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_———————一

016692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GUAN GX l ZHUANGZU ZHZH I QU

龙州县地各集
LONOZHOUX l AN D l H．1 NO J l

(内部资料)

龙州县人民政府编
． 一九八三年七月 、



龙州县地名委员会成员

主任： 王甫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主任： 韦美环(县计委副主任)

陆福英(县教育局副局长)

潘礼仁(县基建局副局长)

李天干(县民政局副局长)

委员： 周继成(县武装部政工科副科长)

黄瑞贤(县公安局副局长)

杨克明(县交通局局长)

陆子才(县文化局副局长)

黄决庭(县水电局副局长)

施添国(县邮电局副局长)

吕业德(县广播站站长)

赵宏英(县边境科副科长)

何．仕(县林业局副局长)

地名办公室成员

主 任：潘礼仁 (兼)

工作人员：黄保金 农习业 黎显龙 黄细生

林植兰 陈天瑞 黄品福 黄显业

黄艳 邓辉雄 黄河风 巫有明

1～

，；；●二



龙州县地名委员会成员

主任： 王甫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主任： 韦美环(县计委副主任)

陆福英(县教育局副局长)

潘礼仁(县基建局副局长)

李天干(县民政局副局长)

委员： 周继成(县武装部政工科副科长)

黄瑞贤(县公安局副局长)

杨克明(县交通局局长)

陆子才(县文化局副局长)

黄决庭(县水电局副局长)

施添国(县邮电局副局长)

吕业德(县广播站站长)

赵宏英(县边境科副科长)

何．仕(县林业局副局长)

地名办公室成员

主 任：潘礼仁 (兼)

工作人员：黄保金 农习业 黎显龙 黄细生

林植兰 陈天瑞 黄品福 黄显业

黄艳 邓辉雄 黄河风 巫有明

1～

，；；●二



’

}

矗

目 录

一、前言
’

二，龙州县地图

三、县、公社、镇概况及地名

龙州县概况⋯⋯⋯⋯⋯⋯⋯⋯⋯⋯⋯⋯⋯⋯⋯⋯⋯⋯⋯⋯⋯⋯⋯⋯⋯⋯⋯⋯⋯⋯(1>

龙于H镇⋯⋯·⋯”⋯⋯⋯⋯⋯⋯⋯⋯⋯⋯⋯⋯⋯⋯⋯⋯⋯⋯⋯⋯⋯⋯⋯⋯⋯⋯⋯⋯(4>

霞秀公社⋯⋯．⋯⋯⋯⋯⋯⋯⋯⋯⋯⋯⋯⋯⋯⋯⋯⋯⋯⋯⋯⋯⋯⋯⋯⋯⋯⋯⋯⋯·．(9)
八角公社⋯⋯⋯⋯⋯⋯⋯⋯⋯⋯⋯⋯⋯⋯⋯⋯⋯⋯⋯⋯⋯⋯⋯⋯⋯⋯⋯⋯⋯⋯⋯(19)

彬桥公社⋯⋯⋯⋯⋯⋯⋯⋯⋯⋯⋯⋯⋯⋯⋯⋯⋯⋯⋯⋯⋯⋯⋯⋯⋯⋯⋯⋯⋯⋯⋯，27>

下冻公社⋯⋯⋯⋯⋯⋯⋯⋯⋯⋯⋯⋯⋯⋯⋯⋯⋯⋯⋯⋯⋯⋯⋯⋯⋯⋯⋯⋯⋯⋯一(35)

水口公社⋯⋯⋯⋯⋯⋯⋯⋯⋯⋯⋯⋯⋯⋯⋯⋯⋯⋯⋯⋯⋯⋯⋯⋯⋯⋯⋯⋯⋯⋯⋯(43)

武德公社⋯⋯⋯⋯⋯⋯⋯⋯⋯⋯⋯⋯⋯⋯⋯⋯⋯⋯⋯⋯⋯⋯⋯⋯⋯⋯⋯⋯⋯⋯⋯(52>

金龙公社⋯⋯⋯⋯⋯⋯⋯⋯⋯⋯⋯⋯⋯⋯⋯⋯⋯⋯⋯⋯⋯⋯⋯⋯⋯⋯⋯⋯⋯⋯⋯(59>

逐卜公社⋯⋯⋯⋯⋯⋯⋯⋯⋯⋯⋯⋯⋯⋯⋯⋯⋯⋯⋯⋯⋯⋯⋯⋯⋯⋯⋯⋯⋯⋯⋯(69)

响水公社⋯⋯⋯⋯⋯⋯⋯⋯⋯⋯⋯⋯⋯⋯⋯⋯⋯⋯⋯⋯⋯⋯⋯⋯⋯⋯⋯⋯⋯⋯⋯(77)

上金公社⋯⋯⋯⋯⋯⋯⋯⋯⋯⋯⋯⋯⋯⋯⋯⋯⋯⋯⋯⋯⋯⋯⋯⋯⋯⋯⋯⋯⋯⋯⋯(82>

四、自然地理实体概况及地名
大青山概况⋯⋯⋯⋯⋯⋯⋯⋯⋯⋯⋯⋯⋯⋯⋯⋯⋯⋯⋯⋯⋯⋯⋯⋯⋯⋯⋯⋯⋯⋯(90>

左江河概况⋯⋯⋯⋯⋯⋯⋯⋯⋯⋯⋯⋯⋯⋯⋯⋯⋯⋯⋯⋯⋯⋯⋯⋯⋯⋯⋯⋯⋯⋯(91)

水口河概况⋯⋯⋯⋯⋯⋯⋯⋯⋯⋯⋯⋯⋯⋯⋯⋯⋯⋯⋯⋯⋯⋯⋯⋯⋯⋯⋯⋯⋯⋯(92)

平而河概况⋯⋯⋯⋯⋯⋯⋯⋯⋯⋯⋯⋯⋯⋯⋯⋯⋯⋯⋯⋯⋯⋯⋯⋯⋯⋯⋯⋯⋯⋯(93>

五、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概况及地名
国营先锋农场概况⋯⋯⋯⋯⋯⋯⋯⋯⋯⋯⋯⋯⋯⋯⋯⋯⋯⋯⋯⋯⋯⋯⋯⋯⋯⋯⋯(99)

国营龙北农场概况⋯⋯⋯⋯⋯⋯⋯⋯⋯⋯⋯⋯⋯⋯⋯⋯⋯⋯⋯⋯⋯⋯⋯⋯⋯⋯(100)

国营北耀农场概况⋯⋯⋯⋯⋯⋯⋯⋯⋯⋯⋯⋯⋯⋯⋯⋯⋯⋯⋯⋯⋯⋯⋯⋯⋯⋯(101)

八角林场概况⋯⋯⋯⋯⋯⋯⋯⋯⋯⋯⋯⋯⋯⋯⋯⋯⋯⋯⋯⋯⋯⋯⋯⋯⋯⋯⋯⋯(102)

流木林场概况⋯⋯⋯⋯⋯⋯⋯⋯⋯⋯⋯⋯⋯⋯⋯⋯⋯⋯⋯⋯⋯⋯⋯⋯⋯⋯⋯⋯(103)

南宁地区师范专科学校概况⋯⋯⋯⋯⋯⋯⋯⋯⋯⋯⋯⋯⋯⋯⋯⋯⋯⋯⋯⋯⋯⋯(104)

龙州县高级中学概况⋯⋯⋯⋯⋯⋯⋯⋯⋯⋯⋯⋯⋯⋯⋯⋯⋯⋯⋯⋯⋯⋯⋯⋯⋯(105)

广西橡胶研究所概况⋯⋯⋯⋯⋯⋯⋯⋯⋯⋯⋯⋯⋯⋯⋯⋯⋯⋯⋯⋯⋯⋯⋯⋯⋯(106)

龙州县霞秀糖厂概况⋯⋯⋯⋯⋯⋯⋯⋯⋯⋯⋯⋯⋯⋯⋯⋯⋯⋯⋯⋯⋯⋯⋯⋯⋯(107)

龙州制药厂概况⋯⋯⋯⋯⋯⋯⋯⋯⋯⋯⋯⋯⋯⋯⋯⋯⋯⋯⋯⋯⋯⋯⋯⋯⋯⋯⋯(108>

鸭水滩水电厂概况⋯⋯⋯⋯⋯⋯⋯⋯⋯⋯⋯⋯⋯⋯⋯⋯⋯⋯⋯⋯⋯⋯⋯⋯⋯⋯(109)

弄岗自然保护区概况⋯⋯⋯⋯⋯⋯⋯⋯⋯⋯⋯⋯⋯⋯⋯⋯⋯⋯⋯⋯⋯⋯⋯⋯⋯(110)

1 ∥、

弋，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六、纪念地，名胜古迹概况及地名
龙州棉江花山崖壁画概况⋯⋯⋯⋯⋯⋯⋯⋯⋯⋯⋯⋯⋯⋯⋯⋯⋯⋯⋯⋯⋯⋯⋯(1】7'

叫堪烈士陵园概况⋯⋯⋯⋯⋯⋯⋯⋯⋯⋯⋯⋯⋯⋯⋯⋯⋯⋯⋯⋯⋯⋯⋯⋯⋯⋯(1】8)

七、附录
龙州县人民政府关于颁布《龙州县地名集》的通知⋯⋯一⋯⋯⋯⋯⋯⋯⋯⋯⋯(121)

关于土俗字，生僻字标准化处理补充说明⋯⋯⋯⋯⋯⋯⋯⋯⋯⋯⋯⋯⋯⋯⋯⋯(122)

新旧地名对照表⋯⋯⋯⋯⋯⋯⋯⋯⋯⋯⋯⋯⋯⋯⋯⋯⋯⋯⋯⋯⋯⋯⋯⋯··：⋯⋯(123)

地名首字笔划索引表⋯⋯⋯⋯⋯⋯⋯⋯⋯⋯⋯⋯⋯⋯⋯⋯⋯⋯⋯⋯⋯⋯⋯⋯⋯’(131r)

八、补充地名⋯⋯⋯⋯⋯⋯⋯⋯⋯⋯⋯⋯⋯⋯⋯⋯⋯⋯⋯⋯⋯．(150)

九地名生僻，土俗规范化处理表⋯⋯⋯⋯⋯⋯⋯⋯⋯⋯⋯⋯⋯⋯⋯(151)

十、编后语

2

，。

{

r



言目一刖一一



粕
《

t

前
--】L▲

日

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它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更迭，在不断地发展和演变。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给我县地名带来了不少的问题，有的地名含义不好，用字不当，有的地

名多用生僻土俗字，甚至用自造字，有字无音，难写难记，有的是地图和实地的地名对不上

号，或错字或错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搞地名。一片红”，更增加了地名的混

乱。这对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都带来了很多不便。

根据国务院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指示，我县于一九八一年九月开始至4一九／＼--年七月

止，对全县境内的行政区划，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独立存在的人工建筑物，有方位意义

的企事业单位以及著名的纪念地：名胜古迹等进行了普查，

这次普查是以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为依据，以万分之一和五万分

之～地形图(一九六七年版)为基础资料进行的。普查结果，全县地名总计1695条。我们按

照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对地名的二十六个土俗字进行了适当的处理，即用同音、近

音的规范字代替了土俗字。

本地名集的内容有： (1)县、公社(镇·)、主要企事业单位和著名的人工建筑物，

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自然地理实体的概况和照片，(2)龙州县行政区划图和各公社

(镇)地名图，(3)经普查后确定的全县各类地名， (4)县人民政府有关地名命名、

更名文件；(5)地名命名更名(即新旧地名)对照表。全书约二十二万字，地名图12幅，

插照16帧。书中有关数据截至一九八二年底止。

《龙州县地名集》的出版，将有利于提高我县行政管理水平，为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提

供标准的地名，从而结束了我县长期存在的地名混乱现象。凡是列入本地名集的地名，都是

法定的。今后，各行各业在使用地名时，都应以本地名集上的地名为准。如需要命名更名

的，必须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报县人民政府或地区行政公署批准后施行。

龙州县地名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七月

缱f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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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州县概况

龙州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左江上游，面积22-i 4．6平方公里，县境东接崇左，

南连宁明、凭祥，北邻大新，西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接壤。地理座标，北纬22。20 7，东经

106 0517。距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23t．公里。辖一个镇，十个人民公社，一百二十个生

产大队，一千二百五十三个生产队，九百九十四个自然村，三个居民委员会，二十一条街道。

全县41136户，232769人，其中农业人口208351人，百分之九十为壮族。汉族及其他民族占

百分之十。县人民政府驻地龙州镇。

龙州秦属于象郡地(据Ⅸ广西通志》记载，秦始皇灭楚，略定百越后，置南海、桂

林、象郡三郡。百越以东属南海郡，以西属桂林郡，庆远、思恩，太平以达交州均属于象

郡)，汉属龙编县交趾郡地，后汉属交州刺史部(按t交州汉初为交趾郡，汉建安中期改交

趾为交州)，晋及六朝时，仍属龙编县交趾郡地，唐武德四年，始于龙编县内置龙州，隶属交州

都督府。唐贞观元年为羁縻州，属安南都护府，宋仍为羁縻州，属邕州永宁郡(按s皇佑四

年，公元1052年，赵鼎随狄青征蛮，以军功世袭该土)元大德年间(公元1297年至1307年)，

升龙州为万户府，属太平路。明洪武二年为龙州，洪武九年，龙州直属布政司，后来又属太

平府，清初因明制。到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分龙州为上龙、下龙两个土巡检司，均隶

属太平府。雍正五年废司置厅，移太平府通判驻下龙司地。乾隆五十六年复置龙州，仍属太

平府。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升龙州为府。凭祥、上龙、上冻诸州均为龙州府属。民国二

年(公元1913年)再改为县，属镇南道治，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上龙、金龙合并为

上金县。‘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改龙州为龙津县，解放初期仍称龙津县。1951年5月

5日，龙津、上金两县合并为龙津上金联合县。1951年11月1日，改称JiJ|『江县。1952年复称

龙津县。1958年12月，宁明、凭祥，龙津三县合并为睦南县。翌年5月10日，宁明、凭祥、

龙津三县分开，龙津仍叫龙津县。1961年12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复称龙州县至今。

龙州是山区县，境内高山林立，峰峦叠障，可谓“九分山地一分土’’。龙州城镇是一块

盆地，其余均为山间峡谷，县城西部的大青山，海拔1046米，是广西十万大山余脉，西北走

向西南，延伸至龙州境内的安镇、青山、绕秀、春秀，布局等地，山上林木葱茏，云笼雾罩，常常

是山顶下雨，山脚晒谷。西北部，从水口沿国境线往北，经垌桂．合平，科甲至金龙公社高山

大队，也是群山绵延，海拔在三百至七百米以上，是我县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天然界线。该

地区森林资源丰富，多产宪木，金丝李等优质木材及木耳、香菇，桄榔粉等土特产，也是乌

猿、老虎、狗熊，猴子、蛤蚧等珍贵动物资源主要产区之一。东北面山脉，从高山大队一直

绵延到逐卜、响水一带，海拔均在五百米左右，弄岗自然保护区就在其中，其山势从西北到

东南逐渐降低，形成较长的山间峡谷地带，是我县与大新县，崇左县的天然界线。龙州地势

西北高东南低，水的流向自西北向东南。全县河汉共一：1条，主要河流有水口、平而、左江三

河。水口河发源于越南的北达，流经克都、高平而入我国的水口关，顺山势曲折向东南缓

流，经水口，下冻，彬桥、霞秀，至龙州城与平而河汇合，全长53公里；平而河发源于越南

弄替村，流经越南的凉山、那浔和我国凭祥市的平而关，入我县内的安镇，向东北流经彬

桥、八角、霞秀等三个公社，至龙州城与水口河汇合，全长30．5公里；左江汇水口、平而两河

向东南流至上金，与明江汇合直泻邕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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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州县地质大部分是石灰岩构成，其次是石英斑岩，霏细斑岩、页岩和第四纪红土，近

代河漫阶地冲积层．由于龙州气候高温多雨，有明显的喀斯特地形特征，崖壁陡峭，峰峦起

伏。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百分之六十八点九二，土壤以棕泥土和赤红土为主。龙州处于北回归

线以南，气温较高，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22．5。C，一月份平均气温为15．5。C。

七月份平均气温为28 eO IC。年平均降雨量一千二百六十四点五毫米，五至九月份是雨季，降

雨量占全年总降雨量百分之七十六。雨量最少是一月份，其次是二和十二月。一九五三年二月

十七日，一天内降雨量达146．4毫米，是龙州有史以来罕见的。龙州常风不大，年平均风速

为0．8米／秒。

全县耕地面积399373亩，以种玉米、稻谷为主，一九／k--年产量1413546担，比一九四

九年402700担增长2．5I倍。其次是豆类、木薯、红薯，三角麦等。经济作物有甘蔗、黄红

麻。甘蔗生产几年来有较大的发展，一九／k--年，全县种植面积达27039亩。八角果是本县

特产，一九八二年全县共收购干八角果1 4 2万斤，收入9 9．4万元。一九／k--年农业总

产值4 7 0 4 2 9 9 5元。

森林面积1481880亩(其中灌木林64万亩)，占全县总面积34．2％，除疏林、灌木林外，全县

森林复盖率为14．96％。林种有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灌木林、竹林，其中用材林有宪

木、金丝李、杉木，松木和杂木。宪木，金丝李是国家保护树种。著名“宪木王”就生

长在武德公社三联大队，树干直径2．99米，胸围9．4米，折计材积107立方米。经济林有八

角、油茶、油桐。果树类有龙眼、木菠萝、李果、桃果、酸梅、沙田柚、鸡皮果、黄皮果、

柚子，柑橙等。鸡皮果近年来列为名贵香料果品，远销广州、香港、澳大利亚等地。竹林有

舒节竹、实心竹等。

畜牧业；一九／＼--年耕牛饲养量42569头，其中黄牛13080头，水牛29489头。一九

／＼--年生猪饲养量106482头，年末存栏80936头。

渔业：一九／k--年养鱼面积8872亩，年产鲜鱼7568担。

，水能资源，全县总的蕴藏量约十四万珏。现已开发利用的有一百零七处，装机容量6659

珏。全县有电灌一百四十处，电动水泵219台，灌溉面积21180亩，有十一个公社(镇)、五

十一个生产大队三百七十一个生产队用上了电。有水库二十七个，总库容5447万立方米，其

中最大是金龙水库，库容2250万立方米。中型引水工程有洞桂水利、水陇水利，提水工程有

上金水轮泵站、七里滩水轮泵站，全县安装水轮泵一百一十九台，提水流量9．06米／秒，灌

溉面积2789亩。

全县有货运汽车181辆，小吉普车36辆，中型拖拉机365台，手扶拖拉机1053台，其他机

动车82台。

全县有大小厂矿企业八十三个，其中县属十九个，社队企业一百七十六个。一九八二年

工业产值2256万元。主要工业有；电力、木材、力H-r_、手工业、水泥、制糖、酿涌、食品、

制药、制鞋、建筑材料等。著名的“龙州菜刀”国内外均享盛名。

矿藏，目前发现并开采的有铁矿、磷矿。

交通：主要公路有邕龙公路，全长二百三十四公里，是南宁至龙州公路干线；凭(祥)水

(口)公路，全长六十三公里，凭祥到大新、德保、靖西的公路穿越龙州境内，成为边防公

路干线的咽喉。此外，龙崇公路全长70公里，是龙州至铁路线的陆上运输干线。全县除八角

公社外。其余九个公社均通班车，通车总里程为三百五十公里。左江是龙州水上交通河道，

常年有汽轮往返上金，洪水期可通五十吨货运汽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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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全县有商业企业(包括服务行业和农村商业网点)共一百三十二个，经营和服务

人员1248人，个体商业户776户，798)、。一九八二年国营、集体商业纯购、井_1380万元，纯销

售3809万元。

文教卫生：现有中学十三所，教师503名，学生4854名。小学434所(其中完t]、96所)，

教师1531名，学生28934名。幼儿园3所，幼师38人，入园儿童1396人。电影放映队八个，

影剧院各一座，文工团一个，南宁师范专科学校(大专)一所；文化馆，图书馆各一所，文化

站十一所；县广播站一所，龙州县对外广播站一所，公社广播站十一所，电视差转台一所，

龙州镇和郊区均可收看电视节目。南宁地区行署还在我县建了一所中波转播台。

卫生方面：有县医院一所，公社(镇)卫生院十一所，大队则设有卫生室。全县有医务人

员426人，病床345张，大队有不脱产卫生员179名。

龙州是广西老革命根据地之一。早在一九二一年，进步青年高孤雁(又名高炳南，镇南

中学毕业)以龙州下冻为据点，播下了革命种子。一九二六年中共组织派党员陈霁、易挽

·澜．吴升、磨之松、蒋之凡、陈振，韦兹等到龙州搞农运工作，成立了。镇南道农民协会

办事处”，在下冻区西乡捧扬屯召开了农民协会代表会议，提出。耕者有其田，二五减租，反

对一田纳三租”等主张，组织二千多农民上街游行，反对剥削和抗租抗税。一九二九年秋，中

共广西党组织又先后派党员何建南．麦锦汉等同志到龙州，成立了中共党小组，组建了“左江

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O年二月，中共中央代表邓斌(邓小平)同志

先后到龙州指导检查工作两次，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指挥下，举行了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

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同时还组织了中共左江特别委员会，当时已有中共党员

三十余人。红八军司令部、左江革命委员会旧址，现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
‘ 位。为缅怀龙州起义英勇牺牲的先烈，一九六四年龙州中山公园建革命烈士纪念碑一座，邓

小平同志亲笔为烈士碑题词：革革胜利的果实是烈士们的鲜血凝成的，红八军和人民革命先

烈的丰功伟绩，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I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龙州都有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一九四五年以后，龙州党

组织逐步健全，并秘密筹组了人民武装。一九四七年八月，终于举行了“大青山起义”，为

埋葬蒋家王朝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龙州在历史上曾是越南人民革命的大后方。一九四O年，越南劳动党在彬桥公社卫龙关

内的陇芽屯办过两期干部政治训练班。一九四O年至一九四五年，越南劳动党的主要领导人

胡志明、裴玉成、朱文晋、黄文欢等都在龙州境内的河渡屯、两庄村、那造村，龙州城的合

龙街、营街召开过重要会议，建立越共中央交通站。胡志明、裴玉成在龙州活动的时间达数

年之久。龙州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道义上无私地给予他们支持和援助。一九六四年至_

九七五年，美国侵略越南期间，龙州县成了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的大后方。但黎笋集团

反华排华后，龙州却接收了被越南当局驱赶回国的难侨600多人。

一九七九年，我国政府对越南黎笋集团的地方霸权主义的扩张入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进行了自卫还击，龙州是自卫还击战的前线，龙州人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自卫还击

后，为悼念在作战中光荣牺牲的烈士，国家拨了巨款，在龙州境内的青龙山、叫堪、那罕、

自善等处建造了烈士陵园，供人们凭吊。

龙州的名胜古迹，有将山的小连城和龙元洞，上金的紫霞洞和龙州南岸的中山公园等

等，均为龙州名胜之冠；城内的陈勇烈祠、伏波庙、文笔塔、班夫人庙等古迹，也为古城添

色不少。



龙州镇概况

龙州镇位于左江上游，距自治区首府南宁234公里。地理座标北纬220207，东经106 0517。

据《龙津县志》载：清宣统元年，实行地方自治，将全属划为仁义礼智信五区四十一正段

一副段。龙州镇划为信字区一段，下辖大小四十一条里巷和街道。民国年间龙州镇分为东

力、西关、新街三镇，分辖以上所说街巷。解放后，体制也几经变动，50年三镇并为龙津县

第一区，58年公社化，龙州镇一直为公社建制，1980年又改公社为镇，下辖三个居民委员

会，21条街和两个农业大队，一个蔬菜大队，19个生产队，总人口23549人(壮族18058人，

汉族5427人)。

龙州镇是个群山环抱的临江城镇，面积仅五平方公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

22．5。C(最高气温28．1。C，最低15．5。C)年降雨量为1264．5毫米。

工业方面：解放前仅有一些铁木器，织造、印刷等手工业作坊，解放后，工业发展较

快。县办工厂企业有电机修厂，霞秀糖厂、第二糖厂、酒厂，印刷厂、制药厂、火电厂、汽车修

配厂、水泥厂、农机修造厂、预制厂、罐头厂、制鞋厂，纺织厂、五金交电厂、小五金厂，

服装厂、刀具厂、木器厂、竹麻厂等。有名的“龙州菜刀”“痛肿灵”等均远销国内外。

镇办企业有农具厂，手表元件厂，竹麻厂，木箱厂、木器厂、糕粉厂、纸盒厂、日用修

理厂、建筑工程队、园艺场、砖瓦厂，冰室，横渡社，打渔社，生菜组、牙科诊所、中西医

诊所三所、知青店等20个单位，职22500多人，1982年工业总产值三十一万元。

龙州镇是全县的交通枢钮，凭(祥)水(口)、凭(祥)新(大新)、崇(左)龙

(州)等公路干线都通过本镇，或以本镇为起点，联结其他城乡，陆路交通极为方便。水运

方面，从龙州到联甲、上金，响水等地，都有机帆船定期航班，水上交通货运也极为便利。

城建工作也发展较快，从合龙街到过去的乱葬岗“三山公”一带，外贸局、教育局、卫

生局，林业局、边防武装警察大队，县师范、龙州初级中学、机耕队、制药厂、新华书店仓

库、预制厂，汽车修配厂、汽车站、车辆监理站、水电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科委、外事

办、文化馆、图书馆、农机局、第二旅社、朝阳小学、导航站等单位，都营建了大楼，城西

也新建了区水电机修厂、水泥厂，酒厂和物资仓库等单位。

解放前街道狭窄，路面凹凸不平。解放后，进行了很大的改造，街道基本是宽敞平坦的

水泥混合结构路面，市容也大为改观了。

全镇农业户除蔬菜大队外，农业有大队耕地面积5374亩，其中水稻面积156亩，1982年粮食

产量7536担，蔬菜种植面积196亩，总产值54730元。

教育方面：解放前有广西边务学校一所，国立华侨中学一所，省立龙州中学一所，县立

国民中学一所，还有私立元春中学一所。现有南宁师范专科学校(大专)一所，县办的有龙

州高中，龙州师范、龙州初中、龙州镇中学等四所，有教师260名，学生1828名，小学五

所，教师153名，学生2636名，幼JL335名，此外，有影剧院两所和电影公司，文化馆、灯光

球场各一所。

卫生方面；解放前仅有县医院一所，解放后除县医院外，现有镇办卫生院一所，牙科诊

所一所，中西医诊所一所，镇办合作医疗站三所。共有医务人员184人。河南的利民街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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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医疗站。

中法战争以后，龙州被辟为通商口岸，本镇也就成了外国投机商，冒险家的乐园。这里

不但设有法国领事馆，法国天主教堂，基督教堂，而且还有法国殖民者控制的日龙州海

关”。 ·

．

龙州镇电是座历史古城，元朝的龙州万户府衙署，清朝的龙州厅衙署，清以后的镇南遭

衙署，广西边防督办，广西全边对汛督办署，龙州专员公署，龙州县政府都设在龙州镇。解

放后，也一直是县府驻地，龙州专员公署曾一度设在这里。中法战争期间，民族英雄冯子材

曾在这里赶走了法军的入侵。1930年中共党员邓小平，俞作豫、何世昌、何建南和进步军人

李明瑞等同志在这里领导了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建立了中共左江特委和

左江革命军事委员会。胡志明同志领导的越南劳动党，1945年在现中共龙州县委饭堂前东俱4

建立越共中央交通站，在本镇营街召开过越共中央政府局扩大会议。

本镇境内的名胜古迹有“小连城”，口龙元洞”、“中山公园”、“陈勇烈祠’等等，

龙州八景之一的“双凤朝阳”，‘‘自马弹琴”，“双龙抢珠’、“仙岩月夜”等，也都在本

镇境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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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州县】Lbng Zh o u Xian位于自治区首府西南234公里，东经106。517，北纬22
o。

207，秦以前属交趾郡地，唐武德四年始置龙州，1951年改丽江县，旋又改为龙津县，1958

年与宁明、凭祥合并为睦南县，195睥与宁明、凭祥分开复称龙津县，1963年经国务院批准
改为龙州县。 、

【龙州镇】L 6 ng zhon zhen，因龙州县人民政府驻地而得名。辖3个居民委员会，

2个农业大队，1个蔬菜大队，4664户(农业750户)，23549人(农业人口3800多人)，壮

族占77％。非农户居民主要从事手工业或经营商业。

，【康平街居民委员会】k丘ngPing ji e jnmInweiyuanhu i，驻地在西街d1号，辖

康平街、新街、南街、西街、东街，仁义街、兴仁街、东门街，都兴街等9街，962户

2389人，壮族占70％。

【康平街]kangPIng jie，为县城中心街，1875年叫县前街，也叫圩地街，太康

街、太平街，正街、横街、南城路等，1935改为康平街。 。文革”时期又改为红旗街。1981

年始复今名。有居民80户151人。居民多为汉族。 ．

【新街】X i njie，位于镇北，因其建街比其他稍后(1889年)故名。“文革”时期改

为红军街，1970年恢复原名。有居民142户433人，壮族占80％。居民多为摊贩及小手工业者。

中因红军第八军司令部旧址就在本街境内。

【南街】Nanjie，位于镇南故名，是龙州镇人民政府驻地。又因其地处圩尾和制作

竹缆营生，故又称圩尾街，竹缆街。1935年改为南街。“文革”时期改称向阳街。1970年恢

复今名。有居民126户435人，壮族占75％。街民以手工业为主。

【西街】x i jie，位于镇政府驻地北部，为康平街居委会驻地，因其地处镇西故名。

1966年一1969年曾改称红卫街，1970年恢复今名。有居民127户386人，壮族占750／。居民从

事小手工业及小摊贩。

【东街】D 6 ng jie，位子城东，故名。有居民48户146人，多为汉族，以手工业为

主。

【仁义街】R e ny i ji百，位于龙州镇东北部，清末，因本街设有义仓，故称皇仓

街、义仓街和仁寿街。1934年取义仓、仁寿两街的头字合称仁义街。 。文革”期间改为新华

街，1970年复今名。有居民1392户57人。壮族占80％。居民多以手工业、小摊贩为主。

【兴仁街】 x i ngr百n jie，位于龙州镇驻地东北部，始建于1886年，初时为中东

街，亭所街、底所街，1934年并为兴仁街， 。文革”期间又并入新华街，1970年复为兴仁

街。有居民208户254人，为壮族。居民多以手工业、摊贩、农业为主。

【东门街】D o ngm杏11 jie，位于龙州镇驻地东北部，因地处旧城东门，故名。有

居民56户187人，均壮族，居民以经营手工业、摊贩为主。

【都兴街】D d x i ng jie，位于龙州镇驻地东北部，初称福兴街，大塘边街，1931

年改为都兴街。 。文革”期间并入新华街，1970年复为都兴街。有居民119户142人，均系壮

族。居民以农业、摊贩为主。

【龙江街居民委员会】L 6 ngji矗ng jie jfimin weiyu直nhui，位于龙州镇

驻地东部，原驻地在龙江街，故名(现在白沙街2109)。1973年为东方红居委会，1981年．

复今名，辖龙江、白沙、合龙，新填地，新龙，利民等六条街，有居民635户2424人，壮

族占70％。

【龙街江】L 6 ngji a ng jie，因本街紧靠龙江北岸，故名龙江街，又因广东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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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本街中段，故过去又叫会馆街，或亭坡街，尚武街，东关街等。 崔文革”期间改为赤卫

街。1970年复今名。有居民142户387人，汉族占70％。本街有文昌塔、三宝寺、班夫人庙等

古迹，民国时期的东关镇也设在这里。

【白沙街】 B a i sh a jie，因江岸!沙粒多为白色沙粒，故名。“文革”期间改为

抗美街，1973年复今名。现为龙江居委会驻地，有居民227户305人，均壮族。

【合龙街】H∈16ng jia，在龙江街居委会驻地西北。据说，因新龙、新路、打铁

等街合并，故称合龙。有居民131户362人，壮族占80％。

【新填地街】 x i ntI andi jie，位于龙江居委会西，东南接龙江街，西北接合龙

街。此地原为深沟，1917年城建时将其填平辟为广场，名为。新填地广场”。1930年2月著名

的龙州起义万人大会，正是在此举行。1635年建成圩亭，辟为龙州城第二市场，后居民渐

多，遂改为。新填地街”，现为龙州城农贸市场中心。有居民158户438人，壮族占80％。余

为汉族。

【新龙街】X i 111 6 ng jie，位于龙江居委会西北部，东接文化馆，西至新填地。

有居民166户262人，均壮族。

【利民街】L i mill jie，位于龙江河南岸，东接龙州大桥，西至县党校， 。文

革”期间改为援越街，1970年恢复今名。有居民116户670人．均为壮族。著名的龙州中山

公园以及法国天主教堂、旧法国领事馆，都在利民街。

【营街居民委员会】Yingjie jfimin w e iyu a nhui，位于县城西北部，辖营街，

南门街、驮苗街、太山街、千总街，415户2709人，壮族占80％。因办事处在营街，故

名。

【营街】 Yi ngjie，位于镇西北部，东接西街，西至太山街。光绪元年，龙凭营设署

于此，故名营街。 。文革”期间改为跃进街，1970年恢复今名。有居民109户311人。多为壮_

族。

【南门街】 N A am e n iie，位于镇西南，东起龙州直属粮库门口，西至南门渡口，

因街居南门附近，故名。 “文革”期间改为红星街。1970年恢复今名。有居民110户262人，

均为壮族。陈勇烈祠、昭忠祠都设于此街。

【驮苗街】Du6mI aO jie， 位于镇西，南接南街，北至南门街。 。文革”期间改为

向阳街，1970年恢复今名。有居民135户497人，均系壮族。

【泰山街】Tai shan jie，位于镇西北，东接营街，西至县酒厂。 “文革’期间

改为红峰街，1970年恢复今名。街长800米，宽8米，门牌1号至142号，有居民144户737

人，均为壮族，居民以农业为主。

【千总街】 QianZ 6 11 g jie，位于镇西，南接南街，西北至西街。光绪年间龙凭营

千总署设于此街，故名。有居民65户160人，均为壮族。

【新华大队】xinhua Dad-,i，位于镇东北。为龙』·I'l镇两个农业大队之一。大队驻地

在兴仁街，辖9个生产队，2个自然村。耕地面积3193亩，336户1603人，壮族t／80％。主种

玉米、甘蔗、黄豆。

【沙叶】 shay色， 位于城东，1935年建村，此村多沙树，故名。全村8户38人，壮

族，主种水稻、玉米、甘蔗。

【高祥】 G a oxi直ng，位于城东北。此地过去是军队教练场，故名。教场村”。后

“教场”讹读为“高祥”便沿用至今。全村40户335人，壮族。主种水稻、玉米、甘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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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门大队】Beim6n Dadui，位于城北，大队驻地在_=fLf-J街，故名。195 7年建立

北门青菜大队，1961年改为北门农业大队。辖7个生产队，耕地面积1903亩，289户1275

人，均为壮族。主种水稻、玉米，甘蔗。

【北门街】 B6imen jie，位于城北，南接新街，北接龙水公路。 因紧靠北门，故

名。有居民170户(其中农业145户)742人(其中农业人口649人)，均为壮族。全街有4个

生产队。主种水稻，玉米、甘蔗。

【利民大队】Limin Dadui，位于龙江河南岸。为龙州镇唯一的蔬菜大队，．。文革”

期间改为东风大队，1981年恢复今名。辖三个生产队，耕地面积278亩，103户670人，壮族

占70％。主种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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