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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县地名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发C1979)305号文件精神，为国家资

源考察、’经济布局、交通邮电、文物考证、新闻出版，教学科研，城乡规划，人防建设、测

绘和外事等各个方面的需要提供标准地名资料，便于更好地开发，建设靖县，以适应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和行政管理需要而编纂的。‘

为了编撰出版《靖县地名录》，我县予1981年4月成立了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和地名普查

办公室，随即全面展开了地名的实地调查核实工作。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全县的

地名普查任务，同时几经周折，数易其稿，最后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业余增撰、修订、审订

并出版了《靖县地名录》。这是我县第一部地名档案资料。

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演变，地名不断发生变化。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县行政区划多

次变更，农业、水电、交通等项建设事业迅速发展，一些老的地名消失了，新的地名大量产

生，也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社会上曾出现乱改地名的混乱现象。因此地名出现了不少的重

名、漏名、名不符实、用字、用词不当、含义不清甚至残留“文革”痕迹等问题。这次普

查，对全县地名进行了实地调查核实，并作了规范化的处理，符合匡家标准。刘亍镉要更

名、命名的行政区划或自然村，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反复考证史料，本着符合历史，尊重习

惯，方便群众，便利通行的原则，按照规定的审批程序，报请上级批准予以更名和命名。这

次普查结果，’全县更名一个镇，+一个公社，二十四个大队(其中重名八个，恢复原名四个，

新命名六个，正字，正音六个)。并在原l t 5万地图的基础上，增补新地名515条，删减

地名45条，勘误地名621条，全县地名普查总数1，863条。这一切，为编辑出版《靖县地名录》

提供了准确的基础资料。

本地名录所收录的地名，共分五大类，全部字典化。其内容为。地名的标准名称，汉语

拚音，名称来历、更替及涵义。其中行政区划名称198条，自然村、街巷名称1，439条，自然地理

实体名称97条，人工建筑物名称227条，机关、企事业单位名称161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名

称25条。收录文字概况21篇，插图40幅，并附简介。公社以上行政区划的各项数据以文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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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为准，地名中不再出现，其余均编入各条地名的涵义解释中，对于名称来历、涵义有两种

以上解释的，通过分析对比，录用其较确切的解释J对于由民间传说、神话故事而得的地名，

只要内容健康，原则上加以录用。所用数据，除人口数、户口数为1982年7月1日零时全国

人口普查数及注明者外，均为1980年年报数。

标准地名图，是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也是地名录的直观表现形式。这次普查，绘

制1 l 10万全县地名图一幅，装订卷首，以窥全貌。

本地名录编排形式，装帧为十六开精装本。卷首部分有前言，靖县地名图，目录，公社、

镇，大队名称笔画查字表，靖县县城全貌图，靖县概况，中间部分，根据地名的不周情况

和要求，分别阐释其内容，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及重要的人工建筑物和企事业单位等，部

分附以图片说明J卷尾部分有更名单位的新旧名称对照表，靖县消失地名登记表，编后记，

靖县人民政府正．副县长名单和靖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及《靖县地名录势编纂人员

名单。全书共217个版面，约30万字。

《靖县地名录》的编纂出版，得到了湖南省地名委员会与怀化地区行政公署地名领导小

组的关怀和指导，县属有关部门和不少同志的大力支持、帮助和配合，参加县地名普查和地

名录编纂工作的全体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另外，本书还引用了他人和县文化局等一些单位

的工作成果，难以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致谢。

编纂出版地名录，不仅是一项新的工作，而且是涉及到多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

边缘科学工作，历史性、科学性，政治性都很强。由于编纂时间短．业务水平有限，谬误难

免，恳请读者指正。

靖县地名普查办公室

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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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 县 概 况

靖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怀化地区南部，县治在沅水E游支流渠江西岸渠阳镇，距地

区行署所在地一一怀化市152公里。东接绥宁，南抵通道，西连贵州黎平、锦屏，北与会同接

壤。境内有枝柳铁路、安桂公路南北穿行，地当湘，黔、桂交通要冲。南北纵长58公里，东

西横跨64公里，总面积2，200．51平方公里，计3，300，769亩，其中水田228，009亩，旱土16，964

商，(一九八。年人平耕地约1．4亩)林业用地2，482，636亩，其它(水面、村庄、道路等)

573，160亩。全县辖15个公社，1个镇，182个大队，1，394个自然村；共有38，567户，193，392

人，其中农业人口172，465人。全县人口中，汉族居多，此外，尚有苗族3 5，0 9 9人，侗族

12，774人，土家族66人，瑶族，回族、壮族和彝族等11个少数民族共133人。少数民族占全县

总人口的24．9％，绝大多数聚居在大堡子、三锹、新厂、藕团、平茶5个公社，其余零星分

居于各个公社和渠阳镇。
1

靖县有着悠久的历史。靖在唐，虞，夏，商时属荆州，三国时属蜀。唐以前，地无专

属，自宋崇宁始列职方，而其先之为州、为军、为砦、为县，其后改州为路，改路为州，卅

而升府，府复降州。数百年问，沿革纷纭。据光绪《湖广通志》记载，远在两汉、三国及西

晋时，即与邻县会同属镡城县地，东晋至齐为i舞阳县地，梁至隋为龙捌县地(今黔阳县)，

唐代为朗溪县地。五代时于此置诚州，治所在今县城东20里滩上，亦名渠水滩头。宋熙宁九

年(公元1076年)迁治今县城。宋元丰五年(1082年)于州治外贯堡磐置渠阳县，治所在今

渠江下游的金滩，隶诚州。六年(1083年)，移县治于州治(见《宋史·地理志》)。宋元佑

年问先后废州、县为渠阳军，砦，旋复置诚州。另据清光绪《靖州直隶州志》卷一记载。宋

崇宁元年(1102年)瑶民反，知荆州府舒直平诸瑶，二年遂改诚州为靖州，始建靖城于纯福

坡(今鹤山)下，靖州之名由此始-属荆湖北路，始领县---s永平(改渠阳县日永平，为卅

治)、会同、通道。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立安抚司，十三年改靖州路总管府，领县如

故，属湖广行省。阴太祖乙巳年(1365年)七月为靖州军民安抚司，洪武元年(1368年)降

为州，领县如故，三年升为靖州府，九年复降为州，以州治永平县省入，直隶湖广布政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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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武冈府之绥宁县来属，领县_--绥宁、通道、会同。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天柱县来

属，共领县四。清代仍为靖州，属湖南布政使司。清乾隆六年以后仍领绥宁、会同、通道三

县。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废州，改为靖县，隶属湖南省第十专员公署。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仍设靖县，隶属湖南省黔阳地区专员公署。1981年黔阳地区改为怀化

地区，靖县随之改属怀化地区行政公署管辖至今。‘

1949年10月7日，靖县解放，1950年10月20 la，成立靖县人民政府。1951年设东，南，

西、北4个区，1953年设5个区和1个镇。1955年将平茶及大堡子的大墓和新厂的善里等村

从贵州省锦屏县戈Ⅱ归靖县，1956年撤区并乡，设14个乡和一个镇。1958年公社化时设15个公

社和一个镇。1959年为适应公社化后新形势，小县并大县，靖县与邻县通道县合并，成立新

的通道侗族自治县，县治设今通道县溪，原靖县所辖的16个社镇，并为靖城、飞山，甘棠，

九龙、新平、江东六个公社。1961年缩小体制，与通道县分开，复置靖县，县治仍设在今渠

阳镇，并恢复原来15个公社和1个镇的建制，直到现在。

靖县属雪峰山脉，境内既多崇llJ峻岭，又有丘陵、谷地交错，地形复杂。海拔在278"-"

1，173米之间。地势东西南部为山地，中、北部为低山、丘陵和盆地相间，由南向北倾斜，形成

一条狭长地带，布有靖城、甘棠、新厂三个较大盆地。较大的山脉有九龙山、鸿陵山、青靛

山，山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79％。山脉走向多由南至北，在山与山之间，构成狭长谷地或

小块平原。主要河流有渠江、四乡河等。渠江发源于贵州的云雾山，经贵州黎平县和本省通

道入靖县，由甫而北纵贯全境。沿江人民充分利用水源灌溉两岸农田，近年由政府利用水能

资源，拦河筑坝，兴建电站，支援县镇工业。现已建成马鞍洞、太阳坪电站两座，装机容量

5，350千瓦，供应了县城近半的电力。四乡河为县境内第二大河流，发源于平茶公社浸田螃

山，由西往东自平茶、藕团、新厂经通道县溪入渠江，在藕团公社境内被拦建成南团坝水

库，灌溉着下游新厂一带的11，000亩农田。

本县地处亚热带，有良好的绿色植被，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年平均降雨量

1，371．3miil，蒸发量1，319．8mm，空气湿润，地下水源充裕。历年平均气温16．7℃，全年

最冷的一月平均气温为5．1℃，最热的七月平均气温为27．2℃。无霜期年平均290天，大于10℃

积温为5180．5℃，适于水稻的生长，因而成片土地凡有条件的地方，均辟为良田，使本县成

为稻田多，早土、杂粮作物较少的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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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松、杉林110．5万亩，楠竹6．2万亩，油茶17．4万亩，核桃4．695亩，果木林0．795亩，其

它经济和杂木林25．795亩。活立木蓄积量为909．2万立方米，楠竹蓄积量为659．695根。年上交

木材12万立方米，年楠竹砍伐量为3．5万根。同时，重点建立了古村、排牙山、寨牙三个采育

场，作为林业生产示范和科学实验基地。核桃林集中分布在新厂，平茶、藕团、横江桥一带

及大堡子等地，所产核桃油历为当地群众食油的主要来源。惜近年屡遭严重冰冻、病虫危

害，产量大减，迄今尚未完全恢复，1980年仅产核桃油4．2万斤。油茶林全县各地均有分布，

1980年产茶油4．995斤。 ，

境内地下矿藏比较丰富。全县不少地方有露天石灰岩(即碳酸钙岩层)，每年社队烧石

灰约3，254吨。煤矿分布在横江桥及铺口一带，锰矿分布在艮山口一带，金矿分布在大堡子、

坳上、太阳坪一带，钒矿分布在文溪公社。上述矿藏由县或县、社联合开采。此外，铁、铜、

硫磺、钨、铅等矿均有发现。

经济以农业为主，主产稻谷，同时因地制宜，大力开展多种经营。解放以来，为了提高

粮食产量，全县充分利用水利资源，大搞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先后修建小

(I)型水库14座，小(I)型水库31座，全县水库库容4，231万立方米。有电力排灌站1座，

骨干山塘，堰坝1万多座。1980年全县有效灌溉面积18．395亩，占水田总面积的81．3％，其

中旱涝保收面积14．4万亩，占水田总面积的63．5％。农用机械动力近年来发展很快，全县现

拥有农用汽车39辆，大，中、小型拖拉机797台，各种内燃机、电动机2，081台，农用总动力

30．995马力。大大改变了生产条件，加上科学种田的其他各种措施，其中特别是大力推广、

普及良种，合理密植，施肥，加强田间管理等，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1980年粮食总产达

17，258．895斤，比1949年增长2．3倍，亩平755斤，人平口粮679斤，人平向国家贡献粮食2 6 5

斤，成为怀化区粮食产区之一。经济作物方面，全县发展了柑桔、烤烟、花生、油茶，棉花

等项生产。林副产品方面，发展了松香、玉兰片、药材二香菇、木耳等项生产。坳上木洞满

山遍岭培植杨梅，初夏上市，颗大乌黑，酸甜适度，具有特殊风味，维生素C含量丰富，它

不仅是深受群众欢迎的夏初淡季水果而闻名全省，而且成为当地农民一项重要经济收入。二

凉亭一带土质适宜发展茶叶生产，其所产茶叶一一u--．凉亭茶，，在明清时曾为“贡品"，现

在上海、北京市场上销售简称“亭茶，，；其昧始微涩而后甘甜，清凉芬芳持久，属上等饮

料。现在当地茶园已发展到50余亩。全县柑桔生产近年大力推广上山，年产现达4，788担。

木耳、香菇、茯苓等土特产和药材生产，在山区更是普遍开花。五十年代末，我县发现了国



靖县概况 々

内稀有的名贵特产甜橙型新品种一一血橙t外果皮有明显血斑，果内含血色素多，璺深紫红

色，昧美多汁，营养丰富’1975年起列为国家外贸重点产品之一，垒县已栽培110亩，1981年

产量450担。蜜饯是我县历史悠久，具有民族工艺特色的传统名产。它舟嫩柚、瓜、天茄等为

主要原料，用手工雕刻成动物花卉，加白糖浸渍而成，玲珑剔透，它既是上等果脯，又是

精湛的工艺品，现已远销国外。畜牧、水产方面，1980年全县牲猪发展刭14．47艿头，向国家

交售2．56万头，同时大力恢复、发展利用稻田、水库、池塘、河面养鱼，1980年产鲜鱼约

1，321担。农村其他工剐业生产也有较大发展。由手～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全县农血

总产值迅速上升。1980年全县农业总收入3，190．9万元，人乎收入196元，其中纯收入l，707．穹万

元，人平105元。人平纯收入已跃居全省先进行列。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并涌现出不少专业承

包，带头劳动发家致富，对国家多作贡献韵先进模范典型。 、

解放前，靖县基本无工业，只有几家简易的圆木、鞭炮、食品、酿酒等手工作坊。解放

后，经过艰苦创业，逐步办起了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的各种小型广

矿企业。现在集体所有制企业(包括社办、街道企业)已初具规模。全县工业以农机、氮肥、

采煤、电力、冶金为主，厂矿有机械厂、氮肥厂、汽修广、水泥厂、煤矿、电站、金矿、钒

矿、锰矿等；轻工业以酿酒、造纸、印刷、纺织、加工为主，厂矿有酒广、造纸广、印刷厂、

织布印染厂等。1980年全县发电616万度，产煤13，467吨，工业总产值达1，646万元。城镇街

道工业发展较快，1980年总产值91万元。虽然工业生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总的说来，工

业技术力量还很薄弱，资金、能源缺乏，特别是电力由于不能自给，严重供应不足，很大程

度地影响了生产和人民生活。今后要十分重视科技入员韵培养和职工的教育，努力进行能潦

建设，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以便加大工业发展的步伐。 ，

市场繁荣，商业兴旺。商业弼点密布城乡，国营、集体商业，合作商店以及农村基层供

销社、代购代销店，在全县范围内已形成一个巨大韵商业购销网，皇罗棋布。1980年全县商

品零售总额达263．62万元，农副土特产品收购总额达4，454万元。对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推动

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诸方面，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

靖县系我省西南咽喉，历为湘、黔、桂三省交通要枢。解放前，仅有二条公路(坳锦公

璐和官青公路)，山路险峻，交通阻塞。解放后，交通运输迅速发展，垒县交通网已基本形

成。枝柳铁路穿过县境46．5公里，公路有安(江)桂(林)、洪《江)靖、靖绥<宁)、蒋

‘山溪)黎<平)、靖锦(屏>等5条县际公路干线I南通柳州．桂林，．西按凯里，北达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8 靖县．概．‘况

化，东至邵阳，成为湘、黔、．桂边境物资集散之地。县境内尚有从县城至甘棠、新厂、平茶、

三锹，文溪等公社交通干线。全县公路通车里程617．2公里，公路客运周转量995万人公里，

货运周转量343万吨公里，每天从县城发往各地客车23台次，51客运量1，100人次。此外，全县

社队发动群众自力更生修有不少乡村简易公路和机耕道，使昔日的深山密林之地，穷乡僻壤

之区，现在都有车辆、拖拉机等农用车通行，85％的大队已通公路，山区面貌_新。·
、

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解放以来有很大发展。全县1954年仅有剧场1个，1956年有电

影放映队1个，1981年已发展到有剧团1个，业余剧团7个，文化馆1个，文化站16个，电

影放映队30个，电影院、影剧院各i个。文化馆图书室藏书4万册，大大丰富了城乡人民的

文化生活，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1952年靖县才1所普中，1981年全县已有中学19所(其

中完全中学3所)，共有中学教职员T685人，在校中学生8，413人’小学207所，公、民办教

职员工1_，548人，在校小学生35，084人。教育事业普及到全县每个角落，有力地提高了全县人

民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卫生事业方面，1949年仅有1个医疗机构，连医生在内仅有3人。

1980年，除县医院、县中医院外，尚有防疫站、环保处，，妇幼保健站和农村中心卫生院及公

社卫生院等医疗机构41个，医务人员共426人，拥有床位314张，大队合作医疗站166个，大队

赤脚医生377人，农村接生员548人。从根本上改变了山区缺医少药的局面，有力地保障了人

民的身体健康。此外，怀化地区精神病院，麻疯医院都设在靖县。 。

一

靖县历史悠久，山川秀丽，名胜古迹颇多。清光绪《靖州直隶州志》载有“五老晴暾，

九峰耸翠、飞山夕照，溟溪春水，自鹤旧栖、青萝叠嶂、侍郎云捧、玉鼎香生、芙蓉别渚、

渠江夜月"靖州十景，均为县境名胜。惜随年代深久和开发建设，现多已难觅当年风姿。

、城西5公里之飞山，为境内一名胜山，有南湘奇峰之称。飞山又名飞山寨，海拔720米。

山势奇峻，形若鼎钟，拔地而起，境岩壁立，四面陡绝，顶复平旷，中部突起双峰，矗插云

端。夕阳斜降，峰接霄汉，有天山相连景观，系靖州十暴之-。自古以来；登飞．山游览者，

络绎不绝。据清《靖州志》记载，自武冈云山飞至一名胜山，．此名历传至今。历史上此处为

少数民族反抗封建统治而聚众起义的地方，不幸屡遭镇压。飞山历史渊远，趣闻古迹众多，．

迄今县电视转播台设于主峰顶上。 - · ’．。--。

县城内原有鹤山书院，为宋工部侍郎魏文靖公谪居讲学之所，现已拆。城东郊之桂香山

(亦称盈盘坡，今统称为梓潼宫)，山上原建桂香阁、梓潼宫等建筑，渠江蜿蜒如带从山麓

流过。登山俯瞰全城，景物历历在目，昔为城郊游览胜地，今桂香阁已不存。中国人民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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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418团侦察股长孙守信烈士，1950年剿匪牺牲，葬予山腰。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先遣队一一第六军团，在任弼时、王震、肖克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率领下，北上陕北抗日过靖途中，在新厂一带设伏，歼灭尾随之敌国民党军湘

军第四补充总队第四团，红六军团得以迅速进入贵州与贺龙部红军第二军团胜利会师。为纪

念这一战役，1979年在新厂公社中学背后斗笠山巅修建了“红军长征新厂战役纪念碑"。

身为华夏炎黄子孙的全县各族人民，正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努力开发和建设靖

县，欲为中华腾飞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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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阳镇概况

渠阳镇位于渠江中游江畔，周围地势开阔平坦，有良田千顷。镇的东西两侧，有名山五

老峰、飞山遥相对峙，气势雄伟。城区布设于渠水与曩溪汇合处河谷平原，镇内建筑鳞次栉

比，街道开阔，人烟稠密，商业繁荣，中小工厂林立。全镇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辖3个居

民委员会，4个蔬菜大队，共有4，612户，20，865人，绝大多数为汉族。

渠阳镇为我省西南著名古镇，靖县县治所在地。县人民政府驻东正街，镇人民政府驻下

熙街。由于地处湘、黔、桂三角地带，为三省边缘交通要塞，因而历代封建王朝都很重视；

宋代所置的诚州，元朝所置的靖州路，明、清时期所置的靖州，治所都设于此镇，成为湘西

南部和黔东南边境统治中心，据光绪《靖州志》记载，历史上靖州曾辖会同、绥宁、通道，

龙丰剽、锦屏、黎平、天柱等县，屡派重兵于此镇守。

该镇建制沿革，明、清以前已无史料可考，民国以来，最初在城里设团防局，为里的政

权机构，后改称镇公所。1934年改名为渠阳镇，1946年又改名为鹤山镇(以境内鹤山书院而

命名)。建国初期，该镇属东区所辖，为东区人民政府治所。1952年由东区射出，设置城关

区，政权机构为城关区人民政府。1953年改名城关镇，1954年改镇人民政府为镇人民委员会。

1959年靖县、通道两县合并后，设置通道侗族自治县新镇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1961年

两县分开，改名靖县城关镇人民公社。1981年经上级批准，恢复为渠阳镇人民政府，沿用至

今。

该镇东临渠江，历为我县和邻近诸县的木材、粮食及其它物资的集散之地。在昔日未通

公路以前，水上运输是唯一交通。循渠江溯流而上，可抵广西柳江，顺流下航，经沅水入洞

庭湖。每年春夏季节，江中水满，惟见片片白帆，乘风满载而下；江边布满木排，一派兴旺

景象。解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渠阳镇已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

通中心，联系城市和广大农村的纽带。

民国成立之后，由于各派军阀互相并吞，连年混战，时而滇军过境，时而贵州军阀王家

烈部来犯，人民饱受兵灾之苦，特别是1924年南方军阀袁竹铭部，奉吴佩孚命抵抗北伐军，

§l毒皤嗵雾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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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滞渠阳半载，大肆抓侠、抢粮，弄得商店关门，人民骨肉离散，千年古镇，几乎成为一座

死城。1938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假借抗日之名，派款抓丁，敲诈勒索，1946年发动内战后，

变本加厉，搜刮民脂民膏，加上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一般贫苦市民，生活相当痛苦。

1949年10月解放大军过境西进以后，地方豪绅、恶霸与残匪互相勾结，抢劫县城，纵火焚烧

马王桥街，给全镇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使渠阳古镇变得落后贫困。

解放后，全镇人民重见天日，通过贯彻执行党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城乡互助”，

搿内外交流"、“劳资两利秒等各项政策和恢复、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全镇面貌焕

然一新。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迅速组织起来，处处呈现安居乐业，兴旺发达景象。

解放前，镇内街巷布设零乱，纵横交错，很不规整，街道狭窄，宽仅3—8米不等，多

为青石板和碎石路面，坎坷不平，两侧木屋吊楼叠连，古老陈旧。解放后，展拓了两条笔直

的柏油路面大街道，两街相接呈“十’’字形。东西向大街长1，750米，宽12N14米，系1970年

所建，分属东正街和西正街，南北向大街名建设路，长1，940米，宽“米，是1980年新建的。

沿街高楼耸立，青砖瓦房密布，错落别致，其它街巷亦多得到整修，铺上了水泥和青石板。

自解放至1981年的32年，用于城镇建设的投资总额达3，597万元，新增建筑面积343，609平方‘

米。古老的渠阳镇已初具现代化城市雏形。

镇，街办工业发展很快，初具规模。现在镇办企事业有建筑、运输，竹艺、木器、电木、

无线电、胶合板厂等13个单位，街道办有服务行业、加工业等76个。无线电厂因陋就简起

家，逐步发展，业务范围不断扩大，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历史悠久的名特产蜜饯，享誉盛名，

远销国内外。1981年镇，街企业总产值达760万元。积累增加，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职工生潘

大大改善。

商业除县属百货、五金、食杂果品、土产、日杂、加工、副食及服务行业外，尚有民办

合作小组72个，个体小商贩217人。商品齐全，琳琅满目，市场兴隆。镇中心设有农贸市场，

农副产品源源入市，摩肩接踵，交易频频，有力地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

全镇4个蔬菜大队，辖18个生产队，共有菜地750亩，自留小菜园160亩；年产蔬菜500万

斤，柑桔300多担。对满足和改善人民生活，起了很大作用。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较快。县属第二中学设在境内，有小学2所，合作医疗站2个。共有

小学教职员-1：_96人，在籍小学生2，481人。县属电影院、影剧院、新华书店、文化馆、图书馆、

体育场、广播站等文化体育单位均设于境内，大大丰富了全城人民的文化娱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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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阳镇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境内原于宋代筑有五门城墙围固，1966年以前尚保持

一座完好城墙， “文化革命弦期间逐年拆毁，现仅有遗迹可寻。镇北有著名之鹤山书院，今

已拆。城东郊梓潼官，傍城依江，花松幽径，景色宜人，曾是一个理想的游览胜地，今为烈

士和集体墓地，每逢清明，成群结队的群众，到此祭奠。东正街县粮食局内的武庙，至今已

有300多年历史，雄浑庄重，飞檐雕栋；久经风雨，依然端正挺立。镇内过去属靖州十景之列

的“溟溪春水"、“白鹤旧栖"、矗芙蓉别渚矽、“渠江夜月”等胜景，由于年代久远和城镇

建设，已难觅当年胜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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