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鹄希岈出种蝴磷缔鹄科蝴泄碲出希|畅—钚鸱希|勃时翰泄钵出希蜘鹄硝勃醇绦楚椿女绦延缘世科场趟，席彤科场融，席出乖|场心缔鸱糊断鸱科翰I幽黍
剧院6个，工厂俱乐部20个，电影放映单位97个，市属专业剧团2个，市、区文化馆5个，

市图书馆一个。在市中心建有体育馆一座，体育场一个，游泳池一个，文化宫一座。医

院(含厂办)和卫生所296处，病床3003张，医务人员5116人。有各种独立的专业研究

所18个，厂办科研所(组、室)90个，科技人员13970人。自然科学学会20个，会员3900

人。

人防建设，初具规模。株洲系人防重点城市，目前已完成人防工事29万平方米，其

中兼作生产、办公、医疗、储存、营业、文娱等用的9万平方米。

城名依旧，景象常新。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株洲城市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新落

成的火车站大楼巍巍挺立，庄严堂皇I位于市中心的奔龙公园景色秀丽，风貌自然，处

于石峰山上占地2500多亩的石峰公园千姿百态，别有风情，登上石峰公园的云峰阁可眺

望湘江，腑视全市，还有那清洁宁静绿树成阴的沿江大道，吸引着不少远外之客，根据

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因地就势，先后在城市各区建立起错落有致、鳞次栉比的居

民新村，如建宁村、红旗村、新华村等。全市住宅面积由解放前的16万平方米增加至Ⅱ1980

年的697万平方米。为了消除公害，保护环境，近年来已陆续建立专门机构监治工业。三

废”污染。为了保持生态平衡，市区每年发动群众植树造林，现已初见成效。规划在

二ooO年间，市区绿化复盖率达4091i以上。

市内名胜古迹有宋家桥的周楚贤人老菜子之墓；有宋代著名学者朱熹与张南轩叙别

之地建宁港南岸的“分袂亭”，市郊的大冲王家大屋是辛亥革命志士秋谨故居，有我党

湖南农村中最早建立的支部之一——中共湖南省第二特别支部诞生地郊南的八叠。早在

民主革命时期，株洲人民就踊跃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北伐战争和举世闻名的秋收起义，为

中国革命作了贡献，为株洲新城添了光彩。

一九七九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制定了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其要旨是在现有基础

上，把我市建设成布局合理， “骨肉”协调，文明整洁，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工业城市。

今日株洲，如同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在全面开创四化建设新局面的征途中熠熠生

辉。

觑科阮科翰》鼍缔蛾科翰斛绵商毋觑科场科翰汹铺觑科翰渊缔幽钭‰渊锔§毫锋鸡帑戡帚她矜蟓怀她科‰闷绵}出祭觑滁勘静l锔滁如鼢蛾秘勘和戡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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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区位于株洲市中心，东与东区及株洲县自关公社犬牙相接，南与郊区曲尺公社毗

连，西越湘江与市郊区园艺场接壤，北至公园路同贺家土街道办事处相邻。面积9．925平

方公里。辖建设、建宁、董家援3个街道办事处，32个居民委员会及建设、解放街、董家授

3个派出所，区政府驻芦淞路，市级机关亦集中于境内。居民22789户．94574人，皆为

汉族。

南区系古荆楚之地，西汉时属湘南县。三国时，东吴与西蜀隔湘江对峙，西岸为湘

南郡，属刘备；东岸属东吴。孙权为防刘备偷袭，乃设建宁县，1日城址在今解放街、南

湖街一带。隋废建宁县。唐李渊恢复之。此后，屡经撤并，归属不定，至公元749年(唐

天宝8年)，改衡山日湘潭，湘潭县名始奠，境内属之。五代时，此地属潭州长沙府，宋

属潭州长沙郡，元改县为州，明洪武二年降州为县，至清仍之，而建制则几变。清初按

明制，划都甲，境内属湘潭县三都。国民党也曾两度并乡，1947年属株洲乡。

1949年8月，株洲获得解放，境内属湘潭县一区。1951年株洲镇从一区划出，晋为

县级市。1956年株洲升为省辖市。1959年3月，株洲市划为5个区，现辖内的董家坡街

道办事处属董家煅区，建宁、建设街道办事处属中心区。1969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

株洲市划为城郊4个县级区，原中心区与董家域区合并。因地处市南，故定名为株洲市

南区。

境内湘江经于西，京广铁路经于东。芦淞桥以南多丘陵，工厂星罗棋布，居民点亦

以工厂座落为主插花式与市郊建宁公社相接。芦淞桥以北，为工厂与街道集中之点。境

内平均海拔44公尺，仅市一水厂地势较高，海拔86公尺。

解放前，区内仅有中正、南湖、新港三条小街。解放后，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增至

93条街港。建设路、人民路自北区而来，为两大干线串于境内。人民路与芦淞路相接，

延伸10余里至董家圾工业区。加上沿港路、市府路、新华西路，形成区内发达的交通网。

境内之株洲火车站为南方最大枢纽站，铁运四通八达。公路有株长、株醴、株渌等线经过

境内。水运有湘江航线，境内设有通湘江上下之航运站，有连东西岸之汽车、行人轮渡

码头。还有民航售票点，交通十分方便。

境内有中央、省属企、事业单位25个，市属企、事业单位243个，区和办事处两级企业

13个，各类商店79个，商业服务点46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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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境内有党校，报社。有基础大学1所，中专4所，中学9所．

小学17所，幼儿园49所。市属以上科研机构8个。公园、体育馆、图书馆、游泳池各1处，

文化宫一座，影剧院8个。医院、疗养院、医疗所68个。七十年代以来，文化馆，广播站，

卫生防疫、妇幼保健等机构亦相应设置。

境内因处要冲，自古兵争必至，名人喜游。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曾到此一游。农民起

义之张献忠、洪秀全部均留迹于此。明清之吴三桂和刽子手曾国藩，均在境内留下罪证

南湖塘之鲁班殿，大革命时湘潭县东一区总工会曾设其内， “马日事变”后，工农义勇

军攻打易家湾时，指挥部亦设于此。资福里原有资福寺，宋代名吏张杭游时曾题诗曰。

“迅扫妖风六合清，匣中宝剑气犹横。夜观星斗鬼神泣，昼画风云龙虎惊。重整山河归

北地，两扶圣主到南京。山僧不识英雄汉，只管滔滔问姓名。”

夸日南区，作为全市的政治、文化和商业活动中心，正在株洲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I● -I。● -_● 一_● 一^●． -_●-一^●-．．-^●-．一●^●--·-—--—●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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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冲居委会
Xu邑tangch6ng Jnweihul

居民605卢，2151人。1963年由何家坳、大塘冲居委会各赳出一部分，按驻地学堂冲

名定称．
。

居 民 点

学堂冲

Xu6 tangch6ng

相传解放前有人在此办过私塾，故名．

沿河居委会
YAnh色 Jnw色ihui

居民83l卢．2915人。1979年由操坪居委会划出，因处湘江河畔，故名。驻五公司机

关宿舍。

居 民 点

五公司机关宿舍 毛家坡

W讧96ngsi了Iguansdsh色 MAojiap6

该单位为建筑公司，居民点沿单位名。 按姓氏命名。

操坪居委会
Caoping Jnw芒ihut

居民988卢，3542人。沿驻地名。

居 民 点

摄坪

Caopfng

此地原为一小山，】937年，有一个营的军

队驻此。为士兵出操，开拓出一个操坪，故称。

何家坳居委会
H邑jia’ao Jdw芒ihui

居民897，3222人。此地昔日乃荒山，为何氏所占，名日何家坳。1955年成立居委

会时，即按驻地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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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升街居委会
Dishengjie Jnw色ihui

居民810户，2685人。此地原为防洪之堤，后逐年在此建房设铺，形成街道．名堤升

街。1953年成立居委会时，亦沿其名。驻人民南路。

车站路居委会
chezhanln Jnw色ihul

居民883户，3012人。1967年由堤升街居委会划出，以驻地荷叶塘名定称，1981年改

按境内车站路取名。驻建设南路。

钟鼓岭居委会
zh6nggdlIng Jnw爸ihui

居民920户，3281人。沿驻地名。驻钟鼓岭路。

居 民 点

钟鼓岭

zh6ngg矗lIng

清末在此建一观音庙，来人求神时，

击钟鼓，晌彻四方，故名。

人民路居委会
RenmInld Jnweihul

居民598户，2138人。原属学堂冲居委会，1979年划出，以穿越境内之人民路名定

称。驻人民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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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街道办事处

Jianning Jiedao Banshichd

概 况

建宁街道办事处位子南区中心，东与郊区建宁公社相接，南与董家壤街道办事处毗

连，西抵湘江，北与建设街道办事处相邻。辖12个居民委员会。面积2．906平方公里。

居民7509卢，28731人，主要是汉族。办事处驻建宁街17号。

1958年成立中心人民公社时，此处划为建宁公社。1966年改名为东风分社。1969年

成立株洲市南区时，又改名为建宁街道办事处。解放街城隍庙一带，原系三国时东吴建

宁县城址，办事处即沿用其名。

此处原系株洲镇所在地，古迹较多：解放西街之城隍庙，是古代建宁县府旧址。南

湖街之鲁班殿，大革命时期湘潭县东一区总工会n菅设境内； 。马日事变”后，工农义勇

军攻打易家湾时，指挥部亦设于此。横跨建宁港之芦淞桥，象征着株洲人民对抗日时芦沟

桥、吴淞口两大历史事件的纪念。

境内有企事业单位124个，其中街道集体企、l芝7个。株洲市党校、南区机关均设于此。

文教卫生，相应发展。现有市基础大学1所，中学4所，小学6所，教职员工298名，

在校学生3640人。其中有历史较久的第一中学，设备较好的区重点学校——樟树坪小

学。南区医疗站不仅设有中、西专科，还以治伤闻名于市。

坐汽车从市建设路出发，经株董路、市郊建宁公社，往南可通渌口、三门、衡山，

往东可至白关、张公岭、醴陵、萍乡等地，交通颇为方便。

居住条件，大有改善。七十年代末，在芦淞路东侧新建五层大楼20栋，居民600卢，

形成雄伟壮观、鳞次栉比、美观适用的住宅群——建宁新村。

建宁街居委会
Jianningjie Jdweihui

居民628卢，2091人。冈位于。1i建宁郡内，故名。驻建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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