⋯⋯⋯⋯⋯⋯_⋯⋯⋯⋯．．．⋯．．一．(Z27)r

黎家坪公社概况地名⋯⋯⋯⋯⋯⋯⋯⋯⋯⋯⋯⋯⋯⋯⋯⋯⋯⋯⋯⋯⋯⋯⋯⋯(229>

张公坪公社概况地名⋯⋯⋯⋯⋯⋯⋯⋯⋯⋯⋯⋯⋯⋯m⋯一⋯一⋯⋯：⋯⋯”(232>

横江桥公社概况。地名⋯⋯⋯⋯⋯m⋯⋯．．．⋯一⋯⋯‰一m·．．．；jj⋯：⋯⋯⋯．．．：：(235>

，白茅滩公社概况地名⋯⋯⋯m⋯⋯⋯⋯⋯m⋯-．．⋯⋯m一一一，：⋯一。：·：jj．⋯t0(：237>

“文富市公社概况，地名⋯⋯⋯⋯⋯⋯⋯⋯⋯⋯、⋯⋯⋯⋯⋯、、，⋯⋯”j·jo⋯0；·；(垒40>

‘j九龙寺公社概况地名⋯⋯一-．．．．．⋯⋯⋯⋯⋯．．．⋯．．．一⋯⋯，；⋯：⋯：·：：o．：⋯⋯一：(244>

文明铺区地图、 ⋯-- ，⋯⋯⋯⋯一 ⋯⋯⋯⋯⋯⋯_．～．j一： 7．：。：。。：

史明铺区概况⋯⋯⋯⋯⋯⋯⋯⋯⋯⋯⋯⋯⋯⋯⋯⋯⋯⋯一m．．．⋯．．．．⋯：．：．．．：：．o”。，’’(‘248>

文明镇概况 地名⋯⋯⋯⋯⋯⋯⋯⋯⋯⋯⋯⋯⋯⋯⋯⋯⋯⋯⋯⋯⋯⋯：⋯-：(249>

文明铺公社概况地名⋯⋯⋯⋯⋯⋯⋯⋯⋯-⋯⋯⋯⋯⋯．、、一一⋯⋯i一⋯·．：⋯．．：(zsi>

狭江公社概况地名⋯⋯⋯⋯⋯⋯⋯⋯⋯⋯⋯⋯⋯⋯⋯⋯：··：⋯⋯：：⋯⋯一·：l(255>

大坪铺公社概况地名⋯⋯⋯⋯⋯⋯⋯⋯⋯⋯⋯⋯⋯⋯⋯⋯：”··⋯⋯⋯⋯⋯⋯·(258>

龚家坪公社概况地名⋯⋯⋯⋯⋯⋯⋯⋯⋯⋯⋯⋯⋯⋯⋯⋯”：⋯⋯·：·；、⋯⋯⋯(261>

窑头铺公社概况地名⋯⋯⋯⋯⋯⋯⋯⋯⋯⋯⋯⋯⋯⋯⋯⋯⋯⋯⋯⋯⋯⋯⋯⋯(264>

高码头公社概况地名⋯⋯⋯⋯⋯⋯⋯⋯⋯⋯⋯⋯⋯⋯⋯⋯⋯⋯⋯⋯⋯⋯⋯⋯：(267>

松林湾公社概况地名⋯⋯⋯⋯⋯⋯⋯⋯⋯⋯⋯⋯⋯⋯⋯⋯．．．⋯⋯⋯·：⋯⋯⋯·(270>

金洞区地图
i’

金洞区概况⋯⋯⋯⋯⋯⋯⋯⋯⋯⋯⋯⋯⋯⋯⋯⋯⋯⋯⋯⋯⋯⋯⋯⋯⋯⋯⋯⋯⋯⋯(274>

金洞公社概况地名⋯⋯⋯⋯⋯⋯⋯⋯⋯⋯⋯⋯⋯⋯⋯⋯⋯⋯⋯⋯⋯⋯⋯⋯(276)

石古源公社概况地名⋯⋯⋯⋯⋯⋯⋯⋯⋯⋯⋯⋯⋯⋯⋯⋯⋯⋯⋯⋯⋯⋯⋯⋯(279>

上司源公社概况地名⋯⋯⋯⋯⋯⋯⋯⋯⋯⋯⋯⋯⋯⋯⋯⋯⋯⋯⋯⋯⋯⋯⋯⋯(282>

晒北滩公社概况地名⋯⋯⋯⋯⋯⋯⋯⋯⋯⋯⋯⋯⋯．．．⋯⋯⋯⋯⋯··：⋯⋯⋯⋯、(285>

小金洞公社概况地名⋯⋯⋯⋯⋯⋯⋯⋯⋯⋯⋯⋯⋯⋯⋯⋯⋯⋯⋯⋯⋯⋯⋯⋯(289>

白果市公社概况地名⋯⋯⋯⋯⋯⋯⋯⋯⋯⋯⋯⋯⋯⋯⋯⋯⋯⋯⋯⋯⋯⋯⋯⋯‘(292>

风凰公社概况地名⋯⋯⋯⋯⋯⋯⋯⋯⋯⋯⋯⋯⋯⋯⋯⋯⋯⋯⋯⋯⋯⋯⋯⋯(295>

·Ⅵ·



自然地理实体⋯⋯⋯⋯⋯⋯⋯⋯⋯⋯⋯⋯⋯⋯⋯⋯⋯⋯⋯⋯⋯⋯⋯⋯⋯⋯⋯⋯⋯⋯
一’，●。

⋯

祁山概况⋯⋯⋯⋯⋯⋯⋯⋯⋯⋯⋯⋯⋯⋯⋯⋯⋯⋯⋯⋯⋯⋯⋯⋯⋯⋯⋯⋯⋯⋯

白水概况⋯⋯⋯⋯⋯⋯⋯⋯⋯⋯⋯⋯⋯⋯⋯⋯⋯⋯⋯⋯⋯⋯⋯⋯⋯⋯⋯⋯⋯⋯
·j ．

祁水概况⋯⋯⋯⋯⋯⋯⋯⋯⋯⋯⋯⋯⋯⋯⋯⋯⋯⋯⋯⋯⋯⋯⋯⋯⋯⋯⋯⋯⋯⋯
●●

熊罴岭⋯⋯⋯⋯⋯⋯⋯⋯⋯⋯⋯⋯⋯⋯⋯⋯⋯⋯⋯⋯⋯⋯⋯⋯⋯⋯⋯⋯⋯⋯⋯

八角岭⋯⋯⋯⋯⋯⋯⋯⋯⋯⋯⋯⋯⋯⋯⋯⋯⋯⋯⋯⋯⋯⋯⋯⋯⋯⋯⋯⋯⋯⋯⋯

白果树⋯⋯⋯⋯⋯⋯⋯⋯⋯⋯⋯⋯⋯⋯⋯⋯⋯⋯⋯⋯⋯⋯⋯⋯⋯⋯⋯⋯⋯⋯⋯

企事业单位⋯⋯⋯⋯⋯⋯⋯⋯⋯⋯⋯⋯⋯⋯⋯⋯⋯⋯⋯⋯⋯⋯⋯⋯⋯⋯⋯⋯⋯⋯⋯

衡阳地区金洞林场概况地名⋯⋯⋯⋯⋯⋯⋯⋯⋯⋯⋯⋯⋯⋯⋯⋯⋯⋯⋯⋯⋯

大江林场概况 地名⋯⋯⋯⋯⋯⋯⋯⋯⋯⋯⋯⋯⋯⋯⋯⋯⋯⋯⋯⋯⋯

挂榜山林场概况 地名⋯⋯⋯⋯⋯⋯⋯⋯⋯⋯⋯⋯⋯⋯⋯⋯⋯⋯⋯⋯⋯

祁阳县氮肥厂、草席厂⋯⋯⋯⋯⋯⋯⋯⋯⋯⋯⋯⋯⋯⋯⋯⋯⋯⋯⋯⋯⋯⋯⋯⋯

畜牧良种场⋯⋯⋯⋯⋯⋯⋯⋯⋯⋯⋯⋯⋯⋯⋯⋯⋯⋯⋯⋯⋯⋯⋯⋯⋯⋯⋯⋯⋯

人工建筑物⋯⋯⋯⋯⋯⋯⋯⋯⋯⋯⋯⋯⋯⋯⋯⋯⋯⋯⋯⋯⋯⋯⋯⋯⋯⋯⋯⋯⋯⋯⋯

内下电站⋯⋯⋯⋯⋯⋯⋯⋯⋯⋯⋯⋯⋯⋯⋯⋯⋯⋯⋯⋯⋯⋯⋯⋯⋯⋯⋯⋯⋯⋯

人民电站⋯⋯⋯⋯⋯⋯⋯⋯⋯⋯⋯⋯⋯⋯⋯⋯⋯⋯⋯⋯⋯⋯⋯⋯⋯⋯⋯⋯⋯⋯

大江水库⋯⋯⋯⋯⋯⋯⋯⋯⋯⋯⋯⋯⋯⋯⋯⋯⋯⋯⋯⋯⋯⋯⋯⋯⋯⋯⋯⋯⋯⋯

乐山渡槽、七里坪渡槽⋯⋯⋯⋯⋯⋯⋯⋯⋯⋯⋯⋯⋯⋯⋯⋯⋯⋯⋯⋯⋯⋯⋯⋯

龙江桥水库，石洞源水库⋯⋯⋯⋯⋯⋯⋯⋯⋯⋯⋯⋯⋯⋯⋯⋯⋯⋯⋯⋯⋯⋯⋯

溘浪滩电灌站⋯⋯⋯⋯⋯⋯⋯⋯⋯⋯⋯⋯⋯⋯⋯⋯⋯⋯⋯⋯⋯⋯⋯⋯⋯⋯⋯⋯

白水大桥，东江桥⋯⋯⋯⋯⋯⋯⋯⋯⋯⋯⋯⋯⋯⋯⋯⋯⋯⋯⋯⋯⋯⋯⋯⋯⋯⋯

名胜古迹⋯⋯⋯⋯⋯⋯⋯⋯⋯⋯⋯⋯⋯⋯⋯⋯⋯⋯⋯⋯⋯⋯⋯⋯⋯⋯⋯⋯⋯⋯⋯⋯

浯溪⋯⋯⋯⋯⋯⋯⋯⋯⋯⋯⋯⋯⋯⋯⋯⋯⋯⋯⋯⋯⋯⋯⋯⋯⋯⋯⋯⋯⋯⋯⋯⋯

烈士纪念碑陶铸题词⋯⋯⋯⋯⋯⋯⋯⋯⋯⋯⋯⋯⋯⋯⋯⋯⋯⋯⋯⋯⋯⋯⋯⋯⋯

烈±纪念碑王首道题词⋯⋯⋯⋯⋯⋯⋯⋯⋯⋯⋯⋯⋯⋯⋯⋯⋯⋯⋯⋯⋯⋯⋯⋯

烈±纪念碑县人民政府祭文⋯⋯⋯⋯⋯⋯⋯⋯⋯⋯⋯⋯⋯⋯⋯⋯⋯⋯⋯⋯⋯⋯

文昌塔⋯⋯⋯⋯⋯⋯⋯⋯⋯⋯⋯⋯⋯⋯⋯⋯⋯⋯⋯⋯⋯⋯⋯⋯⋯⋯⋯⋯⋯⋯⋯

潇湘楼⋯⋯⋯⋯⋯⋯⋯⋯⋯⋯⋯⋯⋯⋯⋯⋯⋯⋯⋯⋯⋯⋯⋯⋯⋯⋯⋯⋯⋯⋯⋯

泮池塘⋯⋯⋯⋯⋯⋯⋯⋯⋯⋯⋯⋯⋯⋯⋯⋯⋯⋯⋯⋯⋯⋯⋯⋯⋯⋯⋯⋯⋯⋯⋯

栖真洞天，坦头岩⋯⋯⋯⋯⋯⋯⋯⋯⋯⋯⋯⋯⋯⋯⋯⋯⋯⋯⋯⋯⋯⋯⋯⋯⋯⋯

)

)

)

)

)

)

)

9

2

3

4

5

6

7

9

O

0

O

O

O

0

2

3

3

3

3

3

3

(

(

(

(

(

(

(



雷洞灵湫⋯⋯⋯⋯⋯⋯⋯⋯⋯⋯⋯⋯⋯⋯⋯⋯⋯⋯⋯⋯⋯⋯⋯⋯⋯⋯⋯⋯⋯⋯(362>

附录：

关于更改部分公社、大队名称的通知⋯⋯⋯⋯⋯⋯⋯⋯⋯⋯⋯⋯⋯⋯⋯⋯⋯⋯(364,)
， ’

． 祁阳县更名公社、大队新旧名称对照表⋯⋯⋯⋯⋯⋯⋯⋯⋯⋯⋯⋯⋯⋯⋯：⋯～(365 y
’

● J●‘

々 ，●
●。

。●
， ●

_'

·Ⅷ·

．．，．．⋯．． 7，。 }’≯’·’‘’·‘

．．⋯．．．．．．，‘’t；。 ⋯．·。 ：～。．7．



一

●
，

祁 阳 县。，概，况

：。-祁阳县位于湖南省南部，湘江中游。东与常宁、桂阳县相连，南跟桂阳、新田、宁远、双牌

四县交界，西同零陵县毗邻，北和祁东县接壤。面积2，522平方公里，折378-．3万亩。．其中稻

田600，028宦}旱土98，954亩，林地l，552，196亩，水面352，000．亩，其他117．9万亩。

有189，295户，798，979人，|汉族占绝大多数，兄弟民族2，674人，，以世居瑶族为主。全县划

分12个区，83个公社，，2个林场，1_个区级镇，3个社级镇，910个大队， (其中6个农科

站’．15个居民委员会。4。690令自然村。．～⋯二 ⋯“．，， 一 n，。 。．

!．’祁阳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便开始垦殖·历代地域分合频繁，，商周属荆州，春秋为楚

南，秦系长沙郡地。西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设置泉陵侯国地’东汉易侯国为

泉陵县，均属零陵郡。三国吴侯孙皓从泉陵县分出祁阳、永昌二县，始有口祁阳黟县名。县治

驻今祁东县金兰桥，因地处祁山之阳(按。．古以南为阳)而名。两晋南北朝相沿耒改。隋文

帝时撤祁阳i。永昌，应阳入零陵县，归零陵郡辖．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析零陵，

复置祁阳县《包括永昌县境)，建治子境内老山湾，属永州零陵郡。元废郡为路，祁阳属永

州路。明太祖又废路为府，t都阳属永州府。代宗三年<公元1453年)，’因原治濒临湘江，屡

遭潮泛，便迁东北高阜祁水汇于湘江处，始建今县城。清不变二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

．智J祁阳，宁远’：零陵、新田，桂阳：常宁六县部分地设置阳明县，=十年(t931年>改阳阴

特区，立行署于石鼓园。同年废。，。‘．：?、”二。，一j 1。_一㈡“’j■，：。。-卜，j．．。，一：，i’』，夕

专：．j’1949年10月祁阳解放，随即建立祁阳县人民政府：、1950年成立14个区(包括城关区)，

185个乡j1952年3月将东北部划出≯设立祁东县-。两县均属湘南行署‘。1953年元月改为衡阳

专区领导。1954年将宁远县第11区(今金洞区大部分地)划归祁阳。同年，祁阳行政区域重

新划分，设儿个区；r ZOz个乡．。19．56年撤区并乡。’成立4个办事处；50今乡；‘3个镇6 1958

年建立25个人民公社矗i959年并为18个公社0 196，1年调整体制时一+设12个区；83个公社，·3

．个镇；．‘蕾个林场。：。、1968年成立祁阳县革命委员会0‘1980年12月复称祁阳县人民政府。驻城关

镇龙山一．(i981年5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黎家坪镇f了h√(jo：}l：¨j(⋯J，h(．’：}T；

t!i祁阳是～个山地居多；平原较次，f，部分冈丘的盆地县·’_湘江自西向东分县境为南北二

部。．南部由南而北顿斜递降i’最高峰l，431米；。最低处63米，“相差l，368米j南陲系阳明山山

脉-座落面积700多平方公里；绝顶串风坳1，●3l米·山巍岭竣≥，即为虎踞龙盘的天然屏障，．7

．文是瑰丽缤纷的林本，．J中药宝库j北部由北向南颌斜·i其阀地势彼此起伏，：错综复杂，东北
，

勿一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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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有祁山，主峰海拔779．4米，脊峰略呈南北向，延伸38公里后，逐渐过渡到冈丘平地。 山

岭群峰复叠，秀色可掬。西北为四明山脉，山体以西南向东北逶迤， 面积不大， 余峰高程

656米，山脉延伸不远便降到300米。沿江两岸属祁阳盆地的中央部位．以平原居首，冈地其

次，间有丘陵，平原、冈地，丘陵相互交错，嵌缀其间，土肥地沃，水源充实，是水稻，油

茶、豆麦、甘蔗丰产区。

祁阳属湘江水系。主要支流南有白水，北有祁水，清江J二级支流南有大，小黄司河，黄

溪河。湘江ti许家亭公社细瓦皂村入境，由西向东横贯全境，绵亘96公里， 从唐家岭九洲东

流祁东、常宁。祁水有二源，分别从杉树桥，上头院入境，于双江口合，经境；[L11个公社于海水湾

汇入湘江。白水从白竹背入境，穿越境南lO个公社，于白水镇注入湘江。清江源出祁山以东刘家

岭，经祁东折转于堰老头入境，穿县境羊角塘迁迥于祁东归阳入湘江。

全境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舂夏之交雨涝沱，．间有风灾及冰雹，盛夏伏旱连秋旱，

霸期较短雪不多。年平均气温18．2度。元月最低，平均气温6．1度，日极端低温一8．4度’七月

最热，平均气温29．6度，日最高气温40度。年平均日照时数l，623小时，年大于10度的活动积温

为5，734．6度，年无霜期平均291天，年降雨量平均1，271．8毫米。金洞受地形影响与境内中、北

部略有差异，常年平均气温低7．2度，年平均降雨盈多300毫米。

植物资源丰富。用材林有杉、松、樟，梓、楠、稠等，面积117万多亩，主要分布在金

洞，肖家村，下马渡，大忠桥，潘家埠等山区社队和林场。杉木总蓄积量203．6万方，楠竹

总蓄积量755万根，素有“湘南亚森"之称．经济林以油茶为主，兼有油桐、乌桕。1980年

产茶油268．6万斤，观音滩，白水为主要产区。‘果树以柑桔为主，培植面积三万二千多亩，

1980年收枯二万八千多担，比一九五二年增长28．9倍，产量居衡阳地区之冠．梨、蜜桃、板

栗发展迅速。经济林年总产值四千多万元．道地药材70余种，。主要有白果，乌梅，淮山，丹

皮，白芍，香附，半夏，乌药，白芷，还产珍贵药材鹿茸、蛇胆．

矿产藏量丰盛．主要资源有煤，铁，锰，铜，锑、铅、锌，硫磺，石灰石等．煤以观音

滩，黄泥塘，三口塘为中心产地，藏区约150平方公里．矿质纯优，自唐宋掘采至今．石灰

石漫布全县，金洞一带藏有鸟金砂· ． ，：

。
，’

农业自解放以来至1980年发展迅速。解放前生产单一，产量很低，人民度着风雨如晦的岁

月·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推广科学技术，改革耕作制度，大力兴修水

利，提高农业机械化效益，生产条件逐步改善，产量不断上升。全县兴建中型水库二处(大江、龙

江桥)，小(一)型水库30座，小(二)型水库166座，电站一处，上型号河坝17处，水轮泵站98处，．

装机199台I电灌站163处，装机167台，4，912千瓦I兴修35，000伏高压变电站四个，装机960台，

488伏安。架设高低压线路1，825．5公里，电力排灌475处，装机491台，10，431．8千瓦，机械

排灌拥有量6，515台，动力61．246马力I喷灌设备77套，大江千渠103公里，支渠l，089．53里I

双牌灌区在境干渠17公里，支渠185．5公里I龙江桥主干渠26．75公里，．基本形成大、’中，小

‘2)



结合．蓄、引、提，喷结合的排灌系统。有效灌溉面积(未计旱土)559，573亩， 占耕地面

积的80．8％，随着水利条件的不断改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逐步增强。1980年全县种植水

稻546，214亩，总产64j656万斤，平均亩产1，1冀4斤，为解放初期亩产300多斤的三倍多I甘薯、

小麦、豆类同时获得丰收，农业总产值13，441万元，为1952年3，839万元的3．5倍。棉花总产17．8

．万斤，比解放初期增长七倍。油菜、花生、芝麻等作物1980年播种19，607亩，总产量272．6力‘斤，

为解放初期的5．5倍。其他经济作物黄花菜、生姜，芋头、甘蔗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 种植业的发展促进了养殖业的增收。牲猪饲养1980年53．78万头， 为一九五二年的3．5

倍。鱼类养殖有青、草、鲢，鳙、鲤等20多种，1980年放养水面58，000亩，年产596万斤，

亩产百多斤，列全省第三位。文富市人工繁殖的黄皮鲜闻名全省。湘江老三湾一带溶洞中产

古今驰名的珍贵竹鱼，肉嫩养丰，醇美可口，昔为进贡之物。

9． 农副业的增长加快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全县拥有农用汽车84辆，大、中、小型拖拉机

576台，各种机引农具8，407台。‘ ．，．- 一 ，

? 工业兴旺发达。解放前仅有几家小矿和几所小手工业与食品力n-r_业作坊，解放后经过振

兴，现有矿物采选、玻璃制品、织席、冶金。·制糖、造纸、‘机械、建材、森工、电力、化工、棉

纺、‘食品’、酿酒、。缝纫l，j180个工业企业。．：1980年总产值6，s31万元：，为1952年产值539万元

的13倍。主要产品有原煤、焦炭、锰、生铁，硫磺，重晶石、柴油机、打稻机、水泵、轴承，

电风扇、冰棒机、氮肥、：农药、水泥、j胶鞋、皮革，棉布、草席，机制纸i食糖、酒等，祁

阳胶鞋，畅销省内外；草席编织，历时三千年；垂誉古今，驰名中外。 ．

⋯，交通运输便利。水运：湘江终年通航，．祁(阳)——归(阳)、观(音滩)一黄(阳司)日有
客轮通行．一陆运：湘桂铁路自北往南穿越黎家坪j大村甸两个区五个公社，途长21．1公里，，

．公路西北有41j05公里的衡(阳)一桂(带)。国干线，境内还有祁(阳)·一文(明铺)，，
祁(田)——芋!(角城)、祁(阳)．一盒，(洞一等九条县干线，和白(水)——唐(家岭)，’
蔡(元)——凤(凰)等73条支线，各条线路每日均有班车往返。全县三级公路总长650．68

公里，织成公路交通网。历史上所谓“难于上青天矽的金洞崇山峻岭、壑沟深涧，亦有汽车

奔驰。县城东东江桥，1960年落成，全长100米，面宽9．7米， 有如长虹跨波。祁阳湘江大

桥，现在正在兴修，预计1983年落成。

文教卫生事业昌盛。现有地办师范一所，县办中学七所，区、社、镇、场办中学105所，农民技

校一所。各类学校教职员工共6，945人，为解放初期的4．5倍，1980年在校学生158，620人，为解

放初期的11．4倍。实现了社社建中学，队队办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7．1％。业余教育、

幼托教育开展正常．解放初期全县仅有18个卫生院，医务人员132人，病床43张，多数人民有

病无处医。现有县、区医院、公社卫生院98所，为解放初期的五倍。医务人员l，371人，为解放

初期的10倍多I病床1，395张，比解放初期增长32倍。大队设有医疗站，配有赤脚医生，社员

求医治病非常方便．县城内建有电影院、祁剧院、文化馆、广播局、新华书店、图书馆，农村区

‘3》



社有广播放大站，文化辅导站．书店门市部，电影放映队◆四级科研网已初步形成，创造科

研成果8l项，其中获国家科研成果奖一项，这对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积极作用·祁

剧，湖南地方历史戏，源出祁阳，现几经改革，朔然一新，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商业繁荣发达。购销网点按有利生产，方便群众的要求设置，县、区，社有国营商店．’

各大队办起了零售代销店。集镇市场正常开放，社会购买力日益提高，手表，单车，缝纫

机、收音机，电视机销售量不断增大，蔬菜，水果。轻工品，纺织品交易兴旺，增长了社会

购买力，提高了群众生活水平‘一九八O年全县农副产品纯购进总额4，993万元， 社会商品

零售总额306万元。

祁阳是历史古城，文物古迹较多。一是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外驰名，古今垂誉的游览胜

地浯溪，磨崖上至今满布唐宋明清历代名贤书迹，二是学宫八景。现存的有霁光浮岚的龙山

秀霭，碧曳罗裙的泮沼回澜，芙蓉含羞的甘泉荷雨，斋檄述志的濂阁书声，幽泉雁语的湘楼

钟韵，翠黛仙槎的天马骧云，三是祁邑八景。现存的有巍峨杏霭的祁山叠翠，碧波粼粼的湘

水环清，岭似州龙的熊岭朝墩，峦岗悠云的白鹤云屏，方卷叠文的书岩霁月，涵铡琴清的雷

洞灵湫I还有文明古老的文昌宝塔，褐乳玉笋的栖真洞天·
’

白果市一晒北滩地势险要，一九四三年农历A声J---十四日红军第六军团=方五千里长征

祜浩荡荡长驱这里，传播了复兴中华的革命道理。 ，

历代志士名人-清朝有历任两广总督．吏部、户部、兵部尚书陈大受，祖籍太自山公

社藕塘冲。大革命时期有农民运动领导人雷晋乾，出生大患桥栗林公社；山九=七年壮烈牺

牲。伟大的光产阶级革命家陶铸C一九。八年至一九六九年)诞生在石洞源公桂陶家湾，一

九三四年投身革命事业，一九=七年参与并组织了南昌起义，广州褰动I组织和指挥过厦门

劫狱斗争及闽南、囱东人良武装斗争I历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 中宣部

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竣治扁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等要取·他们的革命事迹，被人民所

兜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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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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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位子县境中部，湘祁两水汇合口的西北高阜，地处湘江北岸，祁山之南。东北与太

自山公社光明大队及赤塘公社东江大队相连，东南与赤塘公社黄土岭大队和七里桥公社天马一

大队接壤，南濒湘江，西南与芳名亭公社椒山、白沙大队毗邻，西北与芳名亭公社百花大．

队交界。全镇面积约四平方公里。设四个居委会，31个联组，居民2，556P，总入口25，687人

(其中驻镇单位19，683入)，均为汉族。 县党政机关及121个县属企、事业单位均驻于此．

为县境稠人广众之地。

城关镇原为祁邑古城。始建于明景泰三年(公元1453年)，设四门，成化十年(公元

1475年)改建六门。民国年间，建制为镇，以镇傍湘江之滨的浯溪、暗台、厝亭命名三吾

镇。1950年改制为城关区。1953年命名为城关镇．镇人民政府驻县前街。全镇有28条街(路)

和五巷四园。1958年新辟的人路民，宽15米，长1．15公里，系镇内的主要街道，是全县商业

交易集散地。祁阳百货大楼峙立镇中；祁阳旅社、人民银行等十多个单位，经陆续复修扩建，

面貌一新。镇区设有国营、集体商业网点66个，市场繁荣，交易兴旺。

位于祁水以东的东江居委会，境内工厂林立，是全县新兴工业基地。县属氮肥厂、农机．

厂，水泥厂、玻璃厂、天马山草席厂以及地属中南药机厂⋯⋯唐集于此。祁阳草席畅销世

界，垂誉天下，制药机械新产品驰名全国。

镇西北是全县的交通枢纽。衡(阳)——桂(林)公路自北向南直穿城西。以祁阳汽车

站为中心，日有各路客班车发往全县各区、社和衡阳、零陵，祁东、常宁。零陵至衡阳，长

沙的客车在这里中转。镇南人民路湘江大码头，每日有上溯零陵，黄阳司，下达祁东归阳镆

的客轮往返，为全县水上交通要冲．

随着县办工业企业的发展，镇办工业也迅速发展。现有镇办工业和劳动服务单位17个，

计有机械，轻工，陶器，化纤、玻璃、印刷，建筑安装，农副产品加工，搬运服务等行业．

从业人员2，873人，产品达46种。其中氧化铁红在全省同类产品中，名列前茅，玻璃浮计制

品，畅销全国。1980年，镇办和街道企业总产值279．4万元， 为七十年代初期的14．1倍。个’

体工商户亦有发展，扩大了劳动就业面，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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