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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绥宁县地名录是遵照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精

神编纂的，是全县地名普查工作的主要成果。

地名是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而变化的。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县

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行政区划几次变更，新地名

大量产生。并因种种原因，社会上曾出现过乱改地名之风，以致地名的

重名、名实不符、用字不妥、一名多写、含义不清、文字讹错等问题普

遍存在。针对上述问题，这次地名普查中，以1：5万地形图作基础资料，

对全县境内行政区划、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独立存在的人工建筑、

有方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以及著名的纪念地、名胜古迹等的名称，都进

行了普查。在实际调查考证中，既注意收集民间对有关地名所提供的历

史性资料，又认真查阅典籍，相互校定，以保证普查资料的可靠性，经

得住历史的检验。

对全地区重名公社、全县重名大队、大队及其以上行政区划和专业

场、站等同当地地名不一致的名称，对生僻字、方言字、讹错字、含义

不清、用字不妥、一名多写等问题，根据国务院1979年305号文件规定

的精神，基本上都慎重地作了更名、调整和规范化、标准化处理。全县

经上级批准更名区、社11个，更名大队78个。其中汉字重名的33个，汉

字同音的10个。对照1965年1：5万地形图，新增地名292个，删减地名207

个，勘误地名1，393个，全县实际普查的地名合计4167个。

县地名录收录的地名分为五类。属行政区划的375个，自然村的3，382

自然地理实体的307个，人工建筑的71个，企事业单位的470个，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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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纪念地，名胜古迹的2个。

文字概况，是地名录中的重要部分。县、区(镇)、公社三级行政单

位，共撰写概况34篇，其他各类地名、单位，仅择重要的编写概况或简

介75篇，照片说明46幅。关于地理方位，采取县以省会定方位，区、社

以县城定方位，并注明四至；名称含义，凡有理有据的加以肯定，民间

流传久远，又合情合理的加以保留，其说不一，查考无据的缺而不述；面

积统一以亩为单位；引用数字，均以1980年年报为准，例外的则分别注

明年月，基本数字用绝对数，一般数字用概数；专业述语，按主管部门

的提法统一口径。

县标准地名图，即1：10万全县行政区划图，是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

之一，也是地名录中地名的直观表现形式，置于卷首，以窥全貌。

全县地名普查工作和《绥宁县地名录》编辑出版，是在省，地地名委

员会的领导下，县有关部门和广大干群大力支持下进行的，是全体参与

地名工作人员积极努力的结晶，对于他们的热情赞助和辛勤劳动，在此

表示感谢。

地名普查和地名录的出版，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政治、业务水平

有限，缺乏经验，编辑时间短促，错误与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希领

导、专家学者和同志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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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 宁 县、概 况

绥宁县位于湖南省西南部，距省会437公里。东西宽约66公里，南北长约100公

里。东接武冈，西连靖县、会同，南毗城步、通道，北邻洞口，黔阳。全县总面积

435．7万亩。辖六个区，一个镇，26个公社，一个居委会，335个大队，2，290个生产

队，共53，680户，266，792人，其中农业人口50，323户，246，530人。在总人口中，

苗族占百分之八，有20，936人，侗，瑶、黎、壮、布衣、土家等族共524人，是一

个多民族聚居的县。县人民政府驻长铺镇。

绥宁县域，周代属荆州之地，公元959年(五代)始有徽州之名，1081年(宋

元丰四年)改徽州为莳竹县，1086至1094年(宋元祜年间)废，1106年(宋崇宁五年)，

复置县，以其处楚幅之极边，地旷而俗悍，易动而难安，寓抚绥之意，易名绥宁，

沿用至今。

1949年11月1日第一次解放，建立I晦时县人民政府，当解放军离县西进后，

又被土匪扰据。1950年10月20日第二次解放，当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宣布成立绥宁

县人民政府，驻在市。1954年10月，迁驻长铺子。1958年从怀化(原黔阳)地区

划归邵阳地区管辖。行政区划有过多次调整。1950年全县设八个区，1951年第八区

(临口、下乡、双江一带)划归通道侗族自治县管辖，将七个区调整为十个区，1952

年增设乡制，全县划为112个乡；1953年再划为159个乡，二个镇，1956年夏撤区并

为29个乡镇；1957年将龙塘、溪口两乡(龙塘、杉木桥、溪口一带)划归通道侗族

自治县后，全县共25个乡，二个镇，1958年公社化时，建为15个公社，1959年并为

十个农村公社；1961年相继调整，11月恢复区制，全县设六个区、一个镇、33个公

社，至1966年并为26个公社，一个镇，稳定至今。

县北境处雪峰山，南境处八十里大南山。境内山峦起伏，连绵不断，沟涧溪

河，纵横蜿蜒。东、南、北边境，地势较高，属山岳地带；西部和东北部地势较低，

是低山区。主要名山，北有宝顶、高登山、鸡公坡，南有牛坡头．．源头山、云雾

山，东有龙烟山；西有金子岭；中有神坡山、堡子岭。海拔均在千米以上。牛坡头

海拔1913米，为全县最高点。主要河流，中部和西南部有巫水，发源于城步苗族自

治县东部巫山，横贯县境中部，境长70公里，经会同县至洪江市注沅水。长铺子以

下可通机帆船，是一条重要水路。其支流有西河、兰溪、白岩水、河口溪、麻塘溪、

江抱溪、岩背水等。东北部有武阳河，又名蓼水，发源于堡子岭七坡山，境长60公里，

流经红岩入洞口归资江。其支流有白玉水、扶水、岳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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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土壤，主要为砂岩、花岗岩和板、页岩经风化后发育而成的黄土壤、红土

壤。黄土壤多分布在南部山岳地带，红土壤多分布在北部。土层深厚肥沃，适宜植

物生长。

全县属中亚热带山区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多年平均气温16．8℃。一月

平均气温5．5"13，日最低气温零下4．3℃。七月平均气温26．7℃，日最高气温37．2℃。

多年平均降雨量1，438．5毫米。年平均日照1，393．8时。无霜期314天。

县内森林资源丰富，是湖南省重点林区之一。据1977年森林资源普查，全县拥

有林地338．5万亩，活立木蓄积量1，214．2万立方米。马尾松居优势，占总蓄积量

的55％，遍布全县，以在市、长铺、河口三区最多。杉树次之。还有楠竹26万亩，

集中分布在麻塘、联民、枫木团、水口、瓦屋塘、白玉、黄桑坪等公社。油茶林16

万亩，主要分布在东山区和黄土矿、唐家坊两公社。黄桑坪公社有天然次生林面积

23．5万亩(包括安阳山)，孕育木本植物100多个科，700种。属国家重点保护的有香

果树、楠木、银杏、花榈木、毛红椿、穗花杉、鹅掌秋、长苞铁杉等22种，珍禽异

兽60多种，属国家重点保护的有华南虎、毛冠鹿、麝、水鹿、角雉、白鹇、娃娃鱼

等20多种。被喻为树种基因库和森林生态系统基因库，已定为省自然保护区。全县

现有六个林业站，三个国营林场，一个林科所，一个林业基建队，一个林业汽车队，

七个国营采育站、场，大多数公社和大队设有采育场。林业专用汽车88辆。历年累

计造林、更新保存面积45．71万亩，交售国家木材381万立方米，最多的一年达24．1

万立方米。

全县解放初期纯属农业经济，现在农业、工业兼有，但农业仍是主要成分，占

县国民经济的78．01％，工业仅占21．99％。

农业。全县耕地面积31．17万亩，其中水田28．54万亩。解放以来，以粮为主，

兴建中型水库一座，小一型水库五座，小二型水库38座，山塘4，238口，水轮泵135台

处，电灌站524台处，机灌站293处，蓄引提水总量12，666万立方米，基本实现旱涝保

收。现有农用汽车44辆，大中型拖拉机98台，手扶拖拉机893台，其他机用农具

1，022部，各种内燃机2，091台，电动机347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1，420台，农用总

动力39，182马力。由于生产条件的改善，耕作制度的改革，推广了杂交稻和科学种

田，1980年水稻播种(包括复种)面积32．2万亩，总产达2，220，558担，平均亩产

688斤，油菜播种面积40，869亩，总产油菜籽27，214担，都比解放初期增加一倍。

全年饲养牲猪217，370头，出栏87，752头，比解放初期增加二倍。1980年全县年产

柑桔33，091担，松)1旨48，152担，竹麻144，000担，茶油5，440担，还有竹笋、玉兰

片、茶叶、香菇、木耳、桐油等土特产o

工业。解放初期，全县只有几家手工业作坊o 1980年已有工业企事业120个，

总产值1，648．36万元。造纸厂年产机制纸1，533吨，农机厂年产农机具20．1万件，．

木工厂年产家具11．11万件。江口塘电站设计年发电量5，000万度，现在年发电量

1，800万度。竹艺厂年产竹艺品38．05万件，畅销世界20多个国家，誉满中外，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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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厂的羽毛球，也畅销国内外。社队企业1，613个，总收入1，795．72万元，纯利润

198．9万元，主要产品有铁制农具、木制家具、土纸、砖、瓦、鼎罐、陶器和竹笋

罐头等。

交通运输。解放初期，物资进出县境，仅靠巫水、武阳河、西河三条水路，县

内运输，全是肩挑背负。1958年以来，全县兴建公路总长667．2公里，现在各公社

和70％以上的大队通了客货车。主要干线有洞(口)一通(道)公路，纵横南北，境内

长112．7公里，北接邵(阳)一怀(化)公路，南接桂(林)一通(道)公路；东南部有绥

(宁)一城(步)公路；西南部有绥(宁)一靖(县)公路，与枝柳铁路相接；西部有绥

(宁)一洪(江)公路；北部有江(口)一万(福桥)公路。水路有巫水常年与洪江通机

帆船。
’

’

文化科学卫生事业，蓬勃发展。解放初期，仅有中学二所，小学292所。现有

中学46所，小学396所，教职员工3，096人，在校中、小学生63，922人，适龄儿童入

学率达97．1％，教师和学生比解放初期增加三倍。农村四级科研网已初步形成。卫

生事业，有县医院、中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高坪医疗站、卫校各一所，区

(镇)、社卫生院33所，各大队均设有合作医疗站，共有病床511张，医务人员673人，

县境城乡的饮水井大都进行了治理和改造，消灭了疟疾病，人民健康水平普遍提

高。文化事业，全县广播线路长5，508公里，家家户户能听到广播；县有电影院、

图书馆、文化馆、花鼓剧团、新华书店，各公社有电影队和文化辅导站，在市和武

阳设有新华书店，在市设有电影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县内名胜古迹，有黄桑坪苗族人民公社谭泥水大队六鹅洞瀑布，高30米；瓦屋塘

公社皮叶树大队鸡公坡山顶有干桥，两崖独石矗起，高8尺，中架石板，长丈余，非

人工能成，古称“仙人桥”，左有和尚岩，罗汉岩，如僧人捧手屹立。1935年12月22

I=t，工农红军二方面军长征过境，在此山与敌军激战，获胜西进，消灭敌军二百余

人。红军十三团团长刘汉卿、十五团团长黄炳元等70余人壮烈牺牲。1977年建“红

军烈士纪念亭"于山麓。

(3)



绥宁县沿革

绥宁县古列荒服之域，唐虞三代以下，隶属更易频繁。五代始有徽州之名。宋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以徽州置莳竹县，元萜年间废，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改

为绥宁县，相沿至今。建县已有901年历史。现据诸史与《湖南省志》、《绥宁县志'

以及县档案资料，将沿革列述如下s

朝代名称 公 元 县名 隶 属 辖地行政区剃 附 注

古代 荒服 本史记与同治
《绥宁县志》(以
下简称县志)

庶虞三代 公元前 荆州 同上
771年以前

春秋战国 公元前 楚 同上
770—221年

秦 公元前 黔中、长沙两郡 本文献通考’
221—207年

汉 公元前 荆州之武陵郡(秦黔中 本嘉庆重修一
206一公元 郡改名)镡成县与零陵郡 统志(以下简称清

220年 (分秦长沙郡置)都梁县 一统志)与《晋书》

三国蜀 公元220— 荆州之武陵郡镡成县 本《三国》与《晋书》
265年 与昭陵郡(以零陵郡北部

置)武冈县(都梁县改名)

西量 265—316年 因旧 《本晋书》、《旧唐
书》与《湖南省志》
(以下简称省志)

东罾 317—420年 荆州之武陵郡舞阳县 本清一统志与
(镡成县并入)与湘州之 省志
邵陵郡(昭陵郡改名)武
冈县

宋、齐 420—502年 因旧 同上

梁 502—557年 邵陵郡武强县(武冈县 同上
改名)与南阳郡(分武陵
郡置)龙棚县(舞阳县改
名)

陈 557—589年 邵陵郡都梁县与南阳 同上
郡龙捌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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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名称 公 元 县名 隶 属 辖地行政区划 附 注

隋 581—618年 荆州之 本《隋书’，文
长沙郡 献通考与省志。
邵阳县

(都梁县
并入)
与沅陵
郡(陈
分武陵
郡置)
龙棚县

唐 618—907年 江南西 本《新唐书》与
道之邵 ‘清一统志'。
州邵阳
郡

五代 907—960年 徽州 本《清一统志’
与《湖南通志’。

宋 1081年 莳竹 邵州 城于武冈之西。辖地未详，元 本元丰九域志
(元丰四年) 褚年问县废 与县志。

1106年 绥宁 荆湖南 县治即今在市，曾于1141—1155 本《宋史’，重修
(崇宁五年) 路武冈 (绍兴十一年至二十五年)移治于 《武冈州志》，省志。

军 武阳砦苏家渊。绍兴三十年废临
冈县(以莳竹县之临口砦置)并入。
辖地未详

兀 1278年(至 绥宁 武冈路 辖二乡、十四图、十五峒、四十 本‘元史’与县
元十四年) 八团。县治在市
一1368年 志。

明 1368年 绥宁 武冈府 辖二十一里 本县志与重修
(洪武元年) ‘武冈州志》。
一1370年

1370年 绥宁 靖 ，H 辖二十一里 同上。
， (洪武三年)

--1644年

清 1644—1911 绥宁 辰沅永 辖二十五里：在市里、枫乐里、东 本县志。
年 靖道、 一里、东二里、上一里．上二里、夏

靖州直 一里、夏二里、止田里，武一里、武
隶州 二里、武阳里、太平里、都一里、都

二里、岳一里、岳二里、扶一里，挟
二里、扶兴里、青坡里，罗岩里，石
邬里、芙蓉里、半里



续表2

国一’号 公 元 县名 隶 属 辖地行政区划 附 注

1914年． 绥宁 辰沅道 ·本县志、省志。
(民国三年)

因旧
中

一1938年

华
1938—1949 绥宁 省 十 辖二十一乡、一个镇。长铺、枫 本省志与县档

民 年 } 行 政 香、梅口、芷玉、武阳、秀水、扶兴。 案资料。．
督察区 盐井、太平，李熙、岳溪，桃坪、金

国 屋、官路、青坡、东山、鹅公．杉溪、
蓉江、石岩、半里、在市镇

1949年 绥宁 十一月一日第一次解放，建立了 本县档案资料
临时县人民政府，解放军西进离县 (以下同)。
后，又被土匪扰据。

1950年： 绥宁 湘西行 十月二十日第二次解放，下午四
中 一政公署 -“—-

会同专署 时三十分成立县人民政府，二十三

日正式办公。新建八个区，设150

个农会。辖旧制21个乡、1镇、150
，

华 个保。

一区，，辖8个农会(旧制在市镇8

个保)驻在市j 一

． 二区，辖19个农会(旧制长铺、
人，

枫香、梅口三乡19个保)，驻长铺

子，

三区，辖15个农会(旧制芷玉，

民 武阳、秀水三乡15个保)，驻武阳；

四区，辖23个农会(旧制扶兴、盐

井、太平、李熙四乡23个保)，驻唐 ’-

共， 家坊，
‘ ’ ‘4 一 ，●

五区，辖18个农会(佰制岳溪、
，

桃坪、金屋、官路四乡18个保)，驻 。一●

瓦屋塘，
和

六区，辖14个农会(旧制青坡乡、
●

口‘

14个保)，驻河口，
●，

七区，辖20个农会(旧制东山、
国 鹅公、杉溪三乡20个保)，驻东山，

八区，辖33个农会(旧制蓉江、石

岩、半里三乡33个保)，驻双江，
’

县城：在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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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号 公 元 县名 隶属 县内行政区划 附 注

1951年 绥宁 湘西行 原第八区33个农会划通道县管
政公署 辖，将七个区调整为十个区，辖117
会同专 个农会。
署 ．一，二、三区园旧，

中 四区为原四区的一部分，辖14个
农会，驻唐家坊，

五区为原四区的一部分，辖9个
农会，驻李熙桥，

六区为原五区的一部分，辖10个
农会，驻黄土坑；

．

七区为原五区的一部分，辖8个
华’ 农会，驻瓦屋塘；

八区即原六区，所辖无交改，驻
河口；

九区为原七区的一部分，辖12个
农会，驻东山；

．

十区为原七区的一部分，辖8个
农会，驻溪口

人
1952年9月 绥宁 湘西行 将117个农会调整建为112个乡。

政公署 一区辖七乡：长溪、下寨栋、多
芷江专 龙、黄桑坪、赤板、小水、城关乡；
署 二区辖十八乡：长铺、田心、川

石冲、新水、中堂、界溪口、洞坡、党
坪、大碑头、苏家、枫乐、小水、岩

民 背、梅口、南庙、大园、关峡、枫香，
三区辖十四乡：插柳、岩头、芷

田、茶江、珠玉、老祖山、茅坪、武
阳、肖家、六王、印坪、大溪、雀林、
大田；

四区辖十四乡：下白、湖塘、枚
溪、界头、罗连、唐家坊、大团、下

共 湾、赖家坊、曾家坊、宝善、兴平、岩
头、松盐；

五区辖九乡：大石、盐井，大神
庙、粟家洲、李熙桥、陈家、茅坪、白
玉、石黄，

六区辖十乡。红岩、杨田、花桥、
小安、桃坪、龙王、元头、石溪，大

和 安，油麻关；
七区辖六乡：杨家塘、张家湾、

瓦屋塘、金屋塘、大溪头、水口。
八区辖十四乡：上云寨、罗家

盘、四甲团、枫木团、杨家寨，竹舟
江、河口、麻塘、麻塘溪口、船田、莫

I 锄、江抱、长寨、大刘家l
国 九区辖十二乡：表华、横坡、东

，

●

山、水口、官田、正板，兰家水、朝
仪、下白土，上白土、鹅公、太平l

十区辖八乡：杉木桥、文江、乐安
铺i龙塘、罗城、平头、溪口、下太。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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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号 公 元 县名 隶属 县内行政区期 附 注

1953年一 绥宁 黔阳专署 将112个乡调整为161个乡，其中
1954年 --_个镇。

一区辖九乡一镇。西河、六马、
岩屋、长溪、王家庄、黄桑、小水、下

中 寨、赤板、城关镇，
二区辖二十二乡一个镇l梅口、

冻坡、柳塘、哨溪、大碑、新水、关
峡、大塘、江I=／、和平、JII石、界溪、
龙家、岩背、南庙、大元、党坪、田
心、游家、寨坡、苏家、太平、长铺镇

三区辖十八乡。六王、肖家，武
华 阳、雀林、三房、双棉、大涧、大田、

插柳、茅坪、老祖、双龙、芷田、岩
头、大溪、茶江、珠玉、净溪；

四区辖十六乡t大团、唐市、罗
连、松盐、湖塘、冷水、宝善、界头，
白沙、岩头、赖梅、曾家、梅溪，下
湾、兴民、官路，

人 五区辖十二个乡：大龙、白玉、
陈家、茅坪、巷子、税田、李熙、粟
洲、罗家、陡街、盐井、石黄，

六区辖十二个乡，龙王、大安、
小安、花桥、滕峰、桃坪、源头、石
溪、阳楼、梅坪、红岩、泡洞，

七区辖十五个乡：水口、曲溪、
民 岳溪、大吉、雄鱼、万紫、金屋、双

凤、新桥、瓦屋塘、杨家塘、罗沙田、
茶山、新华、茅坪，
八区辖二十个乡。竹舟江，石

盘、廉溪、高梅、界头炉、水车、河
口、杨家寨、秋木团、枫木团、长寨、
船田、溪口、大黄、莫锄、联民、江

共 抱、麻塘、五龙寨、兰家J
九区辖二十一个乡：上白、路

斯、高坪、佳马、老团、横坡、瓮溪、
官团、金子、白寨、鹅公，朝仪、下
白、正板、表华、东山、铁坡、寨头、
兰家、双门、翁培；

十区辖十四个乡：北麻、乐安、天
和 堂、文江、大坪、杉木桥、龙塘、北堆、

北山、罗城、马家、联团、溪口、坪头
县城。1954年冬由在市迁长铺

子。

1955年 绥宁 黔阳专署 4月，更改区名为：在市区(原一
区)、长铺区(原二区)、武阳区(原

目 三区)，唐家坊区(原四区)，李熙
桥区(原五区)、黄土坑区(原六
区)，瓦屋塘区(原七区)、河口区
(原八区)、东山区(原九区)、溪
口区(原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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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号 公 元 县名 隶 属 县内行政区划 附 注

1956年 绥宁 黔阳专署 撤区．，．将161个乡镇个别调整为
毕4-个乡镇(；个镇)合并建二十七
个大乡，二个镇：

在市镇(原城关镇)；
中 酉河乡。辖原在市区西河、长

葶、王家库、下寨、城东(原城关镇
的■部分)及溪口区天堂六乡，

黄桑坪乡。辖原在市区黄双、六
马、赤板三乡；

龙塘乡；辖原在市区小水、岩屋
及溪口区龙塘三乡I

华 长铺镇；
和平乡：辖原长铺区川石，田

心、．和平、寨坡、太平、哨溪，新水，
游家、江口九乡l

党坪乡。辖原长铺区党坪、龙
家、冻坡、苏家、大碑、界溪六乡；
梅口乡t辖原长铺区梅口、南

人 庙、关峡、岩背、大元，大塘、柳塘
七乡；

茶江乡：辖原武阳区茶江、插
柳、芷田、珠玉、岩头五乡；

武阳乡：辖原武阳区武阳、六王、
双龙、大田、三房、雀林、茅坪、老
祖、大涧、肖家、大溪、双棉十二乡，

民 唐家坊乡，辖原唐家坊区唐市、
界头、下湾、罗连、赖梅、大团、白
沙、湖塘、梅溪、曾家十乡；

兴民乡·辖原唐家坊区兴民、宝
善、冷水、官路、松盐、岩头六乡；

盐井乡。辖原李熙桥区巷子、税
田、盐井、陡街四乡；

共 李熙乡：辖原李熙桥区李熙、陈
家、茅坪、大龙、粟洲五乡，

白玉乡l辖原李熙桥区白玉、罗
家、石黄三乡；

桃坪乡。辖原黄土坑区桃坪、阳
楼、红岩、泡洞、花桥、龙王六乡；

黄土坑乡：辖原黄土坑区小安、
和 大安、源头、石溪、梅坪、滕峰六乡；

瓦屋塘乡：辖原瓦屋塘区瓦屋
塘、杨家塘、新桥、岳溪，罗沙田
五乡；

金屋塘乡。辖原瓦屋塘区金屋、
新华、雄鱼、大吉、万紫、双凤六乡；

水口乡：r辖原瓦屋塘区水口、茶
国 山、茅坪、曲溪四乡；

枫木团乡。辖原河口区枫木团、
界头炉、秋木团、及武阳区的净溪、
白岩五乡1．’
竹舟江乡：辖原河口区竹舟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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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号 公 元 县名 隶属 县内行政区划 附 注

1956年 绥宁 黔阳专署 石盘、廉溪、河口、水车、杨家寨及
塘湾(长铺区划入)七乡l

麻塘乡。辖原河口区麻塘， 高
梅、麻塘溪口、五龙寨、莫锄、长寨、

中 船田七乡；
联民乡。辖原河口区联民、江

抱、兰家、大黄四乡l
东山乡。辖原东山区东山、双

门、横坡、路斯、表华、金子、瓮溪，
及溪口区的大坪八乡；

朝仪乡t辖原东山区朝仪、 白
华 寨、正板、铁坡、兰家、翁培、官团七

乡；
鹅公乡：辖原东山区鹅公、上

白、下白、高坪、佳马、寨头、老团七
乡；
乐安乡。辖原溪口区杉木桥，乐

安、文江、联团四乡；
人 溪口乡。 辖原溪口区溪口、 马

家、北麻、坪头、罗城、北堆、北山七
乡。

1957年 绥宁 黔阳专署 三月将龙塘、溪口二乡及乐安乡
的杉木桥、联团等地划隶通道县。

民
其他行政区划无变改。

1958年 绥宁 邵阳专署 建十五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四场：

长铺人民公社：辖原和平、党坪
二乡与长铺镇，驻长铺子。

在市人民公社。辖原西河、黄桑
二乡与在市镇，驻在市。

共 关峡人民公社。辖原梅口、茶江
二乡，驻关峡。

武阳人民公社。辖原武阳乡，驻
武阳。

李熙桥人民公社：辖原盐井、李
熙、白玉三乡，驻李熙桥。
黄土坑人民公社s辖原桃坪、黄

和 土坑二乡，驻黄土坑。
瓦屋塘人民公社。辖原瓦屋塘

乡，驻瓦屋塘。
金屋塘人民公社·辖原金屋乡，

驻金屋塘。
水口人民公社。辖原水口乡，驻

水口。
国

唐家坊人民公社。辖原兴民、唐
家坊二乡，驻唐家坊。

枫木团人民公社。辖原枫木团
乡，驻枫木团。

。： 竹舟江人民公社。辖原竹舟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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