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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进行编纂。

二、本志编排序是：序、凡例、目录、大事记、环境

保护专章(共十二章)和附录。

三、本志记述年限为1991年至1995年(部分内容有所

突破)。

四、本志记述范围以桂林市区为主，部分内容涉及临

桂和阳朔两辖县。

五、本志文字记述用语体文，文字一律用简化汉字。

六、本志所用数字除习惯汉字外，一律用阿拉伯字。

七、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公制，即：厘米、克、秒制。

八、文件、会议、组织机构等名称，在书中第一次出

现时用全称。人物一律直书其名，不加褒贬，为反映历史

事实，必要时冠以当时的职务、职称。

九、重要文件、资料、法规、条例编入附录。



序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搞好环保工作，防

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才能

保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维护人类健康，促进经济

持续发展。桂林是我国重点环境保护城市。党和国家对桂

林环境保护极为重视。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以来，在桂林

市经济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工业污染基本得到控制，．风景

旅游资源得到保护，环境质量逐步改善。 《桂林市环保志》

1991—1995年以详实的资料说明：党的正确领导，环保法

的全面贯彻执行，各行各业的紧密配合，环境保护工作者

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是环保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

保障。

《桂林市环保志》1991—1995年记述了“八五∞期间

桂林市环境保护发展的历程，展示了桂林市环境管理、污

染治理、环境综合整治、环境监测、环境科研等工作的成

果。它既反映了桂林市“八五”期间强化环保法、防治污

染、保护环境的情况及环境保护的远景目标规划，又反映

了在盛世之年全市人民为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所作出的努

力和奋斗精神。事实证明，保护环境，防治污染，是关系



到桂林名城的生存和社会进步、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经

济持续发展的宏伟大业。以志为鉴，继往开来，愿桂林市

环境保护事业得到更大发展，让桂林成为名符其实的国际

旅游明珠。

《桂林市环保志》1991～1995年体例完备，资料详实，

重点突出，总体上体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借此，j：谨向辛勤笔耕的编

辑人员和支持本志编辑工作的有关单位和人士致以深切的

谢意。

桂林市副市长： 弋肇啮
l

1998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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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91年

1月16日， 桂林市与日本国熊本市市长在桂林市举行新闻记者招

待会，就两市的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问题交流了做法和经验。到会记

者共20多人，双方表示了今后要加强互访和联系，促进两市环境保护

事业发展的意愿。

2月28日， 桂林市纺织公司举办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

保护工作的决定》学习班，全系统11个工厂的领导和环保干部共20多

人参加了学习。市环保局局长黄国钧讲了课。

3月29日，桂林漓江研究会正式成立， 李维新被选举担任第一任

会长。

4月24日，桂林地、市环保局、 林业局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召开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会议，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会后对全市饭店、餐

馆、市场进行了全面检查，对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有关人员进行了

教育和处理。

5月13日， 自治区“八五"环境统计试点验收会在桂林市召开，

各地、市和重点县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6月1日，桂林市环境保护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会议由市长、

市环委会主任袁凤兰主持，听取了市环境保护局局长黄国钧关于桂林

市环境保护工作和桂林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结果汇报．会议还

决定召开全市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和纪念“六五∞世界环境日大会。

6月5日，桂林市召开纪念世界环境日暨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市长

助理陈大鹏主持会议，市环保局局长黄国钧作环保工作总结和传达自



治区环保工作会议精神，袁凤兰市长到会讲了话．会上对先进单位和

个人进行了表彰，当晚进行了环保小品演出和电影晚会．

6月18日～19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志编纂工作会议在桂

林市环境保护局召开，各地、市代表2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自治

区环保局总工程师、自治区环境保护志总编陶显亮及自治区环保局高

级工程师丁永福轮流主持．丁永福传达了自治区修志工作会议精神。

桂林市环境保护志主编谭荣秋介绍了《桂林市环境保护志资料长篇》

的编写工作和体会．

7月，桂林市环保局与驻桂大专院校主管教学的领导座谈， 研讨

大专院校和职高如何开展环境保护教学工作。对教材、师资和教学形

式、开设第二课堂活动等进行了讨论。

8月，漓江桂林市江段综合整治工程被国家环保局、 国家建设部

评为“七五’’期间“全国环境综合整治优秀项目”。

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了中南六省(区)、六市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工作

座谈会，30位出席会议代表交流了提高服务质量，简化手续，降低收

费，严格把关的经验。

12月1日；国务院环委会联络员会议在桂林市召开， 会议由环委

会办公室秘书长牟广丰主持，国家环保局副局长金鉴明作工作报告，

国家24个部委联络员参加，研究了今后工作任务，考察了桂林环境。

12月12日，国家环境监测网络桂林市大气监测点位，经国家环保

局组织的7人专家组逐项检查考核评分，全部合格，通过验收。

1992年

元月11日，桂林市人大副主任黄琪添带领城乡建设旅游委员会四

名委员到市环保局检查工作．在听取黄国钧局长汇报1991年执行环保

法规情况和新的一年环保工作要点之后，委员们提出：(1)要狠抓工



业污染源治理，特别是重点污染源的治理．(2)榕杉湖、 桂湖的治理

要下决心尽快落实，特别是榕杉湖、桂湖的清淤和污水截流工程．(3)

桂林市烟尘污染在逐年加重，要下决心尽快控制市中心区烟尘的污染。

(4)进一步加强地方法规建设和汇编桂林市环保法规材料．

29日，市环保局召开全系统职工大会，总结1991年工作，表彰先

进，并提出了1992年工作要点。市长助理陈大鹏到会并做了讲话，市

人大城乡建设旅游委员会白鉴山处长出席会议．

3月9日一13日，桂林市中小学生陈继伟，俸灵林、马尔曼组成的

桂林市代表队参加了在南宁举行的全区少年环保知识系列竞赛活动。

马尔曼同学获“全区少年儿童讲环保故事竞赛∞二等奖，俸灵林同学

获“全区少年儿童写环境调查报告”三等奖。在全区少年儿童环保知

识抢答赛中，桂林市代表队获优胜奖。+

16日，在自治区环保工作会议上，桂林市人民政府获得1991年度

全区环保检查评比二等奖。

桂林市环保监测站获1991年度全区环境监测报告评比二等奖。

桂林市环境科学研究所的堰式污水流量自记装置获自治区环境保

护科技进步三等奖。

19日，桂林野生动物保护协会1991年年会在桂林地区林业局召开。

会议总结了1990年以来协会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并就1992年工

作安排提出了意见。会上还就协会换届进行了选举，产生新一届协会

会长和理事。桂林地、市、各县林业局、、环保局、工商局等单位的60

多名代表出席了年会。 ．

20日，由团市委、市环保局联合举办的桂林市第一期团干环保知

识培训班3月20日至21日在兴安县开班。此次活动是根据1992年3月2

日团中央、国家环保局召开的全国电话会议精神，桂林市团市委、市



环保局经过研究作出的在广大青年、团员中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的

一个主要内容。来自各机关、事业、企业、学校等系统的53名团干部

参加了学习。

27日，市土地开发办公室委托桂林市环保科研所承担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火炬产业基地"环境保护规划研究课题。

桂林市新技术开发区按高新技术产业规模经济发展需要，并形成

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体的格局，在开发区内建立一个具有良好投资环境

的一平方公里“火炬产业基地霄，该基地位于辅星路以东、广西第一

机床厂以西、净瓶山路以北、桂林罐头厂以南范围．市环科所将在深

入调查了解该基地的大气、水、噪声的环境质量现状基础上，科学地

进行该区域、环境变化预测，并提出环境保护规划以及环境管理对策

和措施。

桂林市环保局获1991年度全区环境好新闻评比组织奖．

28目，为了贯彻、落实1992年3月2日全国环保宣传教育活动电话

会议精神，桂林市环保局、共青团桂林市委于3月8日举行了有环保局

长、团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对桂林市当年开展的环保宣传教育活动内

容及成立领导小组等事项交换了意见。3月28日， 成立了桂林市环保

宣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市环保【1992】30号文《关于在全市青少年中

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做到组织落实，计划落实，

活动内容丰富多采，注重实效。

为了保护桂林溶洞钟乳石和保护旅游资源，市人民政府采取果断

措施，工商和公安部门封存了公开出售钟乳石的市花木公司石玩店、
f

设在中国岩溶地质所内的阳朔西郎山花木圃桂林石玩店和独秀峰下的

广西师大美术店(兼营钟乳石)，共封存各类钟乳石1700余件．同日

下午，市九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关于切实加强岩溶



洞穴和钟乳石的保护及管理议案的决议》。

4月7日，由市科委、市环保局联合主持的《漓江综合整治方案前

期研究》立项听证会在市环保局召开，邀请7个单位7名专家到会，进

行了认真研讨，一致意见是开展漓江综合整治方案前期研究十分必要，

也是当务之急。近十多年来桂林地、市科研部门、驻桂部属、区属研

究所对保护漓江做了不少工作，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有较

坚实的技术基础，进行漓江综合整治方案前期研究是可行的。并建议

科委给予立项，尽快完成这项研究，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11—17日，临桂县环保局、团县委在县城和两江举办了两期团干

环保知识培训班，80多名团干参加了大气、水污染基本知识的学习，

团县委书记秦土六、副书记石希明、县环保局长陆月明、监测站站长

龙幼东等参加了环保培训班并作了发言和讲课。

18日，为配合开展创优质实验室活动，市监测站成立了分析质量

保证小组，其成员组成如下：

组长：吕雏礼

副组长：张斐燕 叶芳
‘

成员：毕铭民 陈敬 李桂祥 姚一开 庚章娣

李春辉 叶芳 郜晓明 刘三长

分析质量保证小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全站的环境监测质量，从布

点、采样、分析到报出数据及人员素质的考核。

5月31日为纪念“六·五"世界环境日，市环保局、体委、 总工

会、团市委联合举办“漓泉环保杯升环城长跑赛，全长5公里， 1100

多人参加。

6月1日，为纪念“六。五"世界环境日，市委宣传部与市环保局

在阳桥头市委宣传部橱窗展出桂林市环保成果图片，共展出彩色图片



60多幅．

5日， 市环保局在南门桥头和市百货大楼两地开展环保咨询服务

活动，解答群众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咨询20多人次，受理环境污染投拆

10多件、发放各种传单1000余份。

5月7日，桂林电视台在5日、7日晚的黄金时间播放由桂林市电视

台、市环保局、市环保设备厂联合录制的环保专题文艺片《为了一个

清净的世界》．

7日，为纪念誓六·五"世界环境日20周年，市环保局、教育局、

团市委、园林局联合举办环保游园活动，全市80多所中小学校4000多

名学生参加10项游园活动，许多游客和学生家长也前来观看了游园活

动．

23—28日，国家环保局预检查组一行五人于6月23日至28日来桂

林对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结果进行调研性预检查，预检组听取

市环保局汇报后审查了桂林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的有关原始数据、

图表、资料，考察了七里店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烟尘控制区、

蓖子园环境噪声达标区和漓江综合整治工程。

30日，为加强环保仪器设备的维修，使用和服务，市环保监测站

和青岛崂山电子仪器实验所联合开办“桂林市环保仪器维修服务部”。

服务部主要面对区内外的环保监测站服务，先是由市环保监测站派出

2名技术人员到厂方进行了理论、业务、岗位的培训，考核成绩优秀，

取得了厂方颁发的合格证书后才开展工作。

7月5日，为配合创建优质实验室工作，监测站工会组织了一次由

分析室、大气室、噪声室参加的技术岗位竞赛，内容包括基础理论和
f

实际操作两方面。

7月22日，召开重油制气管道煤气工程评审大会， 通过该工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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