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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管部门口径，提法基本合符规范。

我县地名普查和《临澧县地名录》的出版，是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

省、地地名领导机关的具体帮助下，并且得到了县经委、民政局、水电局，卫生局、青山管

理局、煤炭公司，文化馆，县招待所、县印刷厂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以敬意

和感谢。

地名普查和地名录的编写出版是一项新工作，由于我们政治、业务水平不高，错

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领导、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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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澧县概况

临澧县位于湖南省北部，东径111。24’一llia49’，北纬29。15’一29。46P·’
东、北与澧县交界，南靠常德，西抵石门，西南与桃源相邻·全境南北长五十七点五

公里，东西宽三十二点五公里，总面积一千二百零九点五八平方公里，折合市亩一百八

十一万四千三百六十六亩，占全省总面积百分之零点五七。耕地面积六十万零三千七百

三十五亩，其中水田四十七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亩。山林七十四万六千三百四十六亩。

水面一十七万七千七百三十二亩。村庄，道路，渠堤、田埂等其它用地二十八万六千

五百二十二亩。人口三十九万三千二百四十五人，除少数回旗外，其余均为汉族。全

县辖十七个公社，三个镇，三百二十六个大队，七个居民委员会；一千一百五十一个

自然村。省辖6906、206，508，导航站和地区塑料厂、矿山救护队等单位设在境内，

县人民政府驻地城关镇距长沙二百四十公里。

临澄县沿革，据有关史料载：夏属荆，商荆楚，周初属南国楚，春秋战国为楚

地。秦属黔中郡，汉属武陵郡，零阳县。三国时，初属东吴、隶南郡，后为西蜀属漤

中县，隶天门郡。晋及南朝属天门郡；零阳县。北周属北衡州。隋代先霭石门县，后属

慈利县，隶澧州。唐及残唐五代继之。宋，元初期属慈利县隶荆湖北路，后隶荆湖南

路。明洪武十年(一三七七)设安福、麻寮二所，先后属澧阳郡，常德府。二十三年

(一三九o)设九溪卫，辖诸所。二十九年(一三九五)改隶岳州府。三十一年(一

三九八)本县西南部属永定卫，清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属岳常澧道。雍正三年(一

七二五)裁卫，所隶岳州府。八年(一七三o)诸土司幕化纳土归流置县。九年(■

七三一)筑城于永定卫屯之裴家河(今城关镇)，沿用旧所之称命名安福县，仍隶岳

常澧道。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取其毗邻澧州之意改名临澧县，属武陵道。民国五年

(一九一六)属湘江道辖。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八年(一九三九一一九四九)，属第
四行政督察区。 ，

本县古为瑶族集居之地，素称五溪蛮区，是历代边陲，且扼水陆交通要途，故为历

朝军旅通衙、屯兵之所。相传楚、汉相争之际，汉将张良、陈平，纪信追袭项羽，曾

屯兵于县东山头，故境内有将军，担粮、营驻、烽火等山名称。汉将马援亦曾戍边于

此，境内早先有马援庙遗迹，现尚存有以马援命名的堰塘地名。县西牛头山，传闻为

南宋抗金将领高宠挑铁铧车之处，有高宠墓遗迹。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白成亦曾转

战此地，故今有歇驾山，下马堰等地名。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爱国将领冯玉祥将

军曾率军经此进兵常德，并委派邓鉴益为本县知事，颇有政声。大革命时期是湘鄂边

红军务常活动之地。一九三。年十一月二十IE]贺龙红军北上时，在石门夹山寺击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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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军新十一师，二十三日在佘市桥歼李国钧旅一部后乘胜占领临澧县城，其指挥部

就驻本县合口镇。十一月二十六日邓中夏同志所率红六军于此会合后，在合口镇举行

过前敌会议，商讨军事大计。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临澧解放，同年八月一日成立县人民政府属常德行政专

员公署。随后建立区，乡政权机构，废除国民党时期的保文，王化、将军，泰山，吴

家、团山等十三个乡，一百二十三个保，一千五百七十四个甲。初划六个区，二个

镇，一百一十八个乡，后增划为七个区，三个镇。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期间先后

与桃源，石门，澧县调整插花地，划出南师、南王乡入澧县，划出马宗岭入桃源。(1

9 8 0年又划出五一，涔南两个大队入澧县。)l 9 5 6年撤消七个区一百一十八个

乡的建制，并为十七个大乡、兰个镇。l 9 5 8年建立十二个农村人民公社，三个

镇。一九六一年又改划为十六个公社，三个镇。一九八O年从新安公社划出上、下漏

坪大队为棉花良种场，一九八一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改为社公建制。至此，全县行政

区划调整为现行建制十七个公社、三个镇。

本县地处武陵山余脉与洞庭湖盆地过渡地带，属澧水下游流域。武陵山余脉分西

南、西北蔓衍县境。构成以岗平地为主，山丘兼有地貌。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西

北部地面高程七十余米，东南部四十余米，最低点为免事(沔泗)洼，海拔高程只有

三十四米。东，西南兰面环山，山问溪涧纵横。西南太浮山最高海拔六百。四点五

米，西北刻木山五百O三米，铜山四百零六点八米，中部古老山二百五十一点七米。

广大腹地间形成若干山间盆地及沿溪小平原口北面紧接松澧平原，一马平川，是棉花

集中产区。

境内溪涧纵横，河汊交错。共有大小溪流一百一十九条，其中澧水干流一条，一

级支流一条，=级支流三十六条，三级支流七十五条。主要河流有从南北边地分别自

石门流入的塑，澹、道、澧和流于本县牛头山之大溪河(亦名药石河)等水贯注，其中

澧水最大，道，澹、大溪次之，塑水过境最短，均汇于澧水注入洞庭湖。
。

本县地处武陵山脉古陆西北侧，湘西北复向斜轴的东部与西洞庭断陷盆地西北边

沿相连的过渡部位，属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的季风气候区。据县气象站资料分析：

多年均温为摄氏十六点四度，具有北高南低的特点，澧水以北十七点一度，比县城高零

点七度，一年中一月最冷，均温四至四点五度，极端低温摄氏零下一十五点七度。七月最

热，均温二十八至二十八点五度，极端高温三十九点八度。多年平均降水量一千二百五

十六米，较全省均量的一千四百毫米低百分之十点二，但暴雨集中强度大，杉板、停弦，

余市等地是暴雨中心。一九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据停弦公社林家墙实测。八小时内降

雨量温三百五十七点六毫米，同年七月三十一日上午三时至四时十分，余市公社九口堰

水库实测七十分钟内降雨一百五十二点五毫米。年均蒸发量为一千三百一十『_点四毫

米均东大于西，西小于南。一年中七月份蒸发量最大。为二百三十三点六毫米，元月

最小四十八点六毫米。大风较多，以偏北风为主。无霜期多年平均二百六十七天，日照一

千六百二十九点一小时。适宜水稻，棉花，豆薯等农作物生长，是湖南省商品粮、

棉，油基地之一。

境地自然资沅丰富，矿藏资沅种类较多，以固体燃烧矿，石灰岩，硅砂为主，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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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的矿区，矿点九十四处，其中大型矿床九处，中型十八处。矿点和矿化现象六十七

处，矿种二十余种。主要有煤，石煤，炭质页岩，油页岩、石灰岩，陶瓷士，铝

土，褐铁矿、硅砂矿等，此外硫、钾，铜，锰，钼，镍，钴，钒，金刚石等均有一定

藏量。农业以粮、棉为主。粮食作物主产稻谷，豆、麦薯类次之。一九八一年农业总

产值一亿一千七百八十八万元。粮食总产四亿七千五百六十万斤，比解放初期(一九

四九年)一亿五千二百八十五万七千斤，增长三倍。经济作物以棉花为主，一九八●

年总产量为六十六万三千二百一十担，并产油茶，茶叶、烤烟，麻类等。畜牧水产有

猪、牛，羊，鸡、免、鱼等，以养猪为主。一九八一年牲猪饲养量达三十万头，年出栏

十四万头，畜牧水产年收入达一千五百九十五万七千四百元，占农业总产值百分之十

三点五。林木以松、杉为主，面积二十三万余亩，材积三十万立方米，并有楠木、花

桐，中华猕猴桃等名贵珍品，经济林比重大，植被达二十九万七千亩，以油茶为主，

乌桕、油桐棕榈兼有。本县林业用地面积大、立地条件很好，党和人民政府重视林业恢

复发展，三十多年来，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近十三万亩，绿化荒芜山头上千个，建立各

种林业基地三十多个。

农业科学正在普及，科学种田水平不断提高，目前，四级农科网巳初步形成，拥

有各类专业技术员六百四十六人。

解放以来，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大力兴修农田水

利。到一九八一年止，共投工一亿九千三百二十五万二千个，移动土石方量二亿一千八

百一十七万二千立方米，先后建立起大、中、小型水利工程一百五十一座，电力工程一

百五十九处，小水电站八座，装机二十一台，八千六百四十千瓦，加修加固澧水大堤三十

四点四公里、其中合口、洞坪圬堤已达二十年一遇的防洪标准。特别是兴建了以水轮

泵提水灌溉为主，结合发电，改善航运的青山水轮泵综合工程。在国家支持下，全县人民

节衣缩食，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奋战十年，截澧水，筑大坝七百九十七米，控制集

雨面积一万五千四百三十平方公里。安装loo一80型水轮泵三十五座，秒提水量十五

立方米，建起装机容量八千九百千瓦的电站和年吞吐量一百二十五万吨的船闸，开挖

灌渠一千零九十八公里。架设渡槽十四处三千五百一十一米，隧洞六处二千三百零六

米。倒虹吸管二处，一千零六十二米。桥闸六百八十九处。把澧水以南十二个公社的

九十三座水库，一万六千余处塘坝串连起来，构成一个长藤结瓜，提、蓄、引相结合的

水利网，灌溉三十五万亩农田。同时，在副坝左岸修建三孔十八个流量的引水闸和

流程十七公里长的澧阳总干渠，与官亭水库(库容五千六百万)和澧县王家厂水库渠

道相连，灌溉澧阳平原二十万亩农田。不仅改变了以往“山下河水自自流，山上用水贵

如油弦的局面，而且实现了多年来梦寐以求“低水高调”的夙愿。使全县蓄，引、提

总水量达四亿一千五百万立方米，为解放初期的五倍。每亩耕地占有水量六百八十七立

方，有效灌溉面积五十一万八千八百七十九亩，旱涝保收的面积三十八万五千八百八

十亩，按农业人口均算每人一亩多。一九七八年本县被评为省，地水利管理先进单

位。青山水轮泵站管理局命名为搿全国水利管理标兵单位"。

全县一九八一年工农业生产和照明用电量三干五百万度，其中小水电三千六百万

度，占百分之一百零三点四。所有的公社，镇和百分之七十的大队，百分之三十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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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队，酉分之二十的农户用上了电。全县共有农用动力十万零八千一百马力，平均每

五亩六分耕地有一马力。社、队有农用汽车二百二十四辆，柴油机九百一十八台。农
业提水，运输、农副产品加工已基本实现机械化、电动化·

国营工业从无到有，一九八一年县办工业总产值达到二千四百六十一万七千六百

元，目前已有机械，化肥，纺织、采矿，酿造，建材，塑料，印刷、粮，油食品加

工、冷冻等行业。城镇集体工业和社队企业发展较快，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一年平均总
产值二千三百兰十九万二千九百元，利润五百四十七万九千九百元，产品中有杉板公社

生产的脱水蒜片，九里公社生产的红茶，合口标件厂产品远销国外，城关合成建材厂生

产的钙塑门，窗，经省建材设计院鉴定质量合格，一九]k--年在全省科技成果经验交

流展览会上深受赞扬，五十多个单位当场要求订货。新安镇的编织品，省内外争相订

货，誉传全国。此外，本县官亭，新安等公社还地产娱蚣，它是我国中药中的稀贵原

料，每年收购量在十万条以上。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购买力不断提高，市场活跃，购销两旺。一九八一

年社会商品零售额约八千九百七十万元，是一九四九年的四百零八万三千元的十九点
五倍。

境内水陆交通方便。枝柳铁路有十九点三四公里从县北穿过，常(德)宜(昌)

公路自南至北贯通县境。公社支线一百三十九点五公里。简易公路四百三十六点三公

里，实现了社社通汽车，百分之九十七点二的大队通拖拉机。澧水航运上到桑植，下

至津市。道水干流也可以通载重五吨的木帆船。全县邮路总长一千五百九十一公里，

比解放初期的二百七十公里增长五点八倍。电讯事业发展很快，公社，大队都能通

邮、通电话。新安、合口、城关三镇和主要水利工程有无线电话联络。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很快。解放初期，全县仅一所中学，学生三百七十人，教工

三十八人，小学一百二十三所，学生四千八百九十二人。教师二酉一十三人。现在巳

办起中学六十二所，学生一万八干九百一十五人，教师一千三百三十八人。小学三百

零四所，学生六万一千三百六十人，教师二千一零六十六人，(其中民办教师一千五百零
七人。)小学普及率达百分之九十七。全县办起三百零六所幼儿园(班)，入园幼儿一

万二千零五十名，幼师三百四十三人。县有人民医院，中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

保健站，血防医院，此外还有地方医院五所，社、镇卫生院二十所，各大队有医疗

站，全县共有医务人员九百六十人，比解放初期的一百五十人增加六点四倍。晚婚、

迟育，计划生育巳成风气，一九八一年人口增长率控制在百分之一点四以下。县城有

电影院，剧院，荆河剧团、文化馆，图书馆，广播站、室内球场等。农村有文化铺导

站，电影队，图书室。以广播放大站为主体的农村有线广播网巳全面建立，部分社队

已修起影剧院，还有业余剧团等文化娱乐组织· ，

本县名胜古迹，由于年久毁败，所剩无几，唯地下文物丰富。经考古调查：尤以

楚墓分布密集遍及二十余华里。初步证实计有·大型楚墓三十四座，中，小型百余

座。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年在官亭、九里公社有计划发掘大、中、小型楚墓各～座

出士文物三百余件，是目前全省楚文化中的新发现，对研究我省乃至长江流域以南的

楚文化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因此，很有考古价值。还有新石器时代的“邱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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曩沙堤黟遗址，战国时代的“宋玉墓乃，叠千工基移，“楚大夫申鸣墓"。县东石墨

山有晋车武子“墨山平台万。伏牛山有唐代校书郎，李群玉的搿哦句平台黟·明代

“李如圭墓，彦张映墓(将军墓)，此外，浮山二十四景，也引人入胜。官亭公社天星

大队的天然古洞(韩家洞)可容二千多人，日冠犯境时，附近数百群众藏匿深洞，才

幸免于难。洞内有钟乳石楚楚动人。

临澧人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近代民主革命将领，孙中山大元帅府代理参军长，国

民革命军陆军上将林修梅先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同志均是本县修梅公社

凉水井大队人。著名女作家丁玲，法学家黄右昌、生物学家辛树帜，以及未央，于沙

等均出生在临澧县，大革命时期贺龙率红军曾在本县频频活动。在老一辈革命家的

熏陶教育下，临澧县先后有上千人参加红军，三百多人参加地下党组织，在革命斗

争漫长艰苦的岁月中，有四百多人为革命英勇献身。湘鄂边区游击队员，共产党员张

应培同志(珠日公社人)，一九三二年五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惨杀时，临危不惧，高

呼盘革命定成功，共产党万岁一的口号，壮烈牲牺。现在革命的先烈的遗愿正在变

为宏图，全县人民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继承发扬革命光荣传统。正沿着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的路线，为振兴中华。昂首阔步向口四化矽进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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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板公社概况

杉板公社位于县城西北一十七点三公里，地处澧水南岸，东与修梅，停弦公社接

界，南连余市公社，西接石门县三板桥、杨坪，二都公社，北频澧水与新合、洞坪公

社隔水相望。面积六十六点七平方公里，其中耕地二万兰千七百八十一亩，山林六

万四千亩。公社驻地杉板桥靠临(澧)青(山)公路线东侧，牛头山北二公里，辖一 J

十五个大队，一百七十六个生产队，四十四个社队企业，三千四百四十三户，一万五

千三百七十一人，均系汉族。

过去，这里是临澧通石门，新安，合口等地的古便道，里人建有一杉木板桥，设

有茶亭、伙铺，后逐步演变成墟场，人称杉板桥，杉板公社亦由此得名。

该社属半山半丘陵区。东面的铜山、丫角，牛头三座大山彼此相接，海拔三百

三十一米，气魄雄伟。境内山丘起伏，山上松茶混交，茂密苍翠，景色宜人，山下溪

渠蜿蜒，流水潺潺，梯田层层，土质肥沃，主产稻谷。北面四个大队紧靠澧水，属冲

积小平原，是全县棉花集中产区之一。此外，大蒜，板粟等特产，誉达邻近县市。青

山水轮泵站及县园艺场在该社境内。

解放前，该社大部分属吴家乡，小部分属佘市乡。一九四九年临澧解放建立区乡

政权时，该社的一部分属一区，一部分属五区。一九五六年撤区并乡，由横山，坪

山，杉板等五乡合并，以杉板桥名称命名为杉板乡。一九五八年建人民公社，定名为

星火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恢复原地名称为杉板公社，沿用至今。
’

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社人民努力奋斗，各项事业蓬勃发

展。 l

农业生产蒸蒸El上。由于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造低产田，改革耕作制度，使 ；

农、林，副，渔得到全面发展。一九八。年，虽然遇到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粮食

总产达到一千一百七十万斤，农副业总收入达到二百三十四万元，分别是解放前的三 ≥

点九倍和四点七倍，一九八一年，粮食总产一千七百一十九万斤，农副总收入达三百 ，≮

五十六万元，均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

农田基本建设事业日新月异。全社兴建小(一)型和小(二)型水库一十一座， j

电灌机埠三处，装机三百三十危，总蓄，引、提水量九百五十五万立方，灌溉渠二十

七条，全长一百零一点四公里，旱涝保收农田达一万四千亩。此外，还架设高压电线

路一十六条，共三十公里，低压电线路二十九条，共三十一公里，百分之五十三的生

产队，百分之七十九的农户通电，拥有农用大小电动机一百四十五台，一千五百四十

五酲，全社农副产品加工基本实现了电动化。农业机械也发展很快，全社有农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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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部，大小拖拉机二十台，内燃机一百二十九台，总马力达二千二百五十五马力。

林业生产有了发展，全社重建杉松油茶林地三万七千亩，其中杉木林基地一千六

百九十三亩o

社队企业有四十四个。社属企业有砖瓦，石灰，农机具修配、草纸和种植，养殖业

等八个企业，大队有三十六个企业，一九八一年社队两级企业总收入达一百二十七万

九千元。公社加工的脱水蒜片，远销国外，年产量达九万四千七百五十斤·

交通运输日益发达。陆路交通主要有临青公路，公社至各大队均有简易公路勾

通，水路主要靠澧水，吴家厂，芭茅渡都设有装卸码头，交通比较方便。

文卫事业蓬勃发展。解放初期，文教卫生事业都很落后，这里只有小学两所，私

人药铺一家。现在有中学三所，小学十七所，共有教职工一百二十九名，中小学生三

千零一十名。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合作医疗站gl,并设有病床兰十张，医务人员巳达

五十三人，(其中赤医三十四人)。此外，公社还有广播站，文化站，电影队，人民

医疗、教育条件和文化生活正在日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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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杉板公社t

杉极大队

杉板桥

朱家垮

王家堰

自洋大队 ，

曹家包

自洋桥

曹家冲!

挖断岗

歇驾大队‘，

歇驾山

界岗头

筲箕垮

牛山大队

廖家溶岗

五方冲

廖家溶

汪家营

牛麓大队

蒋家拷

牛头大队

汪家台

赵家携

夏家坳

Jll岗大队

JlI 岗

玉皇庙冲

清水堰

卜家大队

卜家油榨

孤老桥

潘墙大队

栗山咀

刘家坪

王家垮

唐家冲

汉语拼音+ 大队名称来历更瞽硬含义

Shgb,；；n GongSh6 旧时，此处是临澧通往石门县

Shab6n D&dui
。 的要途，辟有乡大道，为跨越

Shabanqido
一

山溪，架有一杉木板桥，俗称

Zhdjiabang ·
，_ ‘杉板桥。1 9 5 8年大队以此

’

W6nojiay&n 命名o

Bdiydn9 D&dui
7． ．境内有一桥，相传桥落成时，

Cdojiabao 恰逢一老人赶百羊过此桥，名

Bdiydngqido 百羊桥，后讹称白洋桥。1958年

，Cdojiachong
。

．， 得名自洋大队o，
·

、

。

Wadu&nflan9
’·1

Xiejifi D&du! 。 ，此地一一山，据传李闯王兵贩峡

Xiejiashan 山时，在此歇过驾，名歇驾

Jiegang￡6U 山。1 9 5 8年大队以此得

Shaojiwan 名·

Niashan DO．dul 地处形似牛体的牛头山南侧，

Liaojiar6nggang l 9 5 8年得名牛山大队。

Wafangchong

Li．jtojiarOno

Wanojiayln9
Ni矗Id Dadul 该队环绕牛头山西麓，1958年

Jiangjiaban9 定名牛麓大队o

Nifttou D&dut 地绕牛头山的东麓和北麓，处

Wanfljiatdi 于形似牛体的头部，1 9 5 8

Zh&ojielbbno 年得名牛头大队o

Xi&jia’bo

ChuanflSno Ddtdul 境内原有一堰，多溶洞，不装

Chuanoan9 水，名穿岗，后简写成JlI岗，

YahudnomibochOno l 9 5 8年大队以此得名。

Q lnoshulybn

Bajia DAdul 原名双堰大队，因重名，1981

Bajiayouzhb 年以境内一历史悠久的卜家油

Gfiljtoqido 榨更名为卜家大队·

Pand&ng Dbdul 此地有一峭，传说为潘娃人
Llshanzul 所挖，鼓名潘王兰i。1958年公社化

Liajiapin9 时，大队以此峭命名。

Wangjiawan

Tdngjiachon9

—8一 杉板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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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新花大队

下烽火

夏家垭

夏家冲

月星大队

大王庙

李家垮

王家墙

望夫大队

汉语拼音

Xinh ua Dadul

Xiafenghu6

Xiajiaya

Xiajiachong

Yuexing Dadui

D&wdngmi&o

LljiawZt-

Wdnojieidbno‘

Wangfa D&dul

上芭茅渡 Shangbamaodn

谭家溶

彭家河大队

彭家山

下芭茅渡

岩板墙

青山大队

五房岗

青山脚

吴家厂

坪山大队

六房角

TanjiarOng

Pengjiah6 D／tdui

P6ngjiaShan

Xidtbamdoda

Ydnband&no

Qingshan Da．dui

Wctfdnggang

Q ingshanjiao

Wnjiachang

Pingshan D&dul

Lif,fdnoji,50

大队名称来历更替及含义

境内有一出名的新花堰，

1958年公社化时，故命名新花大

队。

1958年公社化时，以境内一

出名的月星堰而命名为月星大

队· I． j

境内有一±台，相传秦朝孟

姜女曾在此望夫，故名望夫台。

1958年建大队时定名望夫大队，

1968年改名立新大队，1981年恢

复原名。 ，．

’

系澧水支流，南岸有一小坪

地，居住彭姓人多，故名

彭家河。1958年建队时定名彭家

河大队，1968年改名建新大队，

1981年恢复原名。

境内有一山峦，松杉葱翠，

四季常青，故名青山，1958年建

大队时，依山取名

此地为一小坪地，处于青山

脚下，1958年建大队时，得名坪

山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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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市公社，’概况

佘市公社位于县境西北部，道水中游的余市桥畔·距县城一十二点二公里，公社

以桥得名。

社境临道水两侧，东与望城公社接壤，西与石门白洋湖公社相邻，’南靠文家公社，

。北接杉板、修梅公社。西、南，北三面岗峦起伏地势较高，东面临道水流域地势稍

低，中部是一狭长平原，全社地貌属低岗地带。总面积六十九点六平方公里。耕地面

积四万六千零二十五亩，山林三万八千亩。土地肥沃，雨量充沛，主产稻谷，次为棉

花，油茶。近年来改造荒山，种殖枯、茶。无核蜜枯和茶叶，占产品比萤越来越大。

公社辖二十一个大队9二百五十个生产队，四十一个社，队企业。四千八百四十九

户，二万一千七百八十五人，均属汉族。

境内河流除道水外，有支流三条。道水自西向东纵贯社境，丰水季节可通兰至五

吨木帆船。

民国时期，这里属余市，保文乡管辖。一九四九年七月临澧解放后，废除余市、

保文两乡名称，划为一区辖八个小乡，区政府设在余市桥。一九五六年撤区并乡，将

原来八个小乡并为大乡，为纪念一九五O年被土匪杀害的区委书记徐启祥同志命名启

祥乡。一九五八年与文家乡并建红星人民公社，一九六O年按原乡建制分为两个公

社，恢复原地名称，命名余市人民公社，沿用至今。

建国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公社各项建设事业进发很快，农业生

产由于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革耕作制度，提倡科学种田贯彻全面发展农业的方针，

农、副，7工各业都相应得到发展。一九八。年粮食总产二千九百零六万斤，是解放初

期的三点七倍。农，副，工总收入五百一十二万元，人平二百八十一元。

林业生产也大有进展，公社至力荒山改造，开劈桔园五千五百亩，茶园二百五十

亩。营造杉林一千二百七十三亩，松林五千八百九十九亩，油荼二万零三十五亩。

水利电力工程巳建成中，小型水库七座，电力排灌站九处，一十台六百二十七

砝。总蓄，引，提水量三千九百万立方米，每亩占有水量八百六十四立方米。五十

五碰水力发电站一座，年发电量二万三千万度·架设高低压线路二十一点四公里，百

分之五十的大队，百分之二十的生产队和农户用电照明。农业机电动力拥有四百零三

台，其中大小拖拉机七十一台，内燃机二百一十六台，电动机一百一十六台共三千六

百六十八马力，其他农械五百六十余件。全社加工运输已基本实现电气、机械化。

近年来，社队企业也不断壮大，有机电修理加工服务，建材交通、园艺养殖等四

十一个企业。其中队办二十八个。主要产品有机制红砖，无核蜜桔等供应城乡。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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