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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镇重点企业——平南县第二磷肥厂化验室，多

次荣获自治区优秀质量管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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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镇第二初级中学教学楼

’一，～熏畴：‘ 一．黪褊
△正在开发中的长1650米．宽43米的环东大街



△大新镇白沙江大桥

△大新镇白沙江大泉渠水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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