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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盲·

1￡．

刖
．．L．

日

地名工作，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

到民族团结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1981年我县

在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和省地名,3J、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精神的指导下，进行了全面的地名

普查，《隆回县地名志》就是这次普查的结晶。

随着历史的演变，地名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特别是建国三十二年来，生产建设发展，区

域多次划分．新地名大量产生，更由于口文化大革命乃等原因，出现滥改地名的现象。因

此，地名重名，名实不符，含义不清、用字不当、讹错遗漏等问题普遍存在。必须加强对地

名工作的统一管理，做好地名标准化工作。

这次普查范围，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对县境内行政区划、集镇，街道，自然

村．tl然地理实体，独立存在的人工建筑、有方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以及著名的纪念地、

名胜古迹等都进行了普查。

整个普查工作是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采取领导、专业人员与群众

相结合的方法，由上至下，上下结合，开调查会，个别访问，实地考察，重点座谈，注意收

集和整理民间有关史料，查阅档案。充分利用古籍资料，室外作业与室内整理相结合。历时

一年零三个月。

通过普查，经过规范化和标准化处理，达到名地相符，图、文、表，卡一致。全县更名公

社1个，改为民族公社8个，重名大队304个，命名、更9217个，街道新命名、更名和恢复

原名8条。因用字不规范需要更换印章的大队73个，因名地不符而更名的企事业单位5个，

人工建筑物7个。对照地形图，增补地名1，277条，消失地名6l条，勘误地名1，358条。全县

总计有地名10，363条。

卒志共分为八篇：一，隆回县概况J二，隆圆县沿革，三，行政区划，自然村，四，自

然地理实体，五、人工建筑物l六、企事业单位，七、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八、其他。

一1一



·前 言·

文字概况，是本志的重要部分。全县按县、区，社三级行政单位共撰写概况68篇．各大

队亦有简述。其他各类项目，择其重要者另行辑录简介。文字体例尽量傲到一致，内容力求

突出特点。方位：县以省境定方位，区以县境定方位，公社以区境定方位，大队以公社定方

位。面积。总面积以平方公里计算，并换算成市亩，山、水、田，林．村庄，道路以市亩为单

位。名称由来及含义。凡有历史意义、有流传价值和难于理解、易引起疑误的，均予叙述．

其他一般只录地名。数字，均以1980年底统计年报为准。文内并录有古今诗作24首，以供鉴

赏。

县行政区划图是地名普查的重要成果，也是直观表现形式。绘制1：15万全县行政区划

图1幅，装订在《隆回县概况》之唇，以示全貌。

由于隆同设县历史较短，没有县志，这次地名普查。我们查阅旧籍、访问故老，考究了

‘隆回的历史，编出了《隆回县沿革》，初步填补了这一空白。沿革分两部分：解放f；f『部分，

专述县域现境历代隶属分合，并附隆回设县时疆域沿革图1张，解放后部分，分段按行政区

划变革列表说明，力求详细可考。

为了图、文、表、卡一致，本志只收录图上标注地名名称，凡图上没有的，未予收录。ji

要人工建筑物、纪念地、名胜古迹则刊印照片，附以简要文字说明。全书共556版，约85万字。

隆回县地名普查和《隆回县地名志》的编辑出版，是在上级业务部门的直接指导，名r有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许多热心地名工作的同志给予不少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

谢。

出版地名志是一项新工作，由于编辑时间短促，业务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

敬希领导、专家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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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律

咏 隆 目

·简运河·

-。

桃花古渡觅都梁①，

今日繁华锦绣乡。

白马腾空云郁郁②，

九龙盘地气苍苍⑧。

五洲飞誉雪峰桔，

四海驰名宝庆香④。
l

^-

更喜愚公九十万，

齐奔四化谱新章。

(注] ①鄞 梁：桃花坪在晋时为都梁县治。

②白 马：白马山。

③九龙：九龙山。
、

④宝庆香：指宝庆牌香烟，为隆回烟厂名炳之一。



七 律

都 票 行

·龙崇卿·

一夜春风桃李妍，

古城旧貌换新颜。

红楼幢幢层林翠，

绿柳行行剪燕喧。

女唱男歌飞彩笔，

马龙车水掩遗痕。
、．一。j，⋯’。· 。t：- ·，一．：’～

欲知隆回今昔事，

《地名志》上有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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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回县概况·

回县概现

西南部，东界新邵，邵阳，南临武冈，西连洞

总面积2，855．5平方公里，合4，283，256亩。其

田589，367亩，旱土1 94，794亩)，山地2，587，768

亩，水面26 5，000亩，村庄、道路646，327亩，约为七山一水二分田。

人口877，494人，汉族占98．49％，瑶族、回族占1．51％。辖l o个区，

54个公社，3个镇(其中一个区级镇)，l 6个国营农林场所，977个大

队，8，42 1个生产队，7，81 3个自然村，8个城镇居民委员会。县人民政

府驻桃洪镇，东北距长沙市280公里。

隆回建县历史较短。春秋战国时属楚地，三国时吴宝鼎元年(公

元266年)分昭陵置高平县，县治原永固团石脚村(今大桥公社小坳

大队)。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分武冈县置都梁县，县治今桃

花坪。此时分属高平、都梁、邵陵县。南北朝时因袭晋制，隋文帝开

皇十年(公元590年)都梁县并入邵阳县。从唐至清，皆分属邵阳，新

化、武冈县。民国三十六年(公元I 947年)分邵阳县原隆治，隆中、

兴隆、中和、果胜，保和、礼教，西胜八乡及桃洪镇，新设隆回县，

县治六都寨。据清《嘉庆一统志》载： “隆回巡司在邵阳县西北百八

十里隆回市(今司门前)。明洪武五年(公元1 372午)置。”又清道

光《宝庆府志》载： “明时邵阳为乡十七、厢二，里四十二⋯⋯日隆

_一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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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领里八⋯⋯又以县西北瑶境置十六峒(今小沙江区)，分属隆回

司而统于邵阳县一厢。"隆‘回设县时基本辖原隆回司地域而沿用“隆

回”。1 949年l o月-隆回解放，成立隆回县人民政府，’县治迁桃洪镇。

1 950年划入武冈县紫阳乡和石江乡犬部，1 952午划入新化县高平、罗

洪、苗田等地。1956年又将武冈县之西坪乡和溆浦县之岩儿塘乡，以

及庙山坪、芦茅凼等地划入。至此，县域规模始定。’

县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海拔在l，ooo公尺左右。·雪峰山脉

蜿蜒迂回，群峰绵亘，属高寒山区。‘主峰白马山，海拔l，780米，是县

内最高山峰；余脉望云山，海拔1，492米，属衡岳七十二峰之一。东南

地势坎坷，山丘纵横，7可)ll交错，属典型丘陵地区，海拔在300公尺左

右。境内主要河流有三。赧水自洞口县入，由西向东横贯南部，长56

公里，入邵阳县，有航运灌溉之利。辰水、西洋江分别发源于望云山

和白马山，自北向南，纵贯金县中部和西部，在本县铜盆江和洞口县

双江口注入赧水。‘木瓜山、 六都寨(正修建中)二水库即建于西洋

江上游和辰水中游， 实行北水南调，灌溉南半县近30万亩农田。全

县属副热带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气温l 6．9℃(7一月平均气温5℃，极

端最低温度一1 1．3℃j七月平均气温28．L℃，极端最高温度3 9．1℃)，。

多年平均降雨量l，2 93．2毫米。无霜期280天左右：但降雨多集中于四

至六月，往往酿成山洪暴发，七至九月降雨偏少，形成秋旱，影响作

物生长。 ．·

由于北部多山，南部多丘陵，构成了农业不能稳产高产的自然条

件，往往丰水年北半县水涝减产，干旱年南半县遭旱歉收。’解放后，

党和政府领导群众坚持不懈地改变生产条件。北半县大力营造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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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渠排水，降低地下水位，使大片深泥田、冷浸田改变了面貌。南半

县大力兴修水利，提高抗旱能力。。全县己建成中型水库2座，小(一)

型水库44座，小(二)型水库1 98座，电力排灌装机9，707千瓦，机械

排灌动力49，360马力，形成了蓄引提喷相结合的灌溉网，大大提高了

抗灾能力。使全县52．8％的农田实现了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用机

械有大中型拖拉机944台，农用汽车97辆，农用机械总动力88，3 l 8-5

力，为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化奠定了基础。

经济以农业为主。南半县种植双季稻与经济作物，北半县多为中

稻与林产品，主要农作物有水稻、小麦、红薯、大豆、辣椒、油菜’』

烤烟、花生等。I 980年粮食总产量6．038亿斤，比1 949年增加1．7倍。

辣椒是省重点产区，素称“宝庆辣椒"，名驰中外，年出口干辣椒2．5

万担左右。油菜生产发展很快，1980年播种面积达1677多亩，名列全

省前茅。烟叶I 980年产27，930担，比l 949年增加1．85。茶叶，柑桔、

蚕桑等均有较快发展。牲猪饲养量为665，204头，存栏牲猪比解放初

期增加1．7倍。

解放后，山地开发取得较好成绩。先后建立用材林、楠竹、油桐

基地37处。全县有以杉，松、檫、柏为主的用材林l 1 7万多亩，楠竹

24万多亩，油茶2．8万多亩，油桐1 o万多亩， 木材蓄积量96万立方

米，1 980年采伐木材28，900多立方米，年产土纸3万多担。土纸尤以

滩头玉版、老仄为著，纸质洁白无瑕，细腻匀紧，坚韧耐破，书写时

笔锋舒展，字迹千秋不褪，别具风格，深受外商喜爱，产品早已远销

重洋。

地下资源比较丰富。主要矿藏有煤，铅、锌、金、锰、铁、磷等。

一R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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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旺铺、斜岭、云峰，滩头等地煤藏甚丰，早已为县、社、队所开采，年

产煤1 6万吨以上；石桥铺、白竹坪、辰水河床含金较多，所产脉金、

砂金素负盛名，年产金3，000两左右，．枫溪江的铅锌矿品质优良，为省

内厂家所称许。工业有机械、化肥，水泥、采矿、建材、造纸、卷烟、

酿酒、棉织、印刷等。解放前，全县只有几家手工业作坊，到1980年

已有国营工业企业19家，集体工业企业149家，工业产值4，299万元。

社队企业发展很快，I 980年企业总数已达I，657个，总产值2，400万元。

隆回造纸厂生产的凸板纸、防水防潮纸、易燃纸等特种纸，满足了国

内有关单位的特殊需要； 卷烟纸供应全省各家卷烟厂。 隆回酒厂的

“状元红"，味甘质醇。隆回卷烟厂的“隆回”牌香烟，色味俱佳，

经济实惠。滩头的香粉纸，历史悠久，远销日本和南洋各地。

解放前，全县仅有邵安公路过境，全长47公里，交通运输极不方

便，现在公路四通八达。县内公路干线有隆(隆回)小(小沙江)、

隆(隆回)岩(岩口)．．隆(隆回)苏(苏河)、隆(隆回)高(高

平)、隆(隆回)邵(邵阳县)等，县社两级公路里程已达7l 7公里，

比解放前增加l 4倍。有货运汽车256辆，客运汽车44辆， 实现了社社

通汽车。水运有赧水常年可通机船。

．商业网点遍及城乡，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全县有国营商业公司

l 6个，国营商店32家，供销合作社54个，加上代购代销商店和个

体经营商店，形成了全县商业购销网。 1980年社员交售给国家粮食

5，289万斤，菜油198万厅，牲猪15万头，辣椒4．8万担，茶叶l万担，

烤烟2．67)-担，生姜2．3万担，苡米1．1万担，土纸2．9万担。主要农副产

品收购总额5，303万元。与此同时，工业品大量下乡。1980年销售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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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万担(其中氮肥75．8万担)，缝纫机2，505部，自行车王，193辆，

手表5，200块，收音机2，103架，涤纶混纺布和化纤布185万米。社会商品

零售总额8，483．9万元。农村购买力大有提高，社员生活逐年改善。

全县现有县办中学I 2所，社、镇办中学1 23所，小学799所，教职员

326，854人，比l 949年增加10．9倍，在校学生181，208人，比1 949年增加

i 0．2倍，学生占总人口1 6％，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8％。幼儿教育亦有

发展。科学普及初具规模，四级农科网基本形成。县镇内设有电影院、

祁剧团，工人俱乐部、文化馆、图书馆、广播站；公社有文化站，有

农村电影队83个，公社广播站63个，架设广播喇叭l 5万只，形成了广

播宣传文化活动网，丰富了人民文化生活。卫生事业发展很快，有县区

医院l 2所，公社有卫生院， 大队有合作医疗室，共有医务人员l，670

人(不包括赤脚医生)，病床l，290张，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

县内有袁吉六先生墓。袁吉六系湖南一师国文教员。《毛泽东同

志的青少年时代》载： “毛泽东同志能写一手好古文，得袁的帮助不

小。"为了纪念老师，毛泽东同志于l 954年回湘时亲书碑文：“袁吉六先

生之墓。毛泽东书。”墓建于罗洪公社孟公大队乌鸡山。金石桥区黄金

井公社五锣大队芦基湾有“鸭田战斗指挥所"，系贺龙同志I 935年l 2

月l 6日率领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隆回时指挥与敌人作战的处所。

县内重要历史人物，有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史学家

魏源，辛亥革命元勋、武昌起义组织者之一谭入凤，建党初期党中央

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彭述之(后叛变革命，堕为托派)；1 928年牺牲

于江西革命根据地、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宝庆地委书记彭钟泽；以及大

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宝庆农民协会委员长欧阳秋曝等。



·诗 词-

七 绝

桃花坪晚眺

康兴球

赧水落虹伴桃花，紫阳欲归恋彩霞。

昔时泪染东流水，今日甜酣百姓家。

七 律

隆 回 赞

刘7定石

游龙欲去复回头①，

竹翠林深景物好，

八都尽改旧时貌③，

变化皆因政策好，

缘在望云白马留②。

茶香桔蜜辣风遒。

四水欣随人意流④。

喜开新局写春秋。

注。①相传隆回六都寨以北远古为海，明时称龙回。

②望云、白马，即望云山、自马山。

⑧明时地方设都，隆回境内设有八都。

④四水t即赧水、辰河、西洋江、白竹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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