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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i

随着历史的演变，地名也在不断地演变。解放三十二年来，由于生产建设的发展，．

行政区域的多次划分，我县境虎新的地名大量涌现；也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县内

曾出现过一度乱改地名之风。因而在地名方面，较普遍地存在多地同名，+一地多名，名

实不符、用字不当、含义不清、讹错遗漏等现象。在中共衡东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我们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精神，组织力量，对全县

地名进行了一次全面，认真，系统的调查，考证，做好了地名标准化处理工作，为编纂

《衡东县地名录》，建立衡东县地名档案，提供了基础资料。

地名普查范围，系以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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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纪念地和名胜古

迹的名称进行了普查。在实地调查中，认真做好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注意听取和收

集群众对地名所提洪的有关历史资料，充分运用典籍资料同实地调查材料互相校正核

定，使地名达到准确可靠，不重、不漏的目的，二是通过协商解决界Il|、界河和涉及两

个以上行政区划的地理实体归属问题，促进安定团结。

在普查全过程中，我们采取：领导与群众、专业人员相结合；点与面相结合；普遍

调查与重点考证相结合，实地了解与史料考究相结合；室外作业与室内整理相结合的办

法，做到名实相符，表、卡、图、文一致。

通过普查，归纳整理，做好规范化、标准化处理工作，全县1个区、2个公社、

113个大队，因重名等原因进行了更名。对照原地形图，新增地名689条，删减地名5 5

条，勘误地名454条。累计全县地名总共6，298条。

本地名录将收集的地名，分五大类别全部表列化。届行政区划、自然村的5，361条；

属自然地理实体的332条，属人工建筑物的233条，属企事业单位的368条；属革命纪念

地，名胜古迹的4条。并填写了各类重要地名卡片1，283张。

标准地名图是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也是地名录中的直观表现形式。本地名录

绘制1：1 0万全县行政区划图一幅，装订卷首，以窥全貌。并以区为单位，分区绘制

1：5万地名图6幅(城关镇在吴集区内)，分装在各区扉页。

文字概况是地名普查中的重要内容。全县按县、区、社三级行政单位共撰写概况48

篇，其它各类项目，择其重要的，另辑录简介，并配以部分照片说明。文字体例，尽量

做到一致。方位：无论区、社均以县城定方位，并注明四至；面积：总面积以平方公里

计算，名称由来及含义：一是有理有据的加以肯定。二是民间流传年深日久，群众已经

习惯，又较合情理者，亦予保留。三是其说不一，各具情理者，则同时记述多种说法；

引用数字：均以1980年年报为准。基本数字用绝对数，一般数字用概数。基础数字和发

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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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专业术浯。按主管部门的口径，统一提法．符合规范，

录装幢为I 6开精装本，编排次序是；卷首部分有全县地图、前言、目录，

卷中主要部分为分区地图、概况、分社概况、地名分类表列式。唯人工建筑

单位，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一类，则以照片附说明为主，卷尾部分有更名

称对照表、大队名称笔画查字表、后记。全书共298个版面，约35万字。

地名普查和《衡东县地名录》的编辑出版，得到省地名委员会、地区地名办

，广州军区测绘大队、省测绘局，县印刷厂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兄弟县

地名办同志的热情帮助，特此表示感谢。

地名普查和地名录的出版，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由于缺乏经验，加上编辑人员水

平有限，时间短促，错误在所难免，热忱盼望领导、专家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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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东县概况

衡东县位于湖南省会南部，湘江中游东岸。东连攸县，。东南靠安仁县，南和西南接

衡南县，西濒湘江与衡山隔河相望，西北界湘潭县，东北邻株洲县。总面积1，926平方

公里，折合2，889，000亩。其中山地1，652，487亩，水田457，318亩，早土55，267亩，水

面194，130亩，其他529，798亩。约略是：，六山二田半分水，分半道路加村庄。属衡阳地

区．现辖6个区，4 2个社(镇)，561个大队，7个居委会，5，561个生产队，4，693个

自然村。计126，642户，547，285人，除壮，苗等兄弟民族9 9人外，余均属汉族。．

衡东县原属衡山县。衡山、．虞夏时地处禹贡荆州之境。周称麇子国。．春秋时属楚。

秦属长沙郡。汉属长沙郡湘南县。三国时，吴分长沙郡为衡阳，湘东=郡，属衡阳郡。

太平二年，析湘之南部为湘西，衡山两县，属衡阳郡。晋因吴郡、．县不变。南北朝宋又

改为湘南县，属衡阳郡。齐复称衡山县，属衡阳郡。梁改衡阳郡为衡州，应属衡州。陈

分衡州为东衡州、西衡州，衡山应届西衡州。隋废衡阳郡，再置衡山县，属长沙郡。大

业六年又剔立衡山郡。唐神龙三年恢复旧制，仍属衡州。石晋天福五年以衡山属潭州，

改属衡阳。宋乾德三年复以衡山属潭州。醇化四年又改属衡州，后仍属潭州。元属潭州

路。明洪武十一年衡山属衡州府。清无变动。民国废府，仍称衡山县。

1949年衡山解放，初设7个区，1 4个乡，2个镇。1950年调整为1 2个区，153个

乡。1个镇。1953年又调整为15个区，270个乡，5个镇。1956年6月撤区并为5 0个

乡，3个镇。1958年撤乡(镇)，建立2 1个人民公社。1959年并为l 7个人民公社。

1961年恢复区制，{：!1分为9个区，公社调整增至6 7个(镇公社在内)．1966年经国务

院批准，将衡山县分为两个县。即以湘江为界，江东6个区，4 0个社(镇)戈!I为衡东

县行政区域。衡东县以位于衡山之东而得名。县城建在吴集渡头坪。

境内地形起伏复杂，岗陵沃野相间。山脉主要有两支t凤凰山雄踞予东北，逶迤

7 6公里。，海拔一般300米，最高740．9米，四方山矗峙于南面，婉蜒70公里，海拔一般

300米，．最高814．9米。地势东南高，少数为山区、半山区，西北低，-大部分属丘陵区。主

要河流有两条。湘江从西南衡南县七里滩入境，流经大浦、霞流，洋塘、欧阳海、新塘

石湾、三樟、大桥等社镇至澎陂港，折东北入株洲，衡东段长85．1公里I涞水自攸县大

和墟入境，与来自安仁县的永乐江汇合于本县草市公社灵山下，流经高湖、杨林，夏浦

甘溪，踏庄，吴集，城关，双园，金花、洋塘，潭泊，欧阳海等社镇至雷溪市入湘江，

衡东段长72．5公里。

县内属副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年平均气温摄氏17．8℃，年平均降雨量1320．5毫

米，年平均日照1638．6小时，年平均积温5597．6度，无霜期289天。但气温变差较大，

雨量分布不均．气温一月平均5．2一℃，日极端最低零下10．3℃。七月平均29．9℃∥日



极端最高49．4℃。三，四月极不稳定，九月下旬又往往有一次明显下降过程。雨量最多

年1849．1毫米，最少年900．1毫米。四、五，六三个月过于集中．约占全年降雨量的

4 8％，形成雨季，日最大降雨量达157．1毫米。春夏之交，湘江、j9I∈水水位上涨，容易

出现外洪。如遇特大暴雨，又易酿成山洪暴发。七、八，九三个月雨量偏少，约占全年

降雨量20％，形成旱季。

境内物产以稻谷为主，并盛产红薯，茶油，柑桔、大豆，茶叶，辣椒、花生、芝麻、

蚕茧，红枣等。尤其是草市柑桔，驻名中外。杨梓坪的辣椒，杨桥的蚕茧，夏浦的红

枣，誉满三湘．地下资源也较丰富。杨桥、杨林区蕴藏煤炭．吴集、杨林区盛储铅锌，

大浦区铀藏量丰富，石湾区瓷泥甚多。全县石灰岩分布广，卵石更是取之不尽。其他如

钨、锰、锡、锑，金、银等，藏量亦多。

衡东无论从自然地理、水纹现象、物质资源等各方面来看，条件都是比较好的。然

而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江河没有治理，资源遭受破坏，常常是三年两

灾，甚至一年多灾，以至民不聊生，饿殍载道。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衡东人民经过艰苦努力，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展了

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使我县经济文化事业获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

大发展。

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全县先后兴建和扩建了各种水利设施3．23万处。其中新建中

型水库4座(德圳，自莲、江东、早禾冲，。中型水轮泵水电站3处(甘溪、洋塘，望

日岩)，小C一)型水库2 I座，小(二)型水库120座，电力排灌装机6，053碰，机械排灌

动力33，891马力，喷灌设备152套。蓄、引，提总水量达到3．96亿立方，比1949年增加

5．5倍，每亩稻田平均可供水800余方。修筑防洪大堤35条，全长73公里，保护农田7万

余亩，占应保护面95呖。初步形成了中，小型结合，蓄、引、提、喷结合的排灌体系。建成

早涝保收农田45．2万亩，占全县总耕地88％。结合治水。兴建电站52处，可装机3．41万

跹(火电站I处，可装机6，000珏)，到目前止，已完成装机2．64万珏。架设35千伏高

压输电线110．7公里，10千伏高压输电线528公里。年发电量8，375万度，全县每人平均

有电160度。每年丰水季节，还可向国家电网输送电能2，000万度左右。基本上形成了一

个以甘溪、洋塘两处电站为骨干，以火电厂为辅助的全县的独立自主的电力网。现在已

有100％的社(镇)通电，60％的大队，40％的生产队使用电力提水，治虫、脱粒、加

工，照明。全县营造以杉，松、徕为主的用材林65万亩，以油茶，柑桔、茶叶为主的经济

林68万亩，还有楠竹8．7万亩．其他约2．1万亩，森林复盖面占宜林山地的88％。全县已

拥有木材蓄积量5 2万立方米，楠竹蓄积量i，000万根。1980年产茶油3．55万担，茶叶

4，364担。石湾区杉木林速生优质，有3处被列为全国新兴杉木林基地．全县拥有农业

内燃机8，520台，59，184马力。其中汽车66台，拖拉机1，555台，蒲滚船843条。同时有

农用电动设备1，171台，14，227硅。眼下机耕面已占总可机耕面50％。随着生产条件的改

善，农业机械的增多，加上科学技术的推广和运用，农业生产获得了不断发展。粮食亩

产从1970年起连续五年跨《纲要》，六年超千斤，1980年总产粮食63，536万斤，亩产平

均1，364斤，总产比1949年增长3．5倍。棉、油，丝，茶，药，果等各项生产，都有了相

应的增长。1980年向国家出售商品粮21，602万斤，比1949年粮食总产还多3，000多万斤，

比1953年开始统购统销时的出售粮食总数多4倍多。社员每人平均分配口粮6 8 2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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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队有储备，多数户有余粮。每人平均分配收入126元，年末平均每人存款17．36元。农

民几千年来无法解决的吃饭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穿、住等问题，也得到了很大的改

善。“啼饥号寒’’的悲惨遭遇．已经成为历史陈迹。

工业生产，稳步向前。1949年全县只有少数手工业者，工业总产值仅315万元。到

1980年止，县办工业已有农机、氮肥、电机、水泥、煤炭、造纸、印刷，瓷器、铅锌等
2 9个厂矿，’工业总产值达到6，154万元。耋匕1979年增长近2 0倍。20把铁锤起家的铅锌

矿，开办时年产铅锌仅60吨，1980年增加到4：000吨，成为全国的先进单位。白手起家的

电机厂，从试制小型发电机组剑成批生产1250旺，1500．旺等较大型发电机组，产品畅销

国内市场。氮肥厂年产碳铵31，563吨，全县每亩稻田半均．138斤。社队企业发展到2，173

个，拥有职工26，465人，占农村总劳力10．4％；1980年总产值3，180万元。工业的发

展，正在迅速地改变着衡东国民经济的结构和农村的落后面貌。

城乡市场，且益繁荣。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员收入的增加，出现了一派市场繁荣、

购销两旺的大好形势。1980年全县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为5，506万元，比1950年增加18．3

倍。生产队和社员向国家交售皮棉3，278担．红枣3，381担，油料27，921担，柑桔4，689

担，蚕茧371担，黄花457担，辣椒2，513担，席革43，987担，牲猪116，511头，家禽

61，400只，蛋品18，240担。1980年社会商品销售总额为8，443万元。比1950年增长了

17．。8倍。

-文卫事业，迅速普及。1949年和1980年比较：中学由2所增加到59所，在校学生由

14，603人增加到82，752人，中、小学教职员工由565人增加到4，735人。医务人员由5人

发展到1，179人，病床从无发展到752张，人口死亡率由0．18％下降到0．07％，人口净增

率由1954年的2．54％下降到0．57％。全县建立科研机构8个，有各种科研人员1，286人。

通过深入开展科研活动，已经取得不少成果。如洋塘水轮泵水电站鱼道建成后，水利部

曾在衡东召开现场会。县城兴建了电影院、剧院、广播站、文化馆、图书馆。区社办起

r电影院、电影放映队，文化站，广播扩大站。

交通运输，日益完善。解放前，全县一无公路，二无汽车。现在，公路修通了衡东

到衡山、衡东到攸县、衡东剑株洲、衡东到衡阳等主干线和衡东到草市园艺场、衡东到

石湾、衡东至洋塘、草市至南湾、草市到高塘、滋塘到莫并、杨桥至石枧、杨桥至横路

等主支线，共长739公里。简易公路，遍布全县各地。拥有各种载重汽车242辆。铁路有

京广线由大桥公社入境经大浦公社去衡阳。航运有衡山到大浦、衡山到三樟、甘溪至草

市的湘江，冰水客轮，常年通航。

衡东虽是新县，但历史悠久，境内有不少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洋塘是毛泽东同

志早期从事革命活动时赞扬过的地方。鱼形公社南湾大队南湾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罗荣桓同志故乡．欧阳海烈士纪念碑是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同志壮烈牲牺的地方。

县内峰峦重叠．溪环水绕，名胜古迹，闻名遐迩。如“金觉神碑”、“锡岩仙

洞秒“双流拱壁"、。五马腾云黟i“雷坡晓霞"：“虎邱夕照矽，“寒塘秋月疗、

“麻姑醴泉"素以“南湾八景，，著称。石湾区的“回澜山”，吴集区的“石岗岭"，杨

林区的“灵山’’，新塘区的“二童攻书山"等地，风景雅致，引人入胜，历代墨客骚

人，多会于此，饱览胜概，撰文赋诗。清代文人聂铣敏攀登“回澜山"，曾留下形象的诗

句： “想当秋月凌空出，倒映寒潭分外清”。“秋水荻花沿岸自，夕阳枫叶晚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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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概况

城关镇为衡东县城，地处县境中心，面积9平方公里。东与踏庄公社相邻，西跨涞

水与双园公社相连，南与吴集公社相接，北与县原种场相伎。镇政府驻北街．

雷钵岭绵亘东北?山丘起伏。涞水绕镇北行，多冲积地。地势从东北向西南倾斜，

海拔最高208米。

地属副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年平均气温摄氏17．8度，一月平均气温摄氏5．2度，七

月平均气温摄氏29．9度，全年无霜期289天，年平均降雨量为1，320．6毫米。

解放初期属原衡山县第二区潭园乡。1952年属第九区荆坪乡。1956年与吴集镇和吴

集，龙奉，田里，木坪，龙山乡台并为吴集乡。1958年属英雄人民公社，后更名吴集人

民公社。1966年分县后，从金花公社划出渡头坪、枧头坪大队，从吴集公社划出吴集大

队，吴集居委会建立城关镇人民公社。1973年又划入金花公社的岳霄大队，划出吴集公

社的吴集大队和吴集居委会。1981年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批准成立城关镇人民政府。并

将吴集公社的吴集居委会仍戈l』归镇管辖。

建镇前，这里是一片荒山，间以少量田土。现在已建成东、南、西、北四条宽17米

的正街，全长2，500米。两边人行道旁绿荫如盖，街心园圃鲜花应时。四街还有九条宽

窄不一的小巷。包括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在内，建房总面积23．5万平方米。正街

大部是商业区，不定期举办物资交流会，促进贸易，活跃市场。四周开办了农机、五

金、皮革，草席，缝纫，机修，加工等工厂。

城区划分为2个居民委员会，11个居民小组。郊区有3个大队，23个生角队，13个

自然村。共2，371户。10，843人。街道有工业，商业、服务业18处，1980年收入45万元。

生产队有耕髓1，835亩，山地5，709亩。水利基本过关，农田大部平整。1980年粮食总产

179．1万行，平均亩产1，872斤，鲜菜总产230万斤．平均亩产1万斤。此外茶油、菜油、

花生，黄豆，西瓜、红枣、柑桔以及猪，牛、鱼、鸡、鸭、兔等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全年农副业总产值53．75万元，每人平均分配收入130元。 ．、

城关是全县交通枢纽。公路除衡东到衡山，衡东到攸县，衡东到株州、衡东到衡阳

4条主干线外．还有衡东通往县内各地的11条分干线，每天往返和过路客运车辆达88次

之多。位于南街，飞架涞河南北的衡东大桥于1980年胜利建成。交通运输更加畅通。

现有中学2所(县属I所)，小学6所。公、民办教师179人，在校学生2，946人。

有医院3所(县属2所)。床位258张，医护人员226人。街道，大队分别设有防疫站，t

合作医疗点。还有县属文化馆、图书馆、电影院、剧院，广播站等。为全镇文化、卫生

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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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一

城关镇

东街

北街

南街

西街

向阳路

桐子岭路

迎宾路

幸福路

交通路

康复路

人民路

菜市路

新建路

新井路

河清街

解放街

福寿街

文星街

城关居委会

吴集罟委会

渡头坪大队①

赵家油屋

兔子岩

河边湾

枧头坪大队②

湖形湾

三房湾

岳霄大队③

龙家湾

郭家湾

刘家铺

曹家湾

朝帝庵④

、毛家湾

毛家祠

胡 坳

汉语拼音

Ch6nggufin Zh色rl

D6119 Jie

B6i Ji e

N矗n Ji e

XI JI e

Xiangyang Ln

T6／19zInng Ld

Yingbill Ln

Xillgfn Ln

Jiaoto 119 Ld

Kal3．gfa L矗

R 6n mill Ln

Cai shi Ld

Xin“a13．L矗

Xill．jIng Li

H 6 qil3．g Ji e

Ji邑f直ng Ji e

Fn sh6tl Ji邑

W6nxing Ji e

eh6n99uan Jctw色ihui

Wflji Jaw6iHtli

DdtottP{ng Dadlli

zhaojiay6tlwfi

Td ziyan ：

H6bi磊nwan

Ji百11tOtlPil3．g DAdul

HdXil39wan

SanfA rtgwan

Ytlexia0 Dadtl i

L6 ngjiawall．

GUOjiawan

Ltnjiapd

Caojiaw磊n’

ehtIodi’an

Maojiaw．eln

M直ojiaci

Hn’a0

备 注

地处县城中心的东边。

地处县城中心的北边。

地处县城中心的南边。

地处县城中心的西边。

有幼儿园驻此，取鲜花向阳意。

沿用原名桐子岭。

以通向一，二招待所而定名。

因有老干舒度晚年的住宿区而定名。

因有汽车站而定名。

以地处人民医院，卫校而定名。

因驻有保护人民的政法机关而定名。

因有蔬菜交易市场而定名。

此路有新掘的水井故名。-

街靠涞水河边而得名。

赋名新坪街，解放后更名解放街。

因街内原有福寿寺而定名。

因街内原有一文昌阁而名文星街。

建予1970年，2，658人，驻地北街。

建于1961年，7,19人，驻地解放街。

①1961年建队时，以境内渡头坪地片

命名?969人，驻地赵家油屋。

②1961年建队时，以境内枧头坪地片命

名枧头坪大队，906人，驻地湖形湾。

③1961匀E建队时，以境内许家大岭乳雾

缭绕的山峰而命名岳霄大队，,184人．

驻地龙家湾。

④村以附近原有朝帝庵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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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集区概况

吴集区位于县城所在地，东北邻杨桥区，东南接杨林区，南连衡南县，西南傍大浦

区，西北靠新塘区，北临石湾区。面积364．4平方公里，折合54．66万亩。其中水田

72，919亩，旱土10，708亩，林地296，612亩(杉木林80，000亩，油茶林15万亩，其它经济

林6，612亩，残林60，000亩)荒山53，565亩，水面37，047亩，其他75，749亩。全区有8

个公社，110个大队，1，043个生产队，896个自然村，共21，726户，94，366人。

’解放初期属原衡山县第=区。1952年改为第十区。1956年撤区。1958年成立英雄人

民公社、后更名吴集人民公社。1961年恢复区制，仍称吴集区至今。区公所座落吴集

街，因而得名。

金觉峰、四方山，紫岗岭豌蜒东南，连绵起伏。涞水贯穿东西，迂回曲折。地势东

南高，西北低。气候适中，雨量充沛。粮食作物以种水稻为主，兼种红薯。经济作物有

油菜，花生、芝麻，黄豆、棉花，辣椒、柑桔、茶叶等。铅锌、萤石等矿分布在甘溪，

石岗一带，县办铅锌矿己开采多年。石灰石遍布双园等地，社办石灰厂正在烧制。

解放前这个区水利条件差，常遭旱灾，粮食平均亩产只有300来斤，解放后先旨兴建

了小(一)璎水库3座，小(二)型水库29座，发展机械排灌动力5，485马力，电力排

灌装饥802千瓦，喷灌设备29套。特别是在全县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兴建了甘溪，洋塘

两处中型水轮泵水电站，使95％的农田早涝保收，灌溉自流。1980年粮食总产9794．78

万斤，平均亩产1，365斤，比1949年增加3．55倍。黄豆、花生、棉花、辣椒、席草以及

红枣、茶叶、药材、蚕桑等也获得了好收成。如双园公社1977年新建的千亩茶园，茶叶

年产量陆续增加到200余担。全年农副业总产值1，988万元，每人平均分配收入118元。

社队企业有石灰、角盒、造纸、镀锌、印刷等厂和林场、林业专业队等215个单位。

双园的石灰厂，年产石灰5，000余吨。金花、踏庄的角盒厂，生产的角盒、印章等产品，

质量好，花样新，畅销全国各地。现有职222，000人，占总劳力5．5％。1980矩收入

442．53万元，占农副业总产值22．25％。’

衡东到攸县，衡东蓟草市、衡尔到大浦、衡东到石湾的公路，贯穿金花、踏庄，甘

溪、夏浦、吴集、莫井．泉新七个公社，来往客车货车，川流不息。涞水流经夏浦、甘

溪、踏庄，吴集、金花，双园六个公社，上达茶，攸，下通湘江、帆船机船，四季通航。

1949年全区仅有小学30所．教师7ro人，学生2，100人。现有中学10所(县属1所)，

小学111所。教师726人，在校学生12，895人。与1949年比较l学校增加3倍，教师增加

10．6倍，学生增加7．5倍。医疗机构有区医院1所。卫生院8所，医疗点110个。共有医

务人员136人，赤脚医生226人，

夏浦公社的金觉峰、斐岭、虎岩、龙岩，锡岩，吴集公社的紫岗岭、五里坪、均为

县内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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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集公社概况

吴集公社位于涞水南岸，与县城隔水相望。东与夏浦、青山冲公社相邻，西与双园，

泉新公社接壤，南与奠井公社毗连，北与城关镇，踏庄公社交界。

紫岗岭，鸡公岩、帽岭迤逦于南面，地势东南高，西北低。

按清光绪《衡山县志》载：“吴集市舌，广袤五里，为吴三桂集兵之处。”吴集因而

得名。相传吴三桂率部来此后，见前后左右有龙，象、猴、鹅、狮形诸山相簇，地势险

峻，易守难攻，拟于这里建立行辕，厉兵秣马，作长远计。后因掘并不得水，便率部去

衡阳。

解放初期属原衡山县第二区紫岗乡。1952年属第十区，包括吴集镇和吴集乡。1956

年又合并为吴集乡。1958年属英雄人民公社，后更名吴集人民公社。

拿社总面积68平方公里，折合102，000亩。其中水田18，617亩．旱土2，076亩，山地

62，006亩，水面4，664商，其他14，637亩。辖21个大队，200个生产队，共4，320户，

18，600人。解放前，水利条件很差，兼之靠近涞水，非涝即早。解放后兴建小(二)型水

库11座，小型塘坝1，275处，又有中犁甘溪水轮泵水电站红旗干渠及所属平塘、高红，

吴双支渠纵横社境，全社95％的农田已实现旱涝保收，灌溉自流。加上精耕细作，科学

种田．，农业生产，不断安展。1980年粮食总产2，445万斤，平均亩产1，310斤，比1949年增加

3倍多。林，牧、副，渔也有较大的发展。如茶油总产2，219担，鲜鱼总产426担。全年

农副业总产值428万元，每人平均分配收入133元。

社队办起了农机、农具、镀锌，印刷厂及林，牧场等25个企业单位，1980年总收入

84万元，占农副业总产值16％。。

衡东开往大浦、草市等地的汽车经过境内，每天单客运班车就达12次之多。同时大

郎分大队靠近涞水，可通机船和帆船。

全社现有中学1所，小学23所。教师149人，在校学生3，207人。还有卫生院1所，

医疗点23处。

吴三桂当年集兵的五里坪，紫岗岭上的衣架峰，飞来石、雷踏石等系县内名胜古

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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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吴集区公所 WnjI QfigOn9 s1,16

吴集公社 WnjI Gong sh 6

吴集大队① Wnji Dadui

吴集② Wnj i

龙水塘L6ng shult etn9

螺头冲 Lu6 touchona

杨山坳 YAng shan,kan

李子园LI ztYuAn

锁狮桥大队③Su6 shiqi矗o Dadui

肖家大屋 XI riojiadawQ

秦家大屋 Q injiadawd

锁狮桥④ S u6 shiqiao

吴集农科站⑤WnjI N6ngk ezhan

竹山湾 zh血shanwan

三塘冲 S ttntAngchon9

大巷子Daxiangzi

冷水坳Len9shuI’ao

红坪大队⑥H6ngpIn9 DaduI

大祠堂DacIt／,ng

阳家湾 Yanffjiawan

秦家湾 Q lnjiawan

船形湾 chu／Lnxingwan

老屋湾Lfiowfiw An

长冲 ch etngchon9

大屋DAwn

朱家老屋 zhnjiaI／iowa

秦家冲 Q Inji／tchong

朱家新屋 zhcdi矗xi nw豇

谭家老屋Tanjialflow n

茅坪 MaoPing

龙江大队⑦L6ngjiano Dadui

!肖家垅Xiaojial6n9

廖家湾 Liaoj iawnn

竹山塘 zhdshantang

楼阁苑L6ug 6yuan

下罗家湾 XiaIu6jiawAn

刘家屋场 Linjiawfichfing

赵家屋场 zh蛊ojiawfichAng

备 注

①1961年建队时，以驻地吴集而命名。

560人，驻地吴集。
‘

②光绪《衡山县志》载：“吴集市后，

广袤五里，为吴三桂集兵之处"，吴

集因而得名．

③1961年建队时，以境内锁狮桥自然村

命名，1，003人，驻地肖家大屋。

④传吴峙岐倡首在狮形山下的小溪上修

一石桥，拟溪似练，桥似锁，故名锁

狮桥。村沿桥名。

⑤1976年从红坪大队划出4个队成立农

科站。283人，驻地竹山湾。

⑥1961年建队时命名毛坪大队，1965年

改名红坪大队。896人，驻地大祠堂。

⑦1961年建队时，因驻地肖家垅中一小

江命名龙江大队。l，197人，驻地肖

家垅。

!o 吴集区吴集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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