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疆鬈冀善委冀蒌鬻’眷鼍誊垂塞耄蠹毒譬藿羹簧篓警警莹塞噻：!莹!!等警嚣拳卑孽号繁尊÷÷塑

鬻窬誊

熬囊墨／跫嚣；蜜枣蒸霉

薹=薹嚣i藤
o；盐苗盗耸南幽麓萄茹谴喾

爹嘞蠢瑟嚣薅珏甜q蕊孑*溪蔫



湖南省桃源县地名录
HUNANSHENG TAOYUANXIAN DIMINGLU

<内 部 资料)

桃源县人民政府编印

一九八二年八月



湖南省桃源县地名录

(内部资料)

桃源县人民政府编印

国营桃源县印刷厂 印刷

7 8 7×1 0 9 2I'111111／1 6开本

地图1 0 照片l 0 0 字数6 0万

印数R 0 0

1 9 8 2年8月



目 录

一、前言⋯⋯⋯⋯⋯⋯⋯⋯⋯⋯⋯⋯⋯⋯⋯⋯⋯⋯⋯⋯⋯⋯⋯⋯⋯⋯⋯⋯⋯⋯ I

=、桃源县行政区划图

三、桃源县概况⋯⋯⋯⋯⋯⋯⋯⋯⋯⋯⋯⋯⋯⋯⋯⋯⋯⋯⋯⋯⋯⋯⋯⋯⋯⋯⋯⋯(1)

四，区、社、大队、自然村

城郊区地图

城郊区概况⋯⋯⋯⋯⋯⋯⋯⋯⋯⋯⋯⋯⋯⋯⋯⋯⋯⋯⋯⋯⋯⋯⋯⋯⋯⋯⋯⋯⋯(5)

二里岗公社概况⋯⋯⋯⋯⋯⋯⋯⋯⋯⋯⋯⋯⋯⋯⋯⋯⋯⋯⋯⋯⋯⋯⋯⋯．．-⋯(7)

二里岗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8)

八字路公社概况⋯⋯⋯⋯⋯⋯⋯⋯⋯⋯⋯⋯⋯⋯⋯⋯⋯⋯⋯⋯⋯⋯⋯⋯⋯⋯(10)

八字路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11)

尧河公社概况⋯⋯⋯⋯⋯⋯⋯⋯⋯⋯⋯⋯⋯⋯⋯⋯⋯⋯⋯⋯⋯⋯⋯⋯⋯⋯⋯(14)

尧河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15)

深水港公社概况⋯⋯⋯⋯⋯⋯⋯⋯⋯⋯⋯⋯⋯⋯⋯⋯⋯⋯⋯⋯⋯⋯⋯⋯⋯⋯(17)

深水港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18)

茅草街公社概况⋯⋯⋯⋯⋯⋯⋯⋯⋯⋯⋯⋯⋯⋯⋯⋯⋯⋯⋯⋯⋯⋯⋯⋯⋯⋯(21)

茅草街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22)

车湖垸公社概况⋯⋯⋯⋯⋯⋯⋯⋯⋯⋯⋯⋯⋯⋯⋯⋯⋯⋯⋯⋯⋯⋯⋯⋯⋯⋯(25)

车湖垸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一“⋯⋯⋯⋯⋯⋯⋯⋯··(26)

陬溪区地图

陬溪区概况⋯⋯⋯⋯⋯⋯⋯⋯⋯⋯⋯⋯⋯⋯⋯⋯⋯⋯⋯⋯⋯⋯⋯⋯⋯⋯⋯⋯⋯(28)

陬郊公社概况⋯⋯⋯⋯⋯⋯⋯⋯⋯⋯⋯⋯⋯⋯⋯⋯⋯⋯⋯⋯⋯⋯⋯⋯⋯⋯⋯(30)

陬郊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31)

枫树公社概况⋯⋯⋯⋯⋯⋯⋯⋯⋯⋯⋯⋯⋯⋯⋯⋯⋯⋯⋯⋯⋯⋯⋯⋯⋯⋯⋯(34)

枫树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35)

三汊港公社概况⋯⋯⋯．．．⋯⋯⋯⋯⋯⋯⋯⋯⋯⋯⋯⋯⋯⋯⋯⋯⋯⋯⋯⋯⋯⋯(39)

三汉港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40)

畲田公社概况⋯⋯⋯⋯⋯⋯⋯⋯⋯⋯⋯⋯⋯⋯⋯⋯⋯⋯⋯⋯⋯⋯⋯⋯⋯⋯⋯(43)

畲田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44)

基隆公社概况⋯⋯⋯⋯⋯⋯⋯⋯⋯⋯⋯⋯⋯⋯⋯⋯⋯⋯⋯⋯⋯⋯⋯⋯⋯⋯⋯(46)

基隆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47)

架桥公社概况⋯⋯⋯⋯⋯⋯⋯⋯⋯⋯⋯⋯⋯⋯⋯⋯⋯⋯⋯⋯⋯⋯⋯⋯⋯⋯⋯(50)

。架桥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51)

盘塘公社概况⋯⋯⋯⋯⋯⋯⋯⋯⋯⋯⋯⋯⋯⋯⋯⋯⋯⋯⋯⋯⋯⋯⋯⋯⋯⋯⋯(54)

盘塘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55)



马鬃岭公社概况⋯⋯⋯⋯⋯⋯⋯⋯⋯⋯⋯⋯⋯⋯⋯⋯⋯⋯⋯⋯⋯⋯⋯⋯⋯⋯(58)

马鬃岭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59)

漆河区地图

漆河区概况⋯⋯⋯⋯⋯⋯⋯⋯⋯⋯⋯⋯⋯⋯⋯⋯⋯⋯⋯⋯⋯⋯⋯⋯⋯⋯⋯⋯⋯(62)

漆河公社概况⋯⋯⋯⋯⋯⋯⋯⋯⋯⋯⋯⋯⋯⋯⋯⋯⋯⋯⋯⋯⋯⋯⋯⋯⋯⋯⋯(64)

漆河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一⋯⋯一一·：⋯⋯⋯⋯·(65)

黄婆店公社概况⋯⋯⋯⋯⋯⋯⋯⋯⋯⋯⋯⋯⋯⋯⋯⋯⋯⋯⋯⋯⋯⋯⋯⋯⋯⋯(68)

黄婆店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69)

涌泉公社概况⋯⋯⋯⋯⋯⋯⋯⋯⋯⋯⋯⋯⋯⋯⋯⋯⋯⋯⋯⋯⋯⋯⋯⋯⋯⋯⋯(72)

涌泉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73)

重阳公社概况⋯⋯⋯⋯⋯⋯⋯⋯⋯⋯⋯⋯⋯⋯⋯⋯⋯⋯⋯⋯⋯⋯⋯⋯⋯⋯⋯(76)

重阳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77)

双溪口公社概况⋯⋯⋯⋯⋯⋯⋯⋯⋯⋯⋯⋯⋯⋯⋯⋯⋯⋯⋯⋯⋯⋯⋯⋯⋯⋯(80)

双溪口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81)

热市公社概况⋯⋯⋯⋯⋯⋯⋯⋯⋯⋯⋯⋯⋯⋯⋯⋯⋯⋯⋯⋯⋯⋯⋯⋯⋯⋯⋯(87)

热市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88)

菖蒲公社概况⋯⋯⋯⋯⋯⋯⋯⋯⋯⋯⋯⋯⋯⋯⋯⋯⋯⋯⋯Ⅵ⋯．．．⋯⋯⋯⋯⋯(92)

菖蒲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93)

郝坪公社概况⋯⋯⋯⋯⋯⋯⋯⋯⋯⋯⋯⋯⋯⋯⋯⋯⋯⋯⋯⋯⋯⋯⋯⋯⋯⋯⋯(97)

郝坪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98)

芭茅洲公社概况⋯⋯⋯⋯⋯⋯⋯⋯⋯⋯⋯⋯⋯⋯⋯⋯⋯⋯⋯⋯⋯⋯⋯⋯⋯(101)

芭茅洲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102)

黄石公社概况⋯⋯⋯⋯⋯⋯⋯⋯⋯⋯⋯⋯⋯⋯⋯⋯⋯⋯⋯⋯⋯⋯⋯⋯．．．⋯(105)

黄石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106)

九溪公社概况⋯⋯⋯⋯⋯⋯⋯⋯⋯⋯⋯⋯⋯⋯⋯⋯⋯⋯⋯⋯⋯⋯⋯⋯⋯⋯(109)

九溪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110)

理公港区地图

理公港区概况⋯⋯⋯⋯⋯⋯⋯⋯⋯⋯⋯⋯⋯⋯⋯⋯⋯⋯·O@*D 0⋯-·⋯⋯⋯⋯⋯·(115)

理公港公社概况⋯⋯⋯⋯⋯⋯⋯⋯⋯⋯⋯⋯⋯⋯⋯⋯⋯⋯．．⋯⋯⋯⋯⋯⋯-(117)

理公港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118)

黄甲铺公社概况⋯⋯⋯⋯⋯⋯⋯⋯⋯⋯⋯⋯⋯⋯⋯⋯⋯⋯⋯⋯⋯⋯⋯⋯⋯(122)

黄甲铺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123)

杜坪公社概况⋯⋯⋯⋯⋯⋯⋯⋯⋯⋯⋯⋯⋯⋯⋯⋯⋯⋯⋯⋯⋯⋯⋯⋯⋯⋯(128)

杜坪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129)

钟家铺公社概况⋯⋯⋯⋯⋯⋯⋯⋯⋯⋯⋯⋯⋯⋯⋯⋯⋯⋯⋯⋯⋯⋯⋯⋯⋯(131)

钟家铺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132)

瓦儿岗公社概况⋯⋯⋯⋯⋯⋯⋯⋯⋯⋯⋯⋯⋯⋯⋯⋯⋯⋯⋯⋯⋯⋯⋯⋯⋯(135)

瓦儿岗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136)

牛车河公社概况⋯⋯⋯⋯⋯⋯⋯⋯⋯⋯⋯⋯⋯⋯⋯⋯⋯⋯⋯⋯⋯⋯⋯⋯⋯(139)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牛车河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140)

龙潭区地图 ’一 ’‘

龙潭区概况⋯⋯⋯⋯⋯⋯⋯⋯⋯⋯⋯⋯⋯⋯⋯⋯⋯⋯⋯⋯⋯⋯⋯⋯⋯⋯⋯⋯(144)

龙潭公社概况⋯⋯．．．⋯⋯⋯⋯⋯⋯⋯⋯⋯⋯⋯⋯⋯．．．．．．一⋯⋯⋯⋯“一·，．．．(145)

龙潭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146)

，三望坡公社概况⋯⋯⋯一⋯⋯⋯⋯⋯⋯⋯⋯⋯⋯⋯⋯⋯⋯⋯⋯⋯⋯⋯⋯⋯(149)

三望坡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一⋯⋯⋯⋯⋯⋯⋯一⋯⋯⋯⋯⋯⋯⋯(150)

’观音寺公社概况⋯⋯⋯⋯⋯⋯⋯⋯⋯⋯“⋯⋯⋯⋯⋯⋯⋯⋯⋯⋯．．．⋯⋯⋯·(152)
观音寺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一⋯⋯⋯⋯“⋯⋯⋯⋯⋯⋯⋯·(153)
燕家坪公社概况⋯⋯⋯⋯一⋯⋯⋯⋯一⋯⋯一“⋯⋯⋯⋯⋯”⋯⋯⋯⋯．．．“(155)

燕家坪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156)

鄢家溪公社概况⋯⋯⋯⋯⋯⋯⋯⋯⋯⋯⋯⋯⋯⋯⋯⋯⋯⋯⋯⋯⋯⋯⋯⋯⋯(159)

鄢家溪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一⋯⋯⋯⋯⋯(160)

丁家坊公社概况⋯⋯⋯⋯⋯⋯⋯⋯⋯⋯⋯⋯⋯⋯⋯⋯⋯⋯⋯⋯⋯⋯⋯⋯⋯+(163)

丁家坊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164)

三阳区地图’

三阳区概况⋯⋯⋯⋯⋯⋯⋯⋯⋯⋯⋯⋯⋯⋯⋯?⋯⋯⋯⋯⋯⋯⋯⋯⋯⋯⋯⋯一(166)

三阳公社概况⋯⋯⋯⋯⋯⋯⋯⋯⋯⋯⋯⋯⋯⋯⋯⋯⋯⋯⋯⋯⋯⋯⋯⋯⋯⋯(168)

三阳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169)

太平桥公社概况⋯⋯⋯⋯⋯⋯⋯⋯?⋯⋯⋯⋯⋯⋯⋯⋯⋯⋯⋯⋯⋯⋯⋯⋯一(173)

太平桥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174)

1浯溪河公社概况⋯⋯⋯⋯⋯⋯⋯⋯⋯⋯⋯⋯⋯⋯⋯⋯⋯⋯⋯⋯⋯⋯⋯⋯⋯(178)

浯溪河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179)

余家坪公社概况⋯⋯⋯⋯⋯⋯⋯⋯⋯⋯⋯⋯⋯⋯⋯⋯⋯⋯⋯⋯⋯⋯⋯⋯⋯(182)

余家坪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183)

向家桥公社概况⋯⋯⋯⋯⋯⋯⋯⋯⋯⋯⋯⋯⋯⋯⋯⋯⋯⋯⋯⋯⋯⋯⋯⋯⋯(186)

向家桥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一⋯⋯⋯⋯⋯⋯⋯⋯⋯⋯⋯⋯⋯⋯⋯⋯⋯(187)

剪市区地图

剪市区概况⋯⋯⋯⋯⋯⋯⋯⋯⋯⋯⋯⋯⋯⋯⋯⋯⋯⋯⋯⋯⋯⋯⋯⋯⋯⋯⋯⋯(190)

八公桥公社概况⋯⋯⋯⋯⋯⋯⋯⋯⋯⋯⋯⋯⋯⋯⋯⋯⋯⋯⋯⋯⋯⋯⋯⋯⋯(192)

八公桥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193)

泥窝潭公社概况⋯⋯⋯⋯⋯⋯⋯⋯⋯⋯⋯⋯一⋯⋯⋯⋯⋯⋯⋯⋯⋯⋯⋯⋯(197)

泥窝潭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198)

喜雨公社概况⋯⋯⋯⋯⋯⋯⋯⋯⋯⋯⋯⋯⋯⋯⋯⋯⋯⋯⋯⋯⋯⋯⋯⋯⋯⋯(202)

喜雨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一．．．⋯⋯⋯⋯⋯⋯⋯⋯⋯⋯⋯⋯⋯⋯⋯⋯(203)

一甲城公社概况⋯⋯⋯⋯⋯⋯⋯⋯⋯⋯⋯⋯⋯⋯⋯⋯⋯⋯⋯⋯⋯⋯⋯’⋯⋯(205)

一甲城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206)

马石公社概况⋯⋯“⋯⋯⋯⋯⋯⋯⋯⋯⋯⋯⋯⋯⋯⋯⋯⋯⋯⋯⋯⋯⋯⋯⋯·(209)

马石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210)

8



?兴隆街公社概况⋯．”．．．””一⋯-．，．．”⋯．．．．彤．．．．．．．．．⋯⋯⋯⋯“j．．，⋯⋯⋯⋯··?

兴隆街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一．．．⋯

茶庵铺区地图 ．⋯ 。⋯⋯⋯ ．．
．．，；

茶庵铺区概况⋯⋯⋯_⋯一⋯⋯．．．一．．．。⋯．．，．．⋯⋯⋯一”一一w，·一⋯⋯⋯⋯·

茶庵铺公社概况⋯⋯⋯．．．⋯⋯⋯，⋯⋯⋯⋯⋯“，⋯⋯⋯⋯⋯”“⋯⋯⋯⋯⋯”

茶庵铺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一⋯⋯⋯⋯”“⋯·

三元潭公社概况．，．⋯⋯⋯⋯⋯⋯⋯⋯”⋯一⋯⋯⋯⋯⋯⋯⋯一‘⋯⋯⋯⋯⋯”

，三元潭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一、⋯⋯⋯·，j⋯⋯⋯⋯一

，太平铺公社概况⋯⋯⋯⋯⋯⋯⋯⋯⋯⋯⋯⋯”⋯⋯⋯⋯⋯⋯⋯⋯⋯⋯⋯⋯j

’太平铺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一⋯⋯⋯⋯⋯⋯⋯·，j⋯⋯⋯··i⋯

大水田公社概况⋯⋯⋯⋯⋯⋯⋯⋯⋯⋯⋯⋯⋯⋯⋯⋯⋯⋯⋯⋯⋯⋯⋯⋯．．．

大水田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

牯牛山公社概况⋯⋯⋯．．，⋯⋯⋯⋯⋯⋯⋯⋯⋯⋯⋯⋯⋯“⋯⋯⋯⋯··：⋯⋯

牯牛山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

杨溪桥公社概况⋯⋯⋯⋯⋯⋯⋯⋯⋯⋯⋯⋯⋯⋯⋯⋯⋯⋯⋯⋯_⋯⋯⋯⋯

杨溪桥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

桃花源区地图

桃花源区概况⋯⋯⋯⋯⋯⋯⋯⋯⋯⋯⋯⋯一⋯．．⋯⋯⋯⋯⋯⋯⋯⋯．．．⋯⋯⋯·

桃花源公社概况⋯“⋯⋯⋯⋯⋯⋯⋯⋯⋯⋯⋯．．．⋯⋯⋯⋯⋯⋯⋯⋯⋯“⋯⋯

桃花源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一⋯·一⋯⋯⋯⋯⋯⋯⋯⋯一⋯⋯一．·

一沙坪公社概况⋯⋯⋯⋯⋯⋯⋯⋯⋯⋯⋯⋯⋯⋯⋯⋯⋯⋯⋯⋯⋯⋯⋯⋯⋯⋯

沙坪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一，⋯⋯⋯⋯⋯⋯··

寺坪公社概况⋯⋯⋯⋯⋯⋯⋯⋯⋯⋯⋯⋯⋯⋯⋯⋯⋯⋯⋯⋯⋯⋯⋯⋯⋯⋯

寺坪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一⋯⋯⋯⋯·

郑家驿公社概况⋯⋯⋯⋯⋯⋯⋯⋯⋯⋯⋯⋯⋯⋯⋯⋯⋯⋯⋯⋯⋯⋯‘⋯⋯⋯

郑家驿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

芦花潭公社概况⋯⋯⋯⋯⋯⋯⋯⋯⋯⋯⋯⋯⋯⋯⋯⋯⋯⋯⋯⋯⋯⋯⋯⋯⋯

芦花潭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

龙虎公社概况⋯⋯⋯⋯⋯⋯⋯⋯⋯⋯⋯⋯⋯⋯．．r⋯⋯⋯⋯⋯⋯⋯⋯⋯⋯⋯

龙虎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

五、县直属公社，镇

湘西金矿矿区公社概况⋯⋯⋯⋯⋯⋯⋯⋯⋯⋯-⋯⋯⋯⋯⋯⋯⋯⋯⋯⋯⋯

湘西金矿矿区公社行政区划、自然村一⋯⋯⋯⋯⋯⋯⋯⋯⋯⋯⋯⋯⋯⋯⋯

城关镇概况⋯⋯⋯⋯⋯⋯⋯⋯⋯⋯⋯⋯⋯⋯⋯⋯⋯⋯⋯⋯⋯一．．．⋯⋯⋯⋯

城关镇行政区划、街道、自然村⋯⋯⋯⋯⋯⋯⋯⋯⋯⋯⋯⋯⋯-．．⋯⋯⋯⋯

陬市镇概况⋯⋯⋯⋯⋯⋯⋯⋯⋯⋯⋯⋯⋯⋯⋯⋯⋯⋯⋯⋯⋯⋯⋯⋯⋯⋯⋯

陬市镇行政区划、街道、自然村⋯⋯⋯⋯⋯⋯⋯⋯⋯⋯⋯⋯⋯⋯⋯⋯⋯⋯

漆河镇概况⋯⋯⋯⋯⋯⋯⋯⋯⋯⋯⋯⋯⋯⋯⋯⋯⋯⋯⋯⋯⋯⋯⋯⋯⋯⋯⋯

漆河镇行政区划、街道、自然村⋯⋯⋯⋯⋯⋯⋯⋯⋯⋯⋯⋯⋯⋯⋯⋯⋯⋯

4

(212)

(213)

(216)

(218)

(219)

(223)

(224)

(228)

(229)

(235)

(251)

(254)

(256)

(270)

(274)

)

))))))))

6

0

1

2

3

4

5

6

7

8

9

9

9

9

9

9

9

9

2

2

2

2

2

2

2

2

2

(

((((((((



／

沙坪镇概况⋯⋯⋯⋯⋯⋯⋯⋯⋯⋯⋯⋯⋯⋯⋯⋯⋯⋯⋯⋯⋯⋯⋯⋯⋯⋯⋯(298)

沙坪镇行政区划、街道，自然村⋯⋯⋯⋯⋯⋯⋯⋯⋯⋯⋯⋯⋯⋯⋯⋯⋯⋯(299)

六，自然地理实体

桃源县自然地理实体概况⋯⋯⋯，．．⋯⋯⋯⋯⋯⋯⋯⋯⋯⋯⋯⋯⋯⋯⋯⋯⋯(300)

桃源县自然地理实体名称⋯⋯⋯⋯⋯⋯⋯⋯⋯⋯⋯⋯⋯⋯⋯⋯⋯⋯⋯⋯⋯(303)

部分自然地理实体简介与图片说明⋯⋯⋯⋯⋯⋯⋯⋯⋯⋯⋯⋯⋯⋯⋯⋯⋯(316)

七，人工建筑物

桃源县人工建筑物概况⋯⋯⋯⋯⋯⋯⋯⋯⋯⋯⋯⋯⋯⋯⋯⋯⋯⋯⋯⋯⋯⋯(321)

桃源县人工建筑物名称⋯⋯⋯⋯⋯⋯⋯⋯⋯⋯⋯⋯⋯⋯⋯⋯⋯⋯⋯⋯⋯⋯(322)

部分人工建筑物简介与图片说明⋯⋯⋯⋯⋯⋯⋯⋯⋯⋯⋯⋯⋯⋯⋯⋯⋯⋯(330)

八、企事业单位

桃源县企事业单位⋯⋯⋯⋯⋯⋯⋯⋯⋯⋯⋯⋯⋯⋯⋯⋯⋯⋯⋯⋯⋯⋯⋯⋯(340)

部分企事业单位简介与图片说明⋯⋯⋯⋯⋯⋯⋯⋯⋯⋯⋯⋯⋯⋯⋯⋯⋯⋯(345)

九、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362)

十、附录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批复)湘政办函(1 9 8 2)7 5号⋯⋯⋯⋯⋯(384)

常德地区行政公署常署办(1 9 8 1)8 4号关于调整桃源县几个镇建制

的通知⋯⋯⋯⋯⋯⋯⋯⋯⋯⋯⋯⋯⋯⋯⋯⋯⋯⋯⋯⋯⋯⋯⋯⋯⋯⋯⋯⋯(384)

常德地区行政公署常署发(1 9 8 1)6 7号关于同意桃源县部分大队更

名的批复⋯⋯⋯⋯⋯⋯⋯⋯⋯⋯⋯⋯⋯⋯⋯⋯⋯⋯⋯⋯⋯⋯⋯⋯⋯⋯⋯(385)

常德地区行政公署常署发(1 9 8 1)7 4号关于桃源县漆河镇、沙坪镇

居委会命名的批复⋯⋯⋯⋯⋯⋯⋯⋯⋯⋯⋯⋯⋯⋯⋯⋯⋯⋯⋯⋯⋯⋯⋯(386)

桃源县人民政府桃政发(1 9 8 1)1 5 6号关于部分地名命名更名和

部分区、社、队更换印章的通知⋯⋯⋯⋯⋯⋯⋯⋯⋯⋯⋯⋯⋯⋯⋯⋯⋯

桃源县人民政府桃政发(1 9 8 1)1 6 0号关于统一行政区划标准名称

的通知⋯⋯⋯⋯⋯⋯⋯⋯⋯⋯⋯⋯⋯⋯⋯⋯⋯⋯⋯⋯⋯⋯⋯⋯⋯⋯⋯⋯

桃源县人民政府桃政发(1 9 8 1)1 7 4号关于城关镇街道命名更名的

批复⋯⋯⋯⋯⋯⋯⋯⋯⋯⋯⋯·?⋯⋯⋯⋯⋯⋯⋯⋯⋯⋯⋯⋯⋯⋯⋯⋯⋯’

桃源县人民政府桃政发(1 9 8 1)1 7 7号关于部分水库、河坝更名的

批复⋯⋯⋯⋯⋯⋯⋯⋯⋯⋯⋯⋯⋯⋯⋯⋯⋯⋯⋯⋯⋯⋯⋯⋯⋯⋯⋯⋯⋯

地名图上舍标的地名⋯⋯⋯⋯⋯⋯⋯⋯⋯⋯⋯⋯⋯⋯⋯⋯⋯⋯⋯⋯⋯⋯⋯

桃源县地图，区地名图勘误⋯⋯⋯⋯⋯⋯⋯⋯⋯⋯⋯⋯⋯⋯⋯⋯⋯⋯⋯⋯

编 后⋯⋯⋯⋯⋯⋯⋯⋯⋯⋯⋯⋯⋯⋯⋯⋯⋯⋯⋯⋯⋯⋯⋯⋯⋯⋯⋯⋯⋯

(386)

(400)

(437)



吉
日

《桃源县地名录》是本县进行地名普查工作的主要成果。

建国8 2年来，本县由于生产建设的发展，行政区划多次变动，有些地名已经消

失，新的地名大量产生，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乱命地名、滥改地名的现象不断出现，致使

地名重名、名不符实、用字不当，含义不清、讹错遗漏等问题普遍存在。全县公社名称

与外县重名的有两个，大队名称叫和平的有t 8个，叫红卫的有1 0个，叫红心的有1 0

个，叫东风的有1 0个，叫胜利的有9个，字体不规范．滥造简字的现象，更是不胜枚

举，如’“源’’作“沅’’、“溪”作“}t”，区，社，队公章字体不合规定的，竟达

4 0 0个以上。这些情况直接造成商标发生疑问，邮件发生错投，侦察发生目标不准确

等等，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乃至各部门的日常工作。因此，实现地名标准化，

是四化建设的需要．编写地名录，是适应这一需要的必要工作。

地名普查，是以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为基础资料，以实际地名为依据，查清地名来

源、含义、历史变迁和地理位置，加上汉语拼音。普查对象是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名称、

位置重要的自然村和著名的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游览胜地、人工建筑物、自然地理

实体。此外，属于独立存在的、重要的台、站、港、场也在普查范围之内。在普查的同

时，做好命名更名工作。为了保证质量，整理成果赣段，县、区、镇、社三级分别集中专业

力量，反复推敲，修改表、卡、图、文，做到四统一。根据文件精神属于非改不可的地

名，经过反复讨论，，上下结合，取得命名更名一致意见后，报请行署审查批准，再由县

人民政府行文公布。，

通过普查资料的审查核实，整理归纳，更名公社2个，更名大队2 8 9个，更名人

工建筑2 9条，更名居委会1个，命名居委会4个，城关镇命名街道1 6条，改正文字

不规范的公社名称1 0个、大队名称4 6 6个，改正大队党、政印章字体不一致的

1 0 8个，县军用地图原注地名5，4 5 2条，勘误地名2，4 9 8条，删减地名3 2 1

条，增注地名2，6 0 4条。全县现有地名总计7，7 9 7条，填写了地名卡片1，9 7 7

张。这是地名普查的成果，也就是编写地名录的资料。

本地名录内容分为1 0个部分，一、前育，二、桃源县行政区划图，兰、桃源县概

况’四，区、社、大队、自然村，五、县属公社、镇，六、自然地理实体，七、人工建

筑物，八、企事业单位，九、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十、附录。

县行政区划图，比例尺是1。1 6万，区、镇、社标准地名图，比例尺是1·8万至

l·8万。山脉、河流、政区、重要自然村，小(一)型以上水库、长2 0 0公尺以上

的涵洞隧道，长8 5 0公尺以上的渡槽以及有地理方位意义的企事业、文教卫生单位、

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均可一览。县、区地图共1 0张，分装在县、区概况的前面。

文字概况，是地名录的重要部分。按县、区、镇、社行政单位和自然地理实体、人

工建筑物等共撰写概况7 7篇。文字体例，系按上级规定的“概况编写提纲"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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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概述、自然条件、经济情况、文教卫生事业简况、著名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方

位，县以省城定，区、镇、社以县城定。引用数字，均以1 9 8 0年年报为准，采用绝

对数，以重实情。发展数用百分比、千分比，一般未列基数。地名的来源和含义，一般

采用《县志》有记载，所列理由或传说合情合理的。专业术语一般来自主管部门口径。

区、镇、社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等部分的概况后面是地名表或单位表。表内

分标准名称，汉语拼音，人口、耕地面积，驻地(或其他)等栏，都要求拼音准确，数

据实在，字体合乎规范。合计录入自然村5，8 2 2条，自然地理实体曩8 0条，人工

建筑2 8 7条，企事业单位1 4 5条，革命纪念蹙，名胜古迹2 0条。

为了重点说明实况，拍摄照片1 0 0张，加了简要说明，编在有关部分的后面。其

中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桃花源，按游览路线编入照片，并选用少量古人诗句，籍

供欣赏。

附录部分，收入了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复两个公社改名的文件，常德地区行政公署关

于本县部分大队改名和漆河、抄坪建镇的文件，桃源县人民政府关于部分地名更名和部

分区、社，队更换印章的通知、关于统一行政区划标准名称的通知等，这是重要的历史

资料，备供今后查考。

本县地名普查和《桃源县地名录》的出版，得到了省、她地名领导单位的具体指导

和热情帮助，得到了县内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并借鉴了兄弟县市地名工作的经验，在

此谨致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地名普壹和地名录的编写出版，是一项新工作．由予我们政治承平和业务承平的限

制，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领导、专家和同志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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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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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县概况

桃源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东与临澧，常德接壤；西与大庸、沅陵交界，南与安化

为邻，北与慈利、石门毗连。东西宽约7 5公里，南北长约118公里，总面积4，441．22平

方公里。全县划为9个区、4个镇、6 1个公社，下辖846个大队，8，7 2 9个生产

队，9个居委会，5，8 2卫个自然村，2 2 1，5 0 6户，9 0 2，3 3 1人。其中农

业户2 0 6，5 7 7户，人口8 3 87，1 7 2人；回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5，4 0 0

人，其余均系汉族。

中国科学院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桃源实验站、湘西金矿、桃源纺织印染厂、桃源

师范学校等中央、省、地属单位设在县境内。县人民政府驻地城关镇距省会长沙2 2 0

公里。

桃源县历史悠久。公元前2 1世纪，属荆娴之域。春秋战国为楚国属地。秦属黔中郡

地。汉属临沅县。后汉建武2 6年(公元5 0年)，划入沅南县，属武陵郡。晋以后名

称未改。隋唐划入武陵。宋代乾德元年(公元9 6 3年)，从武陵析出设县，因境内有

桃花源，故名桃源县，属鼎州，后属常德府。元代元贞初年(公元1 2 9 5年)，升为

州，属常德路。明代洪武2年(公元1 3 6 9年)，再改为县，属常德府。清代照旧。

民国先后属武陵道、辰沅道、第四行政督察区。1 9 4 9年7月2 7日，桃源解放，是

年8月1 4日，成立桃源县人民政府，属常德行政公署。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将国民党

统治时期的3 6个乡、镇划为8个区。1 9 5 0年增至1 0个区。1 9 5 2年划为1 8

个区，两个镇，2 9 1个乡。l 9 5 6年撤区并乡，划为4 8个乡，4个镇。1 9 5 8

年划为1 9个人民公社。1 9 6 1年，调整划分为9个区，两个镇，6 0个公社，同

年，湘西金矿矿区公社划属桃源为县直辖公社，1 9 8 1年8月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

准，恢复漆河、沙坪两个镇，这就是全县目前行政区划的规模。

桃源县，地处云贵高原向湘赣丘陵、湘西山地向洞庭湖平原过渡的地带，属沅水中

下游流域。雪峰、武陵两山的余脉，分布在县境沅水南北两岸，形成低山、丘陵、平原皆

有的地区。县境北、西、南部属高丘、低山地带，地势较高，一般海拔2 0 0至1，0 0 0

米，最高点老虎尖海拔l，l 2 9．6米；沅水中游的支流中下游属中丘低丘地带，地势降

低，一般海拔5 0至2 0 0米；沅水下游至常德属洞庭湖平原的构成部分，都在海拔

5 0米以下。

沅水自沅陵流来，西流入南部，然后折北，经城关、陬市，出常德，注入洞庭

湖，流经县境9 9公里，有4 8条一级支流汇入。

县境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年降雨量1，0 0 0至2，0 0 0毫米，年蒸发量

1，1 9 0毫米，多年平均气温1 6．5℃(1月平均温5．5℃，7月平均温28．6℃)，

无霜期2 8 4天，历年平均日照1，5 3 1小时。

全县有耕地l 3 9万亩，其中水田1 0 5万亩，旱土3 4万亩，按现有农业人口计

算，人平1．6 5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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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为了发展农业，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干了每一个冬春，根据水量水

能先后建成大型水库(黄石)1座，中型水库8座，小(一)型水库6 2座，小(二)

型水库2 8 5座，堰塘5 8，8 0 9口，中型河坝1 0座，小型河坝2，9 9 2座，电力

提灌站3 7 8处，装机3 5 6台，水轮泵站1 7 1处，装机1 9 7台。全县蓄、引、提总

水量达到1 0．3亿立方米，其中有效水量8．6 4亿立方米，平均每亩耕地拥有水量

6 2 1立方米，按水田平均每亩8 2 2立方米。修通干渠和支渠共2，6 4 0公里，有效灌

溉面积已达1 0 7万亩，比1 9 4 9年的28万亩增加2．7倍。已建成防洪大堤l 1 7公

里，电力排涝机埠1 8处，装机容量3，7 7 5千瓦，排渍面积8．1 8 5万亩。

小水电建设近十年来发展较快，已有小水电站9 8处，装机1 3 3台，其中装机

5 0 0豇以上的电站7处。1 9 8 0年发电量3，2 0 0万度，占全县工农业实际用电量

的3 0％，所有的公社和7 5％的大队、6 0％的生产队用上了电。1 9 7 9年水利部

曾在县里召开全国水利管理现场会，本县被命名为“全国水利管理的标兵县”，还荣获

国务院颁发的嘉奖令。

3 2年来，平整土地2 0万亩，初步改良次生潜育化土壤1 1万亩。农村科学技术

体系已初步形成，培养了大批农业技术干部。

农业机械装备也有了一定的基础。1 9 8 0年全县拥有拖拉机1，7 3 6台，其中手拖

1，2 5 9台，机耕机耙面积2 7-．7 9万亩，排灌机械8，4 7 5台，受益面积5 1万亩；

机滚船1，0 6 0部，农用汽车2 6 7辆，动力植保机械3 5 2台；人力植保机械52，847

部，动力脱粒机4，1 6 4台；动力打稻机2，3 0 4台；人力打稻机2 5，1 3 1台；动力

加工机械7，2 1 9台，全县农用总动力共2 0．7 3万马力，平均每6．8亩耕地1马

力。县农业机械化学校与各区，社共培训了各种农机人员1 0，9 7 0人。

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逐步改善、农业机械装备程度和科学种田技术水平的逐步提

高，农业生产逐步得到发展。1 9 8 0年粮食总产8．2亿斤，棉花总产1 2．8万多

担，食油总产9．5万多担，牲猪饲养量7 8．7万头，出栏肥猪3 1万多头，农业总产

值2．2亿多元。与1 9 4 9年比较，粮食总产增长1．2 5倍，棉花总产增长9．7倍，

食油总产增长1．3 9倍，牲猪饲养量增长5．7 6倍，出栏肥猪数增长9倍，农业总产

值增长3．7倍。1 9 8 1年农产品产量又在上年的基础上有所增长，粮食比上年增产

1亿多斤，食油增产3万多担，其他多种经营生产都得到了发展。桃源县是湖南省粮

棉油生产基地县之一。1 9 7 8年还被确定为全国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基地县。

全县山地面积8 9 8万亩，其中林地3 1 7万亩，草山草坡4 2万亩。解放以来，

人工造林保存面积7 8万亩，其中万亩以上成片人工造林的公社4 7个，垦复、改造油

茶、楠竹林基地共2 0万亩；封山育林8 3万亩，四旁植树2，7 5 5万株，绿化公路

2，0 6 0公里，绿化沟、港、河堤9 2 0公里，现有立木蓄积量9 2万多立方米，楠

竹蓄积量2，1 0 0万根，森林覆盖率3 0％；有国营林场4个，社、队集体林场6 0 2

个。累计向国家交售木材7 4万多立方米，楠竹2，5 0 0多万根。此外，茶油、板栗、

棕片、松脂、生漆、白腊、五蓓子等产品，一年年地加多。同时，林业发展，改变了

生态环境，为农业、牧业、渔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林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显示了

极大的作用，联合国环卫考察团和中央有关领导曾来考察，肯定了治山成绩。1 9 7 8

年曾被评为全国治山造林先进县，并荣获农林部颁发的奖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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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地下宝藏丰富。主要矿产有石煤、钒、锌、铝、铜、白钨、锑、金、重晶石、

黄铁矿、铀、磷、钾、桃花石、石灰石、白云石、金刚石、硅石，石膏等2 0余种。黄

金、白钨，金刚石，国家设有采矿机构，进行开采。近年来，也有大队，生产队或社

员个人开采的，每年为国家增加了大量财富。石煤可产储量为1 4．2 5亿吨，发热量

一般为每公斤8 0 0至2，2 0 0大卡，利用前途，非常可喜。

国营工业和社队企业发展较快，现有机械、化肥、纺织、采金、酿造，印刷，日用

瓷、玉雕、建材、粮食加工、副食品生产等行业，1 9 8 0年县属工交企业单位3 0 4

个，年末固定资产4，9 0 3万多元，工业总产值7，5 6 4万多元。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

单位2 7个，职工l万多人，工业总产值3，6 6 7万多元。农村公社企业单位2 8 6

个，职工8，0 0 0多人，总收入8，0 0 0多万元。产品有碳铵、氨触媒、塑料制品、橡

胶杂件、柴油机、碾米机，水泥制件等2 2 0多种。传统产品桃源石雕，远销国外，陬

市桂花糖、漆河德字粉等特产，久负盛名。陬市桂花糖1 9 8 1年被评为全国优质产

品，营获国家银质奖章。

全县邮电企业，发展很快。邮电职工8 1 9人，邮路总长4，6 8 1公里，邮件运输

全部由汽车、摩托担负。电信设备，城关镇已拥有自动电话8 0 0 f-j，长途电信有单路

载波机一部。此外敷设农话电缆4 2．8 3皮长公里，全县拥有总机6 0部共2，0 5 0

门，线路3，8 9 4公里。由于邮电现代化作出了成绩，1 9 8 0年被评为全省邮电部门

的先进企业。

全县交通运输发展迅速。公路建设方面，已有各种公路和机耕道2，3 0 1公里。新

修油路1 6 5公里。新建和改造大、中、小型公路桥梁1 7 8座，总长4，3 8 4米，全县所

有公社和8 0％的大队通公路或机耕道，6 1％的公社通客车。对外通过长怀、常慈等

公路，与沅陵、常德、大庸、慈利、长沙等所有桃源相邻各地及省城，都有货车和定期

客班车相通，初步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运输网。水上运输，沅水航运，上溯

沅陵至贵州，下通洞庭连长江，是县境货物吞吐动脉。沅水的较大支流如白洋河等也有

舟楫之便。县城和陬市还建立了机械化半机械化装卸码头1 0座，年吞吐量达5 0万

吨。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解放了生产力，繁荣了城乡经济。

解放初期，全县小学3 4 1所，教职员1，5 7 5人，学生4，2 1 5人；初中三

所，教职员4 5人，学生5 4 0人。到1 9 8 0年，小学已发展到1，0 3 6所，教职员

5，5 9 9人，在校学生1 7 6，7 2 2人。中学发展到1 0 9所，教职员2，8 4 8人，

在校学生8 8，2 3 1人。其中普通高中1 4所，在校学生5，5 5 D人。从高等学校恢

复招生以来，全县为大、中专输送新生3，0 0 0多人，其中由重点中学一中输送的达

／7 0 0多人。小学教育普及率已达9 8％。业余教育，扫盲教育，著有成绩。农民大学

已建校招生，初具规模。教师进修学校，举办了高师、中师函授班与定期进修班及二年制

中师班，对中，小学师资培调，起了很好的作用。

卫生事业发展也很快，现有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和7 0所医院，病床1，3 7 2

张，工作人员l，6 5 3人，医疗器械，价值1 0 0多万元。此外还有农村合作医疗站

6 1 0个，赤脚医生1，7 3 3人。通过防治，鼠疫、天花，霍乱已经消灭，疟疾，乙

脑、流脑、麻疹等传染病的发病率已大幅度下降．卫生科技成果显著，钩体病的病死率

是全国最低地区之一I《中西医结合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的体会》等科研资料，已被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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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征用。县中医院眼科从1 9 7 0年起，先后接待了来自全国2 9个省、市(区)，

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眼病患者2 6万多人次，使3，0 0 0多名眼病患者，获得较好的

疗效。卫生业务培训，设有县属卫校，定期轮训在职医生、护士。

目前人民文化生活比较丰富，县有文化局，镇有文化馆，各公社有文化站。县有汉

剧团，镇、社有业余剧团1 1个，季节性和业余文艺宣传队2 3个，木偶戏剧团1个，

曲艺演唱队6个。县有影剧院2座，镇、社影剧院4 6座。1 9 8 0年县电影发行公司

曾被评为全省红旗单位。文艺创作，全县有业余作者2 2 9人，解放以来，被采用作品达

7 0 0多件。

境内山河秀丽，名胜古迹多，博得古今游人赞赏。树t,JJI仙隐、白马雪涛，荣萝晴

画，梅溪烟雨，浔阳古寺，楚山春晓、漳江夜月、艟船晚渡，称桃源外八景。桃花源位

子县城西南1 5公里，是湖南省著名风景区之一，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晋陶渊明

《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而著称。从唐代起已有寺观，历代都有维修新建。历代名

士诗人如唐代刘禹锡、王维、李白、孟浩然、张旭、韩愈、曹唐、张乔、吕洞宾，五代郑樵，

宋代王安石，苏东坡、黄山谷、谢枋得，元代丁鹤年，唐朝，明代王守仁、阙士琦、江

盈科等都曾迷恋过桃花源，留下了他们优美的诗篇。解放后，上级一再拨款进行维修、翻

修，目前已开放为旅游风景区，四季都有人参观。尤其是春暖花开时候，中外游人，络

绎不绝。县北多石灰岩溶洞，如龙洞、高灵洞、灵岩洞等，有的宽敞可容千人，有的深

不可测。洞里石壁下，石径通幽，清溪流水，石壁上，石佛、石兽、石器，光怪陆离，

琳琅满目。县西南多奇特山峰，如观音尖，天台山、水心寨等，有的孤峰突起，峭然笔

立，有的耸入江心，俨然中流砥柱。此外热市公社境内的热水坑温泉，四季有温泉涌

出，是天然浴池。

桃源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民主革命家宋教仁，八字路公社人，1 9 1 2年任南

京政府法制院总裁，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任代理理事长，1 9 1 8年被袁世凯派人

刺杀于上海。刘炎，马鬃岭公社人，1 9 2 7年参加秋收起义，在红军和解放军中，历

任师政委等职。翦伯赞，枫树公社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著有《历史哲学教程》，

《中国史纲》等书。张唯一，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陈协平，曾任红

二军四师政委。王其梅，曾任西藏军区司令员。他们都是桃源人民崇敬的革命前

辈。大革命时期李庆兰、刘正洪等人领导农民运动，全县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党组织领导

全县人民迎接解放，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锻炼了桃源人民。解放后，桃源人民在党和

政府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可喜成果。今天，他们更是信

心百倍地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祖国

而奋勇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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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流水不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