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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一
秀餐蝇

醴陵市板杉区志编纂领导小组编，



封面题词李铎
，

，

封面设计‘温显送

板杉区志

醴陵市板杉区地方志编写组

醴陵市印刷厂印 1989年9月30日

开本16开插页22页字数42．8万字

印数1—800册

内部发行 工本费20元、



序
士
日

板杉区位于醴陵市西部10公里。浙赣铁路，株醴公路穿越区境。渌江航运，直达湘江入‘

洞庭。水陆交通方便，经济信息灵通。自古人文荟萃，英才辈出。护国元勋刘建藩将军，抗

日名将左权将军，爱国将领李明灏，革命先烈朱克靖，李斌等，均系民族精英。

区境地理条件优越，有山有水，，宜工宜农，尤以瓷泥，砂石资源丰富，为瓷业发展提供

有力的保证。近年在新阳乡楠竹山村发现的古陶窑群遗址，说明板杉在东汉时，己有大规模

的手工陶器作坊，大土村发现的明代古砖窑遗址，证明600多年前，板杉就能生产高质量的大

型青砖。 、

’ “

”

．建国近四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板杉人民坚持治山治水，改变生产条件，坚持

亦工亦农，向科学进军，发展传统生产，振兴板杉经济，作出了艰苦卓绝，不懈的努力，使

工农业生产迅速增长，文教卫生事业突飞猛进。 ，’

’ 1986年8月，调板杉工作，适逢区志编篡领导小组和编写班子组成。着手收集资料，编修

板杉区志。工(区)委深知此举的重要性和艰苦性，在工作，生活，经费各方面，对修志人

员，都作了妥善的安排和照顾，使其安心工作，修好区志。充分反映前人开拓的艰辛，今人

造福子孙的壮志。 ·

板杉区志通过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1986年一1987年度连续两年

被评为市的修志先进单位。1988年4月醴陵市志办召开全市各兄弟修志单位代表及行家长辈，

对志稿的观点，史料、体例、特色、文风进行了逐章逐句的评审工作．事后，编写组又认真补充

修改。经醴陵市志编纂委员会审查定稿，文化局批准付印，内部发行。志书内容除卷首，大

事记外分18章70节，约42．8万字，历时一年又九个月，汇集了板杉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

社会、军事、地理：人物各方面的历史和现代资料。作熟悉乡土，研究区情的参考。“鉴往

知来黟发挥志书存史，资治，教育之功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服务。

编纂新志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劳时代所赋予的光荣使命。志书的内容广，篇目多，

时间短，又无编写经验，且知识和工作水平有限，错漏之处，敬请读者原谅加以指正。并谨

向为区志付出艰苦劳动，大力支持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

巫绍lal纪■■●● -r-

1988年10月15日



序

， 中共板杉工委为。记载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当代，惠及后世一，

组织力量，广征博采，勘查核实，认真编写，奋战了三个寒署，终于将

《板杉区志》出版了．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硕果，是全区人

民的喜事，又是我市最先成书的第一本区乡(镇)志，值得特别祝贺。

我在板杉地区土生土长，又曾工作多年，但对其历史沿革、地理资。

源和风土文物等情况仍然了解不深，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读过《板杉区志》对家乡古今面貌一目了然，更有亲切新鲜之感。’

板杉地区历史悠久，地理优越，人文荟萃，建安山神奇传说，遐迩’

流传；浙赣铁路，株醴公路，横贯金境；宋代莱山书院广集英才；历元

明清以至民国，贤人义士，学者名流，不乏其人。吴猎、匡光文、朱

克靖、李斌、李明灏、袁昌英、王芄生以及左权将军等如群星璀璨，光

照人间。新中国成立后，‘参加革命工作者数以千计，英贤辈出，史册流

芳．读之令人鼓舞。至于时代变迁，政制改革、工业生产、农事丰歉，

财政贸易、。经济盛衰以及文教事业的发展，均能以正确观点，完整的体

例，秉笔直书，翔实可信。 ．

《板杉区志》率先出版，在设计选材，篇章结构、遣词达意诸方面，

编纂人员呕心沥血，一丝不苟。有成绩、有经验、也有教司ll，对于各区

乡(镇)志部门及市志的编纂，均有借鉴之功。祝贺之余，特命笔为

序一 ·

傅喜生

198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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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服务于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黟为宗旨，详今略古，实事求是地记述板

杉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以下简称建国前或建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

学技术和医疗卫生事业的演变，行政区划的沿革以及风土人情，遗闻扶事等，以求裨益后

代，继往开来。

二，编纂下限为1986年。往上则记事溯源，无统一上限。

三、记时以公元记年为主，涉及王朝纪年的以汉字记载，并于王朝纪年后注明公元年

号。

四，本志除摘抄者外，均以语体文为主，分“章、节，目一等层次，以“传、记，志，

图，表、录"形式记述。全志除卷首兴18章70节。

’五、志内所记各历史时期的事实及人物职务，一遵各时期的称谓，不冠褒贬之词于其

前。
～

六，志内所列今之地名，均以Ⅸ醴陵县地名录》为准，个别地方的沧桑变化亦略作记

述。

七，本志所录地名释义和名胜，有些情节系民间传说，见于史籍的不多。

八，志中的计量单位，长度为毫米、厘米，米，公里，面积为平方米、平方公里，亩积为

毫，厘，分，亩，体积为立方，立方厘米，立方米，重量为克，公斤，吨，金额为分，角，

元(摘自古籍的按旧法)。所记数字本四舍五入，以阿拉伯字记载，巨数杂以。秽，。万才。
百分比，千分比，文中以汉字，图表中以阿拉伯字加％、‰以记．

，九，志中涉及的古事，古物的名词术语，无法解释，甚至无旁字旁词可替的，均按原词

原字记载。
。

十，志中表列人物(指党，政，军，财，文界)以正局(营)级为限(烈士名录除外)，

立传以去世者为限。 。



’目，” 录

概述⋯⋯⋯⋯⋯⋯⋯⋯⋯⋯⋯⋯⋯⋯⋯⋯⋯·⋯⋯⋯”·⋯⋯⋯··⋯⋯⋯⋯⋯⋯⋯⋯一·(1>

大事记⋯⋯⋯⋯⋯⋯⋯⋯⋯⋯⋯⋯⋯⋯⋯⋯⋯⋯⋯⋯⋯⋯⋯⋯⋯⋯⋯⋯⋯⋯⋯⋯⋯⋯<4>

第ulll章行政区剐⋯⋯⋯⋯⋯⋯⋯⋯⋯⋯⋯⋯⋯⋯⋯⋯⋯⋯·⋯⋯⋯⋯⋯⋯⋯⋯⋯⋯一(20>

第一节区划演变⋯⋯⋯⋯⋯⋯⋯⋯⋯⋯⋯⋯⋯⋯⋯⋯⋯⋯⋯⋯⋯⋯⋯·⋯⋯⋯·(20)
第二节现行区划⋯⋯⋯⋯⋯⋯⋯⋯⋯⋯⋯⋯·”1101·O⋯⋯⋯⋯⋯⋯⋯⋯⋯⋯⋯⋯(2S)

第三节各乡筒况⋯⋯⋯⋯⋯⋯⋯⋯⋯⋯⋯·．．．·O 0111·⋯⋯⋯⋯”IIlibIll·⋯⋯⋯⋯⋯⋯(26>

第=章自然。地理⋯⋯⋯⋯⋯⋯⋯⋯⋯⋯Bll·llib@9@llII”ullll·ee ollll ollo eel,Ollo⋯⋯⋯⋯⋯(29>

第一节地貌⋯⋯⋯⋯⋯⋯⋯⋯⋯⋯⋯⋯⋯⋯⋯⋯⋯⋯⋯000llo·llO004D·010⋯⋯⋯⋯⋯(29>

一．山脉⋯””⋯··“·“⋯⋯··⋯⋯⋯⋯”·······⋯·····Igll Obl·””·⋯⋯”·gill·ll-t Ollll⋯⋯(29)

。=，才<系⋯”·⋯·······⋯⋯·⋯·”⋯⋯⋯⋯···⋯·“··”·⋯·⋯⋯·······”⋯·”⋯⋯··”(29>

三．．主要泉井⋯⋯⋯⋯⋯⋯⋯二⋯⋯⋯⋯⋯⋯⋯⋯⋯“Oil·UOD 0-·⋯⋯⋯⋯⋯⋯j⋯一(30)

‘第二节地质⋯⋯⋯⋯⋯⋯⋯⋯⋯⋯⋯⋯⋯⋯⋯⋯⋯⋯⋯⋯一⋯⋯⋯⋯⋯⋯⋯⋯(31)

第三节气候⋯⋯⋯⋯⋯⋯⋯⋯⋯⋯⋯⋯⋯⋯⋯⋯⋯⋯⋯⋯⋯⋯⋯⋯⋯⋯⋯⋯⋯<34)。

附l气象谚语⋯⋯⋯⋯⋯⋯⋯⋯⋯⋯⋯⋯⋯⋯⋯⋯⋯⋯⋯⋯⋯⋯⋯⋯⋯⋯·一⋯．(34)

第四节矿产资源⋯⋯⋯⋯⋯⋯⋯⋯⋯⋯⋯⋯⋯⋯⋯⋯⋯．．．⋯⋯⋯⋯⋯⋯⋯⋯⋯(36)

第五节地名释义⋯⋯⋯⋯⋯⋯⋯⋯⋯⋯⋯⋯⋯⋯⋯⋯⋯⋯⋯⋯⋯⋯⋯⋯⋯⋯⋯(37)

附：今昔变异⋯⋯⋯⋯⋯⋯⋯⋯⋯⋯⋯⋯⋯⋯⋯⋯⋯⋯⋯⋯⋯⋯⋯⋯⋯⋯⋯⋯(38)

第六节古迹名胜⋯⋯⋯⋯⋯⋯⋯⋯⋯⋯⋯⋯⋯⋯⋯⋯⋯⋯⋯⋯⋯⋯⋯⋯⋯⋯⋯(39)

第三章人口⋯⋯⋯⋯⋯⋯⋯⋯⋯⋯⋯⋯⋯⋯“⋯⋯⋯⋯⋯⋯⋯⋯⋯⋯⋯⋯⋯⋯·⋯(41)

·第一节人口交易⋯⋯⋯⋯⋯⋯⋯⋯⋯⋯⋯⋯⋯⋯⋯⋯⋯⋯⋯⋯⋯⋯⋯⋯⋯⋯⋯(41)．

．第二节人口结构⋯⋯⋯⋯⋯⋯⋯⋯⋯⋯⋯⋯⋯⋯⋯⋯⋯⋯⋯⋯⋯⋯⋯⋯⋯⋯⋯(44)

附；非正常死亡⋯⋯⋯⋯⋯⋯⋯⋯⋯⋯⋯⋯⋯⋯⋯⋯⋯⋯⋯⋯⋯⋯⋯⋯⋯⋯⋯(47)

第三节计划生育⋯⋯⋯⋯⋯⋯⋯⋯⋯⋯⋯⋯⋯⋯⋯⋯⋯⋯⋯⋯⋯⋯⋯⋯⋯⋯”(49)
第四章农业⋯⋯⋯⋯⋯⋯⋯⋯⋯⋯⋯⋯⋯⋯⋯⋯⋯⋯⋯⋯⋯⋯⋯oee ee·Poe⋯⋯⋯⋯(S1)

第一节所有制变革⋯⋯⋯⋯⋯⋯⋯⋯⋯⋯⋯⋯⋯⋯⋯⋯⋯⋯⋯⋯ibll···e⋯⋯⋯⋯(S1)

一，土地改革⋯⋯⋯⋯⋯⋯⋯⋯⋯⋯⋯⋯⋯⋯⋯⋯⋯⋯⋯⋯⋯⋯?⋯⋯⋯⋯⋯··(S1)

二，互助合作⋯⋯⋯⋯⋯⋯⋯⋯⋯⋯⋯⋯⋯⋯⋯⋯⋯⋯⋯⋯⋯⋯⋯⋯⋯⋯⋯⋯(S1)
’

三，人民公社⋯⋯⋯⋯⋯⋯⋯⋯⋯⋯⋯⋯⋯⋯⋯⋯⋯⋯⋯⋯⋯⋯⋯⋯⋯⋯⋯⋯(S2)

四，联产承包⋯⋯⋯⋯⋯⋯⋯⋯⋯⋯⋯⋯⋯⋯⋯⋯⋯⋯⋯⋯⋯⋯⋯⋯⋯⋯⋯⋯(SS)

第二节种植业⋯⋯⋯⋯⋯⋯⋯⋯⋯⋯⋯⋯⋯⋯⋯⋯⋯⋯⋯⋯⋯⋯⋯⋯⋯⋯⋯⋯(S7)

··一1·-一



一，作物布局⋯⋯．．．⋯⋯⋯⋯⋯⋯⋯⋯⋯⋯⋯⋯⋯⋯⋯⋯⋯⋯⋯⋯⋯⋯⋯⋯·一(57)

=、栽培技术⋯⋯⋯⋯⋯⋯⋯⋯⋯⋯⋯⋯⋯⋯⋯⋯⋯⋯⋯⋯⋯⋯⋯⋯⋯⋯⋯⋯(S9)

第三节农田水利⋯⋯⋯⋯⋯⋯⋯⋯⋯⋯⋯⋯⋯⋯⋯⋯⋯⋯⋯⋯⋯⋯⋯⋯⋯⋯⋯(69)

一，农田建设⋯⋯⋯⋯⋯⋯⋯⋯⋯⋯⋯⋯⋯⋯⋯⋯⋯⋯⋯⋯⋯⋯⋯⋯⋯⋯⋯⋯(69)

=，水利设施⋯⋯⋯⋯⋯⋯⋯⋯⋯⋯⋯⋯⋯⋯⋯⋯⋯⋯⋯⋯⋯⋯⋯⋯⋯⋯⋯⋯(69)

。兰，提溉设施⋯⋯⋯⋯⋯⋯⋯··：⋯⋯⋯⋯⋯⋯·：·?⋯⋯⋯⋯⋯⋯⋯⋯⋯⋯⋯⋯”(7s>

第四节农业机械⋯⋯⋯⋯⋯⋯⋯⋯⋯⋯⋯⋯⋯⋯⋯⋯⋯⋯⋯⋯⋯⋯⋯⋯⋯⋯⋯(76)

一、耕作机具⋯⋯⋯⋯⋯⋯⋯⋯⋯⋯⋯⋯⋯⋯⋯⋯⋯⋯⋯⋯⋯⋯⋯⋯⋯⋯⋯⋯(76)·

=、加工机具⋯⋯⋯⋯⋯⋯⋯⋯⋯⋯⋯⋯⋯⋯⋯⋯⋯⋯⋯⋯⋯⋯⋯⋯⋯⋯⋯一(76)

t第五节林业⋯⋯⋯⋯⋯⋯⋯一⋯⋯⋯⋯⋯⋯⋯⋯⋯⋯⋯⋯⋯⋯⋯⋯⋯⋯⋯⋯⋯·(77)

一、林地⋯⋯⋯⋯⋯⋯⋯⋯⋯：⋯⋯⋯⋯⋯⋯·：⋯⋯⋯⋯⋯⋯⋯⋯⋯⋯⋯⋯⋯⋯(77)

二、林场⋯⋯⋯⋯⋯⋯⋯⋯⋯⋯⋯⋯⋯⋯⋯⋯⋯⋯⋯⋯⋯⋯⋯⋯⋯⋯⋯⋯⋯⋯(77)

、三，经济林⋯⋯⋯⋯⋯⋯⋯⋯⋯⋯⋯⋯⋯⋯⋯⋯⋯⋯⋯⋯⋯⋯⋯⋯．．，⋯⋯⋯⋯(78)

四，古树名木⋯⋯⋯⋯⋯⋯⋯⋯⋯⋯⋯⋯⋯⋯⋯⋯⋯一i⋯⋯⋯⋯⋯⋯⋯⋯⋯⋯(79)

第六节养殖业⋯⋯⋯一⋯⋯⋯⋯⋯⋯⋯⋯⋯⋯⋯⋯⋯⋯⋯⋯⋯⋯⋯．．．⋯⋯⋯一(80)、
一，畜牧⋯⋯⋯⋯⋯⋯⋯⋯⋯⋯⋯⋯⋯⋯⋯⋯⋯⋯⋯⋯⋯⋯⋯⋯⋯⋯⋯⋯⋯⋯(80)

二，水产⋯⋯⋯⋯⋯⋯⋯⋯⋯⋯⋯⋯⋯⋯⋯⋯⋯⋯⋯⋯⋯⋯⋯⋯⋯⋯⋯⋯⋯⋯(82)

第五章工业⋯⋯⋯⋯⋯⋯⋯⋯⋯⋯⋯⋯⋯⋯⋯⋯⋯⋯⋯⋯⋯⋯⋯⋯⋯⋯⋯⋯⋯⋯(83)
t 第一节陶瓷⋯⋯⋯⋯⋯⋯⋯⋯⋯⋯⋯⋯⋯⋯⋯⋯⋯⋯⋯⋯⋯⋯⋯⋯⋯⋯⋯··?⋯(8s)

第二节鞭炮烟花⋯⋯⋯⋯⋯⋯⋯⋯⋯⋯⋯⋯⋯⋯⋯⋯⋯⋯⋯⋯⋯⋯⋯⋯⋯⋯”(89)
一，鞭炮⋯⋯⋯⋯⋯⋯⋯⋯⋯⋯⋯⋯⋯⋯⋯⋯⋯⋯⋯⋯⋯⋯⋯⋯⋯⋯⋯⋯⋯”(89)
：，烟花⋯⋯⋯⋯⋯⋯⋯⋯⋯⋯⋯⋯⋯⋯⋯⋯⋯⋯⋯⋯⋯⋯⋯⋯⋯⋯⋯⋯⋯⋯(89)。

第三节建材⋯⋯⋯⋯⋯⋯⋯⋯⋯⋯⋯⋯⋯⋯⋯⋯⋯⋯⋯⋯．，．⋯⋯⋯⋯⋯⋯⋯⋯(91)

，一，砂石⋯⋯⋯⋯⋯⋯⋯⋯⋯⋯⋯⋯⋯⋯⋯⋯⋯⋯⋯⋯⋯⋯⋯⋯⋯⋯⋯⋯⋯⋯(91)

=，水泥构件⋯⋯⋯⋯⋯⋯⋯⋯⋯⋯⋯⋯⋯⋯⋯⋯⋯⋯⋯⋯⋯⋯⋯⋯⋯⋯⋯⋯(91)

三，砖瓦⋯⋯⋯⋯⋯⋯⋯⋯⋯⋯⋯⋯⋯⋯⋯⋯⋯⋯⋯⋯⋯⋯⋯⋯⋯⋯⋯⋯⋯⋯(91)

四，油膏⋯⋯⋯⋯⋯⋯⋯⋯⋯⋯⋯⋯⋯⋯⋯⋯⋯⋯⋯⋯⋯⋯⋯⋯⋯⋯⋯⋯⋯⋯(91)’

第四节造纸⋯⋯D·W oo⋯⋯⋯⋯⋯⋯⋯⋯⋯⋯⋯⋯⋯⋯⋯⋯⋯⋯⋯⋯⋯⋯⋯⋯⋯(93)

，第五节印刷⋯⋯⋯⋯⋯⋯⋯⋯⋯⋯⋯⋯⋯⋯⋯⋯⋯⋯⋯⋯⋯⋯⋯⋯⋯⋯⋯⋯⋯(93)

第六节包装⋯⋯⋯⋯⋯⋯⋯⋯⋯⋯⋯⋯⋯⋯⋯⋯⋯⋯⋯⋯⋯⋯⋯⋯⋯⋯⋯⋯⋯(94)

第七节建筑⋯⋯⋯·⋯⋯⋯⋯⋯·⋯⋯⋯⋯⋯⋯⋯⋯⋯⋯⋯⋯⋯⋯⋯⋯⋯⋯⋯⋯·(94)

第六章商业⋯⋯⋯⋯‘⋯⋯⋯⋯⋯⋯⋯⋯⋯⋯⋯⋯⋯⋯⋯⋯⋯⋯⋯⋯⋯⋯⋯⋯⋯⋯(96)

第一节国营商业⋯⋯⋯⋯⋯⋯⋯⋯⋯⋯⋯⋯⋯⋯⋯⋯⋯⋯⋯⋯⋯⋯⋯⋯⋯⋯⋯(96)

一、肉食⋯⋯⋯⋯⋯⋯⋯⋯··⋯·⋯⋯⋯⋯⋯⋯⋯⋯⋯⋯⋯”?⋯⋯⋯⋯⋯⋯⋯⋯(96)

二、粮油⋯⋯⋯⋯⋯⋯⋯⋯⋯⋯⋯⋯⋯⋯⋯·⋯⋯⋯⋯⋯⋯·⋯⋯⋯⋯⋯⋯⋯⋯(98)
第二节集体商业⋯⋯⋯⋯⋯⋯⋯⋯⋯⋯⋯⋯⋯⋯⋯⋯⋯⋯⋯⋯⋯⋯⋯⋯⋯⋯⋯(i03)

第三节个体商业⋯⋯．．．⋯⋯⋯⋯⋯⋯⋯⋯⋯⋯⋯⋯⋯⋯⋯⋯⋯⋯⋯⋯⋯⋯⋯⋯(107)

第四节墟场⋯⋯⋯⋯⋯⋯．．．⋯⋯⋯⋯⋯⋯⋯⋯⋯⋯⋯⋯⋯⋯⋯⋯⋯⋯⋯⋯⋯⋯(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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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交通运输⋯⋯⋯⋯⋯⋯⋯⋯⋯⋯⋯⋯⋯⋯⋯⋯⋯⋯⋯⋯⋯⋯⋯⋯⋯⋯⋯⋯·(111)
第一节交通⋯⋯⋯⋯⋯⋯一⋯⋯⋯⋯⋯⋯⋯⋯⋯⋯⋯⋯·一⋯～⋯⋯o⋯⋯⋯⋯(111)

一，铁路⋯⋯⋯⋯⋯⋯一⋯⋯⋯⋯⋯⋯⋯⋯⋯⋯⋯⋯⋯⋯⋯⋯⋯⋯⋯⋯⋯”⋯”(iii)

二，公路⋯⋯⋯⋯⋯⋯⋯⋯⋯⋯⋯⋯”··⋯⋯⋯”···”⋯⋯”·⋯⋯⋯⋯⋯⋯⋯⋯(111)
三，航道⋯⋯⋯⋯⋯⋯⋯⋯⋯⋯⋯⋯⋯··⋯·⋯⋯⋯“一···⋯一·····⋯⋯⋯⋯⋯⋯·(113)

四，桥梁渡口⋯⋯⋯⋯⋯⋯⋯⋯⋯⋯⋯⋯⋯⋯⋯⋯⋯⋯⋯⋯⋯⋯⋯⋯⋯⋯⋯⋯(113)

第二节运输⋯⋯⋯⋯⋯⋯⋯⋯⋯⋯⋯⋯⋯⋯⋯⋯⋯⋯⋯⋯⋯⋯⋯⋯⋯⋯⋯⋯“(122)
． 一，运输工具⋯⋯⋯⋯⋯⋯⋯⋯⋯⋯⋯⋯⋯⋯⋯⋯⋯⋯⋯⋯·OO O·"B·O⋯⋯⋯“(122)

二、货运量⋯⋯⋯⋯⋯⋯⋯⋯⋯⋯⋯⋯⋯⋯⋯⋯⋯⋯⋯⋯⋯⋯⋯⋯⋯⋯⋯⋯·(122)
第八章邮电⋯⋯⋯⋯⋯⋯⋯⋯⋯⋯⋯⋯⋯⋯⋯⋯⋯⋯⋯⋯⋯⋯⋯⋯⋯⋯⋯⋯⋯“(】23)

第一节邮政⋯⋯⋯⋯⋯⋯⋯⋯⋯⋯⋯⋯·⋯⋯⋯⋯⋯⋯⋯⋯⋯⋯⋯⋯⋯⋯⋯⋯·(123)
第二节邮讯⋯⋯⋯⋯⋯⋯⋯⋯⋯⋯⋯⋯⋯⋯⋯⋯⋯⋯⋯⋯⋯⋯⋯⋯⋯⋯⋯⋯⋯(124)

一、电话⋯⋯⋯⋯⋯⋯⋯⋯⋯⋯⋯⋯⋯⋯⋯⋯⋯⋯⋯⋯⋯⋯⋯⋯⋯⋯⋯⋯⋯⋯(124)

，’、=、电报⋯⋯⋯⋯⋯⋯⋯⋯⋯⋯⋯⋯⋯⋯⋯⋯⋯⋯⋯⋯⋯⋯⋯⋯⋯⋯⋯⋯⋯“．．(12s)

第九章·财政金融⋯⋯⋯⋯⋯⋯⋯⋯⋯⋯⋯⋯⋯⋯⋯⋯⋯⋯⋯⋯⋯⋯⋯⋯⋯⋯⋯·¨“(126)

’第一节-财政⋯⋯⋯⋯⋯⋯⋯⋯⋯⋯⋯⋯⋯⋯⋯⋯⋯⋯⋯⋯⋯⋯⋯⋯⋯⋯⋯⋯⋯(126)

第二节r税务⋯⋯⋯⋯⋯⋯⋯⋯⋯⋯⋯⋯⋯⋯⋯⋯⋯⋯⋯⋯⋯⋯⋯⋯⋯⋯⋯⋯⋯(127)

-|、第三节-金融⋯⋯⋯⋯⋯⋯⋯⋯⋯⋯⋯⋯⋯⋯⋯⋯⋯⋯⋯⋯⋯⋯⋯⋯⋯⋯⋯⋯⋯(129)

一，信用合作⋯⋯⋯⋯⋯⋯⋯⋯⋯⋯⋯⋯⋯⋯⋯⋯⋯⋯⋯⋯⋯⋯⋯⋯⋯⋯⋯⋯(129)

二，银行营业所⋯⋯⋯⋯⋯⋯⋯⋯⋯⋯⋯⋯⋯⋯⋯⋯⋯⋯⋯⋯⋯⋯⋯⋯⋯⋯⋯(131)

第十章党派团体⋯⋯⋯⋯⋯⋯⋯⋯⋯⋯⋯⋯⋯⋯⋯⋯⋯⋯⋯⋯⋯⋯⋯⋯⋯⋯⋯⋯⋯(133)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133)

第二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40)

附；儿童团，少先队⋯⋯⋯⋯⋯⋯⋯⋯⋯⋯⋯⋯⋯⋯⋯⋯⋯⋯⋯⋯⋯⋯⋯⋯⋯(142)

’第三节中国国民党⋯⋯⋯⋯⋯⋯⋯⋯⋯⋯⋯⋯⋯⋯⋯⋯⋯⋯⋯⋯⋯⋯⋯⋯⋯一(142)

附：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142)

、第四节中国青年党⋯⋯⋯⋯⋯⋯⋯⋯⋯⋯⋯⋯⋯⋯⋯⋯⋯⋯⋯⋯⋯⋯⋯⋯⋯⋯(143)

第五节群众团体⋯⋯⋯⋯⋯⋯⋯⋯⋯⋯⋯⋯⋯⋯⋯⋯⋯⋯⋯⋯⋯⋯⋯⋯⋯⋯⋯(143)

一、农民组织一⋯⋯⋯⋯⋯⋯⋯⋯⋯⋯⋯⋯⋯⋯⋯⋯⋯⋯⋯⋯⋯⋯⋯⋯⋯⋯⋯(143)

二，工会⋯⋯⋯⋯⋯⋯⋯⋯⋯⋯⋯⋯⋯⋯⋯⋯⋯⋯⋯⋯⋯⋯⋯⋯⋯⋯⋯⋯⋯⋯(144)’

三，妇女联合会⋯⋯⋯⋯⋯⋯⋯⋯⋯⋯⋯⋯⋯⋯⋯⋯⋯⋯⋯⋯⋯⋯⋯⋯⋯⋯⋯(145)

第十一章政权⋯⋯⋯⋯⋯⋯⋯⋯⋯⋯⋯⋯⋯⋯⋯⋯⋯⋯⋯⋯⋯⋯⋯⋯⋯⋯⋯⋯⋯(147)

第一节机构⋯⋯⋯⋯⋯⋯⋯⋯⋯⋯⋯⋯⋯⋯⋯⋯⋯⋯⋯⋯⋯⋯⋯⋯⋯⋯⋯⋯⋯<147)

一，权力机关⋯⋯⋯⋯⋯⋯⋯⋯⋯⋯⋯⋯⋯⋯⋯⋯⋯⋯⋯⋯⋯⋯⋯⋯⋯⋯⋯⋯(147)

二，行政机关⋯⋯⋯⋯⋯⋯⋯⋯⋯⋯⋯⋯⋯⋯⋯⋯⋯⋯⋯⋯⋯⋯⋯⋯⋯⋯⋯⋯(151)

三，司法机关⋯⋯⋯⋯⋯⋯⋯⋯⋯⋯⋯⋯⋯⋯⋯⋯⋯⋯⋯⋯⋯⋯⋯⋯⋯⋯⋯⋯(157)

第十=章军事⋯⋯⋯⋯⋯⋯⋯⋯⋯⋯⋯⋯⋯⋯⋯⋯⋯⋯⋯⋯⋯⋯⋯⋯⋯⋯⋯⋯⋯(160)

、 第一节地方武装⋯⋯⋯⋯⋯⋯⋯⋯⋯⋯⋯⋯⋯⋯⋯⋯⋯⋯⋯⋯⋯⋯⋯⋯⋯⋯⋯(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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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

一 板杉区位于醴陵市西部，系岗丘地貌。东邻王仙、八里坳两区，南临渌水，与茶山岭区

隔水相望，西连均楚区与株洲县，北接官庄区。东西长20．S公里，南北宽16公里。总面积

238．02平方公里。有水田67 223亩，’旱地4 670亩，林地127 845亩，放养水面4 981亩。

境内岗丘起伏，沟壑纵横，地势东北高，西南低。除刘仙寨等5座海拔170米以上的山丘

外，岗丘起伏连绵。土种有花岗岩红壤及少量四纪红土，沿渌江为河沙冲积物。在风化花岗

岩地区瓷泥资源颇为丰富，次为沙石，釉泥、沙金等。瓷泥主要分布在板杉乡的长坡，板杉

铺，八步桥乡的干冲，仙霞乡的长冲，新阳乡的青泥湾等5个地区』这些瓷泥矿自清咸丰间陆

续开采，为境内瓷业生产创造了条件。近年，长冲矿区的五支地等矿所产瓷泥，可作为其他

工业原料，销往桂林，株洲等地。河沙年产近5万吨，销售江西等省市。·’

境内属亚热带东南季风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但仙霞为次少雨区，易旱易

涝，干燥系数高于邻近各乡。平均气候为17．6'C，元月平均气温4．8"C，7月平均气温30．1℃，

年极端最高气温42．3"C，最低气温一10．3℃．无霜期280天，年日照为1 902小时，年平均降水量

1 290毫米，以其光热能源优越，这些都适宜双季水稻的生长，是醴陵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之

一- ‘

。 ’

，l，
．

． 境内交通方便，有横贯东西的浙赣铁路和上昆公路株醴段，还有醴官公路从区境经过，

渌水流经边境出石亭至渌口入湘江，故历代都设有关卡和驿铺。《醴陵县志》(同治版)

称。石门关(今板杉乡黄泥坳村)元代派兵驻守：清康熙四十三年(1705年)设榱牌铺(今

，源门铺)、板寨铺(今板杉铺)，东冲铺、清安铺等4铺，各驻铺兵传递文书命令。清光绪三

十一年(1905年)，株萍铁路竣工通车，设板杉铺火车站∥为当时官庄、板杉所产夏布、瓷

器的集散中心。建国后，区级企事业单位多设于此，也是今板杉乡政府所在地。 、

。 建国前，本区为平桥乡，盘石乡，文定乡的各一部份。建国后，初属醴陵县第五区，

1950年分属第八区及第九区、第十区．1951年分属第十一区(1955年改称新阳区)及第十三区，

第十四区。1956年撤区并乡，又划分板杉，新阳，仙霞、八步桥4个乡。1958年建立人民公

社，分属板杉人民公社及黄达嘴、姚家坝公社。1959年姚家坝公社部分(今仙霞乡)划入，

1961年复区划社八步桥公社划入，是今板杉区境。区公所设板杉公社夏坪桥大队，现辖板

杉‘新阳，仙霞，八步桥4个乡，81个村，955个村民组，19 885户，86 897人．总人口中苗

族3人，壮族1人。 · -‘一 ／ 一

’

经济以农业为主，，主宗农作物为水稻，旱粮有红薯、豆类等，油料作物以油菜为主。建

国前，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束缚，生产技术落后，加上水利失修，冷浸滂田较多，旱涝灾害

频繁，农艺技术落后，水稻亩产长期徘徊于150至200公斤之间。建国后，’经过土地改革，农

业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力得到解放，并逐步推广新的栽培技术，陆续改良冷浸滂眼田，提高

一l一



概述
f 、

土地利用率。与此同时，兴建小(一，。二)型水库14座，整修和兴建大小塘坝3209处，兴建了

电灌机埠222处(电动总功率2499．3危)，抽水机埠214处(1427马力)，修建了流经境内的

官庄水库左右千渠34．528公里及19条支渠，总蓄引水量2687．33万立方米，改善了水利条件，

旱涝保收面积达62192亩。拥有农用汽车4s辆，大中型拖拉机12台，手扶拖拉机312台，机滚

船292条等农业机械。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长期存在“左一的思想，推行

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由联产承包到组变革为联产承包到户，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生

产出现了好势头。1961年全区粮食总产量12337吨’1978年为41516吨，比1961年增加29 179。

吨I 1986年总产量为56464吨，比1961年增加3．58倍，比1978年增长36％。同时，经过有计划

地调整产业结构，同步发展了养殖、运输，商业，服务、加工和家庭工副业。1986年全区各

类专业户886户。其中商业319户，工业31户，修理业76户．运输业168户，其他292户。茶叶

发展到2005亩，比1961年增加1283亩，总产量37．9吨。近年发展柑桔1519亩，总产量464．5

吨I果用瓜486亩，总产量814．6吨．养鱼水面4981亩，总产量763．80吨比1978年增长3．69倍。

牲猪87976头，比1978年增加36059头。耕牛2839头，比1961年增加187头。各类家禽18．38万

只，比1961年增加11．03万只。随着生产的发展，经济收入显著增加。1986年工农业总产值

5 184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096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0呖。 ，

境内山地面积较大，大面积为花岗石红壤，以其质地粗糙，只宜发展薪炭林或其他混交

林。在“大跃进一和“文化大革命"初期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吸取了水土流失椰剧的教训

后，自70年代起，各公社、大队和农民坚持造林护林。1970年冬，新阳公社以睦华，大土，

横田等大队为中心建公社林场，营造杉木林7797亩，先后受到省、地人民政府的表扬和奖

励。随着集体林场的建立及定权发证确定林权，进一步促进了林业生产的发展。1983年全区

山地207 275亩，有林地己达127845亩，占山地面积的61．88％。其中用材林68 317亩，总材积

量为38 382立方米．油茶林48830亩，竹林689亩。村民住房前后的风景林更是一年胜过一年。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乡村企业发展更快。境内现有瓷厂7家(内

个体l家)，比1978年增加2家，鞭炮烟花厂44家，比1978年增加42家。机械铸造厂3家，陶器

厂3家，印刷厂3家(内个体l家)，比1978年增加1家，包装厂2家，造纸厂3家，建材厂16家

． (内个体3家)，还有乡办建筑工程队和乡、村办商店，饮食店等。这些企业的产品大多销于

省内外，瓷器，鞭炮烟花则大部分远销欧美及东南亚地区。1986年乡村工业企业240个，有职

工7795人，工业总产值2096万元，上缴税金221万元，盈利105万元，乡村企业已成为农村经

济的支柱。 ．

．

境内设有为人民生产生活服务的粮站、肉食站，银行营业所、税务所，工商所，供销合作

社、交通运输管理站，邮政支局，药材购销站．林业站，供电站等企事业单位。它们大都在

乡村设有店(点)，形成服务网络。
’

文化事业，有农村影剧院2幢，座位2180个。有电影放映队39个(内集体9个)，花鼓戏

班10个，皮影戏班2个，武术队3个，钢管乐队6个。各乡设有广播站，文化站．以上设施大大

丰富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提高了健康水平。· 一

自1954年以来，境内先后发现了商周遗址14处，战国遗址3处，两汉遗址4处，明初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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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处．出土文物有商代青铜象尊，战国时期的铜戈，铜剑，唐代的铜镜，瓷器，宋代的砚砖，

明代的青瓷瓶等，这说明早有先民在此生息，并且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文教卫生事业方面，虽然口文化大革命万十年的严重摧残，元气大伤，但一经拨乱反

正，又较快地得到了恢复发展。1986年境内有中学6所(内市办初级中学，完全中学各l所)

比建国前增加4所，50个班，在校学生2504人，比建国前增加2090人。教职员工185名’(内民

办29名)。小学78所，比建国前增加13所，357个班，在校学生12521人，比建国前增加8507

人。小学教师210人，含民办教师165名。幼儿班36个，．在校幼JLl003名，民办幼师36名，

有大专院校毕业与在校学习的学生316名，比建国前增加252名。有乡医院4所，诊疗所l 4

。 处，比建国前增加13处。有医务人员82名。医院有内，外科，妇幼保健、x光室、药房和住

院部，有床位43个，外科可做一般性手术。 ，

。

本区在各个历史时期英才辈出。有南宋理学名臣吴猎，清代神医匡邦宝，民国初年的护

国元勋刘建藩，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抗日名将左权，以及为无产阶级革命而牺牲的烈士

朱克靖，李斌，爱国将领李明灏，有文学家袁昌英以及大批的工程师、教授、军政名人。这

些人物，或望重乡邦，’或名垂青史，．凡为人民献身的，都深受人民称颂。‘ ’。

板杉地区狗悠久的历史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土地肥沃，地下资源丰富，有勤劳智慧的人

民群众，有建国以来发展农村经济的实践经验和教训，经过共同努力，将全区建设成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完全可能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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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H

△东汉时(Ok元2s一220)年，在今新阳乡的楠竹山，荷塘、王坪等村建官办陶器作坊，

遗址犹存． ，
．

’

， 1175年(宋淳熙二年)

△江西婺州人吕祖谦东莱，来今八步桥乡简家冲讲学，后在此地建莱山书院。元大德三

年(1299)重修。明正德二年徙建于县署后，更名“东莱书院黟。后废。

、 、

‘

1207年‘(开禧三年)。 ．一 ，，

’

△12月，八步桥人吴猎，官拜敷文同学士，任四川安抚制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

(1213)11月召还，卒，溢文定．史称“湖湘之学，一出于正，猎实表率之一。
’ ●

一 ’

1822年(清道光二年)

△知县金德荣，诬新阳人匡光文在渌口聚众闹漓，领兵围捕，光文子侄拒捕伤毙营丁。金

烧光文房屋。光文赴京控诉，光文以伤毙营丁罪，于道光五年(1825年)十月被绞死于长

沙．但金德荣等亦被撤查，漕弊亦有所收敛。 ．

1853年(咸丰三年)
。

△青泥湾创建土瓷厂3家。

’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大早，五至九月无雨。

．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

～

△清安铺刘姓集资创办醴陵第一所新学二一兰谊小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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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萍铁路竣工通车，

赣铁路。
‘

大事记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经区境内板杉，八步桥，仙霞三个乡，长16公里。1936年改属浙
● ’

，
，，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萍，浏、醴起义军西路军总统李香阁，集结部众在易家洲<今新阳乡青泥村)祭旗出

发，攻打醴陵县城，兵败。
，

。

1910年(宣统二年) ．

， ．

，
‘々 一kr

Asfl，湖南瓷业学堂学生，今板杉乡红光村人刘飞翰，获湖南办理南洋劝业出口协会发

给的各科成绩超等奖凭。
、

，

～ ●
～

1914年(民国三年)
’

{

”

，

△6月29日大水，板杉等沿渌江田土村庄尽被淹没。 ·7

★
，

191'7年(民国六年)：

△9月，清安铺人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与省军第二旅旅长林修梅通电首义护法．‘-、。
，

． ～ ， ‘

‘

1918年1(民国七年)
：

．
，

。{

^
q

t
“

． 。

△S月，北洋军阀部队在县城大肆烧杀掳掠，又下乡骚扰，境内的源门铺，板杉铺’．东冲

铺，清安铺，寨下，枫树桥，新阳，石羊，松阳渡等地惨遭其害·ti
’’

1921年(民国十年)：“·．

△夏，醴陵饥荒．、长沙急账会等单位派人来醴陵办理救济事宜，

△8月，新阳人左万盈被选为县议会议长。
’

在板杉铺设施粥广．

1924年。(民国十三年)
‘

-
●

△夏，大水．板杉，新阳等沿渌江●带稻田，受涝兼旬，损失巨大．是年减免田赋十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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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记

1925年(民国十四年) r

，

△大旱，山村饥民掘“观音泥力充饥，死亡甚多．

1926年(民国十五年)，
●

A 2月，全县划15区，131境，现区境内为北l区，北2区，北3区的一部分，区公所共18

境． 一

” 、

-△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唐士友，旷家喜由江西安源来醴陵杉仙店活动，发展党员8

人． ．

·
。

A 6月29日起连日大雨，河水陡涨，板杉等沿渌江稻田，尽被水淹，倒塌房屋不可胜数．

△冬，根据县总农会部署，本区范围内以境为单位设立农民协会17个·
’

●

● ，

、

1927年(民国十六年) ，

‘

’ ’

△5月下旬，区境内农民协会组织的农民自卫军，被改编为工农义勇军参加攻打长沙，至

株洲遭省军阻击，后奉令撤退· ”，
．

。
‘

1928年(民国十七年)

△4月12日，渌口，株i}fI等团防局兵分三路，围剿驻在杉仙店的北二区工农革命军。因众

寡悬殊，一连连长文花楼等被杀害。

△北二区清乡队将中共溪水支部党员文宏池捉去，严刑逼供，文的手脚全被压断，后用

簸箕抬至刑场杀害。党组织负责人苏德益亦被杀害于关王庙。短期内当地被害者达48人．
， △S月。湘东剿匪总司令王学林，由县乘火车赴省、至流碧桥，轨动车覆，近处农军组织

追捕未获。王羞怒返城，旬日间在全县残杀700余人．‘
、

．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

△11月，划全县为S个区、S0个乡，现区境为精华，三才，鼎立，元善．亨嘉．耿冲山，

观罗寨7乡，共1s境。

·

t

．

z，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r) ‘^

● ，

， ，△8月6日，清安铺人刘建绪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1941年8月任福建省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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