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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宾阳县城乡建设志》是一部全面反映宾阳县城乡建设面貌的专业志书，旨在统合古今，详今明古，资治存
史，为进一步推进城市化建设和基本实现现代化服务。

二、本志坚持唯物史观，实事求是，求实存真，全面、科学、系统地反映宾阳县境内自设县行政建制以来城乡建
设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坚持纵贯古今，详今明古，重在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宾阳城乡建
设的成就。 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突出体现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三、本志体裁：采用编年纪事本末体，述、记、志、传、图、表、录、照片相结合，以志为主，各有所用。 以建设门类
设篇、章、节、目，共 20章 126节。 卷首设概述、大事记，总摄全书，以纵横概述宾阳城乡建设之大要；次列专志，以
门类设章立节，辅以图表，为全志主体；丛录殿后，选辑重要建设文献以存史备查。

四、记述范围:为今宾阳县辖区域。 记述内容：面向全县，突出城镇，凡属城乡建设事业，不受管辖所限，均入本
志，对与城乡建设有关但不属于建设职能范围的内容酌情记述。 记述时限：上限不一，力求追溯，上溯事物起源发
端，下限一般断止于 2009年 12月。 大事记、县政区图、县城区图、照片及综述中的个别事项，为详其始末沿革，延
伸至本志书付印出版前。

五、历史纪年：古代（清朝之前）沿用历代纪年年号，以汉字书写，加注相应的公元纪年，并省略“公元”、“年”等
字；民国纪年采用汉字书写，加注公元纪年，并省略“公元”、“年”等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文中所称“新中国”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系指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之前（后）；“解放前（后）”，系指 1949 年 12 月 2 日宾阳解放之日的时间界限之前（后）；年代系指 20 世纪各年代；
所称的“党”系指中国共产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
三次全体会议。

七、本志所述名称、称谓、时间、数量、计量单位、标点符号、代号，均依一般方志书写规范行文。历史地名、职官
及计量单位、货币概用当时名称，必要时加注。 较长的专用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括注简称，后概用简称。 应
用数据，除来自统计部门或主管部门的统计数字外，绝大部分来自建设部门及有关单位和乡镇提供的准确数字。
志中统计数字，公元纪年、月份、日期均用阿拉伯数字。

八、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行文力求简明。按事物分类与现行管理部门的职能相结合，横排门类，纵
述始末，重点升格，合理组合。依志书通常格局，或综述全貌，或条述重点，或表列一般。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
纪事本末体。各专志采用记叙体，重在记叙，叙而不议，一般不加政治性定语和评论，寓褒贬于述事之中。专志之间
交叉部分，采取详此略彼、各有侧重的方法处理。

九、人物记述：遵循“生不立传”原则。 选择已故的对宾阳建设事业有突出贡献、较大影响之人物，以生年为序
先后排列立传。对部分有较大贡献影响的在世人物事迹，除“因事系人”记入有关章节外，设有关表录记入，以作存
史。

十、本志所用资料取自建设系统及有关部门所提供撰写整理资料，各档案馆（室）、图书馆藏存资料、报刊、历
代州（县）志、部分县部门专业志、县年鉴、文物、口碑、实地调查及有关文件文献，经鉴别入志，为节省篇幅，除引文
需要外，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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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正当全县上下万众一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城乡建设快速发展之际，获悉由宾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组
织编纂的《宾阳县城乡建设志》，经过编者三年多的辛勤劳动、住建系统各单位及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终于出版
问世，和读者见面了。这是住建系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取得的一项丰硕成果，也是我县建设史上有益当代、
惠及后世的一件大事、好事。

宾阳地处桂中南平原，倚靠首府南宁，是广西最古老县份之一。 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远古时代，古
越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领方宾州，昆仑古道，自古就是连接岭南桂邕南北的动脉。历史上，这里曾几度繁荣，几
度辉煌。 而兵燹、战乱、残酷的政治统治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又使这里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乡村几遭破坏，几经衰
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宾阳县住建系统的
干部职工，与时俱进，同心协力，勇于开拓，奋力拼搏，战胜了千难万险，创造了许多奇迹，使我县城乡建设事业飞
速发展，日新月异。县城宾州镇，一条条大道拓展延伸，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历经十几年的艰苦奋战，城市规模初
步形成。仅 1986年至 2009年的 23年间，县城面积由 4.2平方公里扩大到 16平方公里，县城人口由 4万增加到 15
万。 全县小城镇经过规划、改造和建设，镇容镇貌焕然一新。 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四通两建（通路、通水、通电、通话，
建好学校、建好卫生院），农民们住进了宽敞明亮、式样讲究的砖混平房或楼房。20世纪 50年代末流传的“楼上、楼
下、电话、电灯”那种似乎可望而不可即的十分遥远的梦想变成为现实。

《宾阳县城乡建设志》本着“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翔实的资料，严谨的方法，全面客观地记载了宾阳
县域内城乡建设的历史和现状， 其中着重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宾阳县城乡建设的成就和
发展过程，从中也体现出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城乡建设的关系，突出时代特色和行业特点。是迄今为止较全面、较系
统地介绍宾阳县城乡建设的第一部专志。它不仅让后人了解这一段历史，还会给宾阳县今后的城乡规划、建设、管
理等方面的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借鉴，起到资治、存史的作用。在此，我衷心地感谢志书的编辑和所有为编写志书作
出贡献的同志，你们为宾阳县的建设和发展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科技、信息高度发达，社会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 21世纪是一个充满竞争和挑战的世
纪。城乡建设历来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共宾阳县委、县人民政府不断加强对城乡建设工作的领导，全
县住房城乡建设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齐心协力，努力工作，使城乡建设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借志书出版之际，寄希望予住房城乡建设战线的全体同志和全县人民，要牢记使命，团结一心，开拓进取，为
发展宾阳的建设事业，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努力奋斗，不断续写宾阳县城乡建设的新篇章。

中共南宁市委副书记、宾阳县委书记
《宾阳县城乡建设志》编纂委员会顾问

2010年 10月 8日

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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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 阳 县 城 乡 建 设 志
BINYANG XIAN CHENGXIANG JIANSHE ZHI

序 二

宾阳县地处广西地理中心，是首府南宁市的北大门。 历史悠久，交通便利，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山川毓秀，物
产丰富，人杰地灵，民风淳朴。

宾阳自西汉元鼎六年（前 111）建置立县（始称“领方县”），迄今，已有 2121年的历史，是广西最古老县份之一。
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建设家园，推进文明，创造了灿烂的
文化和丰伟的业绩。 其间，沧海桑田，解放以前频繁的战乱和灾害，繁重的徭役和赋税，也造成了他们的痛苦和贫
穷。 城乡多残垣断壁，百孔千疮，不堪一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宾阳人民发扬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百折不挠的优良传统，建设家园，建设
祖国，各项事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建设事业开创了新局面。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更是释放
出了巨大的能量，全县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团结一致，锐意进取，狠抓“两个文明”建设，使全县经济和社
会各项事业得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县上下呈现出政治安定、经济发展、商贸繁荣、各业兴旺、协调发展的繁
荣景象。城乡建设同其他战线一样，快速发展，日新月异，成绩显著，建筑精品纷呈迭出，规模空前。一座座集镇，一
座座村庄“旧貌变新颜”。 全县 1892个自然村，民房、新居错落有致，公路、村路四通八达。 山、田、地综合治理，水、
电、路配套建设，村村呈现一派新气象。 宾州、黎塘等 16 个建制镇（乡），按城镇化的要求，正在逐步建设成为环境
优美、设施齐全的中心集镇。 一座崭新的县城在桂中南大地崛起，县城建成区面积比解放前的旧城扩大了 16 倍，
完善的公共服务和市政公用设施，为人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作、生活环境。 宾阳，这颗镶嵌在桂中南的璀璨明
珠，正在散发出多彩的光芒。

《宾阳县城乡建设志》是一部记述宾阳县城乡建设的专业志书，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宾阳县自汉代以来建设事
业的沿革以及经过的坎坷历程，记载了所取得的成就，记载了不应忘记的人和事，不仅反映了宾阳县建设事业的
过去和现状，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的改革开放和富民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人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重点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宾阳县建设事业在艰苦的创业中不断发展，取得可喜变化。特别是着重
记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 城市建设进入大建设、大发展时期，实施
了改造老城道路、排水、供水、亮化、美化、绿化、电力、电信、通信、有线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品位；建设
宾州大道、金城路、思远路、昆仑路、财政路等新区道路及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县城区域；建设供电大厦、电信大厦、
体育馆、电视大楼、土地局大楼、地税局大楼等实施县城东扩战略；建设县城文化广场、城北广场、街心花园及绿化
带，为人们提供休闲娱乐场所；建设都市花园、广场公寓、凤凰城市花园（广场）、丽阳·天下、宾州大厦、广宾商厦、
世纪新城小区、宾都大厦、城市上品、尚城国际等，体现优美的自然环境、完善的综合配套设施、专业的物业服务，
形成规模的住宅小区；建设宾阳购物中心、万冠超市、佳惠超市、广兴超市、城南超市、宾阳工业品批发大市场等，
形成综合性的繁华物流中心，吸引了八方客商，体现了宾阳县城时代气息、民族风格、地方特色。 同时，加强了乡
镇、村庄规划建设，编制了乡镇的建设规划、村庄建设规划、县域村庄布局规划，对农村农宅建设提供技术指导和
服务，描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前景。

志书是对过去的一个很好的回顾和总结。 岁月流逝，但宾阳县建设事业的这一段历史确因此志而长存。 我们
会从志书中受到鼓舞,受到启迪，有所感悟，对于后人，无疑它更会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编纂志书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 本志编写是在县领导直接关怀和局编委会的领导下，在局各股室、二层机
构全体职工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紧密配合下，编辑人员克服诸多困难，多渠道多途径收集资料，认真编写，反
复修改，历时近四载，终于定稿付梓。在此，谨向为《宾阳县城乡建设志》编纂出版作出贡献的所有人员表示诚挚的
感谢。

2



MU LU

借此志书问世之际，寄语住建系统全体职工，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发扬拼搏精神，与
时俱进，开拓进取，奋发图强，为宾阳县的建设事业不断作出新的贡献。同时，也希望关注宾阳县建设事业的人们，
通过这本书对宾阳县建设事业的过去和现在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更加关心支持宾阳县建设事业，共同携
起手来建设宾阳，创建宾阳更加美好的明天。

宾 阳 县 住 房 和 城 乡 规 划 建 设 局 局 长
《宾阳县城乡建设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主编

韦 乐

序 二

2010年 1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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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
大事 !!!!!!!!!!!!!!!!!记 （6）

第一章 建设环境

第一节 建置沿 !!!!!!!!!!!!革 （39）
一、历史沿 !!!!!!!!!!!!革 （39）
二、境 !!!!!!!!!!!!!!域 （42）
三、区 !!!!!!!!!!!!!!划 （44）
四、镇（乡）简 !!!!!!!!!!!况 （48）

第二节 自然地 !!!!!!!!!!!!理 （60）
一、地质地 !!!!!!!!!!!!貌 （60）
二、气候水 !!!!!!!!!!!!文 （62）
三、自然资 !!!!!!!!!!!!源 （62）

第三节 人文环 !!!!!!!!!!!!境 （65）
一、人 !!!!!!!!!!!!!!口 （65）
二、民 !!!!!!!!!!!!!!族 （66）

第二章 古代城池

第一节 领方—临浦—宾州 !!!!!!!城 （68）
一、城池选 !!!!!!!!!!!!址 （68）
二、城池规 !!!!!!!!!!!!制 （68）

第二节 绥宁—安城—保城县 !!!!!!城 （69）
第三节 琅琊县 !!!!!!!!!!!!城 （69）
第四节 思干县 !!!!!!!!!!!!城 （69）
第五节 宾州—宾阳县 !!!!!!!!!城 （69）

一、城池选 !!!!!!!!!!!!址 （69）
二、城池修 !!!!!!!!!!!!筑 （70）
三、街 !!!!!!!!!!!!!!道 （72）
四、衙 !!!!!!!!!!!!!!署 （74）
五、仓 !!!!!!!!!!!!!!库 （75）
六、坛 !!!!!!!!!!!!!!庙 （75）

第六节 武罗县 !!!!!!!!!!!!城 （75）

第三章 古老建筑 胜景古迹

第一节 第宅民 !!!!!!!!!!!!居 （76）
一、名人故 !!!!!!!!!!!!居 （76）
二、旧 !!!!!!!!!!!!!!宅 （84）

第二节 试院 书 !!!!!!!!!!!院 （88）
一、试 !!!!!!!!!!!!!!院 （88）
二、书 !!!!!!!!!!!!!!院 （89）

第三节 寺庙 祠 !!!!!!!!!!!观 （90）
一、寺 !!!!!!!!!!!!!!庙 （90）
二、祠 !!!!!!!!!!!!!!观 （93）

第四节 古桥 关 !!!!!!!!!!!隘 （94）
一、古 !!!!!!!!!!!!!!桥 （94）
二、关 !!!!!!!!!!!!!!隘 （97）

第五节 古塔 牌 !!!!!!!!!!坊 （100）
一、古 !!!!!!!!!!!!!!塔 （100）
二、牌 !!!!!!!!!!!!!!坊 （102）

第六节 馆阁亭 !!!!!!!!!!!楼 （103）
一、会 !!!!!!!!!!!!!!馆 （103）
二、阁 !!!!!!!!!!!!!!亭 （104）

第七节 碑刻 墓 !!!!!!!!!!葬 （104）
一、碑碣石 !!!!!!!!!!!!刻 （104）
二、古墓 !!!!!!!!!!!!!葬 （105）

第八节 古遗 !!!!!!!!!!!!址 （105）
第九节 山水名 !!!!!!!!!!!胜 （107）

一、古宾州八大 !!!!!!!!!!景 （107）
二、古永淳八景（之一 !!!!!!!!） （110）
三、公园景 !!!!!!!!!!!!区 （111）
四、河湖、瀑布景 !!!!!!!!!区 （113）
五、溶洞景 !!!!!!!!!!!!区 （117）

第四章 县城建设

第一节 城 !!!!!!!!!!!!!区 （119）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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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街巷道 !!!!!!!!!!!路 （120）
一、街 !!!!!!!!!!!!!!道 （120）
二、绕城 !!!!!!!!!!!!!路 （126）
三、广 !!!!!!!!!!!!!!场 （126）

第三节 旧城改 !!!!!!!!!!!造 （127）
第四节 宾州古城开发建 !!!!!!!设 （128）
第五节 新区开发建 !!!!!!!!!设 （129）

一、宾阳商贸城开发 !!!!!!!!区 （129）
二、芦圩新城区开发 !!!!!!!!区 （131）
三、城东新 !!!!!!!!!!!!区 （131）

第六节 小区建 !!!!!!!!!!!设 （132）
第七节 城中村改造建 !!!!!!!!设 （132）
第八节 公共路灯照 !!!!!!!!!明 （133）
第九节 排水 防 !!!!!!!!!!洪 （135）
第十节 供 !!!!!!!!!!!!!水 （135）
第十一节 城区公共交 !!!!!!!!通 （137）

一、人力 !!!!!!!!!!!!!车 （137）
二、城区公共汽 !!!!!!!!!!车 （137）
三、城区出租汽 !!!!!!!!!!车 （139）
四、机动三轮 !!!!!!!!!!!车 （139）

第十二节 公共设施建 !!!!!!!!设 （139）
一、商业集贸设施建 !!!!!!!!设 （139）
二、教育设施建 !!!!!!!!!!设 （143）
三、文化体育设施建 !!!!!!!!设 （147）
四、医疗卫生设施建 !!!!!!!!设 （150）
五、企业设施建 !!!!!!!!!!设 （151）

第十三节 机关公房建 !!!!!!!!设 （152）

第五章 集镇建设

第一节 黎塘 !!!!!!!!!!!!镇 （163）
一、城区建 !!!!!!!!!!!!设 （163）
二、街道 巷 !!!!!!!!!!!弄 （165）
三、改建工 !!!!!!!!!!!!程 （169）
四、新区开 !!!!!!!!!!!!发 （169）
五、桥 !!!!!!!!!!!!!!梁 （170）
六、路灯街 !!!!!!!!!!!!灯 （170）
七、园林绿 !!!!!!!!!!!!化 （170）
八、供 !!!!!!!!!!!!!!水 （171）
九、交通设 !!!!!!!!!!!!施 （171）
十、工业企业设施建 !!!!!!!!设 （173）
十一、商业集贸设施建 !!!!!!!设 （177）

十二、电力通信设施建 !!!!!!!设 （179）
十三、金融设施建 !!!!!!!!!设 （179）
十四、教育设施建 !!!!!!!!!设 （179）
十五、医疗卫生设施建 !!!!!!!设 （181）
十六、文化体育设施建 !!!!!!!设 （182）
十七、民 !!!!!!!!!!!!!宅 （183）

第二节 新桥 !!!!!!!!!!!!镇 （183）
第三节 大桥 !!!!!!!!!!!!镇 （186）

一、大桥圩（中心集镇）建 !!!!!!设 （186）
二、廖平圩建 !!!!!!!!!!!设 （188）

第四节 思陇 !!!!!!!!!!!!镇 （188）
一、思陇圩（中心集镇）建 !!!!!!设 （188）
二、太守圩建 !!!!!!!!!!!设 （190）

第五节 武陵 !!!!!!!!!!!!镇 （191）
一、武陵圩（中心集镇）建 !!!!!!设 （191）
二、马王圩建 !!!!!!!!!!!设 （193）

第六节 中华 !!!!!!!!!!!!镇 （194）
第七节 古辣 !!!!!!!!!!!!镇 （196）
第八节 邹圩 !!!!!!!!!!!!镇 （198）

一、邹圩集镇建 !!!!!!!!!!设 （198）
二、马谭圩建 !!!!!!!!!!!设 （200）

第九节 甘棠 !!!!!!!!!!!!镇 （200）
第十节 露圩 !!!!!!!!!!!!镇 （202）
第十一节 新圩 !!!!!!!!!!!镇 （204）

一、四镇圩（中心集镇）建 !!!!!!设 （204）
二、三塘圩建 !!!!!!!!!!!设 （205）

第十二节 王灵 !!!!!!!!!!!镇 （205）
一、王灵圩（中心集镇）建 !!!!!!设 （205）
二、双桥圩建 !!!!!!!!!!!设 （207）
三、广西王灵农场建 !!!!!!!!设 （207）

第十三节 洋桥 !!!!!!!!!!!镇 （208）
一、洋桥集镇建 !!!!!!!!!!设 （208）
二、广西黎塘监狱建 !!!!!!!!设 （209）

第十四节 和吉 !!!!!!!!!!!镇 （210）
第十五节 陈平 !!!!!!!!!!!乡 （211）

一、中心镇（陈平圩）建 !!!!!!!设 （212）
二、高田圩建 !!!!!!!!!!!设 （212）

第六章 乡村建设

第一节 村庄辖 !!!!!!!!!!!属 （213）
一、宾州镇村 !!!!!!!!!!!庄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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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黎塘镇村 !!!!!!!!!!!庄 （214）
三、新桥镇村 !!!!!!!!!!!庄 （214）
四、大桥镇村 !!!!!!!!!!!庄 （215）
五、武陵镇村 !!!!!!!!!!!庄 （216）
六、古辣镇村 !!!!!!!!!!!庄 （216）
七、思陇镇村 !!!!!!!!!!!庄 （216）
八、邹圩镇村 !!!!!!!!!!!庄 （217）
九、新圩镇村 !!!!!!!!!!!庄 （218）
十、中华镇村 !!!!!!!!!!!庄 （218）
十一、露圩镇村 !!!!!!!!!!庄 （218）
十二、甘棠镇村 !!!!!!!!!!庄 （219）
十三、王灵镇村 !!!!!!!!!!庄 （219）
十四、洋桥镇村 !!!!!!!!!!庄 （219）
十五、和吉镇村 !!!!!!!!!!庄 （220）
十六、陈平乡村 !!!!!!!!!!庄 （220）

第二节 村屯建 !!!!!!!!!!!设 （221）
一、宾州镇村屯建 !!!!!!!!!设 （221）
二、黎塘镇村屯建 !!!!!!!!!设 （221）
三、新桥镇村屯建 !!!!!!!!!设 （223）
四、大桥镇村屯建 !!!!!!!!!设 （225）
五、武陵镇村屯建 !!!!!!!!!设 （225）
六、古辣镇村屯建 !!!!!!!!!设 （228）
七、思陇镇村屯建 !!!!!!!!!设 （229）
八、邹圩镇村屯建 !!!!!!!!!设 （229）
九、新圩镇村屯建 !!!!!!!!!设 （231）
十、中华镇村屯建 !!!!!!!!!设 （231）
十一、露圩镇村屯建 !!!!!!!!设 （231）
十二、甘棠镇村屯建 !!!!!!!!设 （232）
十三、王灵镇村屯建 !!!!!!!!设 （233）
十四、洋桥镇村屯建 !!!!!!!!设 （234）
十五、和吉镇村屯建 !!!!!!!!设 （235）
十六、陈平乡村屯建 !!!!!!!!设 （237）

第七章 基础设施建设

第一节 水利设 !!!!!!!!!!!施 （239）
一、堤 !!!!!!!!!!!!!坝 （240）
二、水 !!!!!!!!!!!!!库 （241）
三、渠 !!!!!!!!!!!!!道 （248）
四、防洪除涝设 !!!!!!!!!!施 （248）
五、筒 !!!!!!!!!!!!!车 （250）
六、水轮泵 !!!!!!!!!!!!站 （250）

七、机灌 !!!!!!!!!!!!!站 （251）
八、电灌 !!!!!!!!!!!!!站 （251）

第二节 交通设 !!!!!!!!!!!施 （253）
一、古（驿） !!!!!!!!!!!!道 （253）
二、公 !!!!!!!!!!!!!路 （254）
三、铁 !!!!!!!!!!!!!路 （260）
四、桥 !!!!!!!!!!!!!梁 （262）

第三节 电力设 !!!!!!!!!!!施 （262）
一、发电设 !!!!!!!!!!!!施 （263）
二、供电设 !!!!!!!!!!!!施 （264）
三、输电线 !!!!!!!!!!!!路 （267）
四、电力管 !!!!!!!!!!!!理 （269）

第四节 信息产业设 !!!!!!!!!施 （272）
一、邮 !!!!!!!!!!!!!政 （272）
二、电 !!!!!!!!!!!!!信 （273）

第五节 商业设 !!!!!!!!!!!施 （277）
一、集贸市 !!!!!!!!!!!!场 （277）
二、商贸网点设 !!!!!!!!!!施 （280）

第六节 文化体育设 !!!!!!!!!施 （283）
一、文化设 !!!!!!!!!!!!施 （283）
二、体育设 !!!!!!!!!!!!施 （285）

第七节 教育设 !!!!!!!!!!!施 （285）
一、校舍建 !!!!!!!!!!!!设 （285）
二、危房改 !!!!!!!!!!!!造 （286）
三、“两基”建 !!!!!!!!!!!设 （287）

第八节 广播电视设 !!!!!!!!!施 （288）
一、广播台 !!!!!!!!!!!!站 （288）
二、电视差转台、电视台（站 !!!!!） （288）

第九节 医疗卫生设 !!!!!!!!!施 （289）
第十节 民政福利设 !!!!!!!!!施 （292）

第八章 建筑业

第一节 民 !!!!!!!!!!!!!居 （295）
一、传统民 !!!!!!!!!!!!居 （296）
二、兴建、乔迁风 !!!!!!!!!俗 （297）

第二节 建筑队 !!!!!!!!!!!伍 （297）
一、建筑工 !!!!!!!!!!!!匠 （297）
二、乡村建筑施工队 !!!!!!!!伍 （297）
三、建筑施工企 !!!!!!!!!!业 （298）

第三节 建筑勘察设 !!!!!!!!!计 （306）
第四节 施工工 !!!!!!!!!!!程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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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建筑施 !!!!!!!!!!!工 （307）
一、基础工 !!!!!!!!!!!!程 （307）
二、墙体工 !!!!!!!!!!!!程 （308）
三、构架工 !!!!!!!!!!!!程 （309）
四、屋面工 !!!!!!!!!!!!程 （310）
五、装饰工 !!!!!!!!!!!!程 （310）
六、安装工 !!!!!!!!!!!!程 （311）
七、技术工 !!!!!!!!!!!!艺 （311）

第六节 施工机 !!!!!!!!!!!具 （312）
第七节 建筑材 !!!!!!!!!!!料 （312）

一、植物 !!!!!!!!!!!!!类 （312）
二、泥石 !!!!!!!!!!!!!类 （313）
三、水 !!!!!!!!!!!!!!泥 （315）
四、钢 !!!!!!!!!!!!!!材 （315）
五、耐火隔热材 !!!!!!!!!!料 （315）

第八节 优质工 !!!!!!!!!!!程 （316）
第九节 科技开 !!!!!!!!!!!发 （316）
第十节 建筑抗 !!!!!!!!!!!震 （316）
第十一节 建筑业管 !!!!!!!!!理 （317）

一、建材业管 !!!!!!!!!!!理 （317）
二、建筑企业资质管 !!!!!!!!理 （317）
三、施工证照管 !!!!!!!!!!理 （317）
四、工程建设管 !!!!!!!!!!理 （318）
五、建筑设计管 !!!!!!!!!!理 （318）
六、建筑市场管 !!!!!!!!!!理 （318）
七、建筑工程招投标管 !!!!!!!理 （318）
八、工程造价管 !!!!!!!!!!理 （319）
九、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 （319）
十、建筑安全管 !!!!!!!!!!理 （320）
十一、建设工程监 !!!!!!!!!理 （321）
十二、执法监察管 !!!!!!!!!理 （321）

第九章 城乡建设规划

第一节 县城规 !!!!!!!!!!!划 （322）
一、县城总体规 !!!!!!!!!!划 （322）
二、专项规划和专业规 !!!!!!!划 （326）
三、控制性详细规 !!!!!!!!!划 （327）

第二节 集镇建设规 !!!!!!!!!划 （330）
第三节 村庄建设规 !!!!!!!!!划 （331）

一、村庄测量设计规 !!!!!!!!划 （331）
二、新农村建设规划编 !!!!!!!制 （331）

第四节 规划管 !!!!!!!!!!!理 （356）

第十章 房地产业

第一节 房地产管 !!!!!!!!!!理 （357）
一、国有直管公房的接 !!!!!!!管 （357）
二、私有房屋管理及换 !!!!!!!证 （359）
三、房地产抵押登 !!!!!!!!!记 （359）

第二节 房地产开 !!!!!!!!!!发 （360）
一、开发建 !!!!!!!!!!!!设 （360）
二、开发企 !!!!!!!!!!!!业 （362）
三、商品房销 !!!!!!!!!!!售 （363）

第三节 房地产经 !!!!!!!!!!营 （364）
一、房地产交易管 !!!!!!!!!理 （364）
二、房地产抵 !!!!!!!!!!!押 （364）
三、白蚁防 !!!!!!!!!!!!治 （364）

第四节 建设用地管 !!!!!!!!!理 （365）
一、国家建设用地管 !!!!!!!!理 （365）
二、乡（镇）村建设用地管 !!!!!!理 （367）
三、补偿 安 !!!!!!!!!!!置 （369）
四、查处乱占土地建私 !!!!!!!房 （369）

第十一章 住房制度改革

一、公有住房出 !!!!!!!!!!售 （371）
二、公房租金调整改 !!!!!!!!革 （372）
三、住房公积金的管 !!!!!!!!理 （372）
四、单位职工集资建 !!!!!!!!房 （373）
五、公有住房上市交 !!!!!!!!易 （374）
六、住房分配货币 !!!!!!!!!化 （374）

第十二章 供水供气

第一节 民用供 !!!!!!!!!!!水 （375）
一、水资 !!!!!!!!!!!!!源 （375）
二、供水设施与工程建 !!!!!!!设 （377）
三、农村“改水 !!!!!!!!!!!” （388）

第二节 生活燃料和供 !!!!!!!!气 （388）
一、燃料使用沿 !!!!!!!!!!革 （388）
二、供气设施设 !!!!!!!!!!备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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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燃气供应服 !!!!!!!!!!务 （390）
四、供气管 !!!!!!!!!!!!理 （390）
五、燃气经营企 !!!!!!!!!!业 （391）
六、管道燃 !!!!!!!!!!!!气 （394）

第十三章 城镇环境卫生

第一节 环卫机 !!!!!!!!!!!构 （395）
第二节 环卫设 !!!!!!!!!!!施 （396）

一、公共厕 !!!!!!!!!!!!所 （396）
二、垃圾池 !!!!!!!!!!!!箱 （396）
三、垃圾填埋 !!!!!!!!!!!场 （397）

第三节 环卫机 !!!!!!!!!!!具 （397）
一、人力工 !!!!!!!!!!!!具 （397）
二、机械设 !!!!!!!!!!!!备 （397）

第四节 街道清扫保 !!!!!!!!!洁 （398）
一、县城街道清扫保 !!!!!!!!洁 （398）
二、黎塘镇街道清扫保 !!!!!!!洁 （401）
三、甘棠镇街道清扫保 !!!!!!!洁 （401）

第五节 住宅区、庭院保洁卫 !!!!!!生 （401）
第六节 垃圾处 !!!!!!!!!!!理 （401）

一、县城城南垃圾清运处 !!!!!!理 （401）
二、县城城北（新宾）垃圾收运处 !!!理 （402）

第七节 粪便清 !!!!!!!!!!!理 （402）
第八节 环境卫生竞赛活 !!!!!!!动 （402）
第九节 创建卫生城市（镇 !!!!!!!） （403）
第十节 环卫经 !!!!!!!!!!!费 （404）

一、财政拨 !!!!!!!!!!!!款 （404）
二、有偿服 !!!!!!!!!!!!务 （404）

第十四章 市容市貌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 !!!!!!!!!!!构 （406）
第二节 市容管 !!!!!!!!!!!理 （407）
第三节 管理法律法规与制 !!!!!!度 （410）
第四节 破挖道路管 !!!!!!!!!理 （410）
第五节 占道经营管 !!!!!!!!!理 （411）
第六节 户外广告管 !!!!!!!!!理 （413）
第七节 夜市管 !!!!!!!!!!!理 （414）
第八节 市容整治活 !!!!!!!!!动 （415）
第九节 市容监 !!!!!!!!!!!察 （418）

第十节 违法违章处 !!!!!!!!!理 （418）

第十五章 环境绿化

第一节 公园绿 !!!!!!!!!!!化 （421）
第二节 道路街道广场绿 !!!!!!!化 （422）

一、道路绿 !!!!!!!!!!!!化 （422）
二、街道绿 !!!!!!!!!!!!化 （422）
三、广场绿 !!!!!!!!!!!!化 （422）

第三节 小区庭院绿 !!!!!!!!!化 （422）
一、居住小区绿 !!!!!!!!!!化 （422）
二、单位庭院绿 !!!!!!!!!!化 （422）

第四节 苗圃建 !!!!!!!!!!!设 （423）
第五节 古树名 !!!!!!!!!!!木 （424）
第六节 花木盆 !!!!!!!!!!!景 （424）
第七节 园林绿化养护管 !!!!!!!理 （425）

第十六章 城市综合管理

第一节 防震减 !!!!!!!!!!!灾 （426）
第二节 消 !!!!!!!!!!!!!防 （426）
第三节 人民防 !!!!!!!!!!!空 （428）
第四节 城建档案管 !!!!!!!!!理 （429）
第五节 行政事业性收 !!!!!!!!费 （430）

第十七章 建设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第一节 城乡规划、建设、管理主要法规体系
!!!!!!!!!!!!!!!!!!!

图
（431）

第二节 建设系统法律、法规、规章目 !!!录 （432）
第三节 县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的主要规章制
!!!!!!!!!!!!!!!!!!!

度
（436）

第十八章 建设机构

第一节 行政管理机 !!!!!!!!!构 （445）
一、县局（委）机 !!!!!!!!!!构 （445）
二、县局（委）内设机 !!!!!!!!构 （447）

第二节 直属职能机 !!!!!!!!!构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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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乡镇管理机 !!!!!!!!!构 （459）
第四节 党组 !!!!!!!!!!!!织 （459）

一、局（委员会）党 !!!!!!!!!组 （459）
二、局纪检 !!!!!!!!!!!!组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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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宾阳县位于北纬 ２２°５４′～２３°３７′，东经 １０８°３２′～１０９°１５′。县域东西长 ７５．２公里，南北宽 ６０．６公里，土地总面积
２３08平方公里。 至 ２００９ 年末，辖宾州、黎塘、甘棠、思陇、新桥、新圩、邹圩、大桥、武陵、中华、古辣、露圩、王灵、和
吉、洋桥 １５个建制镇和陈平 １个建制乡，计 ４０个社区，１９３个行政村，１８９２个自然村 ６０１６个村民小组。全县总人
口 103.25万。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 ８０．８％，壮族占总人口的 １９．１％，其他民族占总人口的 0.1%。中共宾阳县委、宾
阳县人民政府驻宾州镇。

（一）
宾阳县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南部，南宁市东北部。 大部分属平原、缓丘，少部分属山区。 县境西南临南宁市

兴宁区、青秀区，南与东南接横县，西连武鸣县，西北与上林县毗邻，东北与来宾市兴宾区交界，东与贵港市覃塘区
接壤。 县城西南距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城区中心 ８０ 公里，北去柳州市 １３２ 公里，东距华南第三大内河港
口———贵港港口 ８０ 公里，南距北海市 ３２０ 公里，距中国通往东南亚重要港口———钦州港 １８０ 公里。 地势南高北
低，由西南向东北倾斜。 四面边缘群山环绕，东、南、西三面边缘土山连亘，北及东北面边缘石山崛起。 大明山余脉
盘亘西南边缘，镇龙山脉盘踞东南边缘。最高点为镇龙山的大圣顶，海拔 １１７０米。县境中部为大片冲积平原，北部
和东北部为低丘溶蚀平原及丘陵地区，东部为低山丘陵地带，东南部为以高丘为主的丘陵区。 中部冲积平原是广
西第三大冲积平原。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到宾阳考察旅游时，惊叹其“平畴一望，天豁岚空，不意万山之中，复
有此旷荡之区也”。 县境处北回归线南缘，属南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热丰富。 年平均
气温 ２0．9℃，年平均降雨量 １５９６ 毫米左右，年日照 １５６６．６ 小时左右，蒸发量为 １５６９ 毫米，相对湿度 ８１％，有霜期
５天左右。 光、热、水条件优越。 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 水稻、甘蔗、花生、莲藕种植颇具优势。 冲积平原和缓丘
平原为重点产粮区，也是桑、畜、禽、鱼类的主要商品基地。全县有林地面积 １２８．５万亩，木材以松、杉为主。森林覆
盖率为 35.9％。 全县已探明的矿产资源主要有钨、钼、铋、铜、锌、铝、铅、铁、金、银、锑、石灰石、页岩、毒砂、花岗岩、
膨润土等 ２０种。宾阳县是广西陆路交通枢纽之一。湘桂铁路、黎湛铁路、黎钦铁路在县内黎塘镇交会，黎塘火车站
是广西第二大货运编组站和一级客运站；桂海高速公路、南梧二级公路（国道 ３２４ 线）、南柳公路（国道 ３２２ 线）过
境，境内还有宾上、宾横二级公路，县乡公路纵横交错。

（二）
宾阳县的城乡建设从最初的原始村落，到现代的村镇，从古代的城池到现在的城市，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

发展过程。 城乡建设每向前发展一步，都凝结着这里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体现着当时社会的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

宾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约在距今 ４０００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定居生息，出现原始村落。 先
民们事农耕、拓产业、兴建筑，为宾阳城乡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汉时在县境内置领方县，这是宾阳设县之始。 领方县为郁林郡都尉治，为防御战事，开始修建城池。 之后，
晋、唐、宋、元、明、清也先后建筑一些古城池，如绥宁县城（今黎塘镇境内）和琅琊县城（今武陵镇境内）、思干县城
（今新桥镇境内）、武罗县城（今甘棠镇境内），这些城池在几经沧桑的社会变迁中，有的毁于战争，有的年久失修，
逐渐颓废和消失。

概概概概概概概概概概概概概概概概 述述述述述述述述述述述述述述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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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宾阳由于地处岭南荒蛮地区，开发较晚，地方经济和工商业发展十分缓慢。 到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新中国
成立前，宾阳地区有宾阳、永淳两县，两县城镇少，城镇建设落后，且城市标准很低，街道简陋，石板铺设，道路狭
窄。

解放前，县城新宾镇有三联街、外东街、南街、新街、仁爱街，芦圩镇有谷行街（今伍屋街、同仁街）、故衣街（今
中兴街）、油行街（今治兴街）、鸡行街（今兴仁街）等。民国时在芦圩北面建设新市区，先后建成临浦街（第一马路）、
枫江街（第二马路）、永武街（第二、第三、第四马路）。 解放后，１９５０ 年春，县人民政府迁到芦圩，随着经济的发展，
逐步进行改建和新建街道，城区不断扩大。至 １９８３年，芦圩镇城区面积达 ２平方公里，辖 １１条街 ２个村。 １９８４年
１０ 月，芦圩镇和新宾镇合并为宾州镇，城市管理达到 １４ 条街道。 至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城市管理扩大到东至县城东环
城公路黎塘转盘、武陵转盘，西沿昆仑路至新桥圩。

20 世纪 90 年代后，在国家“小城镇、大战略”方针指引下，宾阳县加强镇（乡）政府机关驻地集镇建设，城镇规
划建设蓬勃发展。 各乡镇根据自己的特点，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的投入，开发建设小区，不断提质扩容，
改善环境。

经过解放以来 ５０多年的努力，昔日贫穷落后的“蛮荒地”，已经成为富庶繁荣之乡，城市和村镇建设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得到发展。 至 ２００９年底，全县有 10万人以上的城镇 ２个（宾州、黎塘）。 全县有 １５个建制
镇和 １个建制乡，1892个村屯。

至 ２００３年，县城芦圩已有大小街道 ２００多条，长度达 ９７公里，道路面积达 ８１．５万平方米。 路面多为水泥路，
少部分为沥青路。 １９７９—２００３ 年，投资新建、改建、扩建的县城主干道主要有：宽 １７ 米、长 ４８６ 米的永武街（县幼
儿园至公安局路口）；宽 １６ 米、长 １１００ 米的十里大街至柳州路段（城北大转盘至宾州加油站）；宽 ３２～３６ 米、长
２５５２ 米的宾州大街（原芦圩汽车站至县师范大转盘）；宽 ３７ 米、长 １３８０ 米的风景路（城北大转盘至中山公园）；宽
３０ 米、长 ８００ 米的商贸大道；长 ９ 公里、路面控制 ６０ 米，其中已硬化路面宽 ２０ 米的南梧二级公路宾阳绕城路；宽
４０米、长 ８００ 米的立新路（建设区路口至宾州镇政府）；宽 １６～２２ 米、长 １８００ 米的改建的城中大道（建设区路口至
交通局）；宽 15米、长 35００米的宾中路等。 县城街道平直宽畅。

尚存古老建筑物体、遗址、遗迹遍布县内各地。

（三）
新中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于 １９４９年 １２月下旬设实业科，专职全县建设工作。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

进，各项基本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相继展开。 建筑施工队伍从“散兵游勇”到组织起来成立建筑工会、组建各种形
式的公司，人员素质、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２０世纪 ５０ 年代，由境内设计人员设计、建筑队伍施工、建筑材料本地生产，建造了一些 ２~３ 层砖木结构楼房
和一批工厂厂房。建成一批以清平水库为主的农田水利工程，新建、改建、扩建中小学校以及一批文化体育卫生设
施。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至 ７０年代中期，全县楼房建筑向砖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简称“砖混结构”）发展，楼层高的上
至 ５层；以农田水利、水能电力、商业、行政和公路交通为主项目，拓展城乡建设。改建、扩建、新建一批学校和卫生
业务用房。

１９７８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推动下，全县城乡建设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层次之高，是过
去任何一个时期所不能比拟的。

（四）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城乡建设事业的发展。
１９７９ 年以后，开始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方针，１９８０ 年“四自一联”（自扫门前雪、自栽门前树、自搞下水

道、自修门前路，受益单位自己联合起来集资搞城市建设）的经验迅速在全县推广，使城市建设增加了新的活力。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前，宾阳城乡建设均无全面规划。 １９８３年后，城市建设开始制定县城总体规划。 １９８３年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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