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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倡导编史修志，用

以"资治、教化、存史"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国家出现了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崭新局面，给修志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城

区积极开展了编修地方志工作，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部门协作修志的

局面。经过七年的不懈努力，新编《新城区志》问世。这是新城区历史文化研究

的一大成果，对于推进城区的两个文明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城区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 。 城区现辖地域，可追溯至解放前夕邑宁县

治的邑南镇。 1949 年 12 月 4 日南宁解放，南宁作为省辖市，与邑宁县分离。

1953 年 3 月，成立南宁市第二区人民政府和中共第二区政府机关支部，是为新城

区前身。经过 40 多年，特别是近十余年来的努力，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

下，新城区历届领导班子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求实务实，开拓进取，加速了城区

两个文明建设步伐，迎来了百业兴旺，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综合实力

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40 多年的建设，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诚然，也不可避

免地出现一些失误和教训 。 《新城区志》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

是"的原则，真实地记录了新城区 40 多年的发展轨迹，为城区各级领导全面、系统

地了解区情，更好地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规划和建设新城

区提供了历史借鉴和资料依据;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热爱党、热爱祖

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新城区的教育提供了教材;为促进新城区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实现跨世纪宏伟蓝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史为鉴，可知兴

亡。《新城区志》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和教科书，它使读者纵观新城古今，从中受

到启迪，它对于激励今人，启发后代，研究新城地方史都有重大意义。

编修《新城区志》是一项 巨大的文化系统工程。区志的编成是城区各界领导高

度重视和各部门通力合作的结果，是修志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值城区志问世之

际，谨向为《新城区志》编篡和审定提供帮助、作出贡献的同志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封家蝶，原中共新城区委书记，现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部长;刘俊，新城区人

民政府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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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 、 《新城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

记述新城区的历史与现状，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

2、本志前设《概述》、《大事记~，正文共分 20 章。在编篡中力求全面系统

反映城区的全貌。

3、记载历史纪年，解放前沿用朝代帝王纪年、民国纪年，在每章第一次出

现时加注公元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 人物章全部用公元纪年记述 。

4 、 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体。使用文字、称谓、标点、数字、计量均按国家

有关规范书写 。

5、本志记述的城区机构名，内文采用简称，如"新城区人民政府"简称为

"区政府" 。

6、本志采用的史料，主要来自文献、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经核实后记人，

一般不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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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概述

新城区位于南宁市区东南部，南与江南区隔江相望，西与兴宁区接壤， 1995 

年辖 6 个街道办事处， 28 个居民委员会，面积 24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24.91 万

人，居住着壮、汉、苗、伺等 30 多个民族。辖区内有:目前市内最宽阔的大桥

-一南湖大桥(长 284 米，宽 45 米) ，最笔直和最长的街道一一民族大道(长

27∞米，宽 62 米) ，其他主要的街道有中山路、古城路、园湖路、星湖路、七星

路、挑源路、民主路、建政路、东葛路、新民路、南环路、长埋路、天挑路、植

物路 14 条。 1995 年底在辖区内中山路 、 滨江路一带开始营建南宁市的"外滩"

不久的将来，新城区将成为更加繁华、瑰丽的城区。

晋大兴元年 (318 年) ，南宁始建晋兴郡。解放初，人们在那里还可以看到

晋城遗址。唐代把晋兴县改为南晋州，后改邑州，当时人口为"户二千八百九十

三，口七千三"。晋兴郡与晋城遗址，都在今新城区之内。唐开元二年(714

年) ，邑州司马吕仁扩建城垣，建成的唐城面积约两平方公里，从城区今辖境纬

武路东起，经七星路、天桃路、市体育场(原跑马场)、植物路，南至凌铁村邑

江边。设 3 个门:来远门，在今新民路附近纬武路东头;大安门，民国初城门遗

址尚存，在今河堤路;朝天门，在今凌铁材靠邑江拐弯处。整个唐城都在今新城

区辖境之内，今兴宁区、永新区、江南区、城北区当时均在城外，此城一直存在

至宋皇括四年(1052 年) ，连晋城在内存在了 7∞多年。

宋皇桔年间，广源州依智高建南天国，五年，与宋将狄青战于归仁铺，兵败

焚城而遁，知州刘初北移 2 里另建新城。 今新城区的中山路北段、民族路、权南

街、民族路西段在新城之内，所以新城区已经有 16∞多年的历史。

新城区清代属南附廓团，解放前夕属邑南镇和宁武镇。 1952 年 10 月改为南

宁市第四区， 1953 年 3 月，第四区改称为第二区，并建立第二区人民政府、中共

第二区政府机关支部。 1955 年 1 月，建立中共第二区工作委员会，下辖 9 个居民

委员会和两个村。 1953 年 12 月撤销城区建制，辖区设中山、临江、维新、宁武

4 个街道办事处。 1958 年 7 月恢复城区建制，称江宁区，建立江宁区工作委员

会，作为市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构。 8 月撤销街道办事处。 9 月在原街道办事处

基础上建立红旗(南环)，中山、古城(新城)人民公社。 11 月前后，成立江宁

区，辖红色(先锋)、跃进、红星人民公社。 1959 年 2 月，建立中共区委书记处

和常委会。 1960 年 1 月，建立江宁区人民公社筹委会。 7 月正式成立公社，原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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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公社改为分社。 1961 年 6 月撤销区建制，原各分社改为中山、南环、古城、长

埋 4 个人民公社。 1968 年 4 、 8 、 9 月，相继成立古城、红旗、中山人民公社革命

委员会。 1970 年 12 月- 1971 年 2 月，相继建立中共红旗、中山、古城公社委员

会。 1979 年 3 月撤销街道公社，成立中共新城区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至 1980

年 5 月，召开新城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新城区人民政府，同时撤销新城

区革命委员会。

民国 28 年 (1939 年)前，广西省政府设在今植物路的广西军区内，挑源路

是广西军政要员的官邸区。解放后，南宁复建广西省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

广西首脑机关: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自治区

人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自治区委员会和大部分厅局均驻于辖区内。 1995 年，

南宁市政府等首脑机关规划在区内修建新的办公楼和宿舍。因此，新城区是南宁

市的重要行政区。

新城区交通便利，公路(街道)四通八达，民族大道、教育路分别经过邑江

大桥和白沙大桥与我国大西南地区出海通道南宁一一北海二级公路相接，直贯北

部湾沿海。城区正充分利用南湖新区的开发、白沙大桥外环路兴建的优势，制订

优惠政策，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使城区经济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早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 ，南宁就自辟为对外开放的商埠，商埠建在

今广西军区和自治区机关第一保育院一带，但除中山路有一些商店和营造厂之

外，其余街道商店不多，商业极不发达。

解放后，随着城市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城区的七星路、桃源路、建政路、

新民路、民主路、东葛路等形成了新的商业区，商店林立，日见繁荣。 1990 年

以来，城区建立了商业群体的市场和各种商品专业街。各市场和商品专业街商品

繁多，风格各异，同类商品成行成市，利于顾客货比三家，从中挑选。

新城区又是南宁市建立市场和商品专业街较多的城区之一， 1982 - 1990 年

先后建立了飞凤市场、麻村市场、星湖市场和建政市场等 4 个综合市场。新民路

的冷饮、美容，建政路的文化用品、娱乐，七星路的时装、快餐，民主路的装璜

材料，星湖路的电脑等逐渐发展成为商品专业街，古城路的"梦之岛"民族大

道附近的"大热门"购物中心等，购销十分兴旺，改变了城区过去的商业面貌。

1995 年，全区完成社会商品销售总额1.56 亿元。

解放前，新城辖区内主要有水厂、电厂、火柴厂等工厂，当时南宁工业的

"一根火柴，半截烟囱"全在新城区。解放后，由于新城区是人口密集的住宅区

和省、自治区党政机关驻地，除对原有的老厂如水厂、人民印刷厂进行了必要的

扩建外，较少兴办国有大型工厂。

自 1953 年起，新城区以街道集体厂组为主体，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区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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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区的工业生产进人了蓬勃发展的新时

期。中共南宁市委员会、南宁市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城区经济， 1988 年，在

南宁市城区工作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加强城区工作的决定>，制定了促进城区

经济发展的"十二条"政策，进一步明确了城区的地位，中共新城区委和区政府

也相应制定了有利于发展经济、搞活企业的一系政策文件，鼓励和扶持企业发展

生产。至 1990 年，工业公司已发展到 6 个，直属企业 20 家，民政福利企业和街

办企业 172 家，从原来的街道小厂发展到具有年产值 50 万以上规模的企业 16

家， 1∞万元产值以上规模的企业 12 家， 5∞万元产值以上规模的企业 4 家。主

要工业产品有精制铝制品、塑料制品、有色金属精矿粉、镀钵水管、瓦楞纸箱、

饮料、建筑小五金、汽车及拖拉机配件、绢棉球、精干麻、电工绝缘黑胶布、电

线、日用化妆品、报刊书籍印刷等 80 多种。其中压力锅、塑料绝缘电线、绢棉

球、电工绝缘胶布、八层瓦楞纸箱等先后在广西同行业评比中获第一。压力锅、

塑料绝缘电线、钢芯电线已打人国际市场，出口创汇。 1990 年，全城区工业总

产值完成 3728.56 万元，相当于 1957 年全南宁市的工业总产值。 1994 年，完成

工业总产值1.44 亿元，为 1990 年的 3.86 倍。 1995 年，全区拥有各类大小企业

665 家，合资企业 25 家，主要工业产品增加到 90 多种，年工业总产值达

18201.28 万元，比 1991 年增长 51.55% ，工业产值销售率达到 99.52% 。

新城区是一个发展中的城区， 1991 年制定了关于发展技术合作的优惠办法，

欢迎国内外客商、港澳和台湾同胞前来投资、合资、独资及"三来一补"业务，

共同发展工商业。通过外引内联，新城区完成了民主路宁样大厦、园湖路国宫大

厦、新竹路中苑公寓、民族大道东段综合楼、江滨路南段等大批对外经济技术协

作项目。个体、私营工业、三资企业和校办工厂，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在新

城区工业中崭露头角。代表产品有高纯度石英粉、磁控龙头和高新技术产品。

1994 年，三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084.7 万元，兴办合资企业 8 家，总投资

5916 万元，其中原华塑胶制品公司、神龙药业保健品公司、巴比龙娱乐公司等

当年技人，当年投产，当年见效。

新城区是南宁市金融、保险业比较集中的地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西信托技

资公司等分支机构都设在新城区。

解放前，南宁无线电广播电台和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无线电广播电

台均设在新城区辖境内，其中南宁广播电台是全国千瓦以上功率的 9 个电台之

一。广西第二图书馆亦在辖区内。体育场、跑马场、水上游泳池、陆地游泳池等

体育设施，军医院、省立医院、小乐园医院、道救医院、玫瑰医院(天主堂)等

医疗机构，广西家畜保育所、广西国医研究所、广西省化学研究所、国民基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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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研究院等科学研究机构，均设在辖区内。南宁的重点学校也多集中于新城区，

有南宁师范学院和西江学院，高级中医学校和助产护士学校，南宁高中、南宁初

中、南宁女中，以及大部分的私立中学一-一三自中学、天志中学、华侨中学、大

夏大学附属中学等。

解放后，新城区也是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和机构聚集的城区。辖区

有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科技馆等科学研究、普及机构;有新华社广西分社、广

西日报、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广西电视台、南宁电视台等新闻、宣传机构;有广

西博物馆、广西文物苑、广西图书馆、广西歌舞团、南宁市艺术剧院等重要文化

机构和团体;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O三医院、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

西人民医院、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广西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广西骨伤科医

院、广西防疫站等著名的卫生、医疗机构;还有南宁市第二中学、第三中学、天

挑实验学校等中、小学校以及广西医科大学、中共广西区党校、广西教育学院、

广西艺术学院等高等学校。到 1995 年，新城区内共有大中专院校 51 所，中、小

学校 43 所。

新城区内的风景胜地和旅游景点、宾馆也是富有盛名。区内有南宁最大的湖

泊公园一一南湖公园，最大的综合旅游区一一青秀山风景区。南宁的两家三星级

宾馆一一明园饭店和邑江宾馆以及一家五星级宾馆新都大酒店都在新城区内。其

中邑江宾馆是南宁最早兴建的高层大型宾馆。

改革开放以后，新城区各族人民在中共新城区委、区政府领导下，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更

新观念，务实创新，团结奋进，深化改革，开拓向前，为把新城区建设成为一个

民主、文明、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区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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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唐 (618 - 907 年)

唐景云年间 (710 - 711 年) ，邑州司马吕仁引渠分流邑溪水，渠即今南湖。

明 (1368 - 1ω4 年)

万历年间 (1573 - 1620 年) ，邑人、朝延礼部尚书萧云举在青秀山建一座 9

层塔，名为龙象塔。又建青山寺。

清 (1616 - 1911 年}

光绪五年 (1879 年) ，知县张秉锥捐款改建南门城楼，并添建风雨亭及左右

精舍。

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 ，法国传教士在明德街创办玫瑰医院，用西医西药

治病。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 ，开辟商埠，南自古邑州城旧南门，北到现在的挑

源路口，东到古城城基，西至邑江河岸，面积约 3∞亩，共分 3 个地段。筑马路

横直各 2 条，沿河岸筑码头 3 处。

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年) ，天主教成立南宁辣拉丁书院于南廓街，院长为法

国人罗惠良。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1907 年元旦) ，南宁正式开辟为商埠，因关员

未到，延至翌年二月初四 (1907 年 3 月 17 日)南宁关正式开关。关址在今河堤

路。

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年) ，南宁凌铁村河头坝建成第一间专业性戏园，广东

大班同春乐在此演出《香山贺寿》等剧。

民国 23 年 (1934 年}

1 月，广西省政府迁入南门外新址，元旦起合署办公。

同月，开始修筑中山公园至津头村的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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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广西医学院开办于南宁，院址开始设在凌铁村旧军区医院内，旋即迁

到民权路旧省长公署，并设附属医院。学院设医本科 2 班，高级助产科 2 班，学

生由各县招考选送，公费待遇。

11 月，广西气象所在植物路成立。

民国 24 年 (1935 年)

1 月，广西军医院在凌铁村扩建新址落成。

10 月 12 日，南宁市国术运动大会在南门外体育场举行，参赛者 2∞多人，

多为精武体育会会员和广西国术馆学员。有徒手、短兵器械、长兵器械决斗和表

演。

12 月，当局收用气象所、植物园、挑源路一带地段民田，开辟民众运动场

(俗称跑马场)。

同月，修筑由中山路口至省医学院一段马路，铺三合土路面。

民国 27 年 (1938 年)

6 月，乐群社在植物路气象所内建成陆地游泳池，对外开放营业。

民国 28 年 (1939 年}

8 月 14 日、 23 日、 28 日、 30 日，日本飞机分批来袭，滥炸市区、郊区各

处。临江街佛教水月庵被敌机炸毁，死伤尼姑及该庵的避难群众 70 多人;中山

路基督教道救医院和民房亦中弹被毁。两街死伤群众 360 多人。

民国 32 年(1943 年)

4 月，教育家雷沛鸿发起筹建南宁农业专科学校，校址设在津头村。雷沛鸿

任校长。

民国 34 年 (1945 年)

9 月，西江学院在南宁津头村正式成立井和南宁农专合井。雷沛鸿任院长。

民国 37 年 (1948 年)

7 月中旬，邑江河水突然暴涨，洪水进入德邻路、民生路、兴宁路、共和

路、中山路、民权路等街道，全城成为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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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8 月，广西省人民政府在南宁正式宣告成立，政府机构设在新城辖区内。

1951 年

4 月 8 日，市军管会在南宁市跑马场(今市体育场)召开镇压反革命、维护

社会治安宣判大会，参加大会群众 2 万人。

12 月，私立尚实中学与西江学院附中合并为南宁市第二中学，校址在经文

街(今新民路)。

1952 年

1 月，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

主义的"三反"运动。

2 月，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

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10 月 31 日，南宁市城区划分为南宁市第四、五、六区。

11 月 26 日，民族路居民委员会成立。

是年，开展全市性的以消灭"五毒" (蚊、蝇、鼠、蚤、虱)为内容的爱国

卫生运动，广泛宣传反对细菌战，各机关和街道订立爱国卫生公约。并经过普种

牛症、强化霍乱疫苗接种，自 1952 年起，控制了天花、霍乱的流行。

1953 年

3 月，市郊区合并为第一区，市城区改为第二、三、四区。新城区为第二

区。

同月 16 日，南宁市第二区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并正式开始办公。区长金丽崖。

年内区政府先后设秘书室、民政股、文教卫生股、工商劳动股等工作部门。

同月，中共第二区机关支部委员会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区机关

支部委员会成立。

6 月，南宁市第二区民主妇联成立，主任唐琼玉。

7 月 31 日，南宁市第二区选举委员会成立。选委会委员 10 人，主席周炳经。

10 - 12 月，全区范围内开展普选工作。

10 月底，南宁市工商界开展反偷税漏税工作。

12 月 26- 27 日，南宁市第二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李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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