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地理位置 

夷陵是巴楚文化发祥地之一。古属“荆州之域”，春秋战国时代是楚国的西塞重地。楚顷

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起“攻楚、拔郢、烧夷陵”，夷陵之名始见于史册。秦始

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郡县天下，改夷陵置巫县。西汉复置夷陵县。三国吴黄武元年

（公元 222 年）改夷陵为西陵。晋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改西陵为夷陵县，属宜都郡，郡

治夷陵。南北朝时代，宋、齐皆为夷陵县，梁称宜州，西魏改拓州，北周改峡州。隋改峡州

为夷陵郡，领夷陵县。唐、宋、元代为夷陵县。明洪武九年（1376 年）改为夷陵州。清顺

治五年（1648 年）改“夷陵”为“彝陵”。雍正十三年（1735 年）升彝陵州为宜昌府，置东湖

县为附郭首邑。民国元年（1912 年）废宜昌府，改东湖县为宜昌县，先后隶属于荆宜道、

湖北省第九、第六行政督察区。1949 年 7 月 16 日，宜昌解放，县城及城郊划出设宜昌市。

宜昌县隶属湖北省宜昌专区，县直机关仍设宜昌市内。1970 年 7 月，因兴建葛洲坝水利枢

纽工程，县城迁至小溪塔。2001 年 7 月 28 日，撤县建区，称宜昌市夷陵区。 

古时记载 

  宜昌古名夷陵。《史记·楚世家》载：“（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起

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夷陵”第一次出现在史料中。夷陵的命名当与其山川地理形势

有关。应劭在《前汉书·地理志注》中记载：“夷陵在西北”，以为因夷山故名夷陵。夷山即

今西陵山。又据清《东湖县志》载：长江自奉节下,两岸层峦叠嶂，江中水高浪急，一出南

津关，险势顿减，“水至此而夷（平缓），山至此而陵（低矮）”，故名其地为夷陵。此说起

于何代，出自何人，无可考。清顺治五年（1648）改“夷陵”为“彝陵”。  

  宜昌之名始见于晋。晋永宁元年（301 年），分夷道（今枝城市）、恨山（今长阳县）之

地设宜昌县，与夷陵、夷道、恨山同属宜都郡。隋废宜昌县。鹂道元《水经注》上说“（宜

昌） 县治江之南岸，北枕大江，与夷陵对界。”清雍正十三年（1735），置宜昌府名。其寓

意大约为“宜于昌盛”。  

  夷陵区（原宜昌县）古属荆州。据《通典》载，周代为楚国及夔国地。秦始皇二十六年

（公元前 221 年）郡县天下，改夷陵置巫县，西汉置夷陵县，属南郡。东汉建安十三年（208

年），曹魏分南郡枝江以西立临江郡；建安十五年，蜀改宜都郡；郡治均在夷陵。三国吴黄



治全面推进。城区污水处理厂成为全国水污染防治示范基地，三斗坪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

场已纳入国家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项目。 

第二章  行政区划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夷陵区辖 1 个街道、1 个开发区、1 个新区、8 个镇、3 个乡。

共有 18 个居委会、226 个村委会。  

小溪塔街道  

办事处驻小溪塔，人口 144643 人，面积 305.4 平方千米。辖 9 个居委会、30 个村委会：

兴安、东湖、营盘、平湖、东城、冯家湾、望江、黄金卡、丁家坝、梅子垭、杨家院、峰宝

山、鄢家河、蔡家河、郭家湾、大山坡、新桥边、姜家庙、尤家河、风洞河、姜家湾、仓屋

榜、下坪、陈淌坪、南村坪、付家冲、文仙洞、营盘岗、岩花、官庄、大湖坪、廖家林、小

木坪、桐木坑、杨家冲、柏木坪、新民、石门垭、柳家寨。  

樟村坪镇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樟村坪镇 镇政府驻樟村坪，人口 26108 人，面积 456.6 平方千米。

辖 1 个居委会、14 个村委会：樟村坪、丁家河、云霄垭、古村、农坪河、栗林河、桃坪河、

三堡垭、董家河、砦沟、黄马河、黄家台、秦家坪、殷家坪、羊角山、梨耳坪。 

  樟村坪镇地处宜昌市夷陵区北部山区，最高海拔 1963 米，平均海拔 1100 米 。面积 456

平方公里，耕地 25600 亩，辖 14 个村 1 个居委会，总人口 23000 人，流动人口 6000 人，与

兴山、保康、远安三县接壤，素有“高山明珠”美誉。   

  樟村坪镇镇镇委、镇政府坚持科学发展、率先发展、和谐发展，大力实施“矿业立镇、

项目强镇、种养富镇、和谐兴镇”的“四镇”战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先后荣获全国创建文

明村镇工作先进单位、湖北省文明乡镇、湖北省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宜昌市五好基层党组织

等称号，连续三年在党政综合目标考核中位居夷陵区乡镇第一名，连续多年被评为夷陵区党

风廉政建设先进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胜单位。2007 年，该镇完成企业总产值 22.55

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 16.1 亿元，其中规模工业产值 9.04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5013

元；财政收入在湖北省乡镇中率先突破 2 亿元达到 2.05 亿元。  

  樟村坪镇把规范矿山秩序、实行科学开采、提高矿山效益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建立从开



矿业、宜昌荣麟矿业、天宝石材等大型企业在邓村安家落户，累计总投资达到 3.13 亿元，

已经建成水电站 10 座，装机 2.6 万千瓦并网发电，矿山、石材企业也已经投产并且开始创

造财富。  

  邓村是一个和谐平安之乡，邓村乡拥有 5 所中小学，在校学生 1990 人，成为全市连续

四年零辍学的乡镇之一；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高质量通过了全省考核验收；首创“三级中心

四级网络”的治安防范调处体系，被省综治委授予“全省平安乡镇”称号；农村生态家园建设

全面推进。  

  邓村乡紧紧围绕建设“中国有机茶第一乡”的目标，大力实施“茶业立乡、项目强乡、科

教兴乡、依法治乡”的发展战略，强打资源牌，高举生态旗，齐唱和谐曲，一个具有茶乡特

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将屹立在西陵峡畔。 

乡政府驻邓村坪，人口 28453 人，面积 311.4 平方千米辖。16 个村委会：邓村坪、杨家湾、

高抬头、江坪、竹林湾、中包山、红桂香、谭家垭、常家垭、大水田、白水头、黄金河、庙

垭、小渔村、古城坪、袁家坪。 

第三章 旅游名胜 

三峡人家风景区 

百科名片 

三峡人家，依山傍水，风情如画：传统的三峡吊脚楼点缀于山水之间，久违的古帆船、

乌篷船安静地泊在三峡人家门前，溪边少女挥着棒槌在清洗衣服，江面上悠然的渔家在撒网

打鱼……千百年来流传不衰的各种习俗风情体现着峡江人民的质朴好客。走进峡江吊脚楼，

峡江妹子载歌载舞，手中的红绣球飘飘欲落，这时清秀的三峡少女为您捧上一杯峡州清茶，

您会觉得如梦似幻、亲切怡然。 

景区简介 

  三峡人家风景区，属国家 AAAAA 级风景区，位于长江三峡中最为奇幻壮丽的西陵峡

境内，三峡大坝和葛洲坝之间，跨越秀丽的灯影峡两岸，面积 14 平方公里。三峡人家石牌

之美，美在“湾急、石奇、谷幽、洞绝、泉甘”，它包括龙进溪、天下第四泉、野坡岭、灯影

洞、抗战纪念馆、石牌古镇、杨家溪漂流等景区，其旅游内涵可以用“一二三四”来概括，即：

一个馆（石牌抗战纪念馆），两个特别项目（三峡人家风情项目和杨家溪军事漂流项目），三

个第一（三峡第一湾——明月湾、中华第一神牌——石令牌、长江第一石——灯影石），天

下第四泉——蛤蟆泉。其中三峡人家风情项目又分为水上人家、溪边人家、山上人家、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