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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3

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都大有帮

助；对全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促进作用；希望大家都来阅读志

书。此其四o

“实际"．必须是真实的，不能是虚假的、或有水份的；“实事求

是"，只有从真实的“事"中，才能求得真“是"(法则、规律)o资

料是志书的基础，资料的真实性是志书的生命。在市志即将最后定稿

之时，我曾强调：必须对入志资料认真核实、鉴别，严格把关。对于

已发现的错误，要有“灭此朝食"的精神，消灭差错于成书之前。对

于各种数据，必须认真核对，不能互相矛盾或有虚假，切不可让虚

假、溢美之词、错误的东西载入志书，导致以讹传讹，贻笑当代，贻

害后人。我新任主编，但因日常政务工作繁忙，实难安排大量时间来

详审志稿，只能仰仗市志办及全体修志同志以高度的事业心与责任

心，共同完成此一艰苦但又必须完成好的任务，不负人民的委托与信

任。。此其五。
。

这届修志成书的时间长，在我之前，甘祥梦、谢汝煊、宋福民三

位市长(均兼市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主编)，已做了大量的工作，我

有幸接任于成书付梓之前夕，回眸既往，我对他们三位及历届编委会

委员，都心含莫大的谢意与敬意。

是为序o

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

(林国强，中共南宁市委副书记、南宁市市长、南宁市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主任、《南宁市志》主编)





序二 5

客观地说，《南宁市志》确是一部质量较高的志书。地方志，记

一方之事也；其最本质特征是地方性，最主要的特色也在于它的地方

特色。《南宁市志》除了具有一些好志书的优点如资料翔实，体例得

箩等等之外，它还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首先，它很．注意突出南宁市的

地方特色。南宁这块地域，很早就是祖国南方一定地域政治、经济、

军事的中心。最少是唐代中期就形成了c；中唐时期设邕管经略使，使

府即治邕州宣化县。；到了唐懿宗咸通三年，岭南节度使蔡京建议将岭

南道分为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两道，岭南西道节度使府就驻节邕州。

此后，虽屡有变迁，但它总是祖国南方一定地域的政治、经济、军事

中心o《南宁市志》很注意记述这个特点，在总述、建置沿革等篇章

中突出这个特点；’在反映政治、经济各篇章里也注意突出南宁作为自

治区首府的地位的记述，这就把南宁这个地方最本质的特征突现了出

来，这是十分值得称道的o ．

《南宁市志》另一个突出优点是它还十分注意人文内容的记述，

这同一些市县志相较，显得十分鲜明。地方志编纂是中华民族优良文

化传统的组成部分，现存过去年代编纂的志书可谓汗牛充栋，这些志

书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弥足珍贵。但历史上的志书，人文资料的

记述占了大部分篇幅，面对经济生活的记述太少；’这是一个偏向。社

硷主义新方志，注意了经济发展的记述，横分门类把社会上工、农、

商、财政、‘金融、交通、外贸、海关等等事业详为记述；各种经济数

据十分详细齐全完备，这是应该的，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任务，它纠

正了旧方志的偏向。但是新编地方志又往往忽略了人文内容的记述，

许多丰富的人文内容，淹没在经济数字之中，显得缺乏文化内涵。

《南宁市志》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忽视人文内容记述的倾向，有较高

的文化品位。南宁历史悠久，素为岭南不同地域的政治、经济、军事

中心。地灵人杰，有丰富人文文化资源，《南宁市志》对此作了充分

记述，其中有抗击侵略者的壮烈情景，有为中华民族繁荣昌盛而孜孜





凡 例

一、《南宁市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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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南宁的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全志由总述、大事记、专志、附录组成，分四卷五册出版；专志采用章节

体，‘总述、大事记、附录不分章节。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扼要

记载全市自古迄今的大事、要事和新事。

三、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共设79个专

志。辅以图表、照片。。并分别穿插于各类目之中。

四、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市区为主，兼及市辖的邕宁、武呜两县。文内使用

“全市”的内涵，1949年12月至1983年12月期间，系指南宁市区(含城区和郊

区)；1984年以后，系指南宁市区及所辖邕宁、武呜两县。

五、本志记述内容时限，遵循详今明古的原则，在全面、系统记述南宁市的资

源和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情况的前提下，突出反映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全市社

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突出南宁特色、时代特色和行业特色。

六、全志记述的时限，上限适当追溯，下限一般迄于1990年，大事记延伸至

1992年，其他专志部分内容根据需要和掌握资料情况，适当下延。

七、记载历史纪年，解放后用公元，解放前沿用朝代帝王纪年并夹注公元纪年，

民国纪年，在每目(或每段)首次出现时加注公元纪年。《中国共产党志》、《人物

志》中的革命烈士用公元纪年。本志使用的“解放前”、“解放后”概念，以1949年

12月4日南宁解放为界限。

八、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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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九、本志称谓，均按当时通称书写，必要时加注；名称较长的，在每志首次出

现时用全称，重复出现时用简称。

十、本志使用计量单位，解放前用当时习惯称谓，解放后采用现行法定计量单

位。解放后至1955年3月1日以前使用的人民币为第一套人民币，1万元折合现人

民币1元，未注明的已折算为现人民币o

十一、本志人物传以“生不立传”为原则。历史上对南宁社会发展有影响的人

物，不受本地籍限制，凡应入志的分别予以立传、立表和以事系人。立传人物以卒

年顺序排列，卒年同则按生年先后为序。

十二、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报刊杂志、史载文献及访问

材料。均经核实后载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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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注明资料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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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霎蓁薹蓁耋霎蘼粪羹篓薹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雾茎丢；

羹窭霎蓁羹褰矍囊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i霎主茎i薹一妻妻羹奏羹一一一一一一资产领域和技术改造领域。1982年起，技术改造

贷款由过去支持企业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逐步转移到以促进企业技

术进步，支持企业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贷款支持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为主；结合支持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国内开

发产品，促进企业改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提高企业产品配套能力

和竞争能力。1984年5月，贯彻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搞活工业经

济的若干规定》(即十二条)和区人行提出的《关于贯彻搞活工业十

二条的意见》进一步有计划地协助老企业挖、革、改，填平补齐、促

进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

量，推动技术进步，加强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换代，提高企业经

‘济效益。

一、技术改造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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