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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的名称与书写是否正确和统一，对军事、新闻，公安、交通、邮电、测绘等各项工

作，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和影响。因此，进行地名普查，编纂地名录，实现地名规范化和标准

化，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随着历史的演变，地名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就近而言，我县解放后的30年来，由于行

政区划的多次划分和各项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新的地名不断产生，再加上历史上以来各地

方言对地名的讹传，因而地名重名，名实不符，命名用字不当，含义不清、讹传错乱等问题

普遍存在。这次地名普查，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精神，和省、

地地名普查领导同志的具体部署，以省测绘局1965和1977年版1：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对

我县境内的行政区划、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独立存在的人工建筑物，有方位意义的企事

业单位，以及名胜古迹的名称，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系统的调查核实，并认真进行了地名标

准化的处理工作，基本上做到了不重不漏、名实相符，图、表、文，卡一致，为编辑出版

《新宁县地名录》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资料。

通过普查，地名需要更名的，已报请上级领导机关批准。全县这次地名普查，更名的公

社1个，更名的大队139个，更名的居委会2个。重新命名的居委会3个。对照原地形图，增

补的地名有877条，删减地名27条，勘误地名1172条。全县地名总计为5501条，其中属行政

区划的509条，自然村4341条，自然地理实体333条，人工建筑物141条，街道25条，企事业

单位149条，名胜古迹3条。并绘制了1：16万行政区划图l幅，装订在卷首，以窥全貌。

文字概况是地名录中的重要部分。全县按县、区、社、镇三级行政单位撰写概况44篇，

国营林场概况5篇，自然地理实体和人工建筑物等简介5篇，共计54篇。概况中所指的方位，

县以省境定方位，区、社(镇)以县境定方位，并说明四至。总面积以平方公里计算，同时

折合亩积，田、土、山、水、道路、村庄均以亩积为单位。概况所引用的各项数字，都以1980年

年报为准，基本数字用绝对数，一般数字则采用概数或百分数。专业术语按主管部门的口

径，统一提法，合乎规范。

《新宁县地名录》的编纂和出版是经过上级领导机关批准的。付印后除呈报上级机关备

查外，今后县内各单位在使用地名时，务必按地名录中的标准化名称，不得任意更改。如确



有需要更名的，要按法定手续办理好更名手续后方能使用。

我县地名普查和地名录的编纂工作，是在省、地，地名办领导同志的具体指导和邵阳地

区各兄弟县来我县参加地名普查试点同志的具体帮助，以及本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完成

的，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地名普查和地名录的编纂，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人力、物力，时间和业务水平有限，

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希领导和广大同志们指正。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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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宁 县 概。 况

新宁县地处湖南省的西南部。东与东安县交界，南与广西的全州，资源县毗邻，西靠城

步，北接武冈、邵阳。位于北纬26。15 716”——26。55 721”，东经110。28，53竹——111。18t33,,。

东西长48．3公里，南北宽73．8公里，总面积2755．75平方公里，折合为4，133，626亩，约占全

省总面积的1．3％。据统计，全县水田350，499亩，早土156，586亩，林业用地2，589，026．5亩，

水面85274亩，经济林127，229亩，岩石裸露地142，704．5亩，道路、村庄占地83，130亩，田埂、

墙边等其他599，177亩。辖7个区，2个镇(其中一个社级镇)、34个公社，15个国营农林

场(所)，455个大队、8个工区，3914个生产队，4337个自然村，6个居民会，25条街道。

1980年末，全县总户数113，447户，449，859人。总人口中农业人口占94．75％，非农业人口

占5．25％。民族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有瑶族8624人，苗族391人，侗族212人，壮族49人。

县人民政府设金石镇。

新宁县历史悠久。据县志载，早在西汉时期立扶夷侯国，即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

封长沙定王子义为扶夷侯，义五代相传至第六世共137年。王莽改制后，扶夷侯国除。东汉建

武二十九年(公元53年)改为扶夷县。东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改为扶县。宋、齐因

之(公元420—502年)。南北朝时(公元503——557年)，梁将扶县改为扶阳县。陈(公元
558——581年)复为扶夷县。隋开皇十年(公元582年)并入邵阳．属潭州(长沙)。唐、五

代及宋初(公元618——。960年)属武冈，均未置县。宋元丰三年(1080年)，于徽州置莳竹县

(包括现城步、绥宁，武冈、新宁)。崇宁四年(1105年)，析莳竹为f临冈、绥宁二县。至宋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始置新宁县。据新宁县志原叙云。 “宁邑者，古徽州莳竹地也。

而南宋改日新宁，意以绥定之后，不可不有新之宁之也。”故名新宁，沿用至今已825年。

新宁县于1949年loYJl0日宣布和平解放。同年11月1日成立县人民政府，相继建立了三

个区、十四个乡(镇)。1950年改建为五个区、71个乡(镇)。1952年武冈县的罗洪、岩底

乡划入新宁，全县划为9个区、2个镇，231个乡。1953年保持原区、镇建制，将231个乡合

并为132个乡。1956年，武冈县的马头桥区18个乡全部划归新宁，全县为lo个区，2个镇、

151个乡。同年六月撒区并乡，全县定为32个乡，2个镇。】958年公社化时，撤乡、镇，成立

，群英、超美、卫星、火箭、东风，钢铁、跃进、上游12个人民

东风并入钢铁，并以地名命名为麻林，水庙、良山、金峰、白沙、



清江桥，高桥、马头桥、回龙寺、一渡水等10个人民公社。1961年调整为7个区、40个人民

公社。1966年社教运动时，叉合并为5个区、1个镇、30个人民公社。1975年恢复回龙寺镇，

1980年恢复原高桥、马头桥两个区，并新划万峰、西冲，碧田，三渡水4个公社。至此，区

社体制基本定型，即现在的7个区，2个镇、34个农村人民公社。

新宁县属五岭山区，山地(包括山林、宜林荒山和草地)占全县总面积66．3％，丘陵

占20．12％，岗地占5．20％；平原仅占6．3％。东南以越城岭山脉为屏障，西南以雪峰山余脉

为依托，东北与衡邵盆地接壤，形成东南高、西北低的倾斜地势。县内最高点大云山海拔

1995米，县城金石镇对面的金子岭海拔1772米。县内最低点为靖位公社的笑岩大队，海拔

225米。西南、东南边境山峰绵延，有照面山，界富山、轿顶界、花竹山、风雨殿，界上抱，

花石头、八步岭，扦旗岭、大云山、舜皇山、紫云山、高挂山、轿子顶等484座山峰。其中

海拔1500米以上的97座。中部沿扶夷江一带的溪谷小平原呈串珠状和枝条状分布，地势较平

坦，海拔多在250一350米之间。西北和东北部山丘起伏，地形破碎，岩溶地貌较为发育，基

岩裸露面广，植被较差。由于地貌类型分布的不同，使全县形成了中部岗平、西北部丘陵，

西南和东南部中山等4个较为明显的自然农业区。从自然农业区的农用土地情况看，全县以

丘陵地带为主，亦有部分高寒山区、半山区和溪谷小平原。全县除黄金、麻林、横铺、毖山、

三渡水、对江、靖位7个山区公社和5个国营林场以及部分公社的20个边缘山区大队外，其余

大部分分布在海拔500米以下，少部分分布在600米以下。

县内土壤以红、黄土壤为主。按其成土母质分·北部和西北部丘陵地区，包括万塘、白

马田、西冲、烟村、温塘、高桥、马头桥、回龙寺、巡田等公社的大部分队和水庙、万峰、

一渡水公社的一部分队，多系石灰岩母质和第四纪红土母质形成的黄红泥土壤，西南和东南

沿越城岭、雪峰山一带的黄金、麻林、水庙、肖市和水头，横铺、清江等公社，多系花岗岩

母质、板页岩母质形成的麻沙泥、青沙泥和红沙泥土壤，其他还有砂岩，砂砾岩、紫红色砂

质页岩母质形成的土壤，多分布在炭山公社和肖市、水头、飞仙桥、军田、回龙寺等公社的

一部分大队。沿扶夷江和扶夷江的八条主要支流沿岸一带，多系河流冲积物形成的沙性土壤。

如县内比较闻名的长湖、新寨、盆溪、水头，白沙等五处河谷盆地大田垅，这里的土质肥沃，

水利、阳光充足，历称我县“五大粮仓"之地。

县内河流属资江水系。全县有五公里长以上的大小支流80条，除位于东部边境的紫溪，

紫江、谭家山等三条支流流入东安县境内的湘江水系外，其余都注入扶夷江。扶夷江多年平

均流量为82．3立米／秒。历年平均水位为291．9—292．55，最高洪峰水位达297．97米。扶夷江

自西南流向东北，流经肖市、良山、金峰、金石镇、水头，白沙、西冲、黄龙，高桥、清江，堡

口、军田、白云、回龙寺，马头桥等16个社镇，境内长114．5公里，流出县境后于邵阳县的双江口

汇入资江。县内溪流繁多，但分布不平衡，大部分溪流分布在西南、东南山地，水量丰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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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坡陡，落差大，水能资源丰富，西北部大片丘陵地区，河流少，水量小，农田用水不足。

我县属华中亚热带地区，中亚季风湿润气候。由于县内地势高差(1700多米)、悬殊，又

具有山地气候特色。据县气象站近22年的气象资料记载t历年平均温度为17℃，最冷月元月，

月平均气温为5．3 oC，极端最低温度为一8．8℃；最热月7月，月平均气温为27．9℃，极端最

高温度为38．9℃。无霜期291天。年降雨量平均为1338．4毫米。一般集中在4—6三个月，降

雨量达568．4毫米，占全年降雨量的43％，7—9月降雨少，为302．4毫米，占全年降雨量的

23％。日照多年平均为1486．3小时。上述气象要素，随地域和地形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

从总的情况看，我县的气候条件是较好的，有利于各种农作物的生长和栽培。

县内森林资源丰富。解放后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木材砍伐量不断增加，立木蓄积

量虽有所下降，但通过人工造林和抚育，全县森林复被率仍达36．7％。木本植物有105科、

917种之多，特别是第四纪冰川期的孑遗树种“银杉"在我县的发现，对研究古生物，古地

理、古气象和地质学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被誊为“世界之宝，，。还有资源冷杉、

长苞铁杉，钟萼木、连香树、兰果树、水青树、中华五加，银种花、银鹊树等数十种稀有珍

贵树种，其中属国家重点保护的有28种。据1980年林业资源普查，全县现有立木蓄积量为

2318417立方米，立竹蓄积量为1648万根。解放后的三十年来，除加工出售的竹木成品和半

成品外，已经向国家提供了杉、松、杂等木材959911立方米，楠竹iooo万根以上。经济林主要

有生漆、白蜡、油桐，油茶等，是我县享有盛名的历史传统出口产品。1979年，全县产白

蜡280担、生漆63担、茶油1870担、桐油1619担。还有多种林付产品，如松脂、山苍子油、野

生纤维等，每年国家收购的松脂达4000担、山苍子油500担以上，野生纤维24000多担。此外，

山区还盛产名贵水果——中华猕猴桃。县境内的珍贵动物有铜鸡、锦鸡，麝、长尾猴、穿山

甲等。另外，还有山溪性鱼类110多种，其中列入国家保护的有娃娃鱼。

地下资源有煤，铁，锰、金，钨，锑、铜、锡、钽、铌，锆、云母、萤石、钾长石、

瓷泥等二十多种。其中除煤炭的储量较大外，其余矿种储量少而分散。目前已在开采的有

煤、瓷泥、锰、萤石等几种。

解放前，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腐败无能，我县农业生产比较落后，工业生产全无，市场

经济萧条，匪盗萨行，民不聊生。解放以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奋图强，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农业生产不断发展。解放前，农田水利失修，水旱灾害频繁，水稻常年亩产不到300斤

(1949年为299斤)。解放后，狠抓了农业基本建设，全县先后新建了中型水库一座，小(--)

)型水库82座；整修和扩建了小山塘15708口，大小引水瑚11683条，河坝

坝中型水轮泵一处，装机20台，小型水轮泵站7l处，装机133台I机灌

67L=弓力，电灌装机5l台，计645千瓦。此外，还安装了喷灌机械22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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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全县蓄、引、提水总量达2．2817亿立方米，再加上邵阳地区在我县寐林修建的大圳

灌区工程所受益的灌溉面积，全县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已达328882亩，其中旱涝保收面积由

1949年的5000亩增加到248262亩。农业机械逐年有所增加，全县现有农用汽车53辆，大中型

拖拉机106台，手拖507台，机耕和机滚船97台，人力打稻机8164部，农业机械共4274台，总

动力47087马力。同时，大力推广和普及各项农业技术措施。水稻生产实行改冬浸为冬种，

改劣种为良种、改单季为双季的三大改革，使粮食生产稳步发展。1979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

3．8亿斤。1980年因自然灾害严重略有歉收，但粮食总产量仍达3．64亿斤，比解放初期的1．2

亿斤增加了2倍。

在狠抓粮食生产的同时，充分发挥当地优势，合理调整农业内部经济结构，使柑桔、茶

叶、烤烟、花生等经济作物和养殖业都相应地得到了发展。特别是柑桔生产，1978年被定为全

省柑桔基地县之一，1979年又定为全国脐橙基地县之一。经过一番努力，现在全县柑桔(包

括脐橙)栽培面积已达38560亩，其中结果面积8028亩。1980年，全县柑桔总产量(包括脐

橙)已达81776担。预计10—15年后，我县柑桔生产可垮入全国“年产100万担柑桔县’’行

列。牲猪饲养量达到37多万头，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三倍。耕牛已发展到81200头，为解放初期

的两倍。其他山羊，长毛兔、梅花鹿、家禽等都大有发展。特别是1972年县办枫木坪鹿场

试养东北梅花鹿获得成功。随后，水庙、麻林、黄金公社和紫云山林场，也相继办起了三个

社办养鹿场和一个养鹿队，N1980年，全县梅花鹿增殖N550多头，年产鹿茸800一900两，

总产值将近5万元。 、

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使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得到了提高。1 980年全县农业总产值

7685万元，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三倍，按农业人口人平总收入1 37．3元，社员人平口粮在600斤

以上。城乡人民购买力显著提高，1 980年全县商品零售总额达5181万元，比1949年增长了8．1

倍，比1979年增长了19．6％。

工业生产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全县现有以造纸、采煤、化肥，机电，瓷器，电子元件

为主的国营厂矿企业共17个，企业职工1988人，1980年工业总产值达2362．2万元，占全县工

农业总产值的23．5％。

交通运输有了较大的发展。解放前，县内仅修通新宁至武冈的公路路基，县内无车，物

资运输除扶夷江水运外，主要靠肩挑，异地往来靠两条腿步行。解放后，先后新建了通车公

路482．6公里，其中沥清路面120公里。现在，公路四通八达，东有新东公路与湘桂铁路相

接，北有新邵公路与娄邵铁路相连，南有新梅公路与广西沟通，西北有新武公路与武冈、城

步、洞口、隆回等县交往方便。全县7个区、34个公社，除水头、碧田、靖位三个公社通货车不

通客车外，其余均通客班车。县内河道通航里程1102公里，仍是我县木材、楠竹和部分农付

产品的主要外运线，每年我县和广西资源县上交国家的几万立方米木材和数十万根楠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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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通过扶夷江这条航道运往邵阳各地的。

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解放初期，全县仅有初中3所，小学240所，在校

学生8727人。到1980年，有县、社两级所属中学4l所，小学472所，在校学生达86520人，为

解放初期的十倍。现有医院、卫生院43所，医务工作者722人，病床726张。此外，大队设有合

作医疗室，配备和培训了一批赤脚医生。在文化生活方面，全县有电影院4个，县专业祁剧

团1个，回龙寺镇业余花鼓剧团1个，农村放映I：k34个。其他广播事业、图书，科教、文化

艺术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发展。总之，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社会那种缺医少药状况，城乡人民文

化生活大有提高。

新宁县山清水秀。县志上早有记载的“长堤柳岸、花渡春风，放生晚眺、莲潭夜月、烟

村古道，盏笏朝天、石幕扁舟，帽山占雨、温泉古洞、金城霁雪"等十二景观，在县内享有盛

名，历为文人墨客所吟咏。特别是具有桂林山水特色的良山自然风景区，景色更加迷人。气

魄从容的“将军石"，挺立于扶夷江畔之东； “炭笏朝天"和直耸云霄的“蜡烛石，，，遥遥

相对于扶夷江畔之西。还有“紫霞洞"和石田一带的奇峰异石，星罗棋布于古木花草丛中，

绚丽多姿，使人留连忘返。位于肖市公社黄背大队与广西交界的“八角寨，，，别有一番景色。

“八角寨"独立于群山环抱之中，寨顶宽约二十余亩，登上寨顶，远眺湘、桂锦绣河山，俯

瞰四面八方悬岩，颇有“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奇特风光。

在文物古迹方面，在县内比较闻名的有三渡水排搂。排楼始建于清道光三年，即公元

1823年，距今已有150多年，排偻高二丈有余，全是大块青石砌成，排楼的上、中，下各层

均雕有精微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嵌在中央的“双狮抢宝"，“双龙夺珠，，、“八仙飘海，，等

浮雕和雕刻在下部的一个立体小猴子，均栩栩如生，路过行人观后难舍，石猴子被摸得光彩

夺目。民间流传有“宝庆城墙、武冈塔，三渡水排楼甲天下，，的美称。

在革命历史人物方面，早在1837年(清道光十六年)和1848年(清道光二十七年)，我

县麻林公社瑶族人民兰正樽徊雷再浩先后两次领导农民起义。继雷再浩起义后的1850年，又

有水头公社农民李源发领导的农民起义。几次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给当时统治阶级以有

力的打击。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有为革命献身的中共党员宛旦平同志(原籍西冲公

社宛家岔，居金石镇)。1927年就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党派他去广西龙州领导

起义，当时他担任红八军参谋长兼纵队长。1930年3月18日，在保卫龙州掩护军部的战斗中，

壮烈牺牲，时年28岁。其次是革命老前辈刘子载同志，他是我县金石镇人，早在本世纪二十

年代就从事地下革命斗争，建国后又一直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曾任中共辽东省委付书记．

为革命付出了毕生精力，做出了重大贡献，1972年红北京逝世。

长征的老红军胡景最同志(飞仙桥公社人)。1949年全国胜利后

县肉食品公司经理等职，1956年因病在金石镇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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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石 镇

JINSHI ZHEN

镇人民政府驻地： 解放居委会解放街



金石镇概况

金石镇，乃新宁县城。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之巾心，湘、桂边境之要埠。位于金子

岭下，扶夷江北岸。镇区三面环水，形似“抱肚’’。

据《新宁县志》载，早在西汉时期(公元前128年)，扶夷侯国设都城于今县治以东二

里许，始名金城。经东汉、三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至明正统三年

(1438年)，县城一直继金城之旧。明正统四年(1439年)，峒长杨文伯率苗，瑶人民揭

竿起义，攻陷县城，金城一焚为墟。明景泰二年(1451年)，知县唐荣申奏朝庭，重建县城

于旧址以西二里许之沙洲，并修筑土城，立迎阳(东)、镇远(西)、保安(南)、翼云

(北)四门。明成化六年(1 4 7 0年)，更为石城(现城墙旧迹尚存)。至清光绪十九年，

城池扩大接石桥邮，后以此更名为金石镇。镇辖4．84平方公里。折合7261．5亩，其中粮、菜

地占715亩，果园、山林占地1 471亩，河流水域占地330．5亩，房屡建筑等占地4745亩。镇以下

设3个居委会，21个居民小组，2个农业大队，14个生产队，加上136个县属机关、学校、

厂矿及企事业单位，共计2220户，14575人。总人口中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仅4 2人，占百

分之零点三。

1949年新宁县和平解放后，金石镇同其他各地一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里原是一座

古老简陋的小县城。解放初期，东1河西北四面城墙，城门尚存，全城只有三条旧式小街道，

石板路面夹窄破碎，商店寥寥无几，厂矿全无，既不通车，又无电灯照明。城郊到处是荒

凉坟地。随着交通和各项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按照城镇建设规划，逐年分期分批地进行改

建、扩建和新建。经过多年的努力，昔日偏僻的小巷，今日已建成了解放、东风两条宽敞的主

街道，全长1．5公里、宽12米的沥青路面。特别是近几年来，主街道两旁的基建速度加快，

上起中医院，下至一中，三四层楼房的商店、机关、车站、住房等建筑物，犹如春笋林立，

主街道的萤光灯彻夜通明。再加上城郊的县属造纸厂，水泥厂、瓷厂、水电设备厂、供电站等

先后建成，公路交通四通八达。今日的金石镇，完全改变了昔日的模样。

除县属厂矿外，镇属农工商也得到了全面发展。农业方面，有七个蔬菜队、七个粮食

队、一个园艺场，粮食和蔬菜年产量分别达到50万斤和250万斤，柑桔年产量4000担以上。

工商方面，除县属企业外，镇办有竹艺厂、砖瓦厂，骨胶厂、印刷厂、百货商店等企业24

个，800多名职工，年总产值达120万元。

文化教育事业不断发展。解放初仅有中、小学各一所。现有县属和镇属中学各一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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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三所。解放前无医院，现有县属医院二所，镇寓医院一所，

镇内风景优美，《新宁县志殄所载十二景， 。花渡春风"，。放生晚眺’’， o长堤柳

岸，，，“蓬潭夜月"等胜境均在城区，。放生晚眺J，的放生阁当存．地处锦绣居委会中新街

左侧的扶夷江畔，现为二轻竹器厂所用。相传昔日有人在此捉得一条大鱼，放回江中．后

此人遇fHl得道，故修。放生阁"以示纪念，此纷，。还有宋代石刻题词∥万古堤防刀=四个大

字，现残迹尚存，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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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新宁县人民政府 ：

新宁县人民武装部

新宁县公安局

金石镇人民政府

城关水陆派出所

解放居委会

解放街

迎阳街

迎春街

钟鼓楼

t 犁头街

花渡街

箭楼街

锦绣居委会

锦绣街

聚新街

西坪街

沣池街

司前街

司右街

竹山圻

中新街

富得居委会

得胜街

富贵街

春煦街

升平街

大兴街

长码头

短码头

汉 语 拼、音 户数人 口

XTnnl．ngxlSn R6nmtn Zh占ngfO ‘445859

：XTnni'ngxl6n R吾nmTn W0zhuarIobd ：

XTnnl．ngxlSn GOng’石nj6。j。 ·：

JTnshTz舱n R6nm．fn Zh吾ngfO ．t457s

Ch吾nggu石n ShullO PalchQshu5

Jl吾fang J．w若．hui 615 1 793

J浴伯ng Ji吾

Yingy6ng Jl吾

Y1．ngchon JiB

Zhonggdl6u

L1．t6u J悸

HuodO J海

JiSnl6u J垮

JTnxiO JOw否ihui 599 1811

JYnxiB Ji百

JBxTn Ji百

XTpi'ng Ji百

Panchl Jj吾

S_fqi6n J18

STy6u Ji百

Zhdshonql

ZhOngxTn J晤

FOd吾J0w吾ihu~454 1217

D吾sh吾ng Ji吾

FOguT J再

ChonxO J浯

S瞻ngpTng J融

DSxTng J晤

Ch6ngrnSt6u

DuSnmOt6u

驻 ‘地

金石镇解放街

一金石镇解放街

金石镇竹山圻

，解放街

春煦街

解放街

锦绣街

得胜街

金石大队 JTnshl．Dgdui' 167 676 解放街

(壬0)金石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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