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酗1
蓝囊墓一蟛

蕊漫纂人霉醺麻壤窜

o∥莎



湖南省芷江县地名录
HUNANSHENg ZHIJIANGXfAN DJflING LU

(内部资料)

芷江县人民政府编印
一九八二年八月



湖南省芷江县地名录

(内部资料)

芷江县人民政府编印

(芷江镇内)

地方国营芷江县印刷厂印刷

787X1092毫米t／t6开本2 1印张

插图3● 地图1字教5lO千字

印教：1--560册1982年8月印刷出版



．1￡．

刖
——1—·

日

《芷江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的有关地名文件

精神，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适应我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和各级政权管理，以及各方面使用为目的，在充分利用全县地名普查

资料和参阅大量典籍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又为人们的生产、生

活和交往服务。随着历史的演变，地名以及它所包括的行政地域区划名

称也在不断变化。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县由于生产建设的发展，以及区域

的多次划分，新的地名大量产生；也由于历史的各种原因，社会上曾出

现乱改地名之风。因此，地名重名、名实不符、一地多名、用字不当、

含义不清、讹错遗漏、方言字多、少数民族语地名译音与含义不确切等

问题普遍存在。通过这次对全县地名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调查核实和规

范化、标准化处理工作，报经上级批准，全县更名的有1，个公社，1个

镇，15个大队，4个居委会。在1：5万地形图的基础上，增补新地名

258条，删去地名55条，勘误地名(包括正字正意)1，037条，并对一

地多名的45条地名相应作了确定。全县地名普查总数为6，199条。为编

辑出版《芷江县地名录》提供了丰富资料。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一是1：10万全县标准地名总图，是地名录的

直观表现形式，装订卷首，以窥全貌；二是全县地名，共分为五大类

别，属行政区划、自然村5，276条，自然地理实体411条，人工建筑物

166条，企事业单位313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8条。名称由来及含

义：其一，有理有据者加以肯定；其二，其说不一，各具情理者则同时

了



记述两种以上说法；其三，适当选择了少量由神话和民问传说所派生的

地名故事。三是收录县、公社和其他各类有代表性的文字概况60篇，并配

以部分照片。文字体例，尽量做到一致：方位：县以省定方位，公社以

县境定方位，并注明四至。面积以平方公里计算，同时折合亩积；山、

水、田、林、路、村庄则以亩积为单位。引用数字：一般以1980年年

报为准，但也适当采用了一些最新数据，基本数字用绝对数，一般数字

用概数；专业术语：按主管部门的口径，统一提法，合乎规范。

本地名录装帧为十六开精装本。编排形式：卷首部分有前言、县地‘

图、目录、公社大队名称笔画检字表和芷江县概况。中间部分为行政区

划、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纪念地、名胜

古迹，择其有代表性的，插以照片并附其说明，卷尾部分有《更名镇、公

社、大队、居委会新旧名称对照表》．、《消失地名、单位备查表》和后

记。全书共332个版面，约5 1万字。 ，

．《芷江县地名录》中的标准地名，具有法定性，今后各级行政、事

业、企业单位凡使用地名或以地名命名单位、车站以及商品商标等，都

应于地名录的标准地名相一致。凡今后县内街、路，新村、桥梁等需命

名、更名时，必须报经县人民政府审批，才能生效。 ，

本地名录的编纂出版，得到湖南省地名委员会、怀化地区行署地名

领导小组的关怀和指导，以及县属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特别是参

加地名普查的全体同志，埋头苦干，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

诚挚的谢意o ．

编纂地名录，是一项新的工作，所涉及的学科和内容极为广泛，由

于业务水平有限，不足或错误处在所难免，热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湖南省芷江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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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名称检字表 ·V·

芷江县公社、大队名称笔画检字表

(说明)(1)本表是按每条名称第一个汉字的笔画多少排列。

(2)本表左边为标准名称，右边为正文的页码，公社名

三至四画

称检字表中间括弧内为大队个数。

五至六画

艾头坪 (8)一27

禾梨坳 (8)

竹坪铺 (9)

180

77

七至八画

芷江镇(蠢．是：) 5

冷水溪 (12) 171

罗 旧 (11)

罗 岩 (8)

岩桥 (17)

垅坪 (16)

20

160

32

51

杨公庙 (11) 95

板山 (8) 168

九至十画

洞下场 (10) 141

晓坪 (9) 211

十一画以上

麻缨塘 (14)

梨溪口 (12)

68

131

萝卜田 (10) 202

新店坪 (18) 112

楠木坪 (12) 189

碧 涌 (14)



·Ⅵ· 大队名称检字表

I骂

一里街 113

二 画

丁家坪

七甲坪

七里桥

十万坪

16

154

57

,57

三 画

三里坪(蔬菜) 7

三里桥 122

三渡溪 37

三门坡 178

大冲 158

大山 169

大坳 153

大垅坪 55

大新田 102

大竹园 125

大树坳 105

大思乐 106

大洪山

大冲口

大军田

大畲界

大坪头

127

135

173

184

191

大禾冲

大水田

小溪

小冲

小河口

小渔溪

小思乐

小塘溪

上坪

下寨

下神祝

下菜园

千丘田

千公牛

干塘坪

土桥

山下冲

马 田

马坡

马塘

马路坡

196

214

53

216

37

60

107

165

121

165

132

56

17

66

44

84

188

f17

209

152

124

四 画

公坪

长塘

长征

长 田

长田溪

11

214

122

152

117

长泥坪 11

牛形 40

牛坪， 118

牛牯坪 15

牛屎田 108

牛皮寨 219

火麻坪 24

水宽 47

水上 113

水路田 33

瓦溪铺 13

邓家坪 53

中心 162

中杨溪 54

木叶溪 60

木田冲 207

五里牌 81

五郎溪 219

王公坡 69

壬家庄 176

分水坳 85

巴 洲 22

井水冲 166

云寨 98

扎牛坪 110

天星塘 130

天堂坪 143

元冲 19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大队名称检字表 ·Ⅶ·

五 画

东 街(居委会) 7

东门口 56

石桥 147

石马田 21

石板溪 3a

石竹坪 108

石榴溪 165

龙山 156

龙口 29

龙神 163

龙降 139

龙洋 150

龙井冲 135

龙排冲 137

龙孔坪 175

古龙 146

古竹 150

古冲 186

北街(居委会) 7

四方园 33

田坪 ·161

田家坪 116

白土田 133

白水滩 128

白石坡 23

白马铺 114

白岩洞 166 f 阳和田 46

白栗湾

白溪坪

白旗冲

台 上

台板丘

艾头坪

电。冲

对伙铺

禾梨坳

冬瓜坡

半冲

138

70

116

， 70

34

28

44

122

181

209

205

六 画

兴无

羊楼坡

红光

红旗

团木溪

曲溪垅

合心

竹坡

竹溪

竹溪冲

竹坪铺

向家园

向家庄

庄上

206

73

99

146

130

52

52

110

24

151

78

172

87

25

地头坪

地婆溪

多益塘

仲黄坪

老鼠田

孙家冲

48

62

65

123

169

12

七 画

沙坪

沙湾

沙溪

沙田坡

杉木坳

严家屋场

肖家湾

肖家田

陈家垅

陈家坳

沈家溪

沈家坪

社山坪

社塘坪

芷溪

麦园

两口田

两头田

两户村

71

80

74

208

116

184

15

86

28

114

16

118

174

55

64

92

153

29

92

＼＼．、



罗岩

细米溪

金龙

金坳

金厂坪

枞树坪

泥溪垅

九 画

洪溪 101

前街(居委会) 7

南街(居委会) 7

草鞋坳 89

茶坪 63

高庄

高 冲

高塘坡

栗木桥

荷叶塘

桥边

桂竹园

n

弛

盯

鲳

玎

％

吣

1

1

1

1

5

7

5

O

5

7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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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江县概况 1

芷江县概况

芷江县位于湖南省西部，东与怀化县、怀化市交界，东南与黔阳县毗邻，南与会同县隔水

相望，西南与贵州省天柱县相连，西抵新晃县，西北与贵州省的万山特区接壤，北与麻阳县一

山相隔。总面积2，085平方公里(折合312．75万亩)，其中：耕地面积40．2万亩(稻田33．5万亩，

旱土6．7万亩)，山地面积233．33万亩(林地面积145．87万亩，荒山草地面积87．46万亩)，水

面7．34万亩，其它31．82万亩，大致为七分半山分半水和田，还有一分道路与庄园。形似斜

置的等腰三角形。‘

全县辖1个镇，27个公社，1个国营林场，共299个生产大队，4个居民委员会，3，109

个生产队，52个居民小组。67，035户，296，673人，内含有侗族、苗族等11个少数民族共

17，228人，占全县人口的5．8％。居住在4，943个自然村和25条街巷。
’

据清同治《芷江县志》记载，芷江，汉为无阳县，晋太康年间为“舞阳县’’，齐改“舞”

为“湃"，唐贞观8年置“巫州’’，武后天授2年改为“沅州力，开元13年复为“巫州’’，

后又改为“鹤州’’、“业州’’，天宝元年改为“潭阳郡"，乾元元年又复为“巫州’’，大历

5年改为“叙州"，五代时曾名“懿州"、。洽州”，宋熙宁7年复“沅州"，设“卢阳县’’，

元为“沅州路’’，明太祖甲辰年设“沅州府’’，洪武9年降为“州’’，清乾隆元年(公元

1736年)升州为府，始置“芷江县"，沿用之今。

芷江县城北依明山，中流沅水，风光绮丽，历史悠久，战国时屈原的《九歌·湘夫人》

载：“沅有芷兮澧有兰’’，“芷’’系生长在芷溪山间的一种花草，花如蕙，一蕙多至二十蕊，

八九月开花，香远而久。又《方舆胜览》记载：芷水在龙阳县西，即资水之别派，两岸多生

杜蘅白芷，故名“芷江’’。

芷江县地处云贵高原的边缘，地势由西向东南倾斜，四周高，中部低，形成盆地，沅水

两岸为断续的平原地区，地貌类形不一。全县山地公社约占70％，丘陵公社约占20％，平原

地区社、镇占10％。山系武陵山支脉。县内山脉分南、北千支，北干支脉由西向东绕贵州省

及麻阳县边境由米公山(海拔1，149．2米)经撑架坡、白岩、拖板坡、阳雀坳、西晃山(主峰

金顶最高海拔1，405米)、通坳山、高排界、齐天界至上青坡入怀化县境，平均海拔在1，000米

以上。南干为天雷山支脉，由戥溪出脉，沿朝阳坳、千公牛、燕子岩，桃子坳、锅子坡，丫

髻坡、木兰山、巽公坡、桅子顶入黔阳县，平均海拔700余米。境内沅水之北岸，为明山山

系，以芷溪界、沙子坳，藤梨坳，冷风坳、明山，五四坡，绵延数十里，横贯县北部。沅水

之南岸，为天雷山支脉，有小洪山、草鞋坳、大关、小关、铃铛坳，罗山，矮公坡横卧重叠

于县西部。县东南部山势较小，有夜田界、鸡公界、白云山，丫口界、铁墩坡，罗列于丘陵

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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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芷江人民饱经沧桑，民不聊生，百业凋零。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次日芷江得到解放，成立了县人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医治了旧社会遗留下来

的创伤，人民当家作主，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全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行社会

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工业生产：从无到有，得到很大的发展。全县工业年产值2，327万元(其中轻工业产值

1，413万元，重工业产值914万元，不包括森工)，县办起了煤矿、氮肥厂、水泥厂，化工

厂、农业机械厂、农具厂、汽修厂，印刷厂、塑料厂、日用化工厂、木器、机砖、陶瓷等厂

矿，并且设备不断更新，生产能力日益提高。社队企业1，181个，人员8，314人，年收入8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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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江县概况3

余万元。

农业生产。解放前很落后，只能靠天讨吃，常是遇旱就无收，粮食亩产不足300斤。解

放后，大力兴修水利，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革耕作制度，开展科学种田，使农业生产不断

发展。1980年全县粮食作物面积346，764亩，粮食总产27，765万斤，平均亩产801斤(人平

产粮1，019斤)，比解放初期的264斤增加了3倍多。全县农业总产值7，515万元。其中农业

产值4，340万元，占57．75％，林业产值521万元，占6．93％，畜牧业产值1，088万元，占

14．48％，副业产值1，541万元，占20．5％，渔业产值25万元，占0．33％。棉花、油菜，花生

等比解放初期都有大幅度的增加。解放后兴修了中型水库3座，1958年修建了库容3，200万

立方米的梨溪口中型水库，1974年修建了库容为1，500万立方米的金厂坪水库，1975年将原

蓄水为426万立方米的小(一)型水库扩修成库容为1，030万立方米的两江口水库，全县有

小(一)小(---)型水库139座，其它水利设施18，000多处，蓄引提水量达2．47亿立方米

(现全县农田有效灌溉面积182，458亩，占全县稻田面积54．ao／；，基本能旱涝保收)。1977

年冬春阳滩水电站动工兴建，现大坝已合龙，第一台机组已安装发电，单机出力8，800千

瓦。1980年全县小水电总装机容量5，753千瓦，发电810万度。全县现有汽车149辆，其中公

社51辆，大、中型拖拉机116台，手扶拖拉机304台，机耕船236台，各种内燃机3，464台，电动

机297台，总动力51，165马力。

林业：全县山地面积233．33万亩，其中森林覆盖面积145．87万亩，荒山草地87．46万

亩，适合林业的发展。林木种类很多，有杉、松为主的用材林91万亩，立木蓄积量280万立

方米。油茶、油桐为主的经济林18．6万多亩。杂木薪炭林36万亩，竹林2．63万亩，全县是

省油茶和油桐的产区之一。茶油最高年产量8，420担(1974年)，桐油7，600担(1963年)。

1980年产茶油7，344担，桐油3，057担。白蜡为芷江特产，最高年产量1，100担(1968年)。

畜牧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1980年耕牛发展到2．9万头，生猪达30万头，羊8万只，

马头羊为推广的良种，发展很快。

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农村社：队商业网点密布，沟通了城乡贸易。由于工业品和化肥

的大量下乡，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1980年社员向国家交售粮食4，582万斤，棉花6．19万

斤，食油123万斤，生猪5．8万头，烤烟1，716担，桐油27万斤，白蜡134担。近年来，农村购

买力不断增长，社员生活水平逐步提高，1980年社员人平纯收入90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

4，346万元，比较好的1976年增长11．9％。

文教卫生事业相应的得到了发展，县境内有怀化地区芷江师范学校1所，学生750人。

全县有县、社办中学30所，294个班，学生13，4．96人，小学309所，1，632个班，学生50，573

人，教职员工3，063人，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在96％以上，中、小学教育质量有较大提高。全

县有6个电影院(其中公社4个)，各公社均有电影队和广播站，较大的公社设有文化辅导

站，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在医疗卫生方面，县有医院4所，28个公社(镇)卫生院，1

个医务所，并有卫生防疫站，麻风医疗站，妇幼保健站，299个大队都有合作医疗站，全县

共有病床位625张，有医务人员543人，赤脚医生659人。常见病的普查普治，传染病的控制、

防治，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人民健康水平普遍提高，计划生育工作广泛开展，1980年全县人

口自然增长率为6．03‰。

交通方面：芷江自古道路险阻，交通闭塞，据说明代有个叫程封的，被朝廷派守边疆，他I!一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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