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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邵阳市郊区区委书记 易佑德
邵阳市郊区人民政府区长 何铁成

在中国浩瀚的方志海洋里，省有省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在漫漫历史长

河中形成的八干多种、十万余卷地方志中，未曾有郊区志。新中国成立后，盛世

修志，志苑里绽开的一束新葩，便是郊区志。她使我国的志苑更加异彩纷呈。首

部《邵阳市郊区志》应运成书，开邵阳市郊区史志之先河，不仅为昨天在这块热

土上英勇奋斗的先驱者树立了历史丰碑，而且为今天的建设者提供了科学借鉴，为

后代子孙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可喜可贺!

邵阳市郊区建置于1951年3月，系市派出机构，至1978年10月升格为县级

郊区。其境域几经扩大、缩小、再扩大，直至1984年才形成现今行政版图。它的

建置沿革、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与城区、邻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由于

其建置时间短，有些事业尚未自成体系；由于境域多变，有些活动的决策与实施

归属市与邻县。故首部《邵阳市郊区志》的内容只能求特而不求全，据实直书，尽

可能地汇集了郊区境域内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珍贵史料。它的问世，对于

郊区人民鉴古知今，彰往训来，团结奋进，开拓进取，具有千秋之功。

首部《邵阳市郊区志》的编写，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本着党委领导、政府主修、部门配合、r众手成书的

原则进行。区委常委为此多次进行专题研究部署；区政府主要领导牵头，认真组

织实施；区人大、政协、纪检会、人武部及区直各部门、各单位通力合作；省、市

有关领导、专家、学者、郊区历届老领导以及兄弟县、区志界同仁，给予了极大

关心和支持。从1989年6月初始，先后有区委、区政府等6大家和区直60个单

位领导80余人投入修志，有300多人采集资料，128人参与编写，近400人参加

审稿。在志无前承、资料散失的情况下，修志人员不畏严寒酷暑，持之以恒地搜

集资料，伏案笔耕，潜心编纂，多方审查，严格把关，几经反复，六易春秋，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序 言

利告竣。首部《邵阳市郊区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众手写志，众口评志，众志

成城。在此，谨向所有从事和关心、支持编写首部《邵阳市郊区志》的同志，表

示崇高的敬意! ．‘

勤劳勇敢、富有创造精神的邵阳市郊区人民，用智慧和双手谱写了昨天和今

天的壮丽诗篇，也一定会描绘出明天更加灿烂的画卷。

一九九五年四月八日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境内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资料性、思想性

和科学性的统一。 ，

二、本志取事时间断限：上限原则上起自1949年10月，必要时适当上溯；下

限至1990年，《名人录》适当下延。
’

三、本志记述空间：以1990年郊区境域为界，不越界，也不弃界。由于行政

区划几经变更，部分地方曾隶邻县管辖，隶县期间的事物记入本志。记述时，分

别记沿革，融合记事业。1978年10月建立县级郊区前的全境，用。境内"表示，

市辖部分用“近郊"表示。对曾属郊区，今已划归城区部分，未予记述。坐落在

郊区的中央、省、市属单位，亦未详述。

四、本志篇目设计：从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坚持事以类从、

类为一志的原则，不受行政隶属关系与机构设置的局限。卷首设概述，综叙区情，

总摄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记述境内大事、要事、新事；主体部分是专志各篇，

横分门类，纵述史实。各篇按篇、章、节，目4个层次布局，专志篇后设附录。

五、人物篇中的《人物传》，收录历史上有较大影响或在某方面有较大业绩的

已故人物，以本籍人为主，一人一传，按卒年先后排列。《名人录》收录的是本籍

健在的各界名人，按生年先后排列，一人一录。

六、本志体裁：述、记、志、传、录、图、表诸体并用，以志为主，述、记0

传次之，图、表随文穿插。记述采用语体文、第三人称。文字力求准确、朴实、简

洁、流畅，言必有据，据事直书。

七、本志时间表述：历史纪年，在朝代年号后括注公元纪年，同页连续出现

相近年份，只注前面一次。年代起止用“～"符号表示。

八、本志数据：以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数目为据。统计部门缺乏的，采用有

关部门数据。



凡 例

九、数字书写：汉文与阿拉伯文并用；历史朝代纪年、不定数、次数、成语、

习惯语、专用名词、军队番号中的数字用汉字j公元纪年、民国纪年、计量、统

计中的数字用阿拉伯文。计量采用法定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计量单位照

实记载，首次出现时加注说明。行文中不以计量符号代文。

十、本志资料取自省、市、县、区、乡文书档案，正史、旧志、报刊、专著、

族谱及知情人员回忆笔录，经考证入志。引用时，一般不载出处。引用文件原文

时，注明发文单位、年度、字别、文号、标题。



概 述

(一)

邵阳市郊区位于湘中腹地，环绕邵阳市城区。1951年3月始设区。1978年10

月升格为县级区。地处北纬27。4745"～27。18734"，东经110。20757"～110。37’30”。东

界邵东县，北邻新邵县，南、西两面与邵阳县毗连。在388．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繁衍生息着汉、回等18个民族，28．48万人口。每平方公里734人，为全省平均

密度的2．56倍。人均占有耕地0．61亩，为全省平均数的65％。劳力资源丰富。

1990年，辖城东、火车站、石桥、高崇山、鸡笼、云水铺、板桥、蒋河桥、城南、

雨溪、面铺、檀江、江北、田江、茶元头15乡、202个村、2723个村民小组。区

治设城郊结合部之宝庆东路。

郊区地处衡邵丘陵盆地。境内丘岗波状起伏，河谷平原似串珠镶嵌其间。地

势南高北低，南部多低山，岗峦罗立，．最高点是面铺乡吊井岭，海拔504米；北

部地势低平，田连阡陌，最低点在田江乡苗儿村，海拔201米。属中亚热带气候，

季风交替，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水丰沛，严寒期短，暑热期长，年平均气温

17 C，年日照1533小时，年降水量1323毫米，光、热、水基本同季。

境内低山、丘陵、岗地、平原、水域兼有。地上宜于多种作物生长一地下富

有多种矿藏。既具有开发城郊型立体农业的优越条件，又有发展现代工业的潜在

优势。农产品以水稻、蔬菜、柑桔为大宗，大豆、小麦、红薯、油菜、茶叶、花

生次之。为城市服务的蔬菜、肉食基地初具规模，无核蜜桔、红碎茶、辣椒和瘦
肉型生猪行销国内外。地下矿藏有煤、铁、锰、钒、砂金、大理石、优质石炭岩

等。烟煤品质优良，市属新东、肖家冲、短陂桥煤矿座落境内。大理石质地上乘，

经上海精加工出口，享誉国际市场。境内水系发育，资江、邵水及16条支流渡壑

越野，河网环布全境。既有灌溉、舟楫之便，又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水能资

源理论蕴藏量5万多l匠，可开发量有3．88万鞋。
‘

郊区山环水复，风光旖旎。历史上的“宝庆十二景"，多点缀于平畴如镜、山

似画屏的资江两岸。其中桃洞流香、佘湖雪霁、神滩晚渡3景位于境内。江北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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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万历年间由邑人车大任和宝庆知府胡梗倡建的北塔，七层八面，塔檐斗拱皆

以精磨石片镶成，工艺精美，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郊岩溶地貌发育，众

多的溶洞奇观为邵阳古城添姿增色。其中的无底洞，洞中有洞，幽深莫测，令游

人油然而生“洞中乾坤大，地下别有天"之感慨。

郊区交通、通讯称便。娄邵铁路终点站——邵阳火车站坐落境内，可直抵娄

底、株洲、长沙而达全国各地。公路有320国道横贯东西，207国道纵连南北，1821、

1812两条省道及县道、乡道、村道经纬交织，公路通车里程451公里。。市内公共

汽车通达各乡、场、集镇。乡村电话全部进入市话网络，村村通投递邮路。

(二)

境内开发历史代远年长。早在新石器时代，便有先民生息。千百年来，灵秀

山川，淳厚民风，滋润万物，加之临近一域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得风气之

先，孕育斯土人才辈出，代有英贤。祖居今石桥乡的宝庆车氏一家，明末清初呈

慧星聚集之势，自首起者浙江布政使车大任兄弟以下七代，科举皆中，人才迭出，

车以遵、车无咎等以学术成家者达35人，著作不下千余卷。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中敢为天下之先的蔡锷将军，亦于清末诞生在境内蒋河桥乡。民国5年

(1916)袁世凯窃国称帝，蔡锷自云南率师讨袁，护国成功，再造共和，铭于史册。

民国8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爆发，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境内一批批热血儿女在求索中思考，在比较中抉择，前赴后继地走上以救国救民

为己任的道路。早在“五四”运动狂飙骤起时，雷逸民(今檀江乡人)便投身革

命洪流，成为一名闯将。民国13年雷逸民的胞妹雷瑜，又在北平积极参与并组织

震惊中外的女师大学潮，堪称一代女杰。大革命时期，雷逸民回到家乡，与中共

宝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宝庆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欧阳秋曝、渡头桥支部书记艾

玉舟、宝庆县农协委员李柏青等一道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雷逸民、李

柏青等在向封建势力进行的英勇斗争中惨遭杀害。抗日战争期间，境内无数热血

青年为拯救民族危亡，纷纷挥戈抗敌。国民革命军团长陈叔达(今云水铺乡人)先

后参加淞沪保卫战、南昌反攻战，民国28年在安徽青阳以身殉国，被国民政府追

认为陆军少将。在大青山抗日烽火中出生入死的骑兵支队司令员姚吉吉(今鸡笼乡

人)，以后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人民解放军一代骁将。

新中国成立后，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境内先后有860名青年参加中国人民志

愿军入朝作战，其中57人为世界和平献出宝贵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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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境内大部分生产资料为剥削阶

级占有，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缓慢，长期处于以小农生产和传统手工业为

主的自然经济状态，劳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方面率领境内人民砸碎千年封建土

地制度的枷锁，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重大社会变革，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并

逐步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推进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另一方面开

展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和为城市服务的副食品生产基地建设，不断

改善生产条件；同时，通过改革耕作制度，普及科学技术，全面引进技术、良种，

长期狠抓蔬菜、粮食、柑桔生产，大力发展区乡企业，积极开展多种经营。从而

促进境内经济由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逐步向区域化、基地化的商品经济转化l

由单一的、传统的粮菜生产型经济，逐步向多功能、现代化的农、工、商、运、建、

服综合经营的城郊型经济转化。1990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2．4093亿元，其中

农业总产值0．6919亿元，工业总产值1．7144亿元。国民总收入3．4582亿元。社

会商品零售总额8163万元，地方财政收入1034万元，居民储蓄余额9410万元。

尤其是城郊型农业开发和受城市辐射的区乡企业发展，呈现出一定特色。

城郊型农业初具规模。新中国成立前，境内处于自然经济状态，蔬菜面积仅

有1500亩，柑桔面积1790亩，为城市服务的副食品生产薄弱。1951年郊区建置

后，开始调整近郊产业结构，把副食品生产定为发展方向，逐步开辟蔬菜、肉禽、

鲜鱼、水果等专业生产基地，改进生产设施和生产方式，引进优良品种，推广科

学技术，促使蔬菜等副食品供应与城市居民消费趋于平衡。1958年，全面“大跃

进”导致市区人口骤增，中共邵阳市委、市人委将商品蔬菜纳入国家计划，相继

扩大商品蔬菜及商品鱼、商品肉禽生产基地规模。80年代初，境内全面推行联产

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1983年：全区粮食总

寿上升到8．96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区、乡党委、政府迅速抓住机遇，调整产

业结构，有计划地调减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用以发展为城市服务的蔬菜、水果、水

产、生猪、家禽生产。通过取消蔬菜统购包销体制和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促

进境内以城市市场为导向的、以鲜活产品为主的商品性农业迅速发展。1990年，全

区土地平整、灌溉自如的蔬菜面积达6919亩，形成以菜为主的专业村30个，还

在远郊建设了一批流动二线蔬菜基地。柑桔发展到34176亩，为1949年的19倍，

成为全国柑桔优良品系开发试验区之一。建有国营、集体专业渔场25处，养鱼水

面达2458亩，发展养猪、养鸡：养鸭、养甲鱼、养奶牛的专业户2416户，成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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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瘦肉型生猪出口创汇基地之一。年产时鲜蔬菜4万吨，柑桔9767吨，生猪

16．6万头，家禽85．7万羽，鲜鱼2300吨。不仅蔬菜、肉禽、水产能保证城市居

民生活需要，柑桔、红碎茶、生猪等农产品还跻身国际市场，出口创汇。粮食总

产连年稳定在8万吨左右，自给有余。

区乡企业成为城郊型经济的“半壁江山”。境内的区乡企业是在传统手工业的

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1954年，芹菜塘初级农业合作社创办陶器厂，为境内乡

村企业之始。1956年，境内石灰、砖瓦、农具、雨具、笔墨、缝纫、航运、板车、

小煤窑等乡村企业发展到26家，从业462人。1958年，原有乡村企业全部收归人

民公社所有，各公社还办起了14个铁厂、18个铁矿、16个小煤窑，投入劳力3万

多人。仅一年时间，铁厂、铁矿因技术设备落后，资源缺乏，全部下马；煤窑严

重亏损，仅存l处。60年代中期邵阳被定为“小三线"建设地区后，国家先后新

建和迁入一批大中型企业，又在近郊建立城东、城西等新工业区。境内各公社把

握机遇，利用近城及工业区开发建设的区位优势，吸收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多方面

辐射，先后创办机械、化工、建材、塑料、五金、工艺、饮料等7个行业共56家

企业；且生产规模日益扩大，机械化自动生产线开始出现。建筑业亦同时崛起，并

初步形成一定规模。1976年，境内社队企业发展到621家，从业12439人，年产

值1760．9万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境内乡镇企业步入稳步、快速发展时期。

区委、区政府两次组织区、乡领导赴江浙考察乡镇企业，多次派人到长、衡、株、

潭、岳等市郊区学习经验，提出“稳定基础抓农业，突出重点抓工业"的战略方

针，一方面对原有企业进行挖潜改造，扩大规模；一方面利用得天独厚的近城优

势，通过联营、协作，引进技术、人才和资金，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创办一批新

型企业，促使区街、乡镇企业迅速成为全区城郊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产业支

柱。至1990年，区办、乡办、村办、联户办、个体办“五个轮子"一齐转，由机

械、冶金、五金、采矿、发电、电器、化工、造纸、印刷、包装、皮革、塑料、纺

织、服装、羽绒、食品、饲料等20个行业构成的区街、乡镇企业体系初步形成。

工业企业达1555家，从业职工16444人，年总产值达1．51亿元。工业产品中，锑

品、钢桶、聚丙烯绳、竹簧工艺品成为出口创汇产品；摆线针轮减速三相异步电

动机、CDF型复合滤尘器，系填补省内空白产品；JR一1型高级润滑剂是省内新

产品；地矿化工产品、尼龙绸系列半成品、医药化工产品是省内乡镇企业中独一

无二的产品；还有一大批为市内外大中型企业生产的配套产品。

(四)

1949年，境内有公办和私立小学81所，私塾96所，在校学生10255人，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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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应入学人数的48．8％。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接管和改造原有学校，广

泛劝导、鼓励工农子弟入学，同时开展扫盲和普及科学文化活动，兴办业余教育。

1958年后，教育事业的发展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坚持公办与民办并举。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党政重教，全民兴教"的风气逐步

形成，办学条件不断改善，教学质量日益提高。1989年，全区达到普及初等教育

标准。1990年，全区有高中2所，初中13所，小学107所，在校中小学生达49369

人．为1949年的4．8倍。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9．8％，巩固率为98．9％，合格率
， 为95．9％。以普通教育为重点，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已经形

成。还有两所省、市属高等院校和一批科研、文化机构座落境内。全区平均每万

人中有专业技术职称的科技人员64人。每万人中有大专学历的25人，高于全市

水平。乡村医疗卫生网点密布，共有中西医技术人员605人，平均每万人中有17

人。文化、艺术、广播、电视、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均有长足发展。

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人民的物资文化生活日益改善和提高。1990

年，全区村民人均拥有粮食510公斤，人均年消费蔬菜129．5公斤、食油6．9公

斤、肉食19．5公斤、食糖1．4公斤、水果14．4公斤。每百人中有自行车17部、

手表41块、缝纫机11台、电风扇15部j电视机4部。农民人均年纯收入635元，

年末存款余额人均177元。农村住宅条件明显改善，昔日的草棚筚舍已不复见，代

之而立的是砖瓦楼房，一批批钢筋水泥结构、装饰典雅的新型住宅相继耸立于近

郊及远郊。电冰箱、摩托车、小汽车等高档商品开始进入农家，部分农民生活步

入小康水平。

纵观历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勤劳、智慧的郊区人民艰苦创业，奋发开拓，

既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为集体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使自己步入日渐富庶的小康之

路。如今放眼郊区，菜畦滴翠，稻浪翻滚，桔园飘香，新村与绿树相衬，工厂伴

沃野齐辉。既为城市的发展增添光彩，又在为城市服务的过程中发展了自己。展

望未来，任重道远。郊区经济正处在由传统经济向区域化、基地化、商品化的城

郊型经济转化的初级阶段，现代工业体系尚未形成规模，农业资源有待综合开发，

第二产业与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面临许多新的课题，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理顺。困

难与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扬己之长，兴地之利，尽人之才，万众一心，奋力拼搏，邵阳市郊区

定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断走向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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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晚期

。

道光十九年(1839)

富阳二都燕窝岭(今蒋河桥乡寒婆村)，民间艺人刘三元组建木偶戏班在境内

外演出。今其玄孙刘永栋兄弟继承祖艺偶尔演出。 。

道光二十八年(1848)
’

五月，邵水暴涨。七月苦雨兼旬，禾穗生芽，是岁歉收。 ⋯

‘咸丰九年(1859)

五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20万众，屯兵境内清水塘、神滩渡、田江渡、

五里牌、短陂桥、歇场岭、七星岭、燕子岩、渡头桥等地。大本营设泥湾(今板

桥乡泥湾村)。围攻宝庆城达70天。 ，

光绪二+四年(1898)

6月17日，暴雨。资江水位猛涨，属百年未遇的大水。

光绪三十年(1904)

冬，农民唐新林等人在洋溪桥(今城东乡)开办土榨糖厂，生产甘蔗块糖。

光绪三+一年(1905)

闽浙总督兼南洋大臣魏光焘回归故里，在佘湖山(今属石桥乡)别墅，首次

放映美国无声电影风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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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

民国6年(1917)

’湘军军人谢学堂从营地江西吉安宋家冲带回一批柑桔苗，在北江垅观音庵祖

籍地栽培成功，品名时称“大红袍"。

民国11年(1922)

回族知名人士马遵范出面协调，将邵阳县境内各回民学堂统编为偕进小学。境

内苏家冲回民小学校改为偕进第四分校。
‘’1

’ ‘

民国13年(1924)

6月3日至7日，大雨。资邵河水猛涨，水位高达海拔222．5米，宝庆城内青

龙桥被洪水冲垮，境内水淹区房屋倒塌十分之七，号称“甲子大水"。

’

民国14年(1925)

冬，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宝庆特别支部罗卓云、欧阳秋曝等在城郊

五台庵举办农民夜校。次年农历3月，五台庵农民协会成立。

民国16年(1927)
，

春，境内渡头桥、乌鸦庙、福来保、苏家冲等地农民协会相继成立，农民运

动风起云涌。

6月，中共渡头桥支部建立，艾玉舟任书记。
‘

7月某日，境内上空首次出现3架双翼飞机。人们因未见过，视为空中“怪

物"，有的焚香祷告。因无机场着陆，飞机盘旋许久后被迫降在今城东乡江湖大堤

内的象鼻洲。

民国17年(1928)

春，潭(湘潭)宝(宝庆)公路建成通车，境内段长27．36公里。

民国20年(1931)

秋，贺曼真在北江垅莫家冲置地24亩，创办“曼真园一，后称“曼真农场"。

从日本引进脐橙、蜜桔，亲自实施嫁接技术，先后习果苗6万多株，供应当地及

外地农民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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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北江垅槐树边大坡院子天花流行，死13人。

是年，吕子哲在境内东湖寺侧置地30余亩，栽培温州蜜桔，并植梨、桃、李

等果木，自称“哲园”。

民国22年(1933)

， 马蹄塘(今城南乡)张良卿赴武汉参加全国武术比赛，刀、枪竞技双获金匾。

是年，商人李志成在新陂冲(今蒋河桥乡)兴建基督教堂，聘牧师李导群传

教，至1950年终止。教堂后为蒋河桥乡新陂小学校址。

民国23年(1934)

自春至秋，久晴不雨，溪坝断流，禾苗枯萎，饥民遍地，号称“甲戌饥荒"。

秋，新化人戴天堕与易舜卿在水溪头(今城南乡桂花村)合股开办陶器厂。
．

． ?／

民国26年(1937)．

李泽民为首在严圹坳(今鸡笼乡境)捐资创办广义学校。建三进四合院，有

礼堂、教室24间。择贤聘师，执教严谨，方园数十里有学生就读。

冬，省教育厅电影队在境内燕子岩、渡头桥等处，首次放映《我们为何而

战》、《防毒防空》等有声电影，宣传抗日救国。

民国28年(1939)

8月，中共邵阳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刘建安，在城郊五里牌以开饭店为职业掩

护，领导学生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民国29年(1940)

2月，国民党反动派秉承其“五中全会"旨意，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中共宝属工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谢竹峰，在境内九江街、祭旗坡等地，以织罗布、打

袜子、做生意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民国32年(1943)

7月23日上午，日军20多架飞机轰炸邵阳飞机坪，炸毁国民党军用飞机3

架，炸死炸伤乌鸦庙、樟树垅无辜百姓数十人。

是年，油铺坳(今蒋河桥乡)麻疹流行，死28人。新田冲(今檀江乡)发生

霍乱，死3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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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3年(1944)

9月22日，日军于小东路龙须塘(今板桥乡)杀死无辜百姓24人，惨状目不

忍睹。

9月30日，日军于严塘冲(今面铺乡罗市村)将民佚34人用一根长绳栓住，

逐个进行屠杀。其中仅2人借国民党飞机突来俯冲扫射、日军怆惶逃窜之机挣脱

栓绳，幸免于难。

10月2日，日军第37、116师团从东南北3面围攻邵阳，国民党第57师某团

官兵浴血奋战，全团壮烈牺牲，邵阳沦陷。

10月6日，日军于雨溪桥附近的罐子岩，用稻草熏烧岩洞，活活烧死妇女、儿

童8人。 ·

．一

．

尹

j 民国34年(1945)

1月3日，伍立中组织的抗El游击队员，伪装成给日军运送物资的老百姓，袭

击驻扎在划船塘阮氏宗祠(今面铺乡)的日军小分队，击毙日军12人，缴获机枪

1挺、手枪1支、步枪7支。
’

4月27日上午，一架抗击日军侵略的中国飞机，在境内上空被日军高射炮击

中，堕毁于南岗冲(今江北乡)：

6月的一天晚上，日军在五十亭活埋无辜百姓8人，其中孕妇一人。

7月，日本兵在大坡岭(今石桥乡)大肆掳掠。某日，理发匠刘冬生相约4农

民伪装在菜地锄菜，趁2个日本兵前来抢摘豆角时，刘从其后奋起一锄，打死其

中一名，另一名刚想拔手榴弹反抗，刘等猛赴过去，将其扼倒，用锄头打死。

9月2日，日军投降。10月20日，日军全部撤离境内。
L

．．

民国35年(1946) ．

6月某日，两名持枪土匪在八十亭(今石桥乡)抢劫，群众奋起直追10多公

里。后土匪跳进邵水河中，其中1名仍被群众从水中逮住并交政府查办。

民国37年(1948) 、

．‘

元月21日(农历腊月除夕)，两名曾在雨溪桥亭子抢劫过的土匪，经邵阳县

长徐君虎微服侦破，就地处决。 ．

。 民国38年(1949) ‘

6月1 El至7日，连降暴雨135．7毫米，资江、邵水陡涨，水位高达海拔221．99米，

超警戒水位7．99米，近郊淹田9817亩，冲毁房屋2373间，受灾1329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