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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和省、地有关工作的指示精神

编纂而成的。它是我县地名管理工作中的可靠依据，也是全县人民1981年在县委和县人

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地名普查辛勤劳动的结晶。

我县地广人稠，地名浩繁。建国以来．由于生产建设的发展和行政区划的多次划

分，新的地名大量产生，由于社会历史的种种原困．一些地名出现了重名和名不副实，

用字不妥，含义不清、讹错遗漏等混乱现象。这次地名普查，我们以1：5万的地形图

为基础资料．参照各试点县，市的经验，对全县地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清理核实，建立

了一套内容比较齐全的地名档案材料，改变了乱改地名而造成的混乱状况。

在普查中．我们采取了领导，群众和专业人员相结合，全面普查与重点考证相结

合，室外作业与室内整理相结合的方法，翻阅了有关典籍，收集了一些失散在民间的地

名资料。更名命名履行法定的审批手续，地名汉字的书写和汉语拼音都按正字正音，‘合

符规范。地名图标注做到了不重不漏，名实相符，图，表，卡，文内容一致。

通过普查，全县共有更名的区1个，更名的公社7个，镇1个，更名的大队198个

和居民委员会2个(原有汉字重名的大队255个．汉字同音的41个)。并将大治电站更

名为界牌电站。对照原地形图．增补新地名1315条，删改地名1183条，勘误地名1088条，

确定全县总地名为8748条。各类重要地名建立有卡片2097张。

本地名录，将收录的地名按五大类别全部列表化。属行政区划、自然村的8015条，

自然地理实体449条，人工建筑物124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33条。并绘制了12幅行

政区划图：其中1：5万的区图11幅，l：5万的县图1幅。区图分装在各区的扉页处

(后加印一百册无区图)，县图装在卷首。全书运用图表文结合的表现形式，清楚明

了。

文字概况是本地名录的重要部分。撰写县区社(镇)三级行政单位的概况98篇，其

他各类择其重要的，撰写了26篇。全县共撰写概况124篇，本地名录收集119篇。概况中

的方位和距离(通公路的以公路里程计算)都以县城为准。总面积以平方公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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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田，林，路、村庄等各项面积均以亩计算。地名的来

于有典籍记载而又是唯物的，给予引用，对于民间流传已久而

留I对说法不一而又各具情理的，则从实予以分述。数字均以

字为绝对数，一般数字为概数。专业术语，名称、数字的提法

本地名录的装帧为16开精装本。区级行政单位排列的顺序

金兰、洪市，金溪、界牌，渣江，集兵，呆鹰岭、台源。全县

排在西渡区的各公社前面外．其他各镇都实排在所属区的公社

前言和概况，卷末有更名区、镇，社，大队新旧名称对照表和

面，约44万字。

地名普查和地名录的编辑出版，是在省、地地名普查办公

并得到县，区，社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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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选录为什么要开展地名普查，oC■o‘，oC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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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地名

普查，使我国各地地名保持统一的，标准化的称写方式，这是多方面工作的需要。

，第一，是进行国际交往活动的需要。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根据联合国地名

组织的规定，需要提供用罗马字母拼写的标准化的本国地名资料，以利于国际间的正常

交往：
。’

’

j第二，地名普查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与相邻国家的正常关系以及国内各民族之间

的团结。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长期的封建统治以及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

的侵略，给一些地名染上了大国沙文主义、大汉族主义以及殖民主义色彩。通过搞清楚

地名的含意来源，进行分析考证，予以恰当的处理。

第三，地名普查与国家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密切相关。解放后，由于

我国备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各地行政区划的变化，一些新的地名正在不断出现，原有的

某些地名，在读音、书写和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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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地方乱命地名，滥改地名，所有这些，造成

了当前我国地名中存在着一地多名，一名多写，大量重名等混乱状况。这些情况都直接

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乃至各部门的日常工作。如外贸，由于一些地方滥改

地名，使外贸对货源，商标发生疑问，因而退货。再如军事，部队行军、侦察、作战都

必须掌握正确地名，否则无法部署军事行动，地名的混乱就可能在战时造成严重后果。

其他如新闻、出版，公安、交通、邮电、测绘等部门因地名混乱而影响正常工作的事例

也不少，或发错货物，或误投邮件，或弄不清楚作案地点，或同一时期的出版物而地名

称写各异等等，这些问题都必须在地名普查中，通过地名标准化，加以解决。

第四，地名普查是继承和丰富地名历史遗产的需要。地名资料是一种历史遗产，我

国古籍二十四史中有十五史有《地理志》，此外还有不少专门研究历史地理的专著。在

这些著述中，汇集了大量的地名资料，对于考察研究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建制原革，社会

经济地理以及风物习俗都具有一定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尚未全面系统地整理地名资

料，我们要通过这次地名普查，汇集一代地名资料加以研究整理，编辑《地名录》，

《地名辞典》等，充实丰富历史遗产，适应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

(摘自湖南省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地名普查宣传提纲》)



目 ． 录

前言⋯⋯⋯⋯⋯⋯⋯⋯⋯⋯⋯⋯⋯⋯⋯⋯⋯⋯⋯⋯⋯⋯⋯⋯⋯⋯⋯⋯⋯⋯⋯⋯⋯⋯⋯I

衡阳县行政区划图

衡阳县概况⋯⋯⋯⋯⋯⋯⋯⋯⋯⋯⋯⋯⋯⋯⋯⋯⋯⋯⋯⋯⋯⋯⋯⋯⋯⋯⋯⋯⋯⋯(1)

行政区划、自然村

西渡区地图

西渡镇概况地名⋯⋯⋯⋯⋯⋯⋯⋯⋯⋯⋯⋯⋯⋯⋯⋯⋯⋯⋯⋯⋯⋯⋯⋯⋯⋯(6)

西渡区概况⋯⋯⋯⋯⋯⋯⋯⋯⋯⋯⋯⋯⋯⋯⋯⋯⋯⋯⋯⋯⋯⋯⋯⋯⋯⋯⋯⋯⋯(9)

西渡公社概况地名⋯⋯⋯⋯⋯⋯⋯⋯⋯⋯⋯⋯⋯⋯⋯⋯⋯⋯⋯⋯⋯⋯⋯⋯(11)

英陂公社概况地名⋯⋯⋯⋯⋯⋯⋯⋯⋯⋯⋯⋯⋯⋯⋯⋯⋯⋯⋯⋯⋯⋯⋯⋯(14)

清平公社概况地名⋯⋯⋯⋯⋯⋯⋯·：⋯⋯⋯⋯⋯⋯⋯⋯⋯⋯⋯⋯⋯⋯⋯⋯·(17)

木口公社概况地名⋯⋯⋯⋯⋯⋯⋯⋯⋯⋯⋯⋯⋯⋯⋯⋯⋯⋯⋯⋯⋯⋯⋯⋯(20)

岘山公社概况地名⋯⋯⋯⋯⋯⋯⋯⋯⋯⋯⋯⋯⋯⋯⋯⋯⋯⋯⋯⋯⋯⋯⋯⋯(24)

檀山公社概况地名⋯⋯⋯⋯⋯⋯⋯⋯⋯⋯⋯⋯⋯⋯⋯⋯⋯⋯⋯⋯⋯⋯⋯⋯(28)

碧崖公社概况地名⋯⋯⋯⋯⋯⋯⋯⋯⋯⋯⋯⋯⋯⋯⋯⋯⋯⋯⋯⋯⋯⋯⋯⋯(33)

咸水公社概况地名⋯⋯⋯⋯⋯⋯⋯⋯⋯⋯⋯⋯⋯⋯⋯⋯⋯⋯⋯⋯⋯⋯⋯⋯(37)

秋塘公社概况地名⋯⋯⋯⋯⋯⋯⋯⋯⋯⋯⋯⋯⋯⋯⋯⋯⋯⋯⋯⋯⋯⋯⋯⋯(40)

长乐区地图

长乐区概况⋯⋯⋯⋯⋯⋯⋯⋯⋯⋯⋯⋯⋯⋯⋯⋯⋯⋯⋯⋯⋯⋯⋯⋯⋯⋯⋯⋯⋯(44)

井头公社概况地名⋯⋯⋯⋯⋯⋯⋯⋯⋯⋯⋯⋯⋯⋯⋯⋯⋯⋯⋯⋯⋯⋯⋯⋯(46)

关市公社概况地名⋯⋯⋯⋯⋯⋯⋯⋯⋯⋯⋯⋯⋯⋯⋯⋯⋯⋯⋯⋯⋯⋯⋯⋯(50)

双溪公社概况地名⋯⋯⋯⋯⋯⋯⋯⋯⋯⋯⋯⋯⋯⋯⋯⋯⋯⋯⋯⋯⋯⋯⋯⋯(54)

汇水公社概况地名⋯⋯⋯⋯⋯⋯⋯⋯⋯⋯⋯⋯⋯⋯⋯⋯⋯⋯⋯⋯⋯⋯⋯⋯(58)

大云公社概况地名⋯⋯⋯⋯⋯⋯⋯⋯⋯⋯⋯⋯⋯⋯⋯⋯⋯⋯⋯⋯⋯⋯⋯⋯(62)

静云公社概况地名⋯⋯⋯⋯⋯⋯⋯⋯⋯⋯⋯⋯⋯⋯⋯⋯⋯⋯⋯⋯⋯⋯⋯⋯(66)

清潭公社概况地名⋯⋯⋯⋯⋯⋯⋯⋯⋯⋯⋯⋯⋯⋯⋯⋯⋯⋯⋯⋯⋯⋯⋯⋯(68)

I

一

—。‘‘’。‘。。。。‘‘。。。。‘‘。。。。‘‘l



泗水公社概况地名⋯⋯⋯⋯⋯⋯⋯⋯⋯⋯⋯⋯⋯⋯⋯⋯⋯⋯⋯⋯⋯⋯⋯

演陂区地图

演陂区概况⋯⋯⋯⋯⋯⋯⋯⋯⋯⋯⋯⋯⋯⋯⋯⋯⋯⋯⋯⋯⋯⋯⋯⋯⋯⋯⋯⋯

演陂公社概况地名⋯⋯⋯⋯⋯⋯⋯⋯⋯⋯⋯⋯⋯⋯⋯⋯⋯⋯⋯⋯⋯⋯⋯

新塘公社概况地名⋯⋯⋯⋯：⋯··：⋯⋯⋯⋯⋯⋯⋯⋯⋯⋯⋯⋯⋯⋯⋯⋯··

六塘公社概况地名⋯⋯⋯⋯⋯⋯⋯⋯⋯⋯⋯⋯⋯⋯⋯⋯⋯⋯⋯⋯⋯⋯⋯

库宗公社概况地名⋯⋯⋯⋯⋯⋯⋯⋯⋯⋯⋯⋯⋯⋯⋯⋯⋯⋯⋯⋯⋯⋯⋯

白水公社概况地名⋯⋯⋯⋯⋯⋯⋯⋯⋯⋯⋯⋯⋯⋯⋯⋯⋯⋯⋯⋯⋯⋯⋯

栏垅公社概况地名⋯⋯⋯⋯⋯⋯⋯⋯⋯⋯⋯⋯⋯⋯⋯⋯⋯⋯⋯⋯⋯⋯⋯

石口公社概况地名⋯⋯⋯⋯⋯⋯⋯⋯⋯⋯⋯⋯⋯⋯⋯⋯⋯⋯⋯⋯⋯⋯⋯

方工公社概况地名⋯⋯一⋯⋯⋯⋯⋯⋯⋯⋯⋯⋯⋯⋯⋯⋯⋯⋯⋯⋯⋯⋯

金兰区地图

金兰区概况⋯⋯⋯⋯⋯⋯⋯⋯⋯⋯⋯⋯⋯⋯⋯⋯⋯⋯⋯⋯⋯⋯⋯⋯⋯⋯⋯⋯

金兰公社概况地名⋯。⋯⋯⋯⋯⋯⋯⋯⋯⋯⋯⋯⋯⋯⋯⋯⋯⋯⋯⋯⋯⋯⋯

贺市公社概况地名⋯⋯⋯⋯⋯⋯⋯⋯⋯⋯⋯⋯⋯⋯⋯⋯⋯⋯⋯⋯⋯⋯⋯⋯(110)

牌楼公社概况地名⋯⋯⋯⋯⋯⋯⋯⋯⋯⋯⋯⋯⋯⋯⋯⋯⋯⋯⋯⋯⋯⋯⋯⋯(113)

檀桥公社概况地名⋯⋯⋯⋯⋯⋯⋯⋯⋯⋯⋯⋯⋯⋯⋯⋯⋯⋯⋯⋯⋯⋯⋯⋯(115)

山水公社概况地名⋯⋯⋯⋯⋯⋯⋯⋯⋯⋯⋯⋯⋯⋯⋯⋯⋯⋯⋯⋯⋯⋯⋯⋯(118)

石坳公社概况地名⋯⋯⋯0 0"011⋯⋯⋯⋯⋯⋯⋯⋯⋯⋯⋯⋯⋯⋯⋯⋯⋯⋯⋯(121)

古井公社概况地名⋯⋯⋯⋯⋯⋯⋯⋯⋯⋯⋯⋯⋯⋯⋯⋯⋯⋯⋯⋯⋯⋯⋯⋯(124)

洪市区地图

洪市区概况⋯⋯⋯⋯⋯⋯⋯⋯⋯⋯⋯⋯⋯⋯⋯⋯⋯⋯⋯⋯⋯⋯⋯⋯⋯⋯⋯⋯⋯(127)

洪市公社概况地名⋯⋯⋯⋯⋯⋯⋯⋯⋯⋯⋯⋯⋯⋯⋯⋯⋯⋯⋯⋯⋯⋯⋯⋯(129)

高碧公社概况地名⋯⋯⋯⋯⋯⋯⋯⋯⋯⋯⋯⋯⋯⋯⋯⋯⋯⋯⋯⋯⋯⋯⋯⋯(133)

大安公社概况地名⋯⋯⋯⋯⋯⋯⋯⋯⋯⋯⋯⋯⋯⋯⋯⋯⋯⋯⋯一⋯⋯⋯⋯(136)

水寺公社概况地名⋯⋯⋯⋯⋯⋯⋯⋯⋯⋯⋯⋯⋯⋯⋯⋯⋯⋯⋯⋯⋯⋯⋯⋯(140)

曲兰公社概况地名⋯⋯⋯⋯⋯⋯⋯⋯⋯⋯⋯⋯⋯⋯⋯⋯⋯⋯⋯⋯⋯⋯⋯⋯(143)

桐梓坪公社概况地名⋯⋯⋯⋯⋯⋯⋯⋯⋯⋯⋯⋯⋯⋯⋯⋯⋯⋯⋯⋯⋯⋯⋯(147)

高汉公社概况地名⋯⋯⋯⋯⋯⋯⋯⋯⋯⋯⋯⋯⋯⋯⋯⋯⋯⋯⋯⋯⋯⋯⋯⋯(151)

Ⅳ



：礼梓公社概况地名⋯⋯⋯⋯⋯⋯⋯⋯⋯⋯⋯⋯⋯⋯⋯⋯⋯⋯⋯⋯⋯⋯⋯⋯(155)

洪市镇概况地名⋯⋯⋯⋯⋯⋯⋯⋯⋯⋯⋯⋯⋯⋯⋯⋯⋯⋯⋯⋯⋯⋯⋯⋯⋯(160)

金溪区地图

金溪区概况⋯⋯⋯⋯⋯⋯⋯⋯⋯⋯⋯⋯⋯⋯⋯⋯⋯⋯⋯⋯⋯⋯⋯⋯⋯⋯⋯⋯⋯(162)

金溪公社概况地名⋯⋯⋯⋯⋯⋯⋯⋯⋯⋯⋯⋯⋯⋯⋯⋯⋯⋯⋯⋯⋯⋯⋯⋯(164)

：溪江公社概况地名⋯⋯⋯⋯⋯⋯⋯⋯⋯⋯⋯⋯⋯⋯⋯⋯⋯⋯⋯⋯⋯⋯⋯⋯(168)

九峰公社概况地名⋯⋯⋯⋯⋯⋯⋯⋯⋯⋯⋯⋯⋯⋯⋯⋯⋯⋯⋯⋯⋯⋯⋯⋯(172)

上峰公社概况地名⋯⋯⋯⋯⋯⋯⋯⋯⋯⋯⋯⋯⋯⋯⋯⋯⋯⋯⋯⋯⋯⋯⋯⋯(175)

富田公社概况地名⋯⋯⋯⋯⋯⋯⋯⋯⋯⋯⋯⋯⋯⋯⋯⋯⋯⋯⋯⋯⋯⋯⋯⋯(178)

。隆兴公社概况地名⋯⋯⋯⋯⋯⋯⋯⋯⋯⋯⋯⋯⋯⋯⋯⋯⋯⋯⋯⋯⋯⋯⋯⋯(182)

横江公社概况地名⋯⋯⋯⋯⋯⋯⋯⋯⋯⋯⋯⋯⋯⋯⋯⋯⋯⋯⋯⋯⋯⋯⋯⋯(186)

界牌区地图

界牌区概况⋯⋯⋯⋯⋯⋯⋯⋯⋯⋯⋯⋯⋯⋯⋯⋯⋯⋯⋯⋯⋯⋯⋯⋯⋯⋯⋯⋯⋯(189)

。界牌公社概况地名⋯⋯⋯⋯⋯⋯⋯⋯⋯⋯⋯⋯⋯⋯⋯⋯⋯⋯⋯⋯⋯⋯⋯⋯(191)

国庆公社概况地名⋯⋯⋯⋯⋯⋯⋯⋯⋯⋯⋯⋯⋯⋯⋯⋯⋯⋯⋯⋯⋯⋯⋯⋯(196)
’

甲满公社概况地名⋯⋯⋯⋯⋯⋯⋯⋯⋯⋯⋯⋯⋯⋯⋯⋯⋯⋯⋯⋯⋯⋯⋯⋯(200)

醒狮公社概况地名⋯⋯⋯⋯⋯⋯⋯⋯⋯⋯⋯⋯⋯⋯⋯⋯⋯⋯⋯⋯⋯⋯⋯⋯(205)

金屏公社概况地名⋯⋯⋯⋯⋯⋯⋯⋯⋯⋯⋯⋯⋯⋯⋯⋯⋯⋯⋯⋯⋯⋯⋯⋯(209)

界牌镇概况地名⋯⋯⋯⋯⋯⋯⋯⋯⋯⋯⋯⋯⋯⋯⋯⋯⋯⋯⋯⋯⋯⋯⋯⋯⋯(213)

渣江区地图

渣江区概况⋯⋯⋯⋯⋯⋯⋯⋯⋯⋯⋯⋯⋯⋯⋯⋯⋯⋯⋯⋯⋯⋯⋯⋯⋯⋯⋯⋯⋯(216)

渣江公社概况地名⋯⋯⋯⋯⋯⋯⋯⋯⋯⋯⋯⋯⋯⋯⋯⋯⋯⋯⋯⋯⋯⋯⋯⋯(218)

赤石公社概况地名⋯⋯⋯⋯⋯⋯⋯⋯⋯⋯⋯⋯⋯⋯⋯⋯⋯⋯⋯⋯⋯⋯⋯⋯(221)

三湖公社概况地名⋯⋯⋯⋯⋯⋯⋯⋯⋯⋯⋯⋯⋯⋯⋯⋯⋯⋯⋯⋯⋯⋯⋯⋯(224)

官埠公社概况地名⋯⋯⋯⋯⋯⋯⋯⋯⋯⋯⋯⋯⋯⋯⋯⋯⋯⋯⋯⋯⋯⋯⋯⋯(227)

甘泉公社概况地名⋯⋯⋯⋯⋯⋯⋯⋯⋯⋯⋯⋯⋯⋯⋯⋯⋯⋯⋯⋯⋯⋯⋯⋯(231)

盐田公社概况地名⋯⋯⋯⋯⋯⋯⋯⋯⋯⋯⋯⋯⋯⋯⋯⋯⋯⋯⋯⋯⋯⋯⋯⋯(236)

石市公社概况地名⋯⋯⋯⋯⋯⋯⋯⋯⋯⋯⋯⋯⋯⋯⋯⋯⋯⋯⋯⋯⋯⋯⋯⋯(240)

鼓峰公社概况地名⋯⋯⋯⋯⋯⋯⋯⋯⋯⋯⋯⋯⋯⋯⋯⋯⋯⋯⋯⋯⋯⋯⋯⋯(243)

Y



渣江镇概况地名⋯⋯⋯⋯⋯⋯⋯⋯⋯⋯⋯⋯⋯⋯⋯⋯⋯⋯⋯⋯⋯⋯⋯⋯⋯(247)

集兵区地图

集兵区概况⋯⋯⋯⋯⋯⋯⋯⋯⋯⋯⋯⋯⋯⋯⋯⋯⋯⋯⋯⋯⋯⋯⋯⋯⋯⋯⋯⋯⋯(249)

集兵公社概况地名⋯⋯⋯⋯⋯⋯⋯⋯⋯⋯⋯⋯⋯⋯⋯⋯⋯⋯⋯⋯⋯⋯⋯⋯(251)

神皇公社概况地名⋯⋯⋯⋯⋯⋯⋯⋯⋯⋯⋯⋯⋯⋯⋯⋯⋯⋯⋯⋯⋯⋯⋯⋯(254)

岣嵝公社概况地名⋯⋯⋯⋯⋯⋯⋯⋯⋯⋯⋯⋯⋯⋯⋯⋯⋯⋯⋯⋯⋯⋯⋯⋯(257)

江柏堰公社概况地名⋯⋯⋯⋯⋯⋯⋯⋯⋯⋯⋯⋯⋯⋯⋯⋯⋯⋯⋯⋯⋯⋯⋯(260)

通天公社概况地名⋯⋯⋯⋯⋯⋯⋯⋯⋯⋯⋯⋯⋯⋯⋯⋯⋯⋯⋯⋯⋯⋯⋯⋯(263)

新安公社概况地名⋯⋯⋯⋯⋯⋯⋯⋯⋯⋯⋯⋯⋯⋯⋯⋯⋯⋯⋯⋯⋯⋯⋯⋯(266)

樟木公社概况地名⋯⋯⋯⋯⋯⋯⋯⋯⋯⋯⋯⋯⋯⋯⋯⋯⋯⋯⋯⋯⋯⋯⋯⋯(268)

里仁公社概况地名⋯⋯⋯⋯⋯⋯⋯⋯⋯⋯⋯⋯⋯⋯⋯⋯⋯⋯⋯⋯⋯⋯⋯⋯(272)

果鹰岭区地图

杲鹰岭区概况⋯⋯⋯⋯⋯⋯⋯⋯⋯⋯⋯⋯⋯⋯⋯⋯⋯⋯⋯⋯⋯⋯⋯⋯⋯⋯⋯⋯(276>

呆鹰岭公社概况地名⋯⋯⋯⋯⋯⋯⋯⋯⋯⋯⋯⋯⋯⋯⋯⋯⋯⋯⋯⋯⋯⋯⋯(278)

杉桥公社概况地名⋯⋯⋯⋯⋯⋯⋯⋯⋯⋯⋯⋯⋯⋯⋯⋯⋯⋯⋯⋯⋯⋯⋯⋯(281)

石园公社概况地名⋯⋯⋯⋯⋯⋯⋯⋯⋯⋯⋯⋯⋯⋯⋯⋯⋯⋯⋯⋯⋯⋯⋯⋯(285)

潮江公社概况地名⋯⋯⋯⋯⋯⋯⋯⋯⋯⋯⋯⋯⋯⋯⋯⋯⋯⋯⋯⋯⋯⋯⋯⋯(288)

角山公社概况地名⋯⋯⋯⋯⋯⋯⋯⋯⋯⋯⋯⋯⋯⋯⋯⋯⋯⋯⋯⋯⋯⋯⋯⋯(291)

橱市公社概况地名⋯⋯⋯⋯⋯⋯⋯⋯⋯⋯⋯⋯⋯⋯⋯⋯⋯⋯⋯⋯⋯⋯⋯⋯(294)

樟树公社概况地名⋯⋯⋯⋯⋯⋯⋯⋯⋯⋯⋯⋯⋯⋯⋯⋯⋯⋯⋯⋯⋯⋯⋯⋯(297)

台源区地图

台源区概况⋯⋯⋯⋯⋯⋯⋯⋯⋯⋯⋯⋯⋯⋯⋯⋯⋯⋯⋯⋯⋯⋯⋯⋯⋯⋯⋯⋯⋯(301)

台源公社概况地名⋯⋯⋯⋯⋯⋯⋯⋯⋯⋯⋯⋯⋯⋯⋯⋯⋯⋯⋯⋯⋯⋯⋯⋯(303)

九市公社概况地名⋯⋯⋯⋯⋯⋯⋯⋯⋯⋯⋯⋯⋯⋯⋯⋯⋯⋯⋯⋯⋯⋯⋯⋯(306)

福溪公社概况地名⋯⋯⋯⋯⋯⋯⋯⋯⋯⋯⋯⋯⋯⋯⋯⋯⋯⋯⋯⋯⋯⋯⋯⋯(309)

高真公社概况地名⋯⋯⋯⋯⋯⋯⋯⋯⋯⋯⋯⋯⋯⋯⋯⋯⋯⋯⋯⋯⋯⋯⋯⋯(312)

花滩公社概况地名⋯⋯⋯⋯⋯⋯⋯⋯⋯⋯⋯⋯⋯⋯⋯⋯⋯⋯⋯⋯⋯⋯⋯⋯(315)

大胜公社概况地名⋯⋯⋯⋯⋯⋯⋯⋯⋯⋯⋯⋯⋯⋯⋯⋯⋯⋯⋯⋯⋯⋯⋯⋯(317)

长安公社概况地名⋯⋯⋯⋯⋯⋯⋯⋯⋯⋯⋯⋯⋯⋯⋯⋯⋯⋯⋯⋯⋯⋯⋯⋯(320)

Ⅵ

l{il、f、、．＼、l，



⋯⋯⋯⋯(323)

⋯⋯⋯⋯(324)

⋯⋯⋯⋯(324)

⋯⋯⋯⋯(332)

⋯⋯⋯⋯(345)

⋯⋯⋯⋯(345)

⋯⋯⋯⋯(346)

⋯⋯⋯⋯(346)

⋯⋯⋯⋯(347)

⋯⋯⋯⋯(347)

⋯⋯⋯⋯(357)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7)

照片⋯⋯⋯⋯⋯⋯⋯⋯⋯⋯⋯⋯⋯⋯⋯⋯⋯⋯⋯⋯⋯⋯⋯⋯⋯⋯⋯⋯⋯⋯⋯⋯⋯(379)

附录

衡阳县更名区、镇，公社、大队新旧名称对照表⋯⋯⋯⋯⋯⋯⋯⋯⋯⋯⋯⋯(397)

编后记⋯⋯⋯．．t⋯．．t．．t⋯．．．．．．一．．t．．．．．．一⋯⋯⋯⋯⋯⋯⋯⋯⋯⋯⋯⋯⋯⋯⋯(405)

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衡13n县概况

衡阳县位于湖南省中部偏南，湘江中游。东面与衡山县交界，南与衡阳市、衡南县相

邻，西抵邵东、祁东县，北与双峰县接壤。地跨东经111。59’——112。45’，北纬26。52’

——27。23’。面积2，645平方公里，折合3，968，532亩。其中水匪1922，833亩，早土158，077

亩，山地2，102，734亩，水域272，120亩，房屋、道路、矿山等511，826亩。大致是“五

山半水三分耕，分半道路和庄园"。辖11个区，82个公社，4个镇，922个大队，9个居

委会。228，280户，970，701人。其c卜有茁、瑶、京、壮、满、回、土家、维吾尔等族共

24人，一个中籍日本人，其余均系汉族。

衡阳因位于南岳衡山之南而得名。夏、商、周时，衡阳为古荆州南境，春秋属楚，战国

为楚黔中地，秦属长沙郡，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立长沙王国，县名承阳。武帝元鼎六

年(公元前117年)于承水(现叫蒸水)之南设钟武县，隶属零陵郡。光武帝建武二年(公

元26年)改承阳为蒸阳，与钟武同属零陵郡。顺帝永建三年(公元128年)更钟武为重安。

献帝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改蒸阳为临蒸。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复置蒸

阳，而临蒸移湘东。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并蒸阳于重安。陈宣帝太建元

年(公元569年)，析临蒸置新城县。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并临蒸、重安、新

城为衡阳县。衡阳县之名自此而始。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称临蒸县。唐玄

宗开元-：-I。年(公元732年)仍称衡阳县。五代至宋沿袭旧制。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

属衡州路。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属衡州府。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析县

之东南乡为清泉县，西北乡仍称衡阳县。民国元年(1912年)并两县为衡州府。次年裁

府，复称衡阳县。1942年元月划出县城设置衡阳市，县治仍驻衡阳市北区。．

1949年10月，衡阳获得解放。各级人民政府相继成立，全县分九个区，404个乡。

1952年6月，衡阳县一分为二：东南乡IltI衡南县I西北乡仍称衡阳县，县治徙西渡。分

县后的衡阳县分为17个区，252个乡，两个镇。1956年撤区并乡为50个乡，两个镇。1958

年把乡划分为17个公社。1961年体制调整为11个区，83个公社，三个镇。1975年松木人

民公社划归衡阳市代管．1981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正式划入衡阳市。同年，经省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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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批准，设置洪市镇。

衡阳县整个地形为西、北、东边缘高，中部和南面低，状如土箕。境内山峰是南岳

山脉的延伸，起伏连绵。岣嵝峰、白石峰耸峙于东，海拔分别为951米和1，101米，系南

岳七十二峰之列，大云山、三面山雄踞于西，海拔分别为990．4米和689米，是衡阳与邵

东、祁东分水之脊；九峰山绵亘于北，主峰海拔为750．4米，是与双峰县分界的界山。

沿蒸水流域有若干冲积平原，土质肥沃，盛产稻谷。较著名的三湖町、凌家町、东湖

町、西渡町、英陂町、太力町等，向有衡阳粮仓之称。

境内河港交错，以蒸水为最大。蒸水因河面水气如蒸而得名，又名草河，发源于

邵东县的雁鹅川，自金兰公社金树大队入境，由西向东，呈“乙”字形，横贯全县，流

经金兰、洪市、渣江、台源、西渡、呆鹰岭六个区，20个公社，至草桥石鼓嘴入湘江，

谓之“蒸湘”，是湖南“三湘”之一。蒸水全长194公里，在境长度133公里。次为武水，

发源于三面山之东，流经长乐、西渡两个区九个公社，至中洲与蒸水汇合，全长55．7公

里。此外，自北向南的还有岳沙河、柿竹水、石狮港等；自西向东的有演陂水；自南向

北的有清花河。

全县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严寒期短，盛夏期长，春温多变，寒潮频繁，春季

多雨，夏秋常旱，四季分明，无霜期长。多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7．9度，一月平均气温为摄

氏5．7度，最低气温为摄氏零下9．5度；七月平均气温为摄氏28．8——29．8度， 日最高

气温为摄氏40．8度。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237毫米，无霜期279——290天。

县内农业以水稻为主，油菜、棉花、烟、麻、乌莲、高梁、红薯、黄花、花生和豆

类等土特产亦很丰富。鲜鱼较多，堪称鱼米之乡。

境内矿藏比较多，主要有高岭土(瓷泥)、煤、铅、锌、钨、黄金、石膏、硫磺、

绿柱石等。界牌的高岭土，质地优良，藏量丰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解放前，由于境内水利失修，水土流失，易涝易旱，粮食歉收，百业萧条。

解放后，为了消灭水旱灾害，实现早涝保收，全县建成中型水库六处，小(一)型

水库38处，小(二)型水库169处，中型河坝两处，小型电站86处，装机密量达11，361千

瓦。国营电力排灌站两处，小型电力排灌658处。开挖主要干渠602条，长2，578公里。

总蓄引提水量为5．96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80万亩。其中旱涝保收面积58万亩，占耕地

面积63．4％。全县拥有大、中型拖拉机270台，手扶拖拉机1，705台，农用汽车114辆，各

种内燃机9，859台，农用总动力达12万多马力。由于改善了生产条件，农业生产持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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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1980年粮食总产量99，482万斤，向国家贡献粮食22，825万斤。皮棉总产量26，525担，

油料作物总产量74，721担，全年饲养牲猪达到650，046头。

林业生产是全县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以来，全县人民年年造林，现有人

工造林保存面积42万亩。从1964年起，办起社队林场750个，加上县属国营岣嵝峰、三

阳、九峰、陈坪四林场共60多万亩森林。全县立木蓄积量有50万立方米，楠竹2，211万

根。

工业生产从无到有，由少到多。解放前夕，全县仅界牌有几家个体经营的粗瓷

厂，如今有工业企业202个。其中轻工业133个，重工业69个，总产值达7，960万元，比

1952年增长16．3倍。主要产品有瓷泥、煤、水泥、碳铵、重晶石、机制纸、彩色印刷、

包装装璜、190型柴油机、日用瓷、苯乙酰铵、医药、低压电器、电子元件等。湖南省

界牌陶瓷总厂座落界牌境内，该厂生产的高档瓷远销世界各地，誉满全球。社队企业的

主要生产项目有农机配件、农机具、石灰、砖瓦、皮革、日用瓷以及农副产品加工等。

尤其是瓷器生产历史悠久，制作精细，畅销省内外。

交通发达，运输方便。京广、湘桂两条铁路干线在县境东南方傍境而过；县内公路

纵横，共有69条，总长752公里。其中干线两条：长(沙)衡(阳)线经过樟木、新安

公社，在境长度17公里；徇(阳市)邵(阳)线从东到西，经呆鹰岭、西渡、演陂、

金兰四个区，在境长度64公里，是境内交通运输主动脉。县支线公路12条，共长300公

里；社队简易公路55条，共长371公里。

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全县有大、小圩场50余个。东面的樟木寺、集兵滩，西面的

演陂桥、金兰寺、洪罗庙，南部的新桥、井头江，北部的渣江、界牌、台源寺，是境内

历史上十大圩场。樟木寺濒临湘江，历为县境东部物资集散地。西渡为县城驻地，店

铺林立，商路宽阔，是五十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1980年全县商品零售总额为12，554万

元；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为7，364万元。

教育、文化、卫生、科学发展迅速。1980年，全县小学发展N863所，中学110所，

在校学生达2l万人，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业余教育取得一定成绩，幼儿教育正在兴

起。文化方面，解放前，县里没有电影院、剧团、书店和图书馆。现在全县有六个电影

院，83个电影队；有县花鼓剧团、新华书店和图书馆，还建立了农村业余居4团107个。

区社建立了18个文化站，443个农村图书室。卫生方面，县有人民医院和中医院；区

社有区医院和公社卫生院；大队有合作医疗室。共有医务人员l，400多人。病床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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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上峰公社医疗卫生工作曾作为全国的典型在28届(1972年)广州交易会上进行图片展

览。计划生育取得成效。1980年全县人口净增率为8．49％0。科学技术方面，全县有科

技人员1，586人，成立了农学会、林学会、水电学会、医学会等科研群众组织，有70多

个人晋授了技术职称。其中晋升为工程师、农艺师、药剂师、主治医师的有八人。

衡阳县历史悠久，名胜古迹较多。县境东部的岣嵝峰，相传大禹治水曾登此山，

“血马祭山，得金简玉字之书，案省水脉"，山上建有禹王庙、禹王祠和禹王碑，尤以

禹王碑名闻遐迩。它位于嫘租峰后，高七尺，阔五尺，上有七十七字，皆蝌蚪文，衡峰七

十二，唯存此碑。座落杉桥公社境内的伊山，是东晋政治家桓伊幼时读书习武和老来隐

退之所。他与溺玄大破秦军于淝水。官至都督江9“、荆州十郡，豫州四郡军事，江州刺

史，封永修侯。后人在此山建寺，起名伊山寺，规模宏大，有宋徽宗御笔亲书的匾额。

县境西北的石船山，为明末清初唯物主义哲学家王船山先生隐居之地。现存的湘西草堂

是王船山晚年著书的地方， “石船”、“枫马”为其早日慷慨悲歌之所。大罗山建有船

山墓庐，现已修葺一新，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县境东部新安公社瓦子堆，为唐代陶

器窑址。武水河畔的曾步和金兰的城坪冲口，均有西汉钟武县故城址。渣江三湖町福城

寺和西渡町有重安县故城址。

衡阳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党的“一大"闭幕后，毛泽东同志曾亲临衡阳

发展党的组织，创建了中共湘南第一支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会员达六

十万之多，尤以集兵区神皇、庙溪一带和渣江石头桥农民运动为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时期，金兰牌楼冲和长乐清潭口曾先后建立过中共地下支部，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迎接全国解放作出了贡献。夏明翰烈士祖籍境内礼梓公社，192lff-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后任湖北省委委员，]928年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临刑前，他写一F“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悲壮诗篇，

千古流芳。朱少连烈士是曲兰公社人，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他曾和刘少奇、李立三等

同志一道领导了震撼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运动，担任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

任、路局主任。1923年出席党的“三大”，当选为第三届党中央执行委员。1929年1月

壮烈牺牲。农民运动的先驱，还有夏明震、屈淼澄、戴今吾、肖觉先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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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渡 镇

XIDU ZHEN

镇人民政府驻地：西渡向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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