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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县地名录》是遵照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湖南省人民政府和省地名委员

会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精神，根据全县地名普查成果资料编纂而成的。它是我县第一部较

完整的地理资料。 ．

‘

建国以来j‘、由于生产建设的迅速发展，行政区划的几度变异，加上其他原因的影

响，地名更改、增生、消失等现象不断出现。地名(特别是行政区划名称)重名、名与

地不一、字与义不符，字音讹错和名称被随意简化等问题随之发生j地名的这些混乱现

象，在一定程度上给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各部门的工作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

许多困难。·因此，进行地名普查工作，的确是四化建设的需要。 ’．

二

；．’全县地名普查工作，是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以实际地名为依据，采取领

导、专业人员与群众相结合，全面普查与重点考证相结合，实地调查与查阅史料相结合

的方法进行的。先由各区、社(镇)对所辖范围内的地名的名称来历、更替、涵义及地

理位置、概况等进行普查，拟出表、卡、图、文初稿。各地普查资料交县后；再由县地

名办公室逐一修改、补充、校正，加注汉语拼音，经纬度，进行标准化处理，复制成正

式表、卡、图、文等成果资料。尔后按规定分别上报中央、省地名委员会和留县存档。

本地名录收编了全县地名普查的大部分成果资料，由文字概况、地图：’地名条目：’

照片和附录等内容构成。共计收录地名4，431条。排印210面，约有30万字。’新绘制地图

9幅，分别装订在各区地名条目之后，以窥全貌。全县地名普查撰写艾字概况材

料66篇，本录采fH了县、区、社(镇)的51篇和东山峰农场的1篇，并对文字作了个另q

增删。对一些重要的、有地理方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纪念地、名胜古

迹、自然地理实体和古稀树木、名贵花卉等，摄制了151幅照片排印在区，。社，镇的版

面之内，并作了简要注释。对全县较大的山，水、’，桥梁、水库i电站，在该名目下，：

分别注有海拔高度、长度、宽度和容量等。行政区划的地理位置，县以省境，区、社

以县境(个别以县城)定方位。区、社驻地距县7城的里程大部分是以现行公路里程

为准，少数绕道太远的则用捷径。在附录中还载有县城至各区、社驻地直线距离里程

表，供有关专业部门查考。各项数据主要取自县统计局《一九八一年国民经济统计资

料》，个别项目是由有关部门提供的，其中居民的民族成分产采用的是奎98"2年人口普查

资料。地名中的方言字，凡是字典里查得到的(如“垴刀)均予保留，字典上查不着或

者虽有其字，但注明是别音、别义的方言用字，经报省、地区地名办公室同意改用了别

的同音字，，例如“凸"(方言读b&o)“凹”(方言读kui)“汆”(方言读Illi)改用

“包w、“溃"。“汨"。国营农。林、园艺场下辖之工区、大队，按地名普查有关规

定，不作“行政区划”对待，列入自然村类。凡已入录的企事业和机关单位，，除东山峰

农场外，不论隶属关系，均依类列入所在地的地名条目内，其下辖之自然村，自然地理

实体等的名称后面注有“※"符号，以示区别。

《石门县地名录》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县直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在此

敬致谢意。由于这是一项新的工作，编辑业务生疏，知识浅陋，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读者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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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县概况

石门县位于湖南省北部，东连澧县、临澧，南接慈利、桃源，西抵桑植、鹤峰，北

毗五峰、松滋。地处东经110。29 7—111033 7、北纬29016 7—30。087之间。总面积

3，973平方公里。其中，耕地占总面积的12．2％。全县辖7个区，42个公社，752个大

队；1个镇，3个居民委员会，11个国营农、林、园艺场。共计149，378户，651，059人。

居民中除汉族外，有土家、苗、回等十一个少数民族878人。1949年7月25日县城解放。

县人民政府驻澧水北岸城关镇，距省会长沙2 8 0公里。境内驻有湖南省地质局四。三

队、湖南雄黄矿、石门茶厂，常德地区石门磷矿、石门磷肥厂、青峰煤矿、石门玻璃

厂、石门煤机厂、东山峰农场、石门供电局、石门汽车管理站和石门火车站等省、地属

企业单位。

石门，自南北朝置石门郡始，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县名来历传说不一，主要有

三：一目，县城东二里两岩壁立如门，一日，县城西三里杨岭岗与新街口附近之石山，

隔河对峙似门，一日，县城西十五里有岩门口。三者虽方位，距离不同，但俱说明石门

系以地形特征而得名。县域古为荆楚之地，秦隶黔中郡慈姑县，汉属武陵郡零阳县，三

国吴永安六年改隶天门酃，晋属天门郡澧阳县(西北部曾置渫阳县)，南北朝时天门郡

治由今大庸县境下迁石门，陈武帝永定二年(公元5 5 8年)，后梁肖警(即皇帝位于江

陵之后)罢天门郡，更置石门郡，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 8 9年)废石门郡，建石门

县，划归澧州管辖。此后，虽隶属有变，而县名未更。
‘

全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自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部属山区，幅员辽阔，东南部

系丘陵地带，地域窄长。陆地最低处为蔡家溪与澧水汇合口，海拔42．5米，最高处是壶

瓶山顶，海拔2，098．7米，全县平均海拔在500米左右。境内山岭绵延，峰峦起伏，谷地

罗列，溪流纵横。高山峻岭，南部有十九峰、观国山、太浮山，中部有燕子山、云落观、

八户山’西部有东山峰、亮垭山、鹅公山，北部有太清山、槐二山、壶瓶山。蜿蜒全境

的河流沟港有1 5 O多条。澧水及其支流，发源或流经县境的有澧、渫、温、澹、道、

黄、涔水七条。沱水、澧水、道水自西向东，分别贯穿县境北部(太平街区)、中部

(县城附近)、南部(蒙泉区)，入松滋、临澧，而后汇于洞庭。渫水从西北往东南纵

贯，经泥沙、磨岗隘、袁公渡、新关等十四个公社，至三江口注入澧水，长约1 6 5公

里。沱，渫、澧、道四水流域有子良坪、磨香坪、雁池坪，邓家坪、仙阳坪、南溪坪、

二都坪、易家渡、白洋湖等河谷平原，乃全县之“膏腴，，。全县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

年平均气温16．8℃(1960一1976年平均值，下同)，最冷的元月，平均气温5℃，最热

的七月，平均气温28．6℃。全年无霜期280天，日照1，678,']x时，降水量1，337．4毫米。

境内资源丰富。现有森林113．16万亩，木材蓄积量131．09万立方米。其中，用材林

6 1．19万亩，经济林50．96万亩。主要树种有松、杉、樟、楠、梓，椿。大宗林产品有

桐油、茶油、乌桕和棕片。桐油历史最高年产量达四万五千担，为全国重点产区之一。

“宜红茶"久享盛名，畅销国外。猕猴桃、娃娃鱼、五步蛇等珍贵果品和小动物甚多。

主要野生哺乳动物有虎、豹、熊、獐、狸、猴，麂，貉、山羊，野猪等四十七种。珍贵



飞禽有锦鸡，鹪鸡等三十多种。西北高山地区生长有天麻、黄连、麦冬、白兰七等上百

种名贵药材。在湘鄂边陲壶瓶山、神景洞一带，尚保存着二十多万亩原始次生林，树木

多达六百七十余种。其中，属国家一、二、三级保护的树种有珙桐、钟萼木、连香树、

领春木、楠木等二十二种。现已列为湖南省自然保护区之一。地下矿藏有铁、煤，磷，

铜、矽砂、石膏、雄黄、石灰石、重晶石等。其中，磷矿石，矽砂、石膏、煤，铁、石

灰石储量大、分布广。雄黄储量在全国占第一位，开采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产品畅

销国内外。

经济以农业为主。全县现有耕地72．68万亩。其中，水田41．11万亩，旱地31．57r万

亩。解放后，兴建了蒙泉、寺垭、首桥，东泉、双红、南溪、里山河等水库2 2 3座，提

灌站1 6 5处。水利设施总蓄水量30，598．16万方，有效灌溉面积35．3l万亩。农业机械从

无到有。现拥有农用汽车113辆、拖拉机637台、脱粒机14，073台、农用水泵2，434台、

其它农机具48，072件。农机总动力91，197马力。全县利用河流山溪水力，先后修建

了57处小水电站，装机容量3，323珏，年发电量253．91万度。目前，有41个公社、305个

大队、2，321个生产队和38，200户居民用上了电。随着耕作制度的不断改革，全县水田

有四分之三由种一季稻，改种双季稻；旱地大部分实行套种轮作，两季三熟。水稻、玉

米普遍选用杂交良种。科学种田水平大有提高。七十年代后期，根据LIJ区特点，因地制

宜地调整农业内部结构，重视发展林业生产。全县先后垦复和新造j7 25万亩油桐，1375

亩油茶，9万亩乌桕，3万亩茶叶，2万亩柑桔，54万亩用材林。封山育林面积扩大到

1 09万亩。利用野生草料，大力发展牛、羊、猪、兔等草食牲畜。整个农业呈现出一派

兴旺景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81年，全县产粮食56，297．84万斤，棉花66，30 6

担、油料140，219担、烤烟30，408担、水果28，106担(其中，柑桔18，539担)、油茶

籽56，526担、油桐籽76，206担、乌桐13，318担、棕片2，471担、板栗1，170担、鲜

鱼11，736担。饲养牲猪528，712头、山羊136，758只、蜜蜂8，502箱。1981年农业总产

值14，153．63万元，社员人均纯收入143元，创历史最高纪录。

工业生产，解放前除有一些小手工业作坊外，县城有一家年发电量0．43万度的“中

华电厂”。建国后，到1981年底，工业企业发展到18s个(其中，省、地属7个，县属

3 9个)，从业职工12，258人。1981年，工业总产值6，766．45万元，其中，县属工业总

产值3，790．7万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为：发电3，873万度、原煤42．76万吨、氮肥1．63万

吨、磷]1巴20．5万吨、水泥5．92万吨、矽砂1．67万吨、火砖3，786万块、石膏0．51万吨、

木材14，169立方米、中小农具11．44万件、棉布99．33万米、皮鞋2．18万双，日用陶

器30．69万件、饮料酒0．13Z吨、红茶13，826担。县水泥一厂生产的硅酸盐水泥，质量

稳定，深受用户欢迎，被誉为“信得过”产品。县矽砂矿生产的精砂，二氧化硅含量高

达99．62％，畅销河南、湖北等地。县化肥厂生产的过磷酸钙，除满足本地需要外，还

远销吉林、河北、福建等省。

过去，山区交通闭塞，人民饱受跋山涉水、肩挑背负之苦。解放后，在国家的支持

下，全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修建了公路929公里，水久性桥梁181座。在靠仰看

头上青天小，俯视脚下白浪翻”的黄虎港，架起了石拱大桥，在“伸手攀藤傍壁走，屈

身钻洞爬岩过”的猴子崖，修建了盘山公路，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一岭相隔半日程"

的三峰寨，开凿了过车隧道。把许多涧深千尺，崖高万仞的天险之地变成了通途。使所

2



有区、社和百分之六十的大队通了汽车。现在，县境由东往西有枝柳铁路横越，从南到

北有花薮一石门一太二F衔公路和石清公路纵贯。县城每天有火车开往校城、怀化，有汽

车往返长沙、常德、律市和全县各个区，让。水道通航130公里。澧水、谍水有机帆船

行驶，道水、沱水的[”下游有小术船运行。水陆交通称便。

文教卫生辜业发展很快。☆县有高q，12所，初f口57所，小学8J 3所，教职员

工5，705人，在校学生1 32，f49乱，学龄JL．dt，、学半迭98啪。县有广播站、文化馆、图书

馆、删院、电影院、影剃院目I专业剧团。社有电影队、广播站。部分公社设有文化站、

影剧院。农村文化I小i-iI：在形成。±县有医院、一I^生院、防疫站，妇幼像健站等医疗卫

生机构1Ol所，癌床l，1 61张．医务人员】，603各。有633个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赤脚

医生1，239人。山区献长少药rn状批彳丁了好转。过去认为无法防治的血吸虫病，现已基

雨消灭。烈性传染病舞：鲁I』’漉衍，疟援发瘸率较五十年代下降了9F％。人民键康水平普

遍有所提高。计刘生f{．’弧有成敛，1981年，人口净增率6．18‰。

石门人民具订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2；年12月，这里就有了lp国共产党的组织

(特别杰部)，尔骨，t哎立rIf』共柑¨县委去，组建了蒙泉、i#刚、厝岗隘、娓沙等

六个区委会和三十，i、土部。大革命时剃，工会、农会遍及全县城乡，农民运动如火如

荼。“马日事变”发生后，党的组织仍l：是臼色恐怖，于1928年春，在新关等地举行了

“年关暴动”，同年五月，蒙泉地区在袁任运(当时的中共石门县委委员)的指导下，

石门名称来历之一——红土坡

石门名称来历之三——杨岭岗与新街口附近之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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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了“省垣为之震惊”的石门南多起义。1929—1930年，石门县苏维埃政府和泥沙、磨岗

隘、仙阳等二十多个区、乡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从1928年至1935年的八年时间里，贺

龙同志率领红军多次转战石门，历经大小战斗二百余次，扩充队伍近万人。1935年，红

军长征北上前夕，驻仙f：I{i、磨岗隘一带休整两个多月，一举“扩红”三千。解放后，经常

德地区批准：蒙泉、仙m、磨岗隘、泥沙区的七十九个乡(五十年代的小乡)为革命老

根据地。其【h有红军初刨Ⅱt期的红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的家乡商溪公社王

。门诉，工农革命军参谋|乏黄赘烈二L牺牲地、湘鄂边区游击司令、二十年代中共石门县委

jf记曾庆轩烈士的故里杜家岗公tJ：刘家峪，工农革命军一师师妊钾锦斋烈士牺牲处风箱

坡和石门县苏维埃政府驻地贸家台等革命纪念地。

石门历史悠久，古迹蛳多。县城东十二公里处夹山寺，系唐代古剁，尚存大雄宦

殿，术朝园悟弹师证持著有《静崭集》．远传口d二，肢视为佛家宝典}寺旁有“举天K

≈1尚”接，卡兀传是明柬清例农民起义领袖孝自成兵败禅隐死后的墓莽，现正引起史学

拌探讨。仙Ⅲ河畔古城堤，系晋太康年问渫|；f；j县冶，城垣痕迹，今仍可见。所街公社留

≈坪彳1-【!J]仞武德将军覃添顿戍守的涿。’F-干户所遗址。县北边陲壶脱山，乃湘鄂边境请I¨

，三社l，_}¨传肼朝i#人李自，游历到此，留有诗句： “壶瓶飞瀑斫i，洞口落桃花。”蒙

。￡叠社的悛盒山麓，雷立北宋黄庭坚挥毫劲趔“蒙泉”二字之石碑，昔人摹拓者甚多。

r!角『iJ公社的十家坪商遗址，挖掘出j：文物有：土陶鬲、鼎足、矮足豆，练铜炉灶咀

‘!骨，J，骨锥等，刈研究我幽tli代历史jI柯亟要价值。此外，县城附近有旧称石门八景

。≈“屡山古柏、石门峭壁、z÷寺晓钟、方顶留曲、将军野渡，麒鳞绣水，清濑流觞、涸

；卷雪”等私性。

、 +一。。#*’}_％R'n_。～



城关镇概况

石门县城关镇，地处澧水中游北岸。西、北面与新关公社毗连，东南面临澄水厨二

都公社隔河相望。总面积3．6平方公里。东西长4公里，南北宽约0．9公里。辖3个居民

委员会，12个居民小组，2个蔬菜农场，22个生产队。共计4，847户，28，188人。居民中

除有±家，回、苗、维吾尔、瑶，满，侗、朝鲜、蒙古，布依等少数民族108人外，均

属汉族。镇人民政府驻地北门口。石门县直机关，湖南省地质局四O三队、石门茶厂、

骺德地区石门磷肥厂，石门煤机厂、石门供电局，石门汽车管理站和石门火车站等单位

设在境内。

该镇三面环山，一方濒水，“地形逼仄，环堵不具，以嶂为城，以溪为池”，

可称山城。镇辖境地实名“石门”，历史悠久。南北朝时古天门郡治由今大庸县境迁移

石门，陈武帝永定二年(公元558年)，后梁肖譬改天门郡为石门郡，始称“石门”。

自此，一直就是郡、县驻地。明属一都，清初叫万年坊，民国初属首善区，1935年称天

门镇，1938年改称中心乡(辖街五保、乡五保)，1943年改乡为镇，因镇内有楚江楼，

取名楚江镇。1949年7月25日解放，9月成立城关镇人民政府。1960年5月更名为城市

人民公社，1972年恢复城关镇至今。

在“长夜难明赤县天”的年代里，石门城镇屡遭兵燹水患，发展非常缓慢。直到解

放前夕，还只有三干来人口，四十多家店坊，房屋简陋低矮，道路坎坷狭窄，市场萧

条，街道冷落，民生凋敝，疮痍满目。

建国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造，建设，山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这

里是楼房鳞次栉比，街道坦荡油光，工厂烟囱林立，商店星罗棋布，车辆往来如棱，人

山城新容_—_-———-。_‘—————l，'’。=，————————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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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革熙攘若潮。解放后，新建房屋断晷j五十多万平方米t人口发j提剑近-)i c仃尔凸走Im

的澧|5H路、楚江路、潞涟路、几澧路，南北走向的清袋路、零m路、滗阳j!；}}、西门街，

九堰街等九条街道。]：业从无到订，门类逐渐增多，现巳仃磷肥，氮肥、发电、机

诫、矽砂、化工、^：惫，竹水、[Ij删、雕驯、制茶、服装、制鞋、酝i趣、食tWn赞菜，

冷冻，粮*h jJ|1[、砖瓦、建筑、蟹装等36个f一矿企业。1981@：L业，誓J1"￡选3，700多万

元。色、香、昧『{l佳，磐驰1日外的“宜红茶”，是石¨婪的重要外讲物资三一。澧水流

域各地采摘的茶叶，集il】侄石门茶厂加]：精制，年产L干多担。营养丰富，防癌治病，

誉为“水果之工”的猕焱桃经石rJ泗厂酿制成洒，畅销铝内外。石¨县I，a艺场}l{产的

“雪蜂蜜桔”，侄港漫市场七i#有感私。

水陆交通jJ艇。石『】是枝柳铁路进八湖南后经过的第一个县城，曰有火车j自来北

往，公路东通律市，西往慈利．南达常德，北到鹤峰，日有五十乡班次客蕾扯返各区、

社驻地和毗邻县1H，沿i墨水通机帆船，上潮怂(私)、大(腐)，下航澧(县)，

律(市)。石门港口年吞吐量达三十多万吨，居澧水流域第二位。

文教卫生事业相直发艟。现柯l}1学3所、小学8所，在枝学生d，370人，有J“‘掭站、

文化馆、图书馆、剧院、电影院、影剧院、青少年游艺场等文化娱乐场所，有|!_人民医

院，中医院、防疫站、镇卫生院等医疗机构，总计病床294张。1lI城人民的文化生活和

卫生条件大订改善。

石门山城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1925年，这里就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1 926年

10月，组成了中共石门县委会。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同志多次来此进

行革命活动。

境内靠胜古迹，旧有：“层山古柏”、“方顶留茵”、“石门峭壁”，“银杏双

株”、“星楼晓望”、“蟆麟绣水”、“清濑流觞”、“洄湍卷雪”，称作“Zi门八

暴”。清道光庚戌岁建的“梯云塔”，矗立在澧水南岸，蛾然壮观。明洪武旧年始建，

历经十次迁移扩修，清光绪壬辰年(1892年)最后定址，落成于长溪北面的“文庙”，

lE殿尚存。

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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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行政区期、

石门县

149．378户

城关镇

4，8d 7户

北门口

城东居委会

城南屠委会

城西居委会

曹家墙

皂角树

寺峪湾

东方桥

荷花堰

澧阳路

九澧路

楚江路

澧滨路

丁家巷

靖泉路

西门巷

零阳路

自然村、街道l

Shfmen Xi6n

65t，05e人

县政府驻地城关镇

CheⅡ99uanzhen

28，188人

镇政府驻地北门口

B*im*nk6u

Chengdong Jfiweihul

Cheagada JⅡweihul

Ch6ngxi Jfiweihui

Cdojiad6ng

Z&ojiaosh,',

SlyLtwdn

Dongfangqido

H曲uay6n

Lty&ag Ld

Jidli Ld

Chdji,4ng Lu

LIbin La

DJngjia Xi6ag

Qingqudn Ld

Ximen Xihn9

Lingydng Ld

九堰街 Jidyhn Jie

五通巷 Wdtong Xi&ng

站东路 Zh6nd6ng L“

渫阳路Dieydng Ln

‘台站，渡口l

石门火车站 Shimen Hu6ch6zh6a

石门汽车站 Shfmen Qlchezh6n

石门县水文站

Shim*nxidn Shuiwenzh6n

石门县气象站

Shim6nxihrt Qixidnflzhda

石门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 7



石门县人民医院

清光绪壬辰年(1892&)落成于长溪

北面的文庙上成殿之一角。

新衔口渡口Xinjiek6u Dflkba

I企业，摹韭，行政单位】

石门磷肥厂 Shlmen Linfeichdng

石门茶厂 Shimen Chdch6n9

石门垦航运公司

Hdnfly uil Gbngsi

石门县肉食水产公司 Shim6nxian

Rbushi Shuichdn Gongsi

石门变电站 Shimen Bidndifnzhsn

石门汽车保养厂

Shimen Qich*Baoy6ngchang

石门烘电局 Shimen Gongdi&n]u

澧水流域各地采摘的茶叶，集中到湖

南省石门茶厂加工成“宜红茶”，适销

欧、姜各国。图为石门茶厂车阁的一角。

迎新旅社

石门县印刷

Shimenxion、’inshuachhng

Shimenxi cl el Baihu6 GOngs

Shim6nxihn Huh96ng 2--Chdn9

湖南省地质局四0三队

Hdndnsheng Dizhij吐403一D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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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晋时，许旌阳炼丹方顶山，

山前有祠，手植银杏H株。现尚存一株，

高30米，围径5米。

l

祈

大

楼

石门县食品厂

Shimenxi6n Shfplnchfing

石门县木材公司

Shlm6nxi6n M：,cdi Gongsi

石门县冷冻厂

Shimenxifin L§ngdongchfin9

曹家趟蔬菜农场
’

Cdojia．d6ng

东方桥蔬菜农场

Dongfangqido

石门县文化馆

Shtjccli L6ngchang

Shnc6i L6ngch6ng

Shimenxi6n Wenhuagu6n

石门县影剧院

Shimenxidn Yingjdyufin

石门县电影院

Sh fm6nxi&n DiSny ingyu6n

石门县第一中学

Shimeaxi6n Dl—l Zh689xue

石门县第二中学

Shimenxifn Di一2 Zhongxu*j

城关镇第一完全小学Che“gguanzhen

Di—l Wdnqudn Xi60xue

城关镇9



城关镇第二完全小学Che“99uanzhen

Di--2 Wanludn Xi6．oX LI e

石门县人民医院

Shimefixian Renmi ri YiY ud rl

石门县，}1医院

Shim6nxi0．n Zhongylyujn

石门县物资局 ShimS．nxian Wd zijo

石门县商业局Shimenxi0．n Sh,angy ejd

石门县对外贸易局

Shfmfjnxifn DaiWaj Mfioyjjd

石门县卫生局

Shim6nxib．n Wei shen9j“

石门县粮食局

Shim6nxidn Lidn9‘hfjtJ

该

厂
^

产
钙
镁
磷
肥
近

图

为

常

德
地
区

石

门

磷
肥
r

石门县邮电局Shim6nxidrt Youdianjd

石门县供销台作社

Shfmenxian Gongx[rio He zu6 she

【名胜古迹、纪念地l

文庙 Wenmido

楚汪偻(亦稆八角楼) ChdjiSn916u

蒋家洲 Jifingjia zhou

【自然地理实体】

方顶Ln Fangdin9 Shah海拔11 3．3米

澧水Li Shuj卤慈利流入，经三

江口、新街口、阀家坝、易家渡至蔡

家溪玄临澧县境，经境流程35套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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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关(自 然镇)全貌

新关公社概况

新关公社位于石门县城西北9公里处。东连城关镇、易家渡公社，西接慈利县苗市

公社，南临二都公社，北抵皂角市，瓜子峪公社。总面积IlI平方公里，其巾，耕地

27，341亩。辖25个大队，308个生产队，6，137P，26，171人。居民中除有土家族7人

外均属汉族。

新荧，历史悠久。相传，东汉时，伏波将军马援曾在此渡水作战，故名“将军

渡”。Ⅲl仞，武德将军覃添顺见该地水睑可凭，山峻可固，乃设关戍守，始称新关。该

社民国时叫新荚乡，解放副属第三区(后改称城关区)，1956年由10个小乡台并成城关

乡，1958年膳双红公社，1959年改称城关公社，1966年将皂市公社的城关，茅山等五个

大队划与管辖，公社驻地由丁家坪迁至新关，现更往为新关公社。

该社地属丘陵。芽山，金鸡现、白云l工l，三面环拖。境内岗峪相问，谍，澧经流。

气候温和，雨水充足，土壤肥沃，宜粮宜林。

解放后，农业生产步步上升。全社现有各种农机具3，1 46台(件)，其中拖拉机

2l台，汽车3辆。农机总动力6，705马力。兴建水库12座，提灌站10处，整修堰塘1，358

口。总蕾水424．57万立方米，农田基本上能够旱涝保收。1981年总产粮食2，277．15万

斤，棉花3，099担。

林业生产，成效显著。七十年代开始高标准造林3万多亩，其中15，OOO亩杉，檫．

行列井然，绿染群山，6，500亩油茶、687亩柑桔，开始挂果，8，400亩乌桕、634亩密植

茶园，均已受益。1981年产{}i{茶籽4，168担，乌桕籽195担，柑桔227担，茶叶207担。

社队企业，门类多样。有煤炭、石灰、砂石、农机，林场等企业140处，1981年产

值达192．17万元。

境内交通方便。枝柳铁路东西横越，石清公路南北纵贯I谍水，澧水有机帆船航

11



行，队队有简易公路相通。
文教卫生，发展较快。公社有文化站、广播站，图书室、电影队、影剧院，农村文

化中心初具规模。现有中学1所，小学25所，教职员工84人，在校学生4，400人。公社有

卫生院，大队有合作医疗站，群众健康水平普遍提高。计划生育，卓有成效，1981年人

口净增率4．62‰。

新关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1928年春，举

行了“年关暴动’’。

境内名胜，旧有。“将军野渡”，“石门峭壁’’、“云寺晓钟"、矗层山古柏”，

“清濑流觞弦、“屏风浮岚’’，均曾列入“石F-1)k景"。

古隘新关，今日生机盎然。大桥跨谍水，天堑变通途，厂矿烟囱林立，楼房鳞次栉

比，集市贸易，活跃繁荣。她不仅已是公社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成了石门县的

工业区。常德地区石门玻璃厂、石门县水泥一厂、二厂、化肥厂、石灰矿等均建于

此。

I行政区划，自然村l

新关公社Xinguan Gongsh色

6，137户26，171人 驻地新关

新关大队Xinffuan Dadui

336户 1，320人 驻地桥儿湾

新关(自然镇)Xinguan、

桥儿湾 Qido’6rwan

铁炉湾 ．Tielawan

百步磴 B6ibaden9、

安乐桥大队 Anl色qido D3dui

377户 1，784人 驻地熊家岗

熊家岗 Xi6ngjiagang

岩门口 。。

Ydnmenk6u

木子塌 Mflzita

红土坡大队H6ngtfipo Dadui

．242户5． 1，065人 驻地乌龟媸

乌龟媸 一。i ，,Wfiguidan0

落马洞Lu6mjdbn9

寺峪湾
’

。：jj Siyflw曩n

喻家峪
1

Yf,jiayft一；

二天仃大队 宦rtianmen Dad,u}f i

：190户884人 驻地汶稼湖-

汶稼湖 Wenjiah自t

黑岩峪 ““

‘Heiydnyfl

株树湾 Zhftshthwan

五桂桥大队 Wdguiqido D&dui

307户1，350入驻地六O水库堤南侧

郭石坡 Guoshipo

长龙岗 Chdngl6nggang

杨家溶 Ydngjiar6no

松林峪大队 Songlinyil Dadui

324户 l，343人 驻地松林峪

松林峪 Songlinytl

栗山坡Lishanpo

土地垭T矗diy6

竹园增大队 Zhayudnban9 Dadut

175户 725人 驻地干溪沟

千溪沟 Ganqigou

竹园螬 Zhdyudnbang

中茅坪大队 Zhongmdopi ng D&dut

266户 1，116人 驻地打鼓台

打鼓台D69tttdi

茅坪 Mdopin9

中茅坪 Zhongmdopin9

上茅坪 Sh&nomdopin$

马家溶 ．M6jiar6n9

升子峪大队 Shengziyth Dddul

：208户 705人 驻地陈家屋场

12+新关公社

瑚厂＼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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