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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验收单位及人员

宜州市审稿小组

组长赵桂枝

副组长韦瑞登 莫瑞扬 ．

成员胡有湘 陈任武 彭兆懿 韦金俊 骆文亮 黄光毅

河池地区审稿人员

韦仕清 卢治雕 罗云璋 陈志杰 韦体吉 蔡润昌

广西区通志馆审核薹羹羹雾

襄蓁篓 羹薹翼 冀蓁霎 羹薹雾 翼霞氅 蓁酌篓 冀霎囊

蓁鋈蠢 薹蓁蓁 冀琴蓁

蓁 蓁囊雾冀

薹攀妻羹琴羹

· 薹篓妻

矍 雾雾乙萎

錾塞薹

攀雾蓁

鍪冀耄

霎蓁蓊

蔓 羹薹冀蓁

篓冀萋薹翼垂薹

萋薹萋

薹羹萋

薹奏这

次畜禽疫病普查，基本摸清了我市畜禽疫病的种

类和分布情况，总结了四十年来畜禽疫病防治工作情况和存在问

题，为今后制定规划和指导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2、掌握了我市基层畜牧兽医队伍是比较稳定的，力量也不

断加强，市 、乡、村畜牧兽医服务网已有一定规模，为畜牧业生

产服务。

3 、五十年代后我市已消灭了牛瘟，’牛血吸虫病已达到消灭

标准，猪的三大传染病，即猪瘟、猪丹毒、猪肺疫由于坚持做好

预防注射，提高密度，加强检疫，死亡已逐步减少，目前只有部

份村屯零星散发。牛出败、牛炭疽仍是耕牛的主要传染病，预防

工作不能忽视。鸡新城疫死亡仍占鸡死亡总数的40％，猪链球病，

禽出败，狂犬病的预防注射一点也不能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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戽一》j

编修地方志，是弘扬历史、缔造永恒的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一项伟大工程。也是我

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从毛泽东主席到江泽民总书记，党和国家的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

视这项工作。江泽民总书记说：。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于后世的千

秋大业。”

方志记载，宜州古曾有志。由于年代久远，该志早已散失。现在仅存的《宜山县

志》为民国7年版，系宜山县劝学所所长覃祖烈受宜山县知事陈赞舜委托纂修的。无

疑，它是留给我们后代的一笔宝贵财富。

在社会日益发展、进步、文明的今天，尤其需要编修一本社会主义新方志，以记

录反映我市当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状况，这是时代的要求。因

此，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先后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及修志办公室，并组织力

量投入这项工作。经过十余年辛勤奋斗，新编《宜州市志》终于出版发行了。

现在出版的《宜州市志》，记录了宜州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独特的

乡风民俗和光荣的革命传统，以及置县两千多年以来的历史和现状。更为可贵的是全

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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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简炼

流畅。在记述各项事业的发展中，详今明古，着重经济，记其兴衰起伏，俱载得失，

彰明因果，揭示规律，以俾后人参考借鉴。

《宜州市志》的出版发行，将使我们全面地了解市情，清醒地看到自身的优势劣

势，扬长避短，加快宜州现代化建设步伐。总之，它在资政、教化，存史诸多方面，

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感谢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自治区通志馆和河池地方志办公室的领导及方志专

家们对本书的指导，并对给过本书多方支持提供资料的各部门、各界人士、曾经参与

市志编纂尤其是修志办公室十余载辛勤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问候——感谢你们用汗

水、心血和才华为宜州构筑了一座文化丰碑。 ，

中共宜州市委书记刘先明

宜州市市长 韦庆龙

一九九六年十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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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

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宜州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市市名，在J9妇年9月9日撤县设市以后称宜州市。在此以前上溯至

JJJ9年(宋宣和元年)称宜山县。志内中国共产党宜州市委员会简称市委。其他涉及

市名事项如全市、市内、市、市境、市域等，均指宜州市。志内中国共产党宜山县委

员会简称县委。其他涉及县名事项如全县、县内、县、县境、县域等，均指宜山县。

此外，述及非关阶段性的事物时，统称宜州市，如“宜州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

偏北”、。宜州市建置始于公元前JJ『J『年(汉武帝元鼎六年)，时名定周县”等。

三、志内所称的解放前、解放后，系指J『949年』2月2日宜山县解放的前后。

四、记述年限，上自公元前j，J『年，下至?9如年，有些必要记述的内容，下延至

全志付印之前。

五、所记统计数字，以市统计局资料所载数字为准，市统计局资料缺载或所载有

明显差误的，则与市统计局核对更正或用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

六、所用各项资料主要是来自各地档案馆、图书馆、以及市内各部门、各乡镇及

各界人士，经鉴别核实后采用入志，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七、人物篇，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兼顾寄籍、客籍，均按

其卒年为序排列。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录至J994年以前取得副高级职称以上人员及在市

单位工作并获得高级职称的客籍人士；正处、团级以上人员录至J995年』D月。个别

人员录至，997年。

八、计量单位和货币，解放前用当时使用的计量单位和货币名称记述；解放后用

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和』9”年改版后人民币记述。

九、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的各朝代纪年后面，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如：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J『J7年)

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船D年)

宋真宗成平三年(公元JODD年)

宋真宗成平四年(翮J)(公元J∞J『年以后纪年，省去。公元”二字和。年”字)。
民国J『2年(J，9刀) (清代及其以前朝代纪年用汉字，均为阴历；民国以后纪年

用阿拉伯数字，均为阳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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