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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柳州市城市建设志>就要付梓出版了。市建委领导嘱我为之作序，我感

到很高兴。因为这部浓缩着广大建设职工创造辉煌业绩的专业志书的编纂出

版，结束了自古以来我市“泥水匠”没有一部属于自己的专业志书的历史，

这既是我市城建工作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可喜

可贺!值此付印出版之际，我谨向市建设系统全体职工表示祝贺，向几年来

为编纂这部志书而付出艰辛劳动的全体工作人员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谢意!

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

重要标志。柳州山川秀丽，地灵人杰，建城于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

是一座悠久的历史文化名城。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到1949年11月25

日柳州解放时，她只是一个面积仅3平方公里，且市容破败，经济落后的小城

镇。经过建国后4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柳州城市面貌发生了沧

海桑田的巨变，建成区已达83．5平方公里，成为祖国西南的交通枢纽，广西

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区域经济中心。形成了以冶金、机电、纺织、轻工等为支

柱，门类齐全、结构比较合理、配套能力较强的工业体系o 1992年全市工业

总产值达到109．1亿元，成为全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第一个突破百亿产值

的城市；1993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了两番，提前7年实现了翻

两番的战略目标；1994年再创佳绩，工业总产值达171．1亿元。经济的迅速

发展为城市建设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抓住机遇，

立足自费改革，迅速加大了以改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增强城市功能为目

标的城市建设力度。近年来，同时兴建了三座横跨柳江的大桥和一批高等级

的环城道路，改善了城市交通条件；兴建了能供波音系列飞机起降的白莲机

场，开创了我市民航事业的新时代；整治了柳江航道，使黄金水道发挥出更

大的作用；兴建了一批大型商业购物中心和文化娱乐中心，改善了市民群众

的购物与娱乐条件。与此同时，城市供水、公共交通、邮电通讯、燃气、住

宅建设、公共建筑、园林绿化、环境卫生、环境保护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

足的发展，城市服务功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各项

社会事业蓬勃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硕果累累。在全自治区“三优一学"(优美

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学先进)竞赛考评中，我市荣获“八连冠”，并

两次荣获全国卫生城市称号，被评为全国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城市、全国园林



绿化先进城市等。被自治区命名为广西“文明城”。1990年以来，国务院经济

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对全国18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39个指

标进行城市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柳州市名列第18位；1991年，对全国

479个城市的18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柳州市的综合实力在全国“五十强’’

城市中排列第27位。这些令人瞩目的辉煌业绩，是历届中共柳州市委、市政

府殚思竭虑、努力奋斗的结果，是全市各族人民，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广大职

工群众胼手胝足、辛勤劳动、团结拼搏的结果。

古人云：志者，记也。又云：盛世修志。古老龙城欣逢改革开放、经济

快速发展之盛世，市建委领导班子把握良机，组织编纂了．《柳州市城市建设

志》。它汇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图片，经过编者精心集纳、整理和编纂，充

分反映了历代龙城建设者在建设家园中所付出的艰辛，和千年古城在漫长的

历史进程中的兴衰起伏及嬗变。它以历史线索为经，以各项建设门类为纬，

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指南，通过科学严谨的态度和笔法，纵横古今，

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地反映了龙城建设事业的风雨历程。它以翔实的史料证

明：是社会主义的灿烂阳光，使千年古城展新容；是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

使柳州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毫无疑问，这部志书为我市的城市建设留下了弥

足珍贵的史料，同时也为对我市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很好的“乡

土"教材，既服务于当代，也造福于后世，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存史、资

治、教化”的作用将愈加明显。

我深为这部志书的编纂出版而倍感欣慰。回溯历史，展望未来，龙城的

建设事业必将更加美好，城市面貌必将更加壮观和秀丽!

●共柳州市委书记孝{主H警南



J享 二

<柳州市城市建设志>历经四载，精心编纂，六易其稿，终于付梓出版了，这

是我市建设系统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我们作为老城建工作者，感到十分高兴。

盛世修志乃是华夏民族之优秀文化传统，编修专业志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对这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解放以来，柳州的城市建设在历届中共柳州

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80年代以来，在

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导下取得的丰硕成果，大大提高了城市整体功能，从而促进了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提高和改善了市民的生活环境质量，这是有目共睹的。

编修史志，目的在于鉴古明今，经世致用，继往开来。<柳州市城市建设

志>全书近70万字，堪称宏篇巨著，编纂工作者们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为指南，本着详今略古、详异略同的原则，突出时代性、专业性和地

方特色，资料翔实，体例完备，记述简洁，图文并茂，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资料性和可读性。她上溯自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柳州建城之肇始，

下止于1990年，其间长达2100多年的遥迢历史，编纂者多方面艰苦努力，从

浩瀚的史料中，收集整理出历史上柳州城市建设沧桑演变发展的轨迹，弥足

珍贵。并对1990年至1994年期间我市城市建设巨变中的重要成果增辟<建设

新篇>记文，读后，对我市建设工作近年所取得的新成就深感自豪，对建设

龙城更加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

纵观志书，千年沧桑。柳州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在漫长的历史长

河中度过悠悠岁月，她的发展进程让人无限感慨。“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

覆慨而慷。”今日之柳州，已成为广西主要工业基地和西南交通枢纽。鹅山柳、

水风光更加秀丽，随着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也必将带来城市各项建设的新

飞跃，市容市貌将更加瑰丽壮观、文明、整洁。

不容置辩的历史事实证明，柳州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广大城市建设者创

造性的劳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j是柳州城市建设得以高速发展并获

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和保证。我们曾经从事城建工作多年，对这部专业志

的出版倍感亲切和欣慰，并热诚地希望柳州的建设工作者认真阅读，从中吸

取教益，温故而知新，为建设龙城更美好的明天作出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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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D(彩乡J¨v●＼j
^ ^一

柳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豸√绥易
久弛夕I匆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

记述柳州市城市建设的历史和现状，力求达到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

务。

二、遵循“贯古通今，详今略古”的原则，上溯自城市建设的发端，下限至1990年，

个别有连续性的事物适当延伸。所载史实，只限于柳州市市区范围，一般不含郊区及柳

城、柳江两县。

三、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体裁形式。以志为主体，按行业的类别分篇，

横排纵述，纵横结合，图表置于各章节之中。

四、本志纪年，民国前历史纪年用汉字，民国年号使用阿拉伯数字，均加括号注明公

元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公元纪年编号。文中年代均属20世纪范围。“建国

前”、“建国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解放前”、“解放后”，以1949年11月

25日柳州市解放为界。

五、本志使用语体文。文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月10日重新发表的

<简化字总表>为准。数字以国家<关于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计量单位，

建国前按当时的计量标准，建国后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为准。1955年3月1日前的人民币，加括号注明的系旧币，不加的则已折

算为新币。

六、本志记述地名、机构、部门、单位和厂矿名称，均按当时称谓。在行文中第一次

出现用全称，重复出现则用简称。如：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共产党柳州市委员会、柳州

市人民政府、柳州市革命委员会、柳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等，分别简称自治区或广西区、

市委、市政府、市革委、市建委等。

七、对在柳州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卓有贡献的人物，除采用以事系人方式载入有关章

节外，经<柳州市城市建设志>编纂委员会审定，还作简介或表录。

八、本志资料主要取自市、局档案馆及城建系统各基层单位，部分来自广西图书馆、

桂林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少部分采自口述、笔录。为节省篇幅，出处不作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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