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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柳州

20世纪90年代的柳州

20世纪70年代的柳州

20世纪30年代的柳州



2009年春。市委书记陈剐(左一l，市长郑俊康(左二)．刮市长严世明(右二)，市委

常委苏爱群(右一)等市领导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市长郑俊康(右一)、副市长焦耀光(右二l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市委书记陈刚(右一l

和园林局局长黄绍龙(左

一)参加“家园绿美1工

程启动仪式。

1988年5,EJ美国辛辛那提市长露肯先生(前排左一)与时任柳州市市长的石琪高先生(前排右
一)在柳侯公园栽下友谊树。



2006年4月19日．梆州市常务副市长周卓新f前排右四)与柬埔寨千丹省省长肯波【前排右

五)在龙潭公园共檀友谊树。

2006年8月5日。柳州市市委副书记彭晓春【右二)、副市长文和群(右五)与奥地利斯威哈顿市

市长Hannes FAZEKAS(右三)在龙潭公园共植友谊树。



2010年5月31日．市委、市政府举行了隆重的。国家园林城市”接匾仪式。副市长焦耀光(左

四)、园林局局长黄绍龙(右三)、副局长李庆健(左三)等代表团成员向市长郑俊康(右五)、

政协主席胡锦朝I右四)、市委副书记苏海棠【左六)、人大副主任徐伟祟(左五)呈交“国家园林

城市。牌匾。

2009年11月。国家园林城市验收组组长张树林(前排左三1在副市长焦耀光(前排左四J和园

林局局长黄绍龙(前排左二)的陪同下对柳州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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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遵照贯通古今、详今略古、存真求实的原则，以本地区园林绿化事业的发展为主线，

记述园林绿化事业的起源、发展过程和现状，以有文字记载出现园林绿化实体的唐代中叶为上限，

下限至2010年。

三、本志为城市园林绿化专业志，故以柳州市园林绿化涵盖的内容为纲，编制本志的章节目

录，横分纵述，即横分门类、纵写始末。实事求是地记述柳州市园林建设的历史和现状，述而不

论。对在园林事业发展中卓有贡献的人物“生不立传”，以事系人，或只作简介。志书采用述、记、

志、图、表、录等体裁形式，力求图文并茂。

四、本志纪年，民国前历史纪年及民国年号均使用汉字，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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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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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汉字总表》(1986年)为准。计算单位按国务院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六、本志记述的地名、机构、部门、单位和工矿名称，均按当时称谓。在引文中第一次出现用

全称，重复出现时可用简称，如柳州市人民政府可简称市政府。

七、本志资料(文字、数据、图片、照片等)主要来源于柳州市园林局有关科室、局属各基层

单位，柳州市辖四城区及六县绿化管理所，有些为知情者口述，为节省篇幅，出处不作注明。

八、柳州市园林局属各基层单位、柳州市辖四城区及六县园林绿化志不属于本志的分志。



序一

⋯⋯⋯长焦簪苏
“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这是对柳州的山川形胜的生动写照。柳州，青山依依，绿水长

流，它如一个精致的天然盆景，揽翠怀秀，给这座南围工业城市平添了多少妩媚和灵气，因为有了

这样的山和水而使生于斯长于斯的柳州人也增添了多少骄傲和自豪，生出多少眷恋和情怀。

柳州人无疑是幸运的，大自然的馈赠让柳州的发展拥有了无限的空间和潜力；杉P'FH人无疑是幸

福的，勤劳、智慧、灵巧的柳州人民不仅将柳州打造成为一个以工业为主导的城市，同时也不忘环

境治理，精心打造出一个优美鲜亮的山水园林城市，使柳州的山水更加富有时代的气息和魅力。天

时、地利、人和的柳州，如今山水园林之美与工业强市交相辉映，繁花似锦、绿意葱茏的杉P'FH，人

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自然如此亲近，与绿色如此交融，一座“山水园林在城中，城在山水园林

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化园林城市已经展现在人们面前。温家宝总理一句“山清

水秀地干净”给予了柳州这样高的赞誉，这是所有柳州人的骄傲，更是柳州园林人的骄傲，因为正

是柳州园林人数十年如一日挥汗渲染这方土地，才使我们的城市环境如此美丽动人，才使我们的城

市生活充满诗情画意。

园林绿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缺乏灵魂的城市是苍白没有生命力的。蓝天白云下，城市簇拥着

无尽的翠色和绚丽，在自由的阳光里，在清新的空气中，望清水扬波，听鸟儿欢鸣，想草木滋长，

人们与天地相亲近，与自然共呼吸，感受生活创造的伟力，分享城市成长的快乐，这该是怎样的天

地大美，又该是怎样美好的生命乐章!岁月可以让人褪尽生命的色彩，拥有灵魂的城市永远闪耀青

春的光华。

非常感谢柳州市园林局给我们编纂了这部《柳州市园林志》，这绝非仅仅是一部记载柳州园林

绿化事业发展历史的书，更是一部寄托和承载着柳州园林人——这些创造我们城市美丽容貌的建设

者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无限情感和创造精神的励志之书。在这部书里，我们分明看到了柳州

园林绿化建设者们在无数个流逝的岁月里拓印的一行行闪亮的足迹，分明看到了他们那颗建设柳

州、装扮柳州的炽热滚烫的心，分明看到了他们所历经的那些艰辛与努力，光荣与梦想。

如果历史已经让我ft']杉P'FH园林绿化建设者们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抒写了美好的一页，一幅更辉

煌、宏伟的建设蓝图正出现在我们面前，它期待、激励着我们以炽热的激情和无限的智慧去挥洒和

创造。一个美丽的柳州，一个崭新的柳州，正如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即将在我们的手中托起，它将

喷薄四射，光耀天地!

谨以为序。



序二

删市园林局局长黹两矿

期逢盛世，记载着几代园林人光辉业绩、凝聚着修志人员辛勤劳动的《柳州市园林志》终于编

定付梓，在此之前，尚无其他志书如此完整地记录柳州园林事业从萌起到展现辉煌的漫漫历程，这

是园林战线上的一件大事，值得欣慰，值得庆贺。

柳州山川形胜，古有八景传颂。唐代中叶，已有柳侯祠、柑子堂、罗池、东亭、锦秋亭等园林

实体，宋、元、明、清、民国历代，柳州园林随着城市经济的兴衰而历尽沧桑。1949年11月25 El

柳州解放时，古园林大部分湮没，近代公共园林为数甚微，私家园林遗存无几，绿地率为7．8％、

绿化覆盖率为8．1％、人均公共绿地仅0．4平方米、行道树总数不过1500株，园林职工不到10人，

这就是当代园林起步时的全部家当。1950年，柳州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向全市人民发出绿化

柳州的号召，不久即成立柳州市园林管理处，着手发展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改革开放为柳州园林事业的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三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柳州园林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绿地总量增加、绿地系统完善、精品绿地提质，园林景观突出植物特色、文化

特色、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现代都市特色，建成区绿地率达35．08％、绿化覆盖率达40．37％、

人均公共绿地达到10．13平方米，道路绿化总长480．75公里；拥有了一支从规划、设计、施工、

生产、科研、养护、维护到经营管理和后勤保障等一整套门类齐全的园林专业技术队伍，走上园林

绿化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形成了“山水园林在城中，城在山水园林中”的城市风貌，柳州因之成为

天蓝、山青、石奇、水秀、地绿、城美、居佳的国家级园林城市。《柳州市园林志》全面、翔实、

准确地反映了这一历史巨变，志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为指导，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科学严谨的态度，做到记述观点正确、篇章结构合理、文字简练

流畅。编修城市园林志，是一项工作浩繁的系统工程，我们克服了时间跨度大、出书时间紧、内容

涵盖广、业务门类多及资料不足等诸多困难，努力追寻柳州园林发展的轨迹，详今略古、详今明

古、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柳州园林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柳州园

林发展的历史，它不仅为人们了解柳州园林建设的过去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料，而且也为今后柳州园

林的发展提供借鉴，为当代和未来的园林建设者提供有益的帮助。值此《柳州市园林志》出版之

际，我们对古往今来为柳州园林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并感谢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对本书的指导，对给过本书多方支持提供资料的各部门、各界人士、园林系统各单位、园林战

线老前辈以及参与志书编纂的所有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柳州市园林志》的问世，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相信在今后的园林事业的发展中，必将发挥

“资政、教化、存史”的重要作用，必将激励园林战线广大职工在新的征程中续写新的篇章。有感

于斯，谨撰文以志，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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