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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漓江志

工作先进城市”、“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等称号。

因此，客观、真实地记述漓江流域的发展史，让人们全嚣了解桂林的发展情况，尤其是

中共十一祸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使所有关心德林经济社会发展的海内外朋友通过认

知漓江流域的发展史来了解桂林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成果，是我们义

不容辞的责任。正怒基于这种愚想认识，我销着手组织编写了《桂林漓江志》。该书分12篇

58章共140多万字，以浩大的篇幅记述漓江流域内地质地貌、山川河流、自然资源、风景名

矬、文物蠢迹、社会经济、环境保护、旅游交通、著名人物、诗文题咏、簧说教事、奇溜轶

事等各个方面的内容。编写时，力求去伪存真，较全面、客观地反映漓江流域发展的历史及

其现状，展示历代桂林人为桂林豹发溉所纣爨的艰苦努力。《桂林漓江志》的基版，将成为医

内外关心、支持桂林旅游发展的领导和朋友们了解桂林、认识桂林的又一重要窗口，对为政

府部门的施政提供依据，对寰传桂林，搞好物质、政治、精神文明建设和深入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市情教育，对提高桂林旅游名城的知名度，推动桂林旅游更快更好地

发展，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由于资料和水平有限，锩漏在所难免，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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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新观点、新

方法、新资料，实事求是地记述漓江流域的历史与现状，反映各项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以专志为主体，突出桂林漓江流域的特点。志内按篇、章、节、目、子目、次

子目的结构层次排列。

三、本志记事时间上限溯至事物发端，下限至2002年末。文内“解放前”、“解放后”

系指1949年11月22日桂林市解放之前、之后。

四、本志记事范围为漓江流域，包括市区、兴安县、灵川县、资源县、临桂县、阳朔县、

平乐县。

五、本志记事原则为详今明古。在全面、系统记述漓江流域资源和经济发展基本情况的

前提下，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突出桂林特色、时代特色和行业特色。

六、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源于历史档案和正式出版物等可靠史籍，以及经核实的口碑资

料，数据采用统计部门公布的资料，统计部门阙如者则选用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除引文和

异说并存者加注外，概不注明资料出处。

七、本志述而不论，寓褒贬于记事之中。行文遵循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

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定》。

八、本志对民国以前(含民国)计量单位的记述，采用当时的习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

期则采用现行法定计量单位。

九、本志所记地名，均采用桂林市地名委员会审定颁布的标准地名，古今地名相异者在

古地名之后括注今地名。

十、书中人物图片，按到桂林的时间先后排列。







总述

尚安县并入熙平县。隋开皇十年(590年)，改名阳朔县，后一直沿用。唐至五代，阳朔县属

桂州辖。宋代桂州改为静江府，阳朔县属静江府。元代静江府改为静江路，阳朔属静江路。

明代静江路改为桂林府，阳朔县属桂林府。清袭明制。1981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隶属桂林

市。

平乐县位于桂林市南部，距桂林市117千米。行政区域面积1919．34平方千米，总人口

42．12万人。平乐县荏!囊霪菰鲞驻剖甄型羹j二强囊耋型孽掣重蠢兰霭，羹绣型錾搭萋二

羹域囊丽襄|鸶驾。毯翳堡黍霪；零缣釜剿型翼霄；薹茎萎豢q零醴蓁；蚕然蔺茎姥!囊姜i磊；．各!：

瑶綦j彰鏊《嚣l菁曼萋雕i雾雾型星；鬟霎荐海运i i薹里l篓|荔匿震娄孽i燮蠢舯驻星菱。

鄱；些羹漫塑群；m丝鍪÷夏重要蓁蓁霎霎篓；雾奏冀；瑚薹薹鋈羹；粪薹鬈囊华堡震；鬻

雾鬲戤辨

从

1992～1994年7月底止，全地区累计批准“三资”企

业57家，实际利用外资 5854万美元。

第四节 华侨企业

华侨农场

来宾华侨农场来宾华侨农场成立于1960年，

前身为国营古瓦农场，场部设在来宾县城西郊古瓦。

面积为36平方公里，适宜农业生产的土地面积

2318公顷，林地292公顷，已开发利用面积1063公

顷。1994年底，该场人口有5243人，其中归侨、难

侨、难民及其子女4718人，占总人数的90％；有职

工2016人，其中归侨、难侨、难民职工共1463人，占

职工总数的72．6％。总场部设科室13个。下辖5

个分场13个生产队。另有新村和博白移民两个农

民并场生产队。有砖厂、基建队、职工医院、粮所、水

电所、中小学和幼儿园等。该场主要种柑橙、水稻和

甘蔗等。工业主要生产红砖，1994年新建一个淀粉

厂。该场还大胆提拨使用归、难侨干部，至1989年

底，在165名管理干部中，归、难侨干部就有105人，

占干部总人数的63．6％，其中先后任场长的3人，

副场长的8人，任中共农场委员会副书记2人。

设施建设 1960～1991年，国家共投资4083

万元，其中基建投资885万元，流动资金83万元，生

产、生活建设拨款43l万元，亏损拨款1776万元，其

他拨款908万元。1983年，联合国难民署援助45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887580元)，维修和兴建场区的

河西灌区水利工程。同时，投资15万元在场内挖水

井4口。至1984年，该场先后兴建有修配、粮油加

工、砖瓦、电子电器、果品加工、淀粉、麻绳、电镀和酱

油等厂。1989年，利用联合国难民署的援款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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