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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湘乡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及省、地地名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

自1 9 8 0年1 2月至l 9 8 1年8月，对全县地名进行了认真的普查，又将普查资料进行

了全面归纳整理汇编而成的。包括地图，地名、概况文章，图片及说明等内容。

本地名录收进的1 0张地图，是此次全县地名普查工作的重要成果之一。装订于卷首的

1。10万的全县行政区划图，可窥全县概貌，分区(镇)绘制的l：5万的9张地图分别装

订于各区(镇)扉页处，为全县行政区划图的分区扩影，所涉及的内容均进行了规范化处理。

收录的9 6 5 4条地名中，行政区划、自然村共8640条，自然地理实体187条，人工建

筑物273条，企事业单位5 4 7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7条。对以上地名，在普查中均

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和重点考证。按上级要求，更名公社1个，更名大队151个，对照原

地图，增补新地名2260条，删减地名3 3条，勘误地名1200条。所刊地名都进行了正音、正

字、正义、正位处理，达到了名实相符，表，卡、图，文一致。

本地名录共编入了县、区(镇)、社三级行政单位的概况文章56篇，主要概述了这些单

位的方位、四界，名称由未及含义，所辖范围，山、河、煅等自然概貌，工业、农业、交

通、社队企业、文教卫生状况，土特产品和名胜古迹等。所引用的数字均系县统计局1 9 8 0

年底年报数。自然地理概况则主要概述了全县较为出名的山、河状况，并收录了前人赞美我

县河山的部分词句。人工建筑物概况主要概述了我县解放3 1年来的水利和交通建设状况。

企事业单位概况则简述了解放后全县各条战线的企事业单位的数量、分布及概貌，并表述了

有关的行政机构设置情况。简介材料重点摘录了旧县志的有关记载和部分古诗。各类较为著

名的单位、名产品、名胜古迹等还加有照片和说明。其专业术语，数据、定名等，均由主管

部门进行规范化处理。全部材料均送有关的主管部门进行了审核。

地名普查和地名录的编辑出版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不妥之处，一定不

少，请不吝指正。

湘乡县地名普查办公皇

l 9 8 1年8月



尼 例

地名录》所录地名原则上采用全称，而搿人民公社"则一律省称为“公

及的地名，机关，厂矿等单位，字数较多者在地名中用全称，文中有的用

业部第二十三冶金建设公司第一工程公司"省称为“二十三冶一公司万I

称，如“工交办黟、“体委一等。

地名及地图上的用字，以《新华字典》和《辞海》词语分册(1979年5月

新1版)为依据，作了正字、正音、正义等标准化处理，如“渐板塘"，本意为‘‘用板子堵

水构成的塘"，然“渐’’字不达其意，处理中，将“渐"改为“撕，，，音zan，义为阻水，

符合原意。

三、原地名中的方言字，作了规范化处理-有的用同音字代替，如“橄一查无此字，改

用口敖一(aO)， 卅问胗改用“间厅(j Jan)，有的采用区域性的方言字，如“牦一改为

矗士E"(tu6)’有的方言字则保留群众>-3惯读音，如“}监黟《辞海》I “通耀，读ni尼，

又读nl逆"，意为污泥，现保留“i韭"的方言读音ban，意为深泥。

四、地名的汉语拼音，根据《汉语拼音方案》，按照普通话分词拼写。行政区划，自然

实体、人工建筑的地名名称拼音，专名和通名分写，厂矿企事业单位的拼音，专名与通名分

写，但通名为单音节的则与专名连写，自然村和小村镇名称不分专名和通名，各音节连写，

地名中的数字，表示序数的，如第一中学拼成Dl—l Zhongxu61非序数性的数字和日期等

一律作为一个词拼写。

五、本录中的县、区(镇)，公社概况及简介中，其含义有两种说法又难于统一者，则

两者并存。所述位置，县只标明居省境位置t区、社则只标明居县境位置，涉及与外县交界

的，只写县名(与湘潭县韶山区交界的例外)，县内区界只写区名，公社界只写公社名。区

社排列顺序按居县境位置以县城为起点顺次而排，区内各社的排列顺序则以区公所所驻公社

为起点顺次而排。。‘

六，企事业单位只编入公社中学，公社卫生院、公社供销社以上单位，全县有溪口渔场

等5个公社级场所，列入企事业单位内，但因其下辖有自然村，故又作为行政单位处理，连

同其自然村列于所在公社的地名之后。

七，地名排成双行，区公所(镇政府)排印在各区(镇)第一个公社(居委会)地名之

首。

八，驻湘乡的省、地所属单位分别在所驻行政区划和所属系统的概况中作了或详或略的

介绍，未另写概况。

九，本录中所刊用的厂矿、企事业单位的照片及简介，只按系统、按行业选用了一部

分，未全部刊登。较出名的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一般都刊登了照片和简介。

十、本录中公元纪年和表示数量的数字一般采用阿拉伯字，而涉及旧的纪年，旧的行政

区划和序数，则采用一些汉字。如“清康熙三十五年力、搿十--3、三坊、四十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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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1 9 1 6年后废道制，各县直属于省。解放前夕，湘乡属益阳专区。几千年中，全县几

经沧桑，屡易建制，而湘乡之名依旧，县治亦只在唐代一度变迁。 。：

湘乡县内行政区划各代不一。唐前分十五个乡，析为八十五里，明代分十二乡二坊，四

十六里，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l 6 9 6年)编为十二乡，三坊、四十四都(现属湘乡管的

为原一至十九都)。湘乡还有上、中、下三里之分，1 9 3 2年(民国二十一年)划全县为

1 0个区．上里包括八，九，十区，中里包括三、六，七区，下里(后称首里)包括一，

二，四、五区。1 9 3 7年全县划为五十个乡(镇)，七百六十九保，八千一百六十三甲。

1 9 4 4年6月，日寇入侵湘乡，县城及部分地方惨遭破坏。1 9 4 9年8月1 3 Et解

放军进驻湘乡，揭开了湘乡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1 9 4 9年8月湘乡解放，成立了湘乡县人民政府，废保甲，划全县为l 1个区，乡

(镇)和解放前一样。仍属益阳专区。
。

1 9 5 0年第一次划乡建政，全县仍划11个区，下分315个乡，7个镇，2414个村。

1 9 5 1年三、六，七区计1 1 4个乡(镇)划出湘乡，新建为双峰县，九、十区

计6 6个乡(镇)划入新建的涟源县I紧邻宁乡的泉湖村划入宁乡县，紧挨湘潭的湘西亭村

划入湘潭县。将一，二、四、五、八等5个区计1 3 5个乡(镇)和城关区改划为1 3个区

磊丽嘭



和城关区。

l 9 5 2年第二次划乡建政，全县分为15个区(城关仍称区)，333个乡，3个镇。

1 9 5 3年仍为1 5个区，分2 2 6个乡、3个镇。改属邵阳专区管辖。
1 9 5 5年改县人民政府为县人民委员会。

l 9 5 6年撤区并乡，划全县为4 3个乡、2个镇(城关区改镇)，下辖8 6 0个高级

农业生产合作社。

1 9 5 8年9月先后成立l 5个人民公社，原来的乡(镇)全部撤销。1 9 6 0年又改

为1 6个公社。

1 9 6 1年3月将l 6个公社划为4 5个公社I 7月恢复区级建制，全县设9个区，

1个区级镇I 9月改为1 0个区、1个镇，7 3个公社，及1个区属的棋梓镇，1 9 6 2年

将棋梓镇并入棋梓公社。

，．1 9 6’5年7月．湘乡改属湘潭专区。l 9 6 8年，将大坪公社及自田公社祝赞大队戈U

入湘潭县韶山区，全县为l 0个区，l_个镇，7 2个公社。l 9 6 8年撤销县人民委员会成

立县革命委员会。 ．

1 9 7 0年涟源县大坪大队划入湘乡县壶天公社。

1 9 7 3年7月双峰县丰瑞公社红旗大队和坪上大队的5个生产队划归湘乡崇山公社，

湘乡天门公社的连山大队划入双峰县。

1 9 7 6年棋梓区坪花公社的鞍山，坝塘两个大队划给双峰县．双峰增桥公社泉塘大队

的新塘生产队划归湘乡坪花公社。

l 9 7 7年3月湘潭县环山公社江夏大队划归湘乡横铺公社。

l 9 7 8年1月将lo区，l镇、7 2个公社调整为8区、1镇，4 6个公社。l 9 8 0

年7月恢复县人民政府名称．

湘乡地处湘中丘陵，西高东低，山丘较多，占全县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大体可分5支。

居西北角的三角寨，其分支呈五爪形，主要分布于壶天区I最高的褒忠山，古称“湘中第一

山一，虎踞县境中部偏西之域，呈“S"形南纵北横，为壶天，月山两区天然分界线，其余

脉，漫延于棋梓，白田区及泉塘区西部I巍峨的韶山耸立于东北角，其分支主要连绵于东郊

区及泉塘区东部，座落东南角的云盘寨，其分支散布于东山区，雄拔南疆的荆紫峰(原名金

子峰)，为南岳七十二峰之一，雄峰高耸，众山环绕，起伏于虞唐区内。县城附近的东台

山、塔子山及民间所称的四十八寨遍布各地，或孤峰高耸，或重峦并峙，或秀丽清幽，或峻

削奇特，千姿百态。

涟水是全县的主要河流，西从西阳河口入境，东至文佳滩进湘潭，流经县境中南的1 4

个公社和城关镇，约9 7公里。其北岸有西阳河，岐潭河，石狮江西，东干流、菜石江等

较大的支流，南岸有虞唐河．肖家河等支流。众水归涟，滔滔东去。以县境北部的羚羊山、

南熏山，黄龙山为分水岭，其北麓有龙石河、仁厚河、金薮河汇入宁乡的乌江．斩源河汇入

斩iL涟水上有清代雍正年间修建的万福桥(又名洙滓渡大桥)和l 9 6 6年新建的东山大

桥。沿岸设有4 2处渡口、5 3只渡船，1 9 5 8年在棋梓区境内，拦河修建了水府庙

水库，1 9 6 5年后，建成了洋潭引水坝和韶山灌渠，其总干渠和南北两大干渠挟持涟水并

驾东进，灌溉之利，相得益彰I l 9 8 0年前后又在东郊公社拦河建成了东山电站，开发其

(2)湘乡县概况



水力资源。全县山河实系绚丽多彩。前人亦赞叹“此地登临殊不恶，湘上河山一望该!"

全县山河之间，镶嵌着不少盆地川煅。涟水沿岸有苏坡圾、大坪煅、洪塘洲，湖山煅，

洙津渡圾，东岸坪，定托煅、田心煅等，其余还有大育圾，大桥圾，轧桥竣、白田圾，太平

嘏，青陂煅，潭桥圾，中沙圾等等，分布于涟水两岸的支流山丘之间。川煅之内，平畴沃

野，沟渠纵横，向为全县膏腴之地，鱼米之乡。

全县矿藏不多。以石灰石储量较大，主要分布在棋梓，壹天区及龙洞公社一带，东山，

棋梓，虞唐等区有较多的矽石矿和白云石，月山，白田区有钾长石，东郊，泉塘区，城关镇

有石膏，壶天，棋梓区有少量煤矿’酒铺，潭市公社有较纯净的瓷土，谷水公社有粘土矿，

金石公社有锰矿，横铺公社有磷矿，东山公社有少量铜矿，潭市公社有少许铀矿，中沙公社

有微量黄金矿。涟水及支流内的河沙质优句净，取之不竭。这些资源中，除铜，铀矿外，都

以不同规模进行开发。 ．

湘乡居亚热带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近年内年平气温17．墨℃左右，最

冷的一月平均气温5℃左右，最热的七月平均气i盛聪．5℃左右，全年积温较丰富，常年无霜

期一般在2 7 2天左右。年降雨量在儿oo～1400毫米之间，多集中春夏两季，尤以春季

多阴雨低温，故有。春无三日晴’，的谚语。农历的二月初二，二月十九，三月初三、三月十

五前后几天，每年都有规律性的寒潮和风暴，乡间分别叫“土地暴，观音暴，祖师暴、财神

暴胗，对早稻浸种育秧极为不利。夏季多暴雨，阵雨，常集中于小块地方，民间亦有搿夏雨

分牛脊黟之说，容易形成山洪。从七月开始，雨量减少，易于形成旱灾。人们积历年之经

验，概括为：立春到立夏，草木见青葱，春雨连不断，倒寒衣莫松。清明可断雪，谷雨才断

霜，夏季多湿热，多雾霉易生。大暑到处暑，炎热过顶峰，白露到小雪，秋高气候爽。飞雪

迎大寒，厚到尺多深，低温到零度，围炉过严冬。

湘乡是农业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目前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3％以上。农业产值

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解放前稻谷只产一季，亩产仅400斤左右，租税繁重，水旱频仍，

官贪兵劫，民不聊生。解放后，湘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整山河，大力发展农业

生产，初步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先后用了1亿7848万个劳动日，搬运1亿8千万立方米

土石，兴建了大型水库l座，中型水库4座，小I型水库33座，小I型水库128座。修建连

结小I型以上水库的千渠255条、878公里，支渠252条、565公里。兴建电力排灌站410处，

并开始安装喷灌设施。先后裁弯取直疏通了石狮江东干流、虞唐河，肖家河、龙石河等大小

十几条河道，计33处132．5公里。涟水两岸修筑了12处，总长89公里的防洪大堤。加固整修

了原有的大小山塘河坝。韶山灌区建成后，受益面积达14万亩。全县总蓄，引，提水量达

4．5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达58万1100亩。全县还使用了1300万个劳动日，挖填1000万立

方米的土石平整土地，改造了不少山冲角落的冷浸、青夹泥等低产田。东郊，新研，东山、

山枣、虞唐等公社一带，田成格，路成行，建成园田化农田6万余亩。从1 9 5 7年开始，

全县大力推广双季稻和良种，至l 9 6 5年基本普及双季稻，并逐步使用机械。1 9 8 0年

全县已拥有农业机械16812台。计98384马力。还普遍施用化肥农药，实行科学种田。由于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加强，耕作制度的改进，生产条件的改善，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 9 8 0

年亩平1192斤。比1 9 5 0年的383斤净增809斤，增长211．23％’总产7亿3800多万斤，比

1 9 5 0年的3亿2100多万斤，净增4亿1000多万斤，增长129．91％；上交国家1亿4000多

万斤(人平204斤)，比1 9 5 7年的7571万斤(人平131斤)净增6500多万斤(人平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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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斤)。总产，单产和人平贡献都创历史最高水平。近年饲养业有较大发展，1 9 8 0年，

全县养猪732300多头，出栏335920多头，交售国家247570多头’县内不少地方的社员素有饲

养母猪的习惯，尤以金石、龙潭的大湖仔猪品种优良、长肉快，每年远销外地5万多头，饲

养各种家禽达llo多万只，产蛋52700余担，产鱼31400担，亦有部分交售国家和活跃市场。

全县油料及其他经济作物亦有新的发展：1 9 8 0年种植花生9550多亩，总产达16550多

担，黄豆8090余亩，20476担，。油菜籽32090余亩，22335担I茶油4700多担。植棉14320余亩，

产皮棉9510多担。此外还产大蒜5600余担，生姜5100余担．烤烟2850多担，黄花430多担，

药材产值16万元。湘乡茶叶色味俱佳，一向有名，现各公社及部分大队都建有茶园，总面积

达42903亩∥l 9 8 0年产茶叶19500多担，加工成红，绿、青茶远销国内外。全县新辟的万

亩桑园，遍布各地，1 9 8 0年产蚕茧3000多担，富有特色的“白厂丝”在国外亦享有盛

名。近年来新发展的无核蜜桔达13600余亩，开始挂果受益。湘乡城关镇梅家坪的萝．卜，壶

天巷的席草，壶天的花生，虞唐的苎麻，桃林盔塘的木瓜、扁豆(又名药豆)，横铺肖家冲

的竹席，桂花、巴江一带的竹木制品，山枣万贯亭的纸伞(雨伞)，潭市的豆腐，以及清脆

香甜的湘乡烘糕，均为全县传统名产。 ． ．

：r湘乡森林资源不多，．解放前夕以至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森林多

次遭受严重破坏，除虞唐区少数地方外，其余各地的较大树木基本砍光，湘乡成了一个严重

缺少木材的县份。全县人民决心改造荒山秃岭，连年来建立了县属苗圃、褒忠山林场和东山

林场。各公社和部分大队也相继建有林场645个，营造杉，松，檫，竹等约40万亩，培植油

桐，-油茶等经济林约15万亩。其中金薮、潭市、龙洞，横洲，梅桥：轧桥，花坪等公社的成

绩较好，已有部分郁蔽成林。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只占34．1％，树木较为繁茂的只有虞唐

区，岐山公社，金薮公社等为数不多的地方，集中连片的林区甚少。大力植林护林，．根治荒

山秃岭，，仍是全县人民生计中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 ．一．， ． ．j。i：．

，解放后，湘乡工业的发展犹如白纸绘新图，先后在湘乡县城关镇、棋梓桥，潭市街一带

建有县属厂矿60个(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29个)，主要产品有水泥，矽石，粘土、硫酸i骨

胶、’磷肥、．碳铵、三氯化铝、电动机、电子秤，啤酒，机制纸，日用陶磁等28种，1 9．8|!D

年产值达4864．73万元。县无线电厂生产的电子秤已跃入全国电子工业先进行列I棋梓化工

厂生产的骨胶，轻化厂生产的三氯化铝及水泥厂的水泥都进入世界市场，深受外商欢迎。全

县社队企业更如雨后春笋，．欣欣向荣。．从1 9 7 2年至1 9 8 0年先后建有社办企业445个，

大队办企业908个，l 9 8 0年产值达5912万余元。东郊农机厂生产的污水管，苏坡缫丝广

生产的“自厂丝一和13个红碎茶厂生产的红茶均已投入世界市场。全县工农业产品外贸出售

总额达1000多万元。
‘

l 9 8 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21701．63万元，为1 9 4 9年4238．26万元的5倍。其中

农业产值14465．68万元，约占总产值的70％，工业产值7235．95万元(大队企业产值未

计在内)，约占30％。财政收入3578万元，比解放初增长26倍。农副产品采购额6963万元。

比解放初增长20倍。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1 9 8 0年社员人平纯收

入105．3元，比l 9 5 7年的45．2元，净增60．1元，人平口粮554斤，比l 9 5 7年的459斤增

加95斤。全县有供销网．点,777个，l 9 8 0年商品零售总额12791万元，比解放初增长8．8倍，。

消费零售总额9375万元，人平122．95元。城乡人民储蓄总额达1479万元，人平20元。有42个

公社’、410个大队、3500个生产队的56000多户使用电灯照明，占总户数的32％o全县建有27处

(4)湘乡县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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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单位，电话总机72台，单机2236部，有348个大队可通电话。全县还建有广播站47个，

有88000多农户通广播，占总农户的50％。． ，，‘、：

省地所属的湘乡水泥厂，湘乡铝厂、湖南铁合金厂、二十三冶一公司、广州铁路局棋梓

桥水泥厂、湘乡化工厂、湘钢白云石矿、工农电厂，壶天煤矿，湘乡供电所、．韶山灌区管理

局等厂矿企事业单位分布境内，厂房林立，烟囱入云，为古老的湘乡增添了鲜艳色彩。。。．．

解放前，湘乡交通很不发达。虽曾有从长沙到冷水江的铁路通过i但不久蒋介石搞所谓

“焦土抗战’’，全部被毁，境内唯一的潭宝公路(现叫潭邵公路)，汽车又寥寥无几’涟水

能通航小木帆船，为主要运输线，但河曲滩多，航行困难。所谓“老牛破车’’。肩挑背驮，

确系当时全县运输状况的如实写照。解放后，全县交通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湘黔铁路横贯全

县约80公里，建有长丰，湘乡、石狮江、双江。潭市，十里石，普安堂，棋梓桥、“1lo一等

9个火车站，西上黔滇，东通浙赣，北达鄂豫，南抵粤桂。潭邵公路由东部的分水坳入境，直

穿西南的虞唐，入双峰，抵邵阳，境内长约42公里，为全县公路的元老。以此为主干j向北

先后修建了县城至韶山、白田、柘溪、’壶天，棋梓桥及棋梓桥至壶天，。翻江至自田i潭市至

月山，白田，虞唐至洋潭等较大的干支线’向南建有虞唐至桂花，山枣至巴江，。县城至横铺

等较大支线。向东向南有8条干支线通湘潭县，向西南有3条线通双峰县；向西有铁路i公

路接涟源县，向北有3一条干支线通宁乡县。至1 9 8 0年，全县公路干支线共75条，总

长930公里(其中国养路20条，长372公里；区社公路558公里)，．还有密如蛛网的机耕道。全

县各公社和556个大队可通汽车。涟水仍负担小量运输任务。新修的韶山灌区总干渠和南、一

北千渠均可通航小型机木帆船。现全县拥有各种客货车辆643辆(7含省地厂矿335辆)，j大小

拖拉机1200多台，机木帆船184艘，客货运输量基本能够满足当前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j

解放前，湘乡的教育事业较为发达，清代末期曾有东山，东皋。‘涟滨等较为出名的书

院，解放前夕，全县有高中1所，初中8所(其中女校2所)，工校：。农校，‘师范各．1所。

解放后，更是突飞猛进。现有中，小学777所(其中高中29所，初中244所，小学493所，厂矿

子校ll所，另有地属湘乡师范建在县内)，教职员327200多名(湘师46名及厂矿子校教工未

计在内)，在校中小学生167400多人。1 9 6 5年全县普及了小学教育i逐步做到了读初中

可不必出公社，基本实现了青少壮年无文盲。不少地方还兴办了学前幼儿教育和农民业余教

育。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据统计，l 9 8 0年就为全国大、中专院校输送学生857名。县城还

建有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电影院，剧院，区社有影剧院3处，电影队54个j-

精神文化生活大为丰富。解放前仅湘乡城关镇有两所小医院，整个农村都处于缺医少药的状

况。解放后，建立了湘乡县卫生防疫站，人民医院和中医院，各区(镇)，．公社都办起了医

院或卫生院，共有医疗卫生人员1488名，病床1209张，大队普遍建立了合作医疗站。全县消

灭了天花，鼠疫，霍乱，基本控制了伤寒、白喉、小儿麻痹症等。县人民医院还能进行开

颅、开胸等较大手术。湘乡中医院的眼科，东山公社卫生院治疗痔疮，．金薮公社卫生院的骨

科，均积有可贵的经验，外地求医者甚多。以一对夫妇终生只生一个孩子为中心的计划生育

工作深入人心，1 9 8 0年人口出生率为14．15‰，死亡率为6．29‰，净增率7．86‰。 ．-’

1 9 5 8年，全县成立了科学技术协会，后中止了一段时间。1 9 7 8年相继恢复了科

委、科协，先后建立了各专业技术学会12个和30多个学科小组，拥有一支具有中专以上专业

技术的理、工，农、医科技人员1300多名的科技队伍。自1 9 7 8至1 9 8 0年，获得科技

成果300多项，其中112项评为县内先进项目，36项达到地区先进水平，13项填补了省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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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檫树白轮蚧防治技术研究，电子脉冲控制仪，县无线电厂电子新产品试制，栗山公社青

山大队用“三圃法力繁殖水稻原种等4项成果荣获省科技奖。

几千年来，勤劳智慧的湘乡人民，披荆斩棘，前赴后继，安排了大好河山，谱写了光荣

历史，留下了不少为人景仰的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湘乡县城关镇的云门寺建于宋代皇祜

二年(公元1050年)，内有高达11米多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和石雕的十八罗汉，艺术精

湛，栩栩如生，这些珍品在全国亦不可多得，现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县城北正街的蒋

公祠是三国时蜀汉大司马蒋琬旧居残址，屋前有传说为蒋琬所凿的伏虎井(现存)，后有漂

纱池(巳毁)。昆仑桥有南齐时始建，宋乾道年间重修，传闻水曾香如椒兰的芗泉井。夏梓

桥残存着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贬官潭州停驻湘乡时赋诗洗笔之处——褚公祠，洗笔池。褒忠

山下有汉献帝时(公元190年间)所建的古庙，相传蒋琬入蜀后，蒋母曾祷于此，后蒋琬为蜀

相，捐金重修，书名“报恩寺，，，现存残址。涟水上有清朝雍正年间所修的雄伟壮观的万福

桥。东台山北麓屹立着毛泽东同志少年时求学的东山学校。东台山，下瞰涟水，有石若台，

故名，山高起如仪风翔空，又名风凰山，山上曾有凤凰寺、八角亭等古建，旧名“东台起

凤修，涟水中流．中洲(俗称孤洲)萍卧，绿树清流，扁舟横渡，名“碧洲芳渡"，学门前

(现学仓街)涟水中水流平缓．微风卷起涟漪，好似珠帘倒卷，名“涟水卷帘"，还有芗泉

井，名“芗泉漱琼艚，洗笔池，名。笔沼春云一，以及“铜坑夕照糟， “紫树玄台"， ‘‘石

鱼鼓鬣一等，旧称湘乡八景，均名闻远近(有的景已不存在)。龙洞、岩前洞和桃林公社的

观音殿岩洞均为石灰岩溶洞，洞内怪石嶙岣，形态各异。莲花公社的千年古樟，中沙公社的

大杉树，赤石的黄荆树．金石公社的白果树等古树都名扬县内外。牛形山曾发掘出春秋战国

的古墓，1 9 8 0年在龙潭公社童家大队发掘的新石器晚期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和陶器。

全县还曾有20多处建自宋代以前的庵堂、寺观，民间亦有不少传说。

湘乡又是一个人材辈出、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先后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黄

兴、蔡锷等革命先驱，投身革命的先烈葛谦、龚铁铮为城关镇人，杨王鹏为梅桥公社人，易

秉羲为潭市公社人。1 9 2 5年9月，本县邹祖培、杨幼麟，邹钧柯、沈春农、孙子刚，王

春民等在韶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l 2月，成立城前、凤音两个党支部．发展党员40多

人。l 9 2 6年7月．北伐军进入湘乡，革命运动高涨。党团组织迅速发展。l 9 2 7年1

月在县城镇湘楼同善社内正式成立中共湘乡县委会，推定柳宗陶为书记，王超凡为副书记，

共有党支部33个，党员219人，团支部27个，团员334入。其时毛泽东同志考察湖南农民运

动，亦到过湘乡不少地方，在县城原东皋书院召开的各界负责人和农协代表参加的大会上。

还作了重要讲话，使全县的农民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当时湘乡亦为湖南农民运动的中心之

一。I 9 2 7年马日事变后，本县优秀共产党员谭天民、王振学等50多人先后为革命壮烈牺

牲。在白色恐怖之中，湘乡地下党组织采取分散、隐蔽的方针，度过了极其艰难困苦的岁

月．始终坚持了斗争，赢得了胜利。到1 9 4 7年，拥有党员460多人。著名的红军将领黄

公略诞生在桂花公社，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将陈赓、谭政则是龙洞公社人I诗人肖三、儿童

文学作家张天翼也出生在湘乡。

(6)湘乡县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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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镇概况

涟水之滨，东，南与东山区隔河相望，西和泉塘区交界，北

机关驻地，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29个居民小组，还有16个农村大队，216个生产队。面

亩(内水田Iiii0亩，菜地2407亩)。现有居民12319户，

34881人，菜农1433户，6438人)，以汉族为主，还有个别

。

置湘乡县，即为县治。虽几经沧桑，屡易建制，县治仅唐武

迁。本镇地势西高东低。解放前主要街道中铺花岗石板，好

似龙筋，两侧镶嵌卵石，有如龙鳞，宛然巨龙低首翘尾跃下涟水，故旧有龙城之称。因地处

涟水之滨，解放前叫湘涟镇。长期以来，上到宝庆(即邵阳市)，下赴长沙，水陆车船，行

旅人马，必以此为驿站，因而远近闻名。解放后，改名城关镇，并向西，北扩划部分地域作

为郊区。

解放前的城关镇，除涟水可航小木船外，仅有潭邵公路经过。既少大型商店，更无现代

工业，完全是一个消费城镇。城内街道狭窄，房屋低矮，铺面杂乱，市场冷落，人民生活困

苦。现已全改旧观。

解放后新修的湘黔铁路在镇北建有湘乡火车站，每年旅客流量66万余人，货运量达37万

吨。公路交通以湘乡汽车站为中心，潭邵，柘湘，湘翻、湘韶、湘衡等主要干支线，呈放射

状向四面散开，东通湘潭、长沙，西抵双峰、邵阳，南经湘潭县可达衡山、衡阳，北入宁

乡，韶山，西北连通柘溪、涟源。县内有支线直通各区、社。涟水东流，可通机、木帆船，

韶山灌区北干渠从西南至东北，也可通航。镇内旧有的三街九巷十八弄陆续加宽改建。

1 9 6 0年新建的东山路宽12米，贯通西南新兴的工业区，1 9 6 6年建成的东山大桥威巍

壮观，横跨涟水，把东山路和涟水南岸连成一气。加宽扩建的新湘路，宽达1 6米，巳成为

城西的主要街道。城北新辟的东风路宽16．15米，两边还有人行道，平坦整洁，为火车站、

汽车站进入城内的主要通道。原来狭窄的石板、卵石街巷都已改成较为宽阔的水泥或柏油

路。车驰人稠，新房林立，古镇换了新颜。

县城最大的变化是由消费城镇变成了生产城镇。陆续兴建的湖南铁合金厂、湘乡铝厂、

湘乡化工厂，二十三冶一公司等企业分布在西南部。县属的啤酒厂、无线电厂，农机厂，磷

肥厂、轻化厂，印刷厂等2 0多个工矿企业遍布镇内。全镇新办硫化碱厂，日用化工厂、电

机厂，电线厂，星星无线电厂等1 8个企业及3 0个街道、大队企业，遍及街巷。1 9 8 0

年，镇属企业总产值达1086万余元。新建的工农商店、东风商店、红旗食堂、和平饭店、东

风旅社、湘南饭店等大d、llO多个商店和饮食服务单位遍布全镇，商品繁多，市场活跃。

l 9 8 0年商品零售总额达3647万余元，外贸商品收购额达150余万元。

(30)城关镇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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