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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何根生向良宋

国家编史，地方修志，代代相承，由来久远。志者，地情之载体，记一方

之事之物之人j举凡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皆横列门类，纵述其历史

现状。至于社会之重大变革，事物之兴废兴衰，治理之得失利弊，人事之功过

是非，皆秉笔以书，如实反映。前入谓方志为。一方之全史”，今人称之为。地

方的科学文献”，皆不为过。故其经世致用，有资治、教化、存史之功能．为

政者不可不重视之。

长沙市南区从建区以来，已半个多世纪，经历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两个历史时期，区政区情区貌，无不变化沧桑。1 987年与长沙解放前夕相

比，区划面积由1．94平方公里扩大到34．4平方公里，增加1 6。73倍；人口

由8．48万增长到36．25万，增加3．27倍．至于区政建设之成就，社会生产

之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之进步，居民生活之改善，皆有目共睹，远非旧

社会可比拟。然而迄今无有区志以记载南区区情．中共南区委员会，南区人民

政府有鉴于此，为适应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需要，乃于1 986年4月作出编

修《长沙市南区志》的决定。由于领导重视，t各方襄助，全区修志诸君孜孜以

求，越六易寒暑而终成此志．

南区志共设1 4卷，48章，计56万言。在编写过程中，编者殚精竭虑，

，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方志体倒，本存真求实精神，广征：

资料，工订编目，精心编写，从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此书之出版，具有明显的社会价值．对南区各层次领导及其后继者，可作

为辅治之书：用于查阅资料，可作依据，用于政事参考，可为借鉴。对南区广

大干部和群众，可作为辅教之书，从中可以了解南区的历史和现状，学>----j各行

各业的知识，从而更加热爱南区，更好的建设南区。此外，此书对于人们探索

城市区街工作规律，研究城市基层建设，都有很大的裨益。

城区是城市有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份．城市区志如何反映一个区的整体面。



貌，尚待摸索·鉴于市有市志，．本志只能详区属区管事物，而略市志之所详。

加之，编写讴志，事属创举，经验缺乏，困难甚多，疏漏在所难免，敬希读者
鉴谅。

凡对本书编纂出版作出了贡献的同志，给予过支持和关怀的同志，在此深
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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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

·

· 二，本志取事，坚持。一方之志”，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独略同．断限

时同，上限不限，下限大体断至1987年．

． 三，从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以类系事。以事系人，横排纵写．全志

56万字．结构为卷、章，节三层．总设1 4卷，48章，1 39节．为叙述方便．加设若干

细目．采用以志为主，．志．记、传、图．表、录的综合体裁．

四，根据修志惯例，不为生人立传．。人物卷”内简介的人物，为南区籍或在本地区影

响较大的巴故知名人物，以现代历史人物为主．人物排列．以卒年先后为序；卒年无考

者。以出生年代先后为序．
’

五、。大事记。所记大事，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南区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包括城南地区的重大建设成就，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主要的机构变更，以及

重大的灾害．事故等．记述方法．以编年体为主。适当采用记事本末体．
。

六，对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会议的称谓书写，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时，一律

。
用全称：多次出现时酌情用简称。如中共长沙市南区委员会简称区委，长沙市南区人民委

员会简称区人委．
、

t． 七．历史纪年，民国前先写朝代年号，并在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相应的公元纪
’

年，并省略。公元’和。年”字．。大事记’的历史纪年，为了便于查阅。则先写公元纪年，再

注明朝代年号．
‘

．
．

’

八，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务院1 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1 955年3月1日前使用的旧人民币制，均按一万比一折成新币制计算．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旧志史料，档案，民间耆老及亲临考证．为节省篇幅，不再注

明出处．所载解放后的各种统计数字．尽量以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行政区划扩大或缩小

期间，统计数字不作增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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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区，位于长沙市南部．现境东至圭塘，接郊区黎蚝乡；南至黑石铺，同郊区大蚝
‘

．乡、雨花亭乡毗邻；西临湘江：北抵西湖路，大古道巷，人民路，与西区和东区接壤．地

势南高北低，由东向西略斜，最高处新华印刷三厂东南端无名山，海拔107．1米；最低

处南湖港，海拔32．9米．总面积34．4平方公里，占城区总面积49％1 987年人口

36．25万，占城区总人口37．44％全区辖城南路、裕南街、侯家塘，南大路、左家塘、

金盆岭，书院路、圭塘，井湾子9个街道办事处，1 26个居民委员会．
，

秦汉时。南区属长沙郡临湘县，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至清朝末年，南区为善化

县所辖，善化县治置鸡公坡(今县正街)800余年．1 91 2年长沙，善化两县合并，南区

为长沙县所属r 1 933年1 0月，长沙建为省辖市．4 1 934年4月将城区划为4个行政
‘

区，相应成立城南区公所。此为南区有地方行政建置之始．1 93B年城南区改为黄道，礼

贤、夭心三镇．1938年11月。文夕”大火后．城南区分城南、城北两镇，1942年复归市

属．1 944年由镇改区。1 945年长沙遭日寇沦陷，置日伪城南镇，是年8月恢复区建+

置．。1 949年8月长沙解放后，成立城南区人民区公所．1 951年成立城南区人民政府，

并成立中共长沙市南区委员会． 一

’

’南区是古城长沙的组成部分，境内留下很多珍贵的楚汉文物和历代人文遗迹．扫把塘

楚墓出土的全弩，为国内首见．左家公山出土的兔箭毛笔，被誉为。天下毛笔第一支’．唐

初著名医学家孙思邈，曾寓居长沙大古道巷，洗药井、洗药庵传为孙思邈洗药所用．妙高

峰的城南书院，弘扬儒家经籍，终年弦歌不绝．清成丰二年(1852),太平军由郴州向北

长驱直入，与清军激战于长沙城南，西王肖朝贵牺牲在妙高峰下．辛亥革命中，同盟会谭

人凤，焦达蜂、刘承烈等人多次在晏家塘、天心阁密议在长沙武装起义．湖南省第一师范．

学校，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学和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知名学者徐特立，杨昌济等曾执教

该校，毕业学生人才辈出．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等以一师学生为骨干，成

立革命团体新民学会．
。

南区名胜古迹甚多．著名的天心阁，位子南门口东约一公里的古城墙上，高阁凌云，

气势雄峻，登临阁上，可俯瞰全城，凝睇湘江．饱览烟霞美景．昔人有。城南耸高阁，j直
’

与丹霞薄”的溢美之辞．1984年重建后．更添风采，．为长沙市区重要游览点．位于天心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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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东南一公里处的白沙井，经多次整修。泉分四出，井台铺设花岗岩石，四周树木葱郁，

开发后规划为白沙公园．革命纪念地湖南省第t师范，于1969年按原貌复建后，古典幽

雅，蔚为壮观．位于新开铺西侧湘江之畔的南郊公园，总面积为36万平方米．园内山水

交融，竹木葱笼，鸟语花香，是人们休息游览的好场所．

南区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1910年贫民刘永福带领民众捣毁蓄意抬高米价

坑害贫民的碓坊、米店，集聚于鳌山庙巡警分局，要求平粜救灾，遭到当局镇压．由此暴

发了震惊全国的长沙抢米风潮．在其后的数十年革命斗争中。不少仁人志士在南区工作，

战斗或牺牲。白沙井一带。是中共长沙地下党活动中心．1927年前后，滕代远等在此开

展一系列革命活动，并在赤岗冲红花坡组织复仇大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殊死斗争．抗

甘战争中，南区人民曾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争取长沙和平解放的斗争中，南区工

人、市民和院校学生举行多次。反内战，反饥饿。示威游行，并参加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的斗

争，为长沙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南区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

城市建设不断发展．解放时仅有黄兴路和环城路。街道多为麻石铺成．区内唯一繁华

的南门口，路面凸凹不平．夭雨泥泞满道，天晴尘土飞扬．人民政府在接管旧政权、医治

旧创伤的同时。着手进行城市建设．1951年4月，经政务院批准扩大长沙市区范围，主

要向东南郊发展．南郊大片土地被国家征用后，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医院和科研机

构遍布全区．1951年修建书院路后，劳动路，南湖路，跃进路、雨花路，韶山路相继在

区境建成。70年代后，新中路等6条马路相继修通．街巷道路逐步改造成柏油或水泥路

面．1966年至80年代初，全区改造大古道巷、里仁坡等大小街巷95条．1984年后，

区政府组织集资修路308条，面积7．4万平方米．至1 987年，全区主干道和工业文化

居住区主要道路32条，全长44．5公里。分别为建国初期的10倍和3倍．50年代修建

的市体育广场，巴扩建成贺龙体育场，并正兴建全国三大体育场地之一的贺龙体育馆．天

心公园。南郊公园均于解放后建在境内．全区各类单位从几十个增至700多个，居民住

宅由分散孤立转为成片规划开发．60年代建成砂子塘小区后，工农桥、红旗区等8个住

宅区相继出现．火车南站至西湖桥1．82公里的沿江地带，1 987年开始分期构筑防洪截

污堤坊。全长11 2．8米的防洪墙第一期工程已经完成，为根治洪患打下了基础．

解放前夕，旧城区树木稀少．解放后，城乡绿色逐渐增多。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

树木屡遭破坏，直至1 979年后，植树造林。美化环境，才走上正常轨道．至1 987年，

全区已植树90余万株，建街边花坛430个．绿化面积6．54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

23．98％涌现了一拽省、市、区园林武、花园式先进单位，东瓜山三村被命名为省会第

一个花园式居委会．为消除环境污染的危害，1 980年以来加强了对水质、大气、噪音，

酸雨的监测和治理．1 987年建成了韶山路(东塘至窑岭)、劳动西路烟尘控制路。并进

行以贺龙体育馆为中心的烟尘控制小区建设的准备．‘

工商经济显著增长．解放初期，城南辖区只有一个191 1年建成的火力发电厂，几个

小型冶炼，机械、橡胶厂和10多个私营厂家．经过30多年建设，至1987年，境内工

业企业发展到395个，年产值27亿元，分别相当于新中国成立时的20倍和600倍．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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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荒郊野岭的左家塘，金盆岭，新开铺和井湾子等地，已成为新型工业区．湖南电视机

厂、湖南计算机厂，长沙电冰箱厂等现代工业企业的产品已进入全国布场．区街工业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全区自1958年兴办35个区街企业开始，至1987年发展到141家，

总产值7096万元。利润837万元．产值√利润比1 958年分别提高20倍和1 4倍．形

成了一批有一定生产规模，能生产锻压机床，仪器仪表．工业水泵等工业产品的重点企

业．在1978、1979年市里两次无偿全部上收33个区属工厂后，又逐步发展了一批区街

企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区委，区政府对区街工业采取放权让利，横向联合，承

包租赁等改革措施，使全区经济有新的发展．1988年。南区成为全省率先实现年产值过
‘

亿元、利润过千万元的城区；在近年的新产品中。高压开关厂的高压隔离开关和工业泵厂 ·

的清水离心泵均填补了国内空白；长沙散热器厂的翅片管采暖散热器获全国星火计划金
‘

奖．南大路等4街1 988年工业产值突破千万元，沙河街，裕敏里两个居委会工业产值过

百万元．金盆岭街属长沙冲剪机床厂为全省第二一个填补国内生产液压联合冲剪机床空白的

街办企业．经1 985年全市工业普查，南区境内的工业总产值。利税总额与职工人数，分

别占长沙市城区的40．29％’64．24％和41．04％成为长沙市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

南门口是长沙市商业繁华地之一．解放前，由于洋货充斥市场，国货多被排挤，使市

场畸形发展．解放后的50至60年代，区内商业渐趋发达，逐步形成以南门口为中心的

幅射状市场网络．由于。左”的思想指导，轻视流通，压缩网点．以致跟不上工业和建设发

展的需要．1 978年后·南区商业网点不断增加，市场日益活跃，以南门口、东塘为支

点，劳动路为主干线的环形生产，生活资料市场已经形成．r南门口，东塘，侯家塘，大椿

桥、左家塘，，新开铺等处成了百货，五金、日杂，饮食、副食和服务行业的集中地；新开

辟的劳动路成了新型商业街一区街商业在开放，搞活中有大的发展．‘1979年；区劳动服

务公司成立后，各街相应建立劳动服务公司．商店由1 978年的几家增至300余家．

1 987年的营业额与利润。分别为10年前的76倍和92倍．’建国初期，全区个体摊贩

9943户，从业人员1万余入，经营蔬菜，熟食、柴炭等1 7个行业．经过30多年的徘 、

徊和努力后。1 987年全区有个体经营户3184户。合作企业143户，集贸市场1 2处．

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科技事业发展迅速．城南书院，为湖南著名学府之一．，清．．

代和民国时期，南区境内先后创设湘水校经堂，义学，私塾、区保校和省立第一师范．解

放后，全区新建6所公办小学，区街兴办民办学校，厂矿新设子弟学校．1987年，教育

部门主办的小学增至24所，子弟小学增至43所．全区学龄儿童入学率100％在校学 i

生巩固率99．73％小学毕业生合格率98．74％境内的9所普通中学、1 7所子弟中学于

1978年以来为高等院校输送新生3600余人．50年代建校的长沙铁道学院，为国务院首

批批准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境内现有的11所高等院校和14所中专学校， ·

70％黾1979年后兴建的，在校学生达2万余人．南区巳成为长沙市重要的教育基地．

1953年兴建区文化馆后，省话剧团、省杂技团，省木偶皮影艺术剧团及潇湘电影制

片厂等文艺单位相继建在区内．左家塘文化站为全省第一个示范性街道娱乐中心．1985

年，新建的区文化馆剧场，在全国戏剧较冷落的情况下，3年接待锄内外100多个专

业，业余戏曲剧团，演出800多场。誉为。戏剧荒漠中的小绿洲”．
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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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一_
， 解放前·南区无一预防，保健机构，医务人员极少，医疗条件很差，全区传染病死亡

率达4047／10万，产妇死亡率高至14．5％婴幼儿死亡率为214．5％，．新中国成立后，

卫4-事业不断发展，区级卫4-管理人员由2名增至8名，技术人员由13名增至66名．

驻区省，市综合医院，厂矿职工医院、保健站和医务室成倍增长．1 987年．全区传染病

发病率降至287／1 0万，天花、霍乱早于1 958年彻底消灭，近9年未发生小儿麻痹

症，1 985年消灭出血热，计划免疫提前3年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目标．

解放前的人口生育处于无政府状态．建国后。南区于1 958年开始有组织的提倡节制

4-育，1 978年明确提出晚婚晚育，优生优育和一胎化的要求，全区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

长率分剔从1 951年的42．08‰，1 9．89‰降至1 987年的1 O 05‰和4．88％。

南区体育运动发展迅速。群众体育蓬勃兴起，学校体育水平不断提高．1 984年．南

区24所小学达标及格4880人，获长沙市第一名．体育人才辈出，先后向省、市体棱输

送人才42人。

党和政府日益重视科学技术。特别是1 978年以来，南区科技工作有新的发展。科研

机构的建立，科技队伍的形成。给科研活动创造了条件．1 987年，辖区有科研机构54

个。市属以上占90％区属占1 0％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万余人．1 978至1 987

年。境内科研单位取得较大科研成果186项。推广104项，获各级奖励147项．杀菌剂

百菌清的试验，小流域暴雨洪水之研究，FN—B型浮动床钠离子交换器等科研项目的发

明，推广，对经济建设和生产实际发挥了重大作用．

建国后经过民主改革和1957年前的各项政治运动，全区社会秩序稳定，基层政权巩

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指导思想上以抓。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1 980年建立区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度，1 984年建立政协南区委员

会后，民主监督与法制建设日臻健全．通过学>---j--5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改革，开放方针

的贯彻实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日益显著．随着政法，军事工作和干警队伍建设的加

强，全区政治与社会秩序更趋稳定。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正在形成．区委作为

一个地方党委在市区分级管理的情况下，对全地区领导作用的发挥越来越明显·

建国后的成就和经验，给全区人民以鼓舞和启迪，他们将为振兴南区，建设有中固特

崔．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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