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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县地名录》是我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

省、市人民政府及省地名委员会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精神编纂的，是我县第一部较系统，

较完备的地理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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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地名以及它所包括的行政地域区划名称也在不断变化。解放以

来，由于体制的变化，行政区划的多次划分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部份地名逐渐消

失，一些新的地名不断出现，原有的某些地名，在读音、书写上也没有正式规定过统一

的标准规范’加以林彪， “四人帮”横行期间，极“左”思潮泛滥，出现乱命地名，滥

改地名的现象。所有这些，造成了我县地名中存在着一地多名、一名多写、大量重名，

含义不清等混乱状况，直接影响着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乃至各部门的日常工作。通过这

次地名普查，对全县地名进行了全面地、系统地调查核实，经过标准化处理，清除了历

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含义不健康的地名，纠正了乱改的地名，解决了行政区划名

称与当地地名不一致，异地同名、一地多名、一名多写和书写不当等问题，达到了地名

普查的主要目的，为编辑出版地名录，建立我县地名档案，提供了基础资料。

这次地名普查，是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在省，市地名办指导下进行的。采

取了领导、群众和专业人员相结合，实地普查与重点考证相结合，室外调查与室内整理

相结合的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人民群众和有关部

门的密切配合和支持，达到了名地丰罡符，表：卡，图、文，照片相应，内容，致。7

这次地名普查是以l。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以实际地名为依据，对全县行政区

划，自然村、有方位意义的专业部门、自然地理实体、独立存在的人工建筑物，名胜古

迹等名称进行普查。在实地调查中，注意收集和呖取了民间有关地名的历史资料和传

说，充分利用史书，地理志和省志、县志等典籍资料，同实际调查材料进行核对，分析

研究，相互对照，相互印证，从而保证了普查资料的可靠性。

通过普查，按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要求，对全县地名进行了规范化和标准

化处理。现有地名共5338条，其中行政区划481条，自然村4291条，街巷13条，专业部门

(企事业单位)101条，人工建筑物52条，自然地理实体76条，居民点18条，片村295

条，路9条，名胜古迹2条。地名录中按行政区划、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

筑‘，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五大类全部表列化。

标准的地名图是地名普查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地名泵中酐直观表现形式。本地名



录以区绘制1：50000地名图7幅，1：10000渌口镇地名图1幅，分装在各区(渌口镇)

扉页处I绘制1：130000全县行政区划图一幅，装订在卷首；l：130000全县交通、水利

图一幅，装订在人工建筑处，以窥全貌。

文字概况是地名录中的重要部份。全县按县，区、社、镇、场行政单位撰写概况42

篇，各类分项概况3篇，共计45篇。对各类项目，还择其重要的辑录简介，并配以37幅

照片和说明。文字体例，基本一致。区、社、镇以县治定方位。县，区、社四至抵界处

一般写到同一级别。所用数字，基本上采用1980年年报数字。

地名录的编辑出版，是一项新工作，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谬误疏漏之处，在所

难免，敬希领导、专家和同志们指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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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县位于湖南省东部，湘江下游，东邻醴陵、攸县，南连衡东县，西接

湘潭县，北抵长沙、浏阳县，西北隅与株洲市、湘潭市(界湘江)交界。地

处东经112。57 7—113。21 7，北纬27。12 7—28。Ol 7之间。面积1726．76平

方公里，折合为2590000亩，其中水田493000亩，早土62200亩，山地1381000

亩，水面241600亩，其他412200亩。概括为“五分半山一水二分田，分半道路

加庄园”。辖7个区，28个公社，4个镇，2个国营林场、1个农科所，15个

居委会、426个生产大队，4748个生产队，4292个自然村。共119798户，513480

人，属汉族。邮电部株洲通信元件厂、省属三门林化厂、雷打石石灰厂、6668

仓库，6622仓库和市属华石煤矿，平山塘石灰厂，火花塞厂等均设在境内。县

人民政府驻渌口镇。

1965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由株洲市析置株洲县，隶属株洲市。县沿袭市

名，当时辖8个区，27个公社、4个镇、1个国营林场， 1个茶场，1个农

场，1个渔业社。县域前身为株洲市郊区，包括老市郊的明照公社、白关公社的

大部分，和1959年1月从湘潭县划入的今朱亭，淦田、三门，雷打石4个区，

从醴陵县划入的今渌口镇，渌口区、白关区的姚家坝，鸿仙公社及白关公社的

一部分，从长沙县划入的今龙头铺区的龙头铺、蝶屏，云田公社。建县后，县

内行政区划亦几经变更。1968年5月撤销8个区建制。同年9月撤销湘江渔业

社建制，27个公社并为11个公社，朱亭、三门、雷打石3镇分别划归上游、三

门、雷打石人民公社。经过1969年1970年体制调整，又恢复为8个区，27个人

民公社、‘4个镇、1个国营林场，1个茶场、1个农场。1971年，由八斗公

社划出部分林地，恢复国营军山林场。1978年将群丰茶场改为长岭人民公社。

1979年撤销古岳峰区并入三门区，逐步成为现制。

县域属湘中丘陵，山陵沃野相间。地势东南高，西北低。长冲公社边境的

高峰，海拨839米，为全县最高点，马家河公社的印洲最低，海拨34．6米。全

县平均海拨120米。主要河流有湘江及其支流渌江。湘江从西南面的衡东、湘

潭二县交界处入境，纵贯南北，经株洲市西折沿马家河公社边界流入湘潭县、

市境内，县内流程89．6公里(其中株洲市流程12公里)。渌江由醴陵县入境，

自东向西经渌口镇南端注入湘江，县内流程12．8公里。共有大小溪i／可213条汇

注湘渌两江，主要有朱亭港，淦田港，昭陵港，白石港、三门港等溪流。县境

东南低山、丘陵土壤深厚肥沃，宜于林木生长，余为平原岗丘。岗丘坡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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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适于油茶等经济林的培植。在岗丘之间和江河、溪流两岸，形成一系列低

平的冲积平原和谷地，利于耕作。

本县地处副热带，属东亚季风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较足，四季

分明。多年平均气温为17．6。C，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5．3。c，最热月(七

月)平均气温29．5。C，极端最低气温一8。C(1967年1月26日)，极端最高

气温40．5。C(1963年8月27日)，年降水量1389毫米，一般春夏多雨，秋冬

干燥，无霜期280天左右，适宜水稻等农作物生长。

自然资源丰富。林木以杉、松、楠竹，油茶为主，茶叶，柑桔较多，东南

山地有珍贵的猕猴桃和山仓子，有龙潭公社水源大队的方竹，主要矿物有泥

炭、煤、铁、铅锌、钨锰、金砂，矽砂、石灰石等，有的已被开发利用，有的

正在勘探。石灰石主要分布于湘江两岸，现有国营和社办石灰厂20多个，年产

石灰约4 O万吨，平山塘、雷打石为重要产地，煤矿以华石，堂市较集中。

1965年建县以来，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占全县粮

食总产量95％以上，薯类、小麦和其他杂粮产量不多。林牧副渔产品兼而有之。

建县时，农田基本建设已有较大发展，但仍然比较薄弱，旱涝保收面积只占耕

地总面积的45％，到1980年，全县巳拥有中型水库3座，小(一)型水库10座，

小(二)型水库92重，山塘平塘24246处，灌田500亩以上溪坝25座，沿江防洪

大堤102处，长116公里，内堤7．6公里，涵闸143座，高排渠道57条，长210公

里，电力排灌站264处，总装机容量11959碰，全县总蓄、引、提有效水量2．75亿

立方米。这些水利设施，大大减轻了丘地干旱和沿江两岸溃涝的威协，旱涝保收

农田增加到30．5万亩。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44900多台件，农机总动力10万马

力。计有大中型农用汽车、拖拉机211台，手扶拖拉机1247台，机滚船900台，机耕、

机耙、机蒲面积占耕地总面积三分之一，为加速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随着

生产条件的改善，主要农产品有较大幅度增长。1980年与1965年比较，粮食总

产量由26219万斤增加到56700万斤，增长一倍多，平均每年递增5．3％，单产由

487斤增加到1206斤，居全省第20位，食用植物油由21i00担增加到46000担；

牲猪饲养量由128900头增加到316200头’出水鲜鱼由11300担增加到21000担，

茶叶由3600担增加到6400担，水果由760担增加到21000担。

林业生产成绩显著。建县以来，开展了群众性的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活

动，植被逐步得到恢复并向好的趋势发展，山多林少的状况大为改观。1965年

至1980年，全县累计造林75万亩，平均每年造林47000亩，实际保存面积55万

亩，保存率为73％。朱亭区的人工造林成绩尤为显著，先后有全国各地的林业

工作者和42个国家及地区的国际友人共14万多人次前来参观，视察过，被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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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人工林海之乡”o全县有林面积增加到114．8Z亩，荒山面积由7，8万亩减少到1l

万亩，森林复盖率由14．6％提高到44．3％。有林面积中，用材林43．88万亩，(包括

杉木林27．38万亩，马尾松11．26万亩，梓树林2．18万亩，国外松0．92万亩，杂木

2．14万亩)，经济林59．32万亩(包括油茶林50万亩，桔园3．4Z亩，茶园2．8万

亩，其他3．12万亩)，竹林8万亩，薪炭林，灌木林、防护林3．6万亩，四旁植

树2900万株．本县为湖南省用材林，油茶林和柑桔基地县之一，包括用材林基

地11个，楠竹基地1个，油茶基地15个，柑桔基地154个。拥有万亩以上成片

用材林的公社20个，其中2万亩以上油茶林公社8个。全县立木总蓄积量77万

立方米，楠竹总蓄积693万根。

工业生产稳步前进。现有县办工矿企业25个，有采矿，农机、建材，轻

工，化工等项目。主要产品有原煤、水泥、石灰，砖瓦，玛钢件，日用瓷、机

制纸，棉布等20多种。日用瓷、卫生纸远销国外。1 9 8 0年工业总产值5090万

元．比1965年增长7．6倍。社队企业逐步增多，以农业种养、加工为主，加上

建材，建筑，商业服务行业等企业已发展到1436个，职工3万多人，1980年总

收入5100万元，有8个社、镇社队企业总收入超过100万元。

水陆交通方便。京广、浙赣两铁路经过境内，有株长、株浏、株衡、株醴

等干线公路与相邻各县相通。渌江公路桥和株洲、渌口两个汽车轮渡码头衔接

湘渌两岸公路网。乡村简易公路纵横交织，公路通车总里程达1 0 3 8公里。湘

江、渌江水运便利，船只往来如织。

文教卫生事业相应发展。县城有广播站、文化馆、图书馆、剧团，影剧

院，公社、镇有广播站，文化站、电影队，影剧院。县属中学9所，教师进修

学校l所，公社中学35所，小学432所，教职员T5400多人，中、小学生117000

人。有县属医院2所，卫生防疫站1个，区、社医疗机构31个，大队有医疗

站。计划生育工作广泛开展，1980年人口净增率下降到9．1％o。

本县今域，系古老文明之地。1955年，考古工作者在龙头铺公社的烟墩冲

一带发掘出新石器时代遗迹，有石斧、石磷，石刀，石箭镞，石纺轮和陶模等遗

物。太湖公社头坝上曾挖出西周青铜甬钟。淦田镇曾为东吴建宁县城，现存古

城基遗址，王十万公社荷包洲为南齐湘西县城。县境地处湘江孔道，为历代兵

争要地和南北旅游必经之道。淦田东』匕面之历山，相传舜帝南巡时经过此处。

杜甫，刘长卿等名士文人曾流寓于此，留下了千古诗篇，宋哲学家、教育家朱

熹曾在朱亭讲学。渌口伏波岭因汉伏波将军马援驻过兵而得名。湘江西岸边的

空灵岸(又名观音岩)原为风景区，唐代诗人杜甫有《次空灵岸》诗。县东北

隅的婆仙岭，有狮子啸月等八景，岭上有金轮寺，为唐代创建，现不复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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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毛泽东同志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高度赞扬了龙风庵，伏波岭、马家河等地的农民

运动。在革命的艰难岁月里，不少共产党员，革命志士前赴后继，壮烈牺牲。

早期共产党员，毛泽东同志的战友罗学瓒(马家河人)、罗哲(马家河人)，

曾任过安源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袁德喜(均坝人)，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

生(姚家坝人)等，都为革命洒尽了鲜血。为缅怀革命先烈，1956年，人民在

马家河高塘为罗哲烈士建立墓碑，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了“罗哲烈士之墓”。

自1965年建县以来，株洲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忘我劳动，征服江河，．绿

化岗丘，发展工业，取得了显著成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一步激发

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正在为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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渌口镇位于渌水入湘江处北岸，东、北与均坝公社接壤，南临渌水，西畔

湘江。面积5．8平方公里。其中城镇区1．8平方公里。有耕地1716亩，其中水田

1250亩。蔬菜地466亩。辖6个居委会，120个居民小组，2个农业大队，15个

农业生产队，8个蔬菜队，另有3个渔业生产队。共4357户，19172人，其中

城镇人口15058人，农业人口4114人，属汉族。镇人民政府驻沙塘。

渌口镇自古为军事交通重镇。三国时，属东吴建宁县，称漉浦。两晋、南

朝因之。隋省建宁县入湘潭县，唐、五代，宋因之。唐时派兵戍守，故称渌口

戍，元时属湘潭洲。明、清时属醴陵县，称渌口市，设有巡检司署。民国属醴

陵北二区。曾为醴陵县最大的乡市，县境船运之门户，故商业冠于各乡，发展

到店铺千余家。沦陷时，全市几成焦土。光复后，市面凄凉，商业中心移向株

洲。解放后，逐渐兴盛，划为醴陵县直属镇。1959年划归株洲市郊区。1965年

划归株洲县，为县治所在地。

渌口镇西部为河谷平原，地势低平，东部多岗丘。沿渌江北岸为老街区，

后有箭竹岭一带岗丘屏立，伏波岭壁立渌江岸。中部为工厂、机关、商店组成

的新街区。西，北为农业区。交通方便，京广铁路，株洲至衡东县公路经此、

置站。京广复线铁路两桥飞架渌水，宛若长虹。有汽车轮渡联结湘江两岸公路

交通网。湘、渌两江船运便利。客轮南溯衡山，北达株洲、湘潭。

一九四九年八月九日，渌口获得解放。解放后，特别是成为县治以后，各

项事业蓬勃发展。市场繁荣，工业方兴未艾，有造纸，棉布、日用化工、无线

电、玛钢件、农机等产品。邮电部株洲通信元件厂，市火花塞厂设在镇内。镇

办企业有五金加工、电瓷、缝纫等服务业。农业生产条件大大改善，修筑防洪

堤4公里，建有55鞋电灌机埠5处、电灌、机灌面积1123亩。拥有大小拖拉机

1 4台，及农副产品加工机械等。加上科学种田，1980年稻谷总产193万斤，

亩平1597斤，蔬菜产量490万斤。养殖水面370亩，年产鲜鱼7万多斤。

文教卫生事业方面，有县五中及小学5所，教职员工233人，在校学生

4590入，幼儿园14所。有县立医院l所，卫生院1所，合作医疗站2个。妇

幼保健、计划生育开展得比较好，198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38‰。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1926年9月，工人、农民联合

起来，封闭了英、美帝国主义的两个油池，计油20多万斤。1926年秋季，共产

蹦粼蹦掰磁掰掰拱掰掰张抖蹦凇张掰戤戤∞r戤掰搿獬戤粼群强Z龆粼蹴教功馕粼捌粼i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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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孙小山，易足山来这里加强农运领导，农民运动、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理年9

月成立渌口总工会，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高度赞扬了这里的农

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北二区等地农民军，于1928年11月15 El攻打渌r3团防

局，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

杨家园有19A冢，安卧着18位革命先烈。伏波岭为风景区，濒渌水北岸，前有石崖

壁立，锁钥水中，下有潭，深绿如墨，名小石围。公元41年，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八

千人南征交趾，往返屯兵岭上，后人遂以伏波名其山，唐时建有伏波宙。清咸丰11年重

建其庙，大革命时期为渌口镇一带农运的领导中心，1944年庙被日寇焚毁，1968年作为

农民运动旧址重建，外表依如旧貌。现山下建有县文化馆、图书馆，为县城文化活动场

所之一。

捌撙捌列掰贼捌掰扰掰剃猫列掰狱黜拟蹦掰捌捌捌掰嬲捌豺掰掰谢獬拱拱捌刹掰掰醒i篮

渌口大队L,hk6u DaduI 原名湖塘大队，因与堂市公社湖塘大队重名，

1981年更用现名。大队部驻鄢家湾。681户，2634X，耕地978亩，13个生产队，其中6

个蔬菜队。粮、菜、渔、副并举，工、农、商联合，为县内富裕队之一。

鄢家湾

Y anjiaw百n

南塘大屋

N_fint aingdAwn

樟树园

ZhAngshnyuan

桐子园

TbngzIyufin

6

大石圈

Dashlw色i

自 然 村

菜码头

Cai mfit6u

奠家嘴

MOjiazuI

黄福盛

Huangfdsheng

产家乡

Y_ffnjiaxian9

片 村

石桥屋场

Shiqiaownch矗ng

西山岭

Xishanltno

甘家园

Ganjiayuan

关 口

G11ank6n

石桥垄

Shlqigol6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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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孙小山，易足山来这里加强农运领导，农民运动、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理年9

月成立渌口总工会，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高度赞扬了这里的农

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北二区等地农民军，于1928年11月15 El攻打渌r3团防

局，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

杨家园有19A冢，安卧着18位革命先烈。伏波岭为风景区，濒渌水北岸，前有石崖

壁立，锁钥水中，下有潭，深绿如墨，名小石围。公元41年，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八

千人南征交趾，往返屯兵岭上，后人遂以伏波名其山，唐时建有伏波宙。清咸丰11年重

建其庙，大革命时期为渌口镇一带农运的领导中心，1944年庙被日寇焚毁，1968年作为

农民运动旧址重建，外表依如旧貌。现山下建有县文化馆、图书馆，为县城文化活动场

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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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蔬菜队。粮、菜、渔、副并举，工、农、商联合，为县内富裕队之一。

鄢家湾

Y anjiaw百n

南塘大屋

N_fint aingdAwn

樟树园

ZhAngshnyuan

桐子园

TbngzIyufin

6

大石圈

Dashlw色i

自 然 村

菜码头

Cai mfit6u

奠家嘴

MOjiazuI

黄福盛

Huangfdsheng

产家乡

Y_ffnjiaxian9

片 村

石桥屋场

Shiqiaownch矗ng

西山岭

Xishanltno

甘家园

Ganjiayuan

关 口

G11ank6n

石桥垄

Shlqigol6na



双月大队Shuangyu6 Dadui 大队部驻黎家坳。35l户，1537人，耕地689

亩，10个生产队，其中两个蔬菜队。主产稻谷，经济较活跃。

黎家坳

LIjia 7 Ao

牛王庙

Niawangmiao

月塘大屋

Yuetanod矗wd

小塘冲

XiaotAngch6ng

鹅公塘

丘gOngtang

新龙坡

Xinl6ngpO

桑园冲

SangyuanchOng

自 然 村

高家湾

Gaojiawan

绍塘大屋

Sh Aotangd白,wfi

月塘屋

Yue tangwei

株树山

Zhashashan

石子塘

ShIzItang

茶亭子

ChatfngzI

片 村

绍 塘

Sh&otAng

地 片

白塘坡

BaitangPO 由镇辖。

尖塘湾

Jiantangwan

山 塘

Shantang

木鱼岭

M,tynlIng

枞山嘴，

CongshanzuI

老屋里

I．aownl 1

月 塘

Yuetang

伏波岭居委会

FabolIng Jfiweihu!

原名胜利，1981年更用现名。)詈民562P，2049人,，以个体经营和手工业为主。有古

7



迹伏波岭。

天府庙

Ti anfflmiAo

关口居委会

居 民 点

沙河里

ShAhelI

伏波岭

Fab01lng

Gank6u Jnweihul 原名建国，1981年更用现名。居民212fb，671人，以手

工业及个体经营为主。

甘塘坡居委会

Gantangpo Jftweihul 居民616)白，2259人。以手工业和个体经营为主。

甘塘坡

GantangP6

接龙桥居委会

居 民 点

JielOngqiao JQw邑ihul 原名支农，1981年更用现名。662户，2250人，以个

体经营和手工业为主。

学堂岭

Xuatangling

姚家岭居委会

居 民 点

YAojiallng Jdw色ihul 原名建漫，1981年更用现名。898户，3237人，以手

工业和个体经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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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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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家山

YAngjiash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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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f

k．’南塘居委会， V

NAntang Jaw吾ihui 居民498户，1735人，以个体经营及手工业为主。

一

·

：三

街 巷 道 路

南江北路Nanjiang B6ila 北起南塘，以专用铁路为界，～南经渌口火车

站，至县汽车队。长1230米，宽8米，柏油路面。1958年修建，1964年完成。1982年定

名南江北路。沿路两侧，有县交通局，物资局，县第五中学，社队企业局，渌口影剧

院、邮电部株洲通信元件厂，株洲火花塞厂，县无线电厂，县运输公司等单位。’”

南江南路Nanjiang NAnla 北起县汽车队，向南延伸经迎宾路，文明

路口，南至和平剧院。长760米，宽8米。原名新街，1981年更用现名。沿路有县轻纺

工业局、税务局、粮食局、新华书店，县农机局，房地产公司、县第一人民医院等单

位。 一 ～

迎 宾 路Yingbin La 东起县招待所，西接南江南路，长180米，宽8

米。1982年定名。沿路有县邮电局，人民银行、县供销社等单位。 ，

文 明 路Wenming La

弄子至渌滨中路，长200米，宽9米，

局，卫生局，农业银行等单位。

学 堂 路Xu6tang La

900米，宽9米。1981年规划，修建，

所，人武部、财政局等单位。

西起南江南路，柏油路面。经工人文化宫、鄢家

1969年成形，1982年定名。沿路有总工会、工商

南起县政府，北经严家乡新村，拟通渌衡路。长

1982年定名。梧路有县公，检，法机关，县招待

向 阳 路XiAngyan9 La 南起渌滨东路沙塘，北止渌衡路，黄色路面，

长500米，宽7米。1970年成形，1982年定名，沿路有水利局、供电所等单位。

渌滨东路Labia Dongla 东起双月石灰厂，西经半边街至接龙桥，原系

老街一部份。水泥路面，长800米，宽4．5米。沿路有镇采砂场，醴航驻渌口业务站、县

绿化管理站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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