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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和省，地有关文件指示精神和我县的

历史情况编纂而成的。

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它又直接为人类生产，生活和交往服务。随着社会的不断

发展和进步，地名以及它所包括的行政区划名称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建国三十一年来，随

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新的地名大量产生和出现，加上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其它种种

原因，出现了地名重名、名实不符、用字不当、含义不清、讹错遗漏、低级庸俗、有损尊严

等问题。因此，开展地名普查，汇编地名录，实行地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具有重要的政治

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 为了做好地名普查工作，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成立了地名普查领导小组．

下设地名普查办公室，办公室辖秘书概况、调查考证、绘图制表、汉语拼音四个小组，自

1980年12月起至1981年11月止，历时11个月，对全县地名的来历、含义、沿革，变迁和地理位

置以及字形、字音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普查。同时，以地名为主，对境内的自然地理实体，

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也进行了普查。在普查的基础上，分门鄹

类，综合整理，撰写概况，编纂地名录，归档上报。在地名普查过程中，始终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利用典籍资料·

反复核对考证，力求真实准确，不重不漏，名实相符，图，表、卡、文相应的内容一致．
地名的更名、命名遵循以下五条原则：

j 一：避免重名和用同音汉字命名，做到一个县内的大队，一个县城内的街道，小巷不重

名，

二，对有损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带有民族歧视和不利于团结的；带有侮辱劳动人民

和庸俗的，以及其它违背国家方针政策的地名，均予以更改I

三、对于专业部门使用的台站、堤垸、水库、渠道等名称，一般与当地地名统一，派生

地名亦与驻地地名统一'

四、不用序数命名，公社，大队、生产队一律按当地地名命名(一个自然村有数个生产

队例外)；

五、地名力求简明确切，不用生僻字和字形，字音容易混淆的字命名，对一地多名，一
名多写，用字不当的予以调整。

经县人民政府呈报，湘潭地区行政公署批准，分别给予更名，命名和调整地名的有25个

大队(其中同名大队17个，同音大队4个，自行更名4个)。并对38条派生地名作了相应更

改。对照原地形图，增补新地名907条，删改地名131条，勘误地名?00条。全县地名总计为

4586条。



本地名录，将收录的地名分为五大类；

一、行政区划、自然村3626条；

二、自然地理实体120条，

三、’人工建筑物442条；

四、企事业单位370条；

五、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28条。

对各类重要地名填写了卡片953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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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名录以公社

(镇、场)为单位’，分别绘制新的l：‘5万地形图共26幅，分装在各公社(镇、场)的概况

前；绘制1：15万全县行政区划图1幅，订装在卷首的扉页后，以反映本县全貌。

文字概况，是地名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县按县、公社(镇、场)两级行政单位撰写

概况3l份，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等分别撰写了概

况，并配以部分照片和文字说明。方位：县以省境定方位；公社(镇、场)以县境定方位，

并注明了四至。总面积以平方公里计算，同时折合亩积；山、水、田、土、林等则以亩积为

单位，水陆交通线及距离以公里为单位。引用的数字均以县统计局1980年年报数字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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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术语，按各主管部门

统二口径提法。地名的含义及由来，一是有理有据的，加以肯定；二是民间流传久远而又合

情合理的，加以保留，三是说法不一，各有依据而又各具情理的，则同时节录两种说法；四

是有的地名，因时间过长而失传、失载，含混不清，而又一时无法判断的，则按现用名称，·

待以后考证增补。r

t本地名录为16开精装本。卷首有县行政区划图，前言、目录、全县概况；中间主要部分

为地名分类表列式；主要人工建筑物、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则以照片说明的形式进行编

纂；卷尾有更名大队新旧名称对照表和编后记。

地名普查是项新工作，加之我们水平有限，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敬请批评指
正。

：l·

茶陵县地名警奎领导小组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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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县概 况

茶陵县居“茶山之阴”，林谷间多生茶茗，境内多山丘，又有炎帝葬于茶乡之传说，因

而得名。

茶陵位于湖南省东部，湘江支流涞水流域，东与江西省的莲花、永新、宁冈相邻，南抵

酃县，西界安仁，北和攸县毗连。西北、东南均向中部倾斜。茶陵因处于“吴头楚尾”，扼湘

赣两省交通的要冲，地势险要，被称为“三路襟喉”，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茶陵，西汉初期为侯国，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始置县，隶长沙国。隋文帝开皇九年

(公元589年)并入湘潭县(非今湘潭县)，隶衡州府。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茶陵县，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废，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复设茶陵县。宋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

升县为军。宋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划出康乐、霞阳、常平三乡设置酃县，仍属茶陵军。

元世祖十九年(公元1282年)茶陵升县为州，直隶湖南道。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改州

为县。阴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又升县为州。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茶陵又改州为县。

1949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茶陵。9月相继成立了县和区、乡人民政府。茶陵

县始属衡阳专区管辖，1952年8月划归湘潭专区。1959年5月，茶陵和酃县并为一县，仍称

荼陵县。1961年6月，又将酃县划归原置。县人民政府设在城关镇交通街。 ，’．

茶陵县治，西汉初期在今八团公社境内。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刘诉在那里筑有“茶

王城”。唐时，县治移到今日茶陵城址。南宋绍定年间(公元1228年一1233年)，筑起了
城墙，俗称茶陵城。后来，元、明、清三朝相继修葺增立。城身表里皆石，周长1，600丈，高

I．8丈。1939年，县国民政府下令将城墙削矮一半。此后，城墙渐次塌毁，今仅南墙文星门

明洪武初年，茶陵境内划分为西阳、睦亲、茶陵，衷鹄四个乡，一个坊厢，乡以下设

100个里。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并为52个里，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并为33个里，

仍分属四乡，坊厢如故．以后称里为都。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并为24都。清康熙二十一

年(公元1682年)拓为25都，都下设团。都团的行政长官分别称为都总，团总。民国初年，又划

分为5个区，140多个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强令推行保甲制度后，到1949

：年解放前夕，全县分为14个乡(镇)，138个保。建国初期，茶陵划分为10个区、183个乡。

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初期，行政区划时有变动。至今全县划为25个公社(镇)、5个农林

渔场，353个大队(农林渔场的分场在外)，形成3，213个自然村，住着91，50T户，473，973

茶陵，群山迭翠，河流迥环，是一个美丽而富饶的地方。

全县总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计375万亩左右，其中山丘262万亩，占全县面积的7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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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诸山均系罗霄山脉所派生。著名的有武功山、茶山(景阳山)、云阳山、邓阜山、五峰山

等。山地海拔平均高度在500米以上。最高山峰太和仙海拔1，404．9米。最低处为虎踞公社乔

下大队玉石洲深水出口处，海拔约50米。

千山万壑的涓涓细流，’汇集于茶水，洮水：马伏江等，然后汇入涞水，经攸县，衡东

入湘江。涞水发源于万阳山区桂东县大桂山，经酃县进入茶陵，流经浣溪，湖口，黔舫，下

东、涞江、城关、思聪、平水、虎踞等九个公社(镇)，境内流程103公里。河流两岸，海

拔高度一般在500米以下，形成一个个丘陵性盆地。全县耕地面积44．3万亩，占全县面积的

12％，其中水田38．2万亩，旱土6．1万亩。土质多属红壤。全县水面7．9万亩，占全县面积的

2％。道路庄园38万亩，占全县面移{的10％。其它面积22．8万亩，占全县面积的6％．概括

为“七山半水分半田，一分道路加庄园”。
，． 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为1了．4℃——18℃。一月气温最低，平均为5．5℃

——6℃，七月气温最高，平均为28．5℃——30℃。全年无霜期290天以上。年平均降雨置

·．为1，314—1，T40毫米，蒸发最1，000毫米，日照时数1，800小时。这种气候，宜于农林业生
产。农业以水稻为主，兼种多种经济作物；林业以松、杉、楠竹、油茶为主。

境内地下矿藏比较丰富，有铁、钨、铜、锡、铀、铅、煤、石灰石、莹石等。
．-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茶陵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发奋图强，

．艰苦奋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很大成绩。 ‘_

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全县兴建了茶安灌区、岩口水库、龙头水库、东坑水库等中

型水利工程四处I小(I)型水利工程9处I小(I)型水利工程130处；山塘14，429口i小

河坝1，248处。机灌设施1，571台(11，890马力)。电力灌溉设施278处，392台(计7，926

配)。全县总蓄、引，提水量2．98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321，400亩，占水田总面积的84呖。

i其他各种农业机械大量发展。合作化前，农业机械是个空白，现在农用总动力达82，186马

“力。其中有大、中型拖拉机208台，农用汽车111辆，手扶拖拉机1，900台，内燃机3；280台．

：机耕面积28万余亩，占总耕地面积的63．2吻。全县有小水电站105处，总装机123台；容量

．4，T44酝。架设电灌线路35kw的有24．6公里，10kw的“8公里。总装机容量100kw以上的

小水电站有潞水、火田、江口等。青年电站设计安装4台机组，总装机容量12，600配；已

‘安装3台机组，总装机容量9，400珏。全县97％以上的公社(场)、90％以上的大队通了电，

耕作、排灌、运输、植保、农副产品加工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程良逐步提高。 t

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善，使农业生产获得较快的发展。1980年，全县粮食总产5．2287亿

’斤，亩产1，338斤，为解放前最高年亩产300来斤的4．4倍。棉花总产56．95万斤，植物食用油总

产238．55万斤，均为解放初期的3．2倍。茶叶总产128．67万斤，为解放初期的6．9-1'音。传统的

．．“茶陵三宝，，——生姜、白芷、大蒜脑，远销国内外。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

1980年牲猪饲养量33．1385万头，其中出栏16．2208万头。分别为解放初期的5倍和7．5倍。

林业生产逐步发展。全县现有森林面积243万亩，覆盖率为3T％，其中，人工营林面积40万

亩，木材总储积量143万立方米。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为促进林业生产，设立了县林科所、

苗圃、采育场，集材场，开办了国营云阳林场，兴办了321个社队林场。31年来，全县为国

家和地方提供的木材达101．19万立方米，楠竹700余万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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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全县的工业仅有一家私营铁厂和资本家聚股经营的“和记钨矿公司”·解放

后，“和记钨矿’’收归国有，由省办成湘东钨矿，铁厂改造为县属地方国营企业。同时，还创办

了氮肥厂，水泥厂，煤矿、农机厂、印刷厂、棉纺厂、化工厂等。1980年全县工业总产值3，350

万元，为解放初期的121．5倍。县农机一厂研制的湘喷XP一5型喷灌机组，荣获1978年全国科

技大会奖。全县共有社队企业621个，从事企业生产的劳力，占全县农村总劳力的10％。社队企

业产品140多种，主要有煤、钨、莹石矿、丝绸、纸张等。1980年全县社队企业总产值2，TOO

万元。此外，境内还有省属企业湘东铁矿。

解放前，县内仅有耒(阳)吉(安)、茶(陵)浣(溪)公路和涞水航道。解放后，先后补修了耒

(阳)吉(安)、(北)京广(州)线茶(陵)酃(县)段两条公路干线，并铺成柏油路面，还修筑了茶

(陵)安(仁)和县城至各个公社的公路。境内公路全长668．5公里，为解放前的六倍，实现了社

社通公路，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公路沿线先后修建了横跨涞水的大桥4座和各类小桥110

座。县内有航道242公里，经过疏浚，常年通航169公里。1972年5月，醴(陵)茶(陵)铁路贯入

境内长达38．7公里。
’

邮电事业有了迅速发展。茶陵的邮电始于19世纪20年代，至1949年，仅有lOf]交换机和

人工报话机各1台。服务范围狭小，对外只负责酃县、莲花、攸县的长途报话和邮件运输；

对内只负责与lo来个乡公所联络。电报电话基本与民隔绝。现在全-E．30个公社(镇、场)．都

有了电话交换机，装机容量1，910门，各大队都通了电话，三分之_的生产队通了邮。拥有长

途电路9条，报路4条，勾通全国各地。技术设备也日趋现代化，城内电话使用纵横制自动

交换机，电报采用电传打字机，投邮初步实现车辆化。．

城乡贸易，日益繁荣。解放后，全县逐步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多

种渠道的商业体制。县内有各种专业公司14个，基层供销叠-225个。1980年，全县社会商品零

售总额4，572万元，为1949年的11倍。对外贸易也有发展，1980年全县收购出口总额907万元·

财政收入逐年上升，1980年为977万元，做到了当年平衡，略有节余．1980年底全县社会储

蓄额为767万元，人平存款16．5元。

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文教、卫生事业也有相应的发展。现有县办中学8所，中级师范和

教师进修学校各～所，社(镇、场)办中学23所，小学391所。教职员工4，000多人，在校学生8．5

万多人，为全县人口的17．9呖。适龄儿童入学牢达到95％。教职员工和在校学生与解放初期

比，分别增加了5倍和8倍。文艺、广播、科学、图书事业都有发展。县有电影院、湘剧团、文化

馆、纪念馆、图书馆、放映队、新华书店等文化艺术单位。公社有电影队、文化辅导站、广播

站、业余剧团。秩堂、七地、严塘、高陇等公社初步形成了文化中心。县社两级还建立了科

技组织，科普工作逐渐深入。医疗卫生方面，有县属医院2所，地区医院5所，并建立了妇幼

保健、计划生育等机构。各公社有卫生院，各大队有医疗室。全县有医务人员800多人，病

床TOO多张，基本上改变了过去缺医少药的状况，人民的健康水平逐步提高。

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群众生活普遍提高。至1980年底止，全县社队拥有固定资产5，363．1

万元}公共积累7，471．67万元；农、林、牧、副、渔、社队企业总产值9，978．19万元，人平

226元，人平纯收入132元，人平口粮682斤，社会购买力不断增长，城镇居民和农村社员的

住房逐年改善。全县呈现一派兴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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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的茶陵县，在我国现代革命史上较为有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

动席卷全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茶陵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六县之一，是湘赣省的重

要县份。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曾亲临茶陵指挥红军与敌军作战。毛泽东同志指示建立的茶

陵县工农兵政府，以湘赣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载入史册。茶陵人民的武装斗争一直坚持到红

军北上以后。在此期间，茶陵人民经受了一系列斗争的严竣考验，为革命承受了大的牺牲和痛

苦，有五千多名优秀儿女英勇献身。如谭道瑛(1904年——1929年)，原籍系现在的下东公社二

铺大队，是茶陵第一个女党员、第一届女界联合会会长，1929年被敌杀害于长沙。谭思聪

(1908年一1932年)，原籍是现在的思聪公社思聪大队，中共党员、茶陵游击队的主要领导者
与组织者。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曾任过湘赣边界党的第二届特委委员，牺牲时任湘赣独立一

师政委。谭余保(1899年——1980年)，原籍系现在的舱舫公社洮水大队，中共党员，任过湘

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军北上以后，他在危难中领导了湘赣边界游击战争。解放后，任过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中南局监察组组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茶陵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比较多。自古以来，紫微叠翠、涞水环流、凤岗呈瑞，龙湖

献灵、邓阜朝阳，灵岩夜月、秦人古洞、赤松丹井誉为“茶陵八景”。南浦铁犀(茶陵铁

牛)，梳妆台、笔支塔、皇雩仙、老君岩等引人观尝。当今的青年电站、烈士陵园，景色宜

人。蔚为壮观。主要革命纪念地有：茶陵县工农兵政府遗址——县城东门三角坪；毛泽东同志

处决叛徒、挽救革命军旧址——湖口圩上的老园里；中共条陵县委旧址一县城福音堂
(1927年)；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旧址——严塘公社湾里，列宁学校旧址——秩堂公社毗塘书院。

茶陵著名的历史人物有：刘三吾，自号坦坦翁，明洪武年间，官至翰林学士，著有‘坦

坦斋集'。李东阳，明朝诗人．孝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著有‘怀麓堂集，，

t麓堂诗话，等，在文学上自成流派，是文学史上“茶陵派”之首。祖籍系现在的高陇公社

龙集大队。张治，字文帮，明正德年间会试第一，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著有t龙湖集，，嘉

靖年问，首纂‘茶陵州志'。谭延阊(公元1878年--1930年)，清光绪进士，任过湖南
督军、省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国民政府代主席、行政院长。祖籍系现在的高陇公社

石床大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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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县大队以上行政区划一览表

标准名称

龙新洲大队

虎踞公社

．双芫大队

合湖大队

银湖大队

湖溪大队

和丰大队

黄坪大队．

低车大队

i瘴水大队

高迎大队

茶干大队

迎丰大队．．

三星大队j

三达大队

乔下大队

新湖大队

汉语拼音

Longxinzhou Dadu!

Htxjt&Gongshe

Shu石ngyufn Dadu l

Hehn Dadui

Yinha Dadui

Hftxi Dhdui

Hefeng Dadut

Huhngpinfl Dadul

DIche D6dui

G石oshuI Dadul

G百oytn，g Dadul

Chhgan Dadul

Yingfeng Dadul

S石nx；ng D6duI

S石nd6 Dadui

Qi60xiO Dadul。：

XInhd DadtlI

户数 人口

89 406

5371 23142

484 2086

423 1T84

391 1592

365 1533

343 1473

491 2134

473 1970

332． 1505

318 1495

290 1298

95 387

172 ．790

544 2188

447 1848

134 534

耕地(亩)

570

22598

1821

2261

1423

1349

1448

2053

2126

1685

1384

1058

390’

976

1977

1977

670

驻地

把集关

虎踞山

双芜

虎形岭

安里

余家

．谭家巷

四方日

等上

秆坡坳上
观背

董家湾

．大迎班

罗家陂

张家坪

乔下

蛇井

(16)行政区划一览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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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概况
^

， 城关镇因位于茶陵县城而得名。解放初期建制为城关镇。1958年称东方红人民公社(含

今涞江、思聪、下东公社)，1961年分开为城关公社，1981年8月又复名城关镇；党政机关

设在腊芫大队。

镇的总面积为14平方公里，计2．1万亩。东、南、北隔涞水，分别与涞江，思聪公社相

望，西南与下东公社、县属云阳林场接壤。全镇包括1975年从下东公社并入的十八丘大队和

曲江大队共五个农业大队，36个生产队，21个自然村I有3个街道居委会，14条街巷，12

个联组。全镇共计4，446户，21，254人(其中街道居民2，980户，14，268人)。

镇的东、南、北三面环水。涞水绕城而过，故有“金线吊葫芦”之称。镇沿河是沙洲平

地，其它多为丘陵地。年平均气温为18℃。农作物以水稻、蔬菜为主，兼种棉花、黄豆，大

蒜等。

全镇总耕地面积4，442亩，其中水田2，259．3亩，旱土2，111亩，山林270亩。解放前，粮

食亩产最高不过300斤，棉花亩产不过40来斤。解放后，由于改善了水利条件，使84％的耕

地面积实现了旱涝保收，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66年亩产过“纲要”，1978年过“双纲”，

1980年达1，840斤。棉花总产9．03万斤，亩平86斤。

镇办企业迅速发展。先后建立了机务队、农修厂、五七工厂、电线厂、茶场、红砖厂，

基建队、搬运队等，1980年总产值为162．38万元。全镇现有汽车6辆，中型拖拉机5台，小

型拖拉机22台，各种动力生产机械31台，各大队、各街道用电畅通。．初步实现了排灌、运

输、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很快。镇内除两所县属中学、一所县属小学外，还有镇办中学1所、

小学5所。镇上还建立了文化站、卫生院和大队医疗室。县由医院，人民医院也设在境内。

这里，从唐朝以来就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历史悠久，革命纪念地和历史古

迹比较多。主要的革命纪念地有四处：①茶陵县工农兵政府驻地(1927年11月--12月)。地

址在旧县府衙门，即今前进大队三角坪，原房被毁，解放后在那里立了纪念碑。②中共茶陵

县委驻地(1927)。地址在福音堂，现室内墙壁存有当年书写的标语。③工农革命军驻地

(1927年10月--12月)。地址在涞江书院，即现在的茶陵一中所在地。④烈士陵园和革命纪

念馆。烈士陵园，原系城郊的“乱葬山”，大革命时期，我红军曾多次与国民党反动军队激

战于此I解放后开辟为烈士陵园，园内建有谭思聪等著名烈士的陵墓。近年来又在陵园内办

起了茶陵县革命纪念馆和烈士纪念堂。历史古迹有四处：①铁牛。在县城南门河畔，为南宋

绍定年间茶陵县令刘子迈主持铸造。⑦城墙。为南宋绍定元年至五年(公元1228年至1232年)

建筑成形，以后元、明、清朝曾多次增修加固．③梳妆台。在现在的前进大队，为明末文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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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张治的“张府假山”。④淀河。围绕城墙西北面开辟的人工濠。名胜有载入·茶陵州志，．

并被列为“茶陵八景”的“涞水环流”和“龙湖献灵”。 “龙湖献灵”系农林大队境内的

“龙化湖”，相传湖干涸，则有名人出。

境内重要建筑物有耒(阳)吉(安)，茶(陵)严(塘)公路线上的茶陵大桥和涞江大

桥。茶陵大桥-于1962年建成通车，长191米，宽9米}涞江大桥于1979年建成通车，长2,22米，

宽9米。

著名烈士有：大革命时期县农会常委、一直同谭余保同志一起从事地下工作，后被敌杀

害于锾牛潭畔的胡湘美同志{湘南独立师参谋长、后与敌作战英勇牺牲的谭刘文同志等．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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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城关镇

肖家后

腊芫大队

腊芫里

上腊芫里

农林大队

教子坪

毛里甲

岐狮岭

西盘古

龙家湖

前进大队

城里

十八丘大队

十八丘

泉水塘

王家里

合江

庙 下

罗汉洞

曲江大队

汉语拼音

Chengguan Zhen

Xi石oji石h6u

Layufn Dadu i

Layu6nlI

Shanglayu石nlI

Nonoltn Dadul

Jiaozipin9

M60lIjifi

Qlshiling

Xipfingfi

L6ngji百hO

Qi6njln Dadut

ChenglI ．

Shibaq it,t Dadui

Shtb石q in

Qu6nshuIt6ng

W6nflj i石lI

Heji百ng

Miooxia

LuOhandOng

Qnji石ng Dadul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罗汉庙Lu6hanmiao

下湾里 Xiaw石nlI

楼下Louxia

羊脑上 Y6ngn60shang

坪里PinglI

新洲上(片)Xinzhoushang

交通街 Ji石oton9 Jie

文化路 Wenhua Ld

红卫路H6ngw6i Ln

建设路 Jifinshe Ld

长城路 Chfngcheng L证

解放街 Ji6fang Jie

工农路 Gongn6n9 Let

涞水路 MIshut Ln

建国路 Jianou6 Ln

人民路 R亡nmin Ln

人民街 Renmin Jie

安全路 Anqu6n Ld

卫生路 W6isheng L诅

前进路 Qifnjin Ln

城关镇(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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