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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地名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根据国务院和中国地名委员会的

有关文件精神，我市成立了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和地名普查办公室，从有

关单位组织了137名工作人员，在一九八一年内，对全市地名的含义、

历史沿革和地理概况进行了核对和考证。并按照规定进行整理，填写了

地名普查成果表和地名卡片，绘制了行政区划图，编写了概况。在此基

础上，编辑了《邵阳市地名录》。

这本地名录主要辑录了邵阳市行政区划图、标准地名、部分照片和

市，区、社概况。行政区划图1幅，置于卷首，以窥概貌。概况按市、

区、社三级行政单位分另4撰写，共28篇。标准地名分五大类，共3074条。

其中属行政单位．．街，巷、居民点、自然村的2543条；自然地理实体161

条；人工建筑物143条；企事业单位213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14条。

各类数字均以一九八O年的调查材料为据。

由于我们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不高，初次编辑地名录，缺乏工作经

验，加之编辑时间短促，缺点和错误可能不少，恳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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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概况

邵阳市位于湘中资江、邵水交汇处。东与邵东，北与新邵、西南与

邵阳县相邻。东西长24．66公里，南北宽22．66公里，总面积为341平方

公里。分4个区(即东区、桥头区、西区、郊区)， 下设11个街道办事

处，15个公社，3个农场。有99条街巷，2116个自然村，90666户。居住

着汉、回、满、苗、土家等民族，人口38．03万，其中汉族占97％。

邵阳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相传春秋末期楚国大夫白善在此筑

城，称白公城，属楚地。秦时属长沙郡。西汉初置昭陵县，属长沙国。

东汉末属零陵郡。三国初属蜀，后入吴。吴宝鼐元午(公元266午)分零

陵北部置昭陵郡，郡治驻城内，辖昭陵县、昭阳县、高平县、都梁县、

夫夷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避晋文帝讳，改昭陵郡为邵陵郡，昭

陵县为邵陵县。昭阳县以在邵水之阳改为邵阳县。邵阳之名由此开始。

邵陵郡治移至江北(今北塔公社)，延续356年未变。隋初废郡，改邵陵郡

为邵阳县，属潭州。隋炀帝末(公元619年)邵阳县为肖铣所据，置建州；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为南梁州，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又改

为邵州，州治移至城内。州、县始同城而治。唐玄宗天宝元年改邵州为

邵阳郡；唐肃宗乾元初(公元758年)又改为邵州，属江南道。五代晋天

福中(公元924年)曾一度改邵州为敏州，后复为邵州，属湖南道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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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宋理宗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改邵州为宝庆府，宝庆的名称从此

开始。淳佑六年(公元1247年)改宝庆府为宝庆军节度，属潭州。元朝

在全国设立十一个行省，宝庆军节度改为宝庆路，属湖广省。明初宝庆

又设府。洪武六年(公元1374年)筑宝庆城，从此邵阳市有了城墙。公

元1927年改宝庆府为宝庆县。公元1928年改宝庆县为邵阳县。

1949年10月10日解放，成立邵阳县人民政府。1950年7月由邵阳县

划出成立邵阳市，为地辖市，1977年7月升为省辖市。市人民政府驻城

北路。 ，

邵阳市地形属江南丘陵大地形中的红色衡邵盆地，地势由西南向东

北倾斜，一般海拔为210一250米，最高514米，最低201．5米。市区由东

向西渐低，坡度平缓，山顶浑圆，岗峦起伏，呈残丘地形。主要矿藏有

煤、锰、金、大理石等，均在开采。主要河流有资江、邵水。资江经邵

阳县塘渡口、罗家庙东流至狮子山入境，蜿蜒于市西北，出沙湾入新邵

县，在境内长31公里，河床宽120一400米，平均水位207米，最高水位

222．59米，最低水位204．44米，最大流量14800立方米／秒，最小流量

24．52方米／秒。邵水经邵东县至抬头岩入境，环流于市东南，至市中心

注入资江，在境内长24公里。资．．邵二水都属山区形河流，水位变幅在

10度以上，有发电、舟楫、灌溉之利，也有洪水之患。1924年6月大水；

曹婆井可划船；1949年6月大水，水涨到府门口：

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属亚热带季风型气候区，四季分明。年

平均气温为摄氏17。。一月份平均气温为摄氏4．7。，七月份平均气温为摄

氏28．2。。最冷为摄氏零下8。，最热为摄氏40。。年日照总时数1514．7小
· 2 ·



时。平均霜期84天左右。冬季当东北风，夏季当东南风，年平均雨量为

1408．85毫米，约71％的雨量集中在三月至八月。

解放以来，邵阳市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飞速发展，城市面貌

发生了巨大变化。

工业。解放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除一些小手工业作坊外，仅有发

电、面粉加工和玻璃生产等十几家小厂，1949年工业产值仅62万元。解

放后着重发展工业， 到1980年已拥有工矿企业380个，工业总产值达

5．3391L元，为1949年的861倍，由一个消费城市变成了一个以轻工．．机

械、化工为主的新兴工业城市。主要产品有纺织机械、汽车、液压件、

印刷机械、皮革、纸张、棉布、印染布、竹艺、电池、金笔．、罐头、内

衣、农药、化肥、炭黑、合成洗涤剂、塑料制品、半导体元件等。海鸥

牌电池、罐头食品、蜜桔酒等畅销国外。竹艺制品工艺精巧，秀丽古雅，

曾三次在万国博览会上获奖，享有国际盛名。

农业。解放后普及双季稻，推广良种、实行科学种田，近郊以种菜

为主，远郊以种粮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农业生产得到了持续稳定

的增长。全市现有水稻面积8万亩，总产1．115斤左右；甘蔗面积1．2万

亩，年产原料蔗4万吨左右；蔬菜面积0．54万亩，年上市量约60万担；

柑桔面积近2．9万亩，年产柑桔8万担左右；现有小一、二型水库43处，

总蓄水量2亿立方米，扬水站332处，稻田基本上能旱涝保收，摆脱了过

去那种靠天吃饭的局面。

市政建设。市区原来只有一条东西向的主要街道。现在有三条东西

向的主要街道纵贯全城。靠近资江从西门坡到矿灯厂有城北路、双清路、
· j o



塔北路；中问从南f7口到火车站有红旗路、东风路、东大路；南侧从神

滩渡到十井铺有新开辟的宝庆路。宝庆路长13．23里，宽42米。南北向

的主要街道有建设路，北起汽车客站，南至双江口，全长5公里，宽8

米；五一路北起造纸厂，南至东风饭店。还有大信街、中心路，拦腰连

通城北路和红旗路．．宝庆中路至城南公园。从1951年到1979年新建街道

23条、桥梁3座，扩建街道8条，桥梁1座，共长53．2公里，面积104．6

万平方米。原有小街小巷已改为混凝土路面，主要街道都铺有沥清。30

年来新建住宅面积52．6万平方米，为1949午的2．1倍。新建了塔北路、晏

家岭、戴家坪、-i＼亭、呙家园等居民新村，分布在城市四周，有自来

水厂3个，日供水量14．5万吨，为1949年的725倍。150毫米以上的供水

管道长47．13里，每人每日平均供水100公升。公园有城南、双清、东塔

三处，总面积为24万平方米。城市绿地面积41万平方米，复盖率为12％，

人平绿地面积为2．4平方米。

水陆交通。娄邵铁路是通往全国各地的主要运输线，其终点站邵阳

火车站设在本市火车站公社。公路运输比较发达，从本市到长沙、湘潭、

衡阳、东安、零陵、新宁、武冈、城步、绥宁、安江、洞口、新化、冷

水江、涟源等地有直达班车，还有至隆回、邵东、新邵、邵阳等县的短

途客车。市内有10路公共汽车，可通远郊各公社。机动车辆可通各大队。

流经本市的资、邵二水均可通航。30吨的客轮，上通邵阳县，下达洞庭湖。

20吨的机船可上至隆回、新宁。电信设有邮电局、所29个，自动交换机

容量2500部。

科教文卫。全市有科学研究机构9所，科技人员1521人。1978年以
·4。



来，有炭黑尾气发电、炭氢微量和炭氢氮氧四元素自动分析仪、猪皮二

层服装绒面革、BZK-3液压步履式振动成孔机、石墨陶瓷水封圈、MHU

001-80型油锅炉、DJS-130(II)130电子计算机多路通讯控制器、五氟利

多、硝硫氰胺、785_A机床清洗剂、聚氯乙稀印刷板、邵杂一号黄芽白、

雪峰蜜桔酒、温州蜜桔密植早丰产栽培新技术等27项获得较大成果奖。现

有高等学校4所，中等专业学校6所，技工学校8所，普通中学11所，

小学144所，教职员-I"_5231人，在校学生84977人(其中大学生3008人)，

中小学生比解放前增加9倍。有幼儿园57所，在园幼)[,5490人。对外开

放的影剧院、电影院24所，座位28182个，此外还有电影放映场50多处。

有一个较大的体育运动场，3万平方米；新建了一个能容纳4700名观众的

体育馆。图书馆1个，藏书18万册， 阅览室160个。公社都有有线广播

站，形成了广播宣传网。新建了一座电视转播台。全市共有医院(卫生

院)28所，中医院2所，共有病床2120张，医务人员2944人。

邵阳市具有光荣革命传统。1924年由彭觉如、蒋砚田等同志在爱莲

女子师范学校(今市委院内)成立中共邵阳第一个支部。1926年秋在沙

井头郑家院子成立党的邵阳地方委员会(相当县委)。1939年前后，中共

湖南省地下工作委员会，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省委机关报《观察报》社曾

一度从长沙迁来邵阳市，分别驻在回拦街欧阳院子(今毛巾厂仓库)、两

路口21号(曾家院子)，鼓楼亭陈乡堂。1948年至1949年中共邵阳地下中

心县委在本市恢复组织和活动，旧址在今向阳小学。

历史名人。清末激进民主派人士樊锥(1872--1906)是邵阳市人，

曾参与康、梁维新变法。原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全国政协常委姚掂(1906

· S ‘



一1979)出生于市鸡笼公社横塘冲。

邵阳市山川I相缪，景物宜人。名胜古迹有：佘湖山，在城东三里处，

山顶原有寺庙古树，严冬积雪，夕辉斜照，风景特异；神滩渡，在城西

十里处的新滩镇，江水湍急，岸岩嶙峋，恰似“滩声喧白石，岩影落青萍"；

六亭岭，处城中，青翠俊秀，登临其上，。可俯瞰全城；桃花洞，位于城

南十里处的桃花大队，洞前曾多桃树，花落水中，从山后小溪流出，别

具风趣；古泉，在资江学校内，泉出龙口，清凉可口；仙人井，在西外

街资江南岸，水清可鉴，沁人心脾；双清亭，位于资、邵二水汇流之下

的资江砥柱矶上，画廊亭阁， 曲经通幽，花繁草茂， 绿树成荫；水府

庙，位于资、邵二水交汇处，建筑奇特，龙跃风翔，飞檐凌空、华丽壮

观；北塔，位于资江桥北端，登塔远望，资水似带，龙山若画；东塔，

立于东塔山顶，系七层八角的砖石结构，攀登其上， 四方景物尽收眼

底，令人心旷神怡；猴子塔，在青云街行署公安局内，其貌清晰，栩栩

如生。 ，

邵阳市是湘中重镇，通往湘西南的咽喉，战略地位重要，为历代兵

家所必争之地。解放后，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市容日新月异，现正沿着

社会主义大道向着更加灿烂的明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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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区 概 况

西区地处资江以南、邵水以西。西，南面与城西、城南公社相连，北与北塔、江北公社隔

江相望。面积约4．44平方公里，有16520户，69534人，以汉族为主。区人民政府驻沙井头。

新中国诞生后，中共邵阳地委，邵阳行署，中共邵阳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

府，市政协，邵阳军分区，市人民武装部均驻该区境内。

西区原系宝庆古城。解放前为邵阳县建治镇。1949年10月10日解放，仍称建治镇，隶属

邵阳市。1950年7月改设为第一、第二、第三三个街政府。1952年底成立第一，第二两个区

政府，1956年改为红旗、曹婆井两个街道办事处。1960年成立红旗人民公社。1962年又分为

两个街道办事处。(文化革命中曹婆井办事处改名红卫办事处，1981年2月更名为中心路办事

处)。1977年7月成立西区革命委员会。1980年9月成立区人民政府。下设城北、城西、红

旗、红卫四个办事处，35个居民委员会。有24个企业，1个医院、9所小学。辖中央、省、

地、市属厂矿、机关．学校等242个单位。

西区习惯称“城内”。明初洪武六年，“城内”开始修筑城墙。清代一再修补。城墙东沿邵

水、北临资江，南达城南公园、西至西门坡。城墙高2．5丈，周长1368丈(现资江南岸等处仍

存遗迹)。有五座城门，东为朝天门，西为定远门，南为大安门，北为丰庆门，西北为临津

门。现丰庆门(亦称北门口)、临津门尚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该区一直是邵阳地区革命活动的发祥地和我党、团组织的活动中

心。1924年，爱莲女校教师彭觉如、向暄、蒋昨非、蒋砚田、唐竹溪、罗绰荣六同志在该校

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同年冬天，梁岭在狮子街组织成立了邵阳第一个团小组，梁任团小组

长。1926年2月，成立了爱莲女校党支部。同年4月，成立了特支，直属湖南区委领导。

1926年秋成立宝庆地方委员会于沙井头，彭中泽(印彭觉如)任书记。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向暄、戴天等革命同志惨遭杀

害。1927年9月省委派贺旭夫妇来邵建立湘西南特委，并为策应秋收起义，组织了湘西南农

工革命军总指挥部，特委和总指挥部亦设于区内。1928年，由于厉思奇、赵立杰等叛徒的出

卖，王浚，张炯、罗绰荣、欧阳秋曝等十多位共产党员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大祥坪等

地。1938年2月，敖振民等同志在本区创办了《真报》，徐特立为《真报》题了报头。同时，省

工委派来的杨卓然同志以协助办《真报》为名，重建党的组织。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区内建设规模逐步扩大。扩建了城北路、红旗路，新

建了宝庆(中、西)路、城西路，邵水西路。工业生产有很大发展。解放前，工业仅有一个

发电五百碰的光明电灯公司和五个碾米厂，共约90万元资金。还有小型手工业410户，1283

人，从事棉织、印刷、笔墨、皮革加工、食品加工，缝纫、理发等15个项目的生产和经营，

约310万元资金。解放后，以机器制造为主的工业生产蓬勃发展。现己拥有大中小企业98个，

就业职工14928人，1980年度总产值11488万余元。较解放前，就业人员增长10．63倍，产值

增长38．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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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卫生事业，相应发展。现有大学(分校)4所、中学21所、小学14所，共有教职员

"1"2574人，学生25335人，比解放前增长4．4倍。从1977年起，全区扫除了文盲，普及了小学教

育。现有影剧院6座，8000个座位，比解放前增长4．7／-}。近几年内，先后兴办了地、市有线

广播站，地、市电视转播台，市，区文化馆创办了‘宝庆文艺》和《新莲池》等文艺刊物，丰富

人民的文化生活。现有各类医院、站、所11个，1234名医务人员，比解放前增长33．6倍，还

有一些个体行医户，方便群众就医。

商业贸易事业兴旺。现有国营、集体商店151个，职322450人，平均年营业额15449万元，利

润581万元，比解放前营业额增长62．9倍。还设有地、市人民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等金

融机构，形成了一个商业，财政，金融供给系统。

名胜古迹不少，一是“爱莲池”，在现市人民政府大院内，为宋代大理学家周敦颐在邵为

官时所辟，池上有君子亭。解放前系爱莲女校，解放初为三联中学，后改为三中，现池填亭

毁。二是“六岭”，原有天池、铁铸、望仙、六一，八角、麓头六座小山，各建一亭，飞阁连

桥，今己不存。1927年改为中山公园。抗战胜利后，在这里建有抗日阵亡烈士纪念碑，今存。

现市文化馆，图书馆设于此。三是“东风桥”，原名青龙桥，俗称东关桥，跨邵水两岸。桥始

建于1226年，初为木桥，桥墩放有两头铁铸犀牛，1838年夏涨水桥被冲毁，铁犀牛沉于河底。

此外有“桃花洞”、“神滩渡”等风景胜地。著名古迹有古卸甲坊，在今沙井头，传为张飞卸甲

之地，现存，祭旗坡，在南门口，传为诸葛亮祭旗的地方J还有猴子塔，葫芦塔、仙人井、

龙口水、贞节牌、曹婆井等。

近代有名人物中，有樊锥，贺曼真等。樊锥是清末激进民主派，系蔡锷的老师。贺曼真

是园艺家，曾引进培植了雪峰蜜桔、蜜桃等优良品种，引进、繁殖了意大利蜜蜂。

区内有不少闻名中外的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制品。如。竹刻、木刻印刷、笔墨制作、皮革

制品、针棉织品等。竹刻，据传兴起于汉唐，原为贡品，宋时发展成商品，近代在历届国际

博览会上展出。解放后，仍是本地的传统出口工艺品，深受外商喜爱。木刻印刷，从明代开

始盛行，能刊印二十四史3249卷四千万字的这样大型书刊。戴仁昌的鸡狼毫毛笔在南方各省

享有盛名，制墨技术很高，现发展成为炭黑工业。该区生产的羽毛画、电风扇深受顾客欢

迎。羽毛画还远销世界各地，颇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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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头区概况

桥头区地处邵水东岸，城内面积约1．31平方公里，东起人民广场，南接向家滩，北与郊

区犬牙交错。资江在该区北侧穿境东流，飞架南北的资江桥，将本区联成一体。邵水桥、东

风桥、沿江桥并排横架邵水，与西区连通。因地处资江桥头，故名桥头区。

区人民政府驻东风路。辖桥头、东风路、江北3个街道办事处，20个居民委员会。有居

民9402户，35，932人，以汉族为主，有少数回民。辖区内有地、市属企事业单位51个，区属

企业14个，街道厂、组64个，区街企业职7"1600余人。1980年区、街工业总产值为760万元。

全区以资江穿境而过划分为南北两部。南部是城区，1949年为邵阳县安和镇，解放后，

属邵阳市三区的第四、五街政府。1956年合并到东区。1958年改为青龙桥办事处。1960年合

并到东风人民公社，下设三、四分社。1962年复为青龙桥办事处，1966年更名为东方红街道

办事处。北部随着工业的发展，居民增多，将原属江北公社代管的新滩镇划归该区，设江北街

道办事处。区于1980年5月召开人代会，成立区人民政府。

解放前，这里居民多从事驾船、搬运、织染、小五金等工作，解放后，先后成立了市航

运公司，运输公司，建起了市内衣厂，锁厂，制镜厂，灯泡厂，罐头厂和地属纺织厂等轻工

业厂子。罐头厂生产的桔子、蘑菇等罐头，畅销日美及东南亚各国。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较快。现有大学1所，中学3所，小学6所，影剧院4座，医院3所。

群众入学、就医方便，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名胜古迹有多处。1979年修复一新的水府庙，绚丽多姿，亭亭玉立于资、邵二水交汇口

岸，巍巍矗立于资江之滨的北塔，仿佛久经风霜的巨人遥望水浪东逝；位于朝阳小学的洛阳

仙洞，泉水清澈，终年不枯，优美的神滩晚渡，流传着仙人月夜渡江的动人神话，具有二千

多年历史的鼓楼亭，传说着三国名将张飞擂鼓督战的故事；位于偕进小学内的古清真寺，是

回民诵经祈祷的圣地。

1938年11月，中共湖南地下工作委员会从长沙迁至回拦街8号，地下省委机关报《观察

日报》社迁驻鼓楼亭陈飨堂内(由潘开茨、邓其生等同志主持)，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也迁驻区

两路口21号(主要领导人有徐特立、王凌波、欧阳方等同志)，对领导和推动我省的革命斗争

起了重要作用。

我国著名的音乐家贺绿汀，华裔美籍物理博士石璜，曾毕业于原循程中学(现市六中)。



东 区 概 况

东区位于市区东部，资江北岸。东，南与城东公社，石桥公社相连，西邻桥头区。城内

面积约5．37平方公里。分汽车站、火车站、龙须塘、小江湖4个街道办事处，27个居委会。

有11957户，65，365人，主要是汉族，其次有回、土、满少数民族共470人。

区政府驻人民广场。1949年解放，始为市第一街公所，以邵水为界，辖东风桥以东区域；

1950年改为第七街政府，1952年更为市第三区；1958年成立东站办事处，1960年与青龙桥办

事处合并为东风人民公社J 1962年，公社又划分为青龙桥、东风两个办事处，1977年，成立

邵阳市东区革命委员会，1980年9月，成立东区人民政府。

解放前，这里地荒人少，工厂寥寥无几。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搞建设，迅速改

变了这里的贫穷面貌，建立了工业集中区，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0％。原是一

片荒芜洼地的小江湖，先后建起了邵阳造纸厂、市糖厂、市金笔厂，市织染厂，市制革厂、

邵阳发电厂，黄金机械厂、省汽车发动机制造厂等企业和五一粮库、工人电影院、五一商店

等事业单位，发展为工业区，俗称“工业街”。龙须塘新辟为化工区，有市化纤厂、中南制药

厂、资江农药厂、宝庆氮肥厂、市化肥厂、市化工厂，还有邵阳矿灯厂、省第一纸板厂、市

水泥厂、省新华印刷二厂等28个企业。汽车站一带有水电设备厂，液压件厂、电动工具厂，

市电子仪器厂、市二木器厂、市衡器厂、市皮鞋厂和新东煤矿等。火车站附近有省汽车制造

厂和肖家冲煤矿等。随着1960年娄邵铁路建成通车，各种仓库相继建立。现有外贸、土产、

五金交化、农业机械、日用百货、食杂果品、副食、盐业、药材等库房130余栋。区、街办

工业近年来也迅速发展，有轻工，冶金机械、化工、印刷、建筑等企业一百余个，产品70余

种，1980年区街工业产值达800多万元。

邵阳汽车运输公司、市公共汽车公司、邵阳汽车站、邵阳火车站均设在区内。区内五一

路、东风路、东大路、昭陵路，塔北路纵横交错。

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逐步发展。区内有新华书店、工人电影院，俱乐部等30多个单

位，市属中学5所，电视大学1所，区办小学4所，厂办技校、职工子弟学校共16所。市第

二人民医院，市中医院第三门诊部设在该区，还有区医院和一些厂办职工医院等，群众就

医，较为方便。

区内原有百寿亭、八腊庙、箭落门等古迹，均己毁掉。东塔、邵阳节孝贞烈总坊仍保存

完整。享有盛名的双清亭，几经修复，现为“双清公园”，其画廊亭阁，雕绘精细，吸引着四

方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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