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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机构 队伍

清代及民国时期，南宁曾设有土地管理机构，办理地政业务。解放后，50二80年

代中期，南宁市未设立专门的土地行政管理机构，土地管理业务先后由市政府民政、房

地产、建设等部门管理。1986年，市土地管理局成立，统一管理全市地政业务。邕宁

县、武鸣县和市郊区也先后成立土地管理局。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还先后成立了若干

办理土地业务的事业机构。土地管理队伍也逐步壮大，人员素质不断提高。1995年，

市改革土地管理体制，加强对土地的统一管理。

第一节行政机构

解放前行政机构

清代，宣化县知县直接掌管地政事务，主簿协助。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宣化

县官村设立土地田赋清理局，以雷震瀛为局长，清查全县田亩，制定新的赋额及办法。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南宁府署内设农务局，在宣化县境内农场设分局，负责办理

土地开垦事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县官府设劝业员，兼管地政业务。

民国18年(1929年)，为便于整理田赋，增加财政收入，邕宁县设立清理田亩分

局，设局长1人(由县长兼任)，总务1人，编核2人及会计兼庶务1人。其下设有12

个区分所，管理各区土地测量事宜。因清亩成绩欠佳，民国22年9月，12个区分所被

裁撤。．民国23年2月，取消南宁清理田亩分局。 +．

民国25年(1936年)3月，建立南宁省会警察局土地登记科，设科长1人，科员

2人，办事员1人，审查员40人，技佐13人，登记员24人，杂役12人，共计93人，

专门负责土地登记工作。此项工作结束后，广西省政府于民国27年4月下令将该科撤

销，有关地政业务移交邕宁县地政科(成立于民国27年1月)办理，地政科职责是管

理土地测量、土地登记及地产转移、土地分配及使用、取缔、公地地价评估、处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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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街道办事处作为市人委的派出机关。这一阶段，梧州市地方政权

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于1957年

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195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5203万元(198

不变价)，比1950年的1150万元增长了3．52倍，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

协调，1957年秋一1958年夏，全市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

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党内整风开始不久即转向反击右派斗争。由于反右派

严重扩大化，全市错划“右派分子 “反党分子 “阶级异己分子”等6

多人，造成不幸后果。1960年10月，梧州地市合署办公。1961年5月，梧

市分开，恢复地、市建制。1958年，市人委贯彻上级决定，在全市开展以

钢铁为中心内容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

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市泛滥。后又错误地开展“反右

斗争，致使全市国民经济受到很大损失。1959。1961年，全市国民经济出

困难。1961年，市人委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针，开始纠正“左”的倾向，落实政策，经济逐步得以恢复和发展，扭转

济下降的趋

1965年，工业总产值12327万元(1980年不变价)，全市重大比例关

始趋于协调。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在全市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人民公社体制。1963。1966年，在全市部分基层单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

(即“四清”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市地方政权机关的工作处于瘫痪状

1967年1月，市人委被群众组织夺了权。之后，先后成立了市、公社等各

命委员会。市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8月26日成 “文化大革命”期间

项事业遭到严重破坏。1968年工业总产值大幅度下降。梧州市人民对“文

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许多职工坚守岗位，

生产。1969年lo月，梧州市第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桥一一桂江一桥建成，结

梧州市三江两岸无永久性桥梁的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对“文化大革命”和其

治运动形成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纠正。1980年9月，市七届人大第一次

决定，恢复市人民政府。市第七、八、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先后选举产生

八、九届市长和副市长。1982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政社分开。建立乡

八、九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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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自动漫游移动电话等，构成了光缆、微波、无线、程控等手段齐备的现代

化通信网络，邮电通信已跨入全国先进行列。

对外经济贸易蓬勃发展，先后与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

系，出口商品有400多个品种，2000多个花式规格。利用外资步伐明显加快。

1999年，全市有“三资”企业900多家，投资总额为142915万美元，合同外资

额71910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37662万美元， “三资”企业出口创汇44735

万美元。

1997年4月，国务院对梧州地市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梧州市增辖藤县、

蒙山，代管岑溪市，行政区域面积以及人口分别增加2倍，资源和经济总量成

倍增加。行政区划调整后，梧州市的农业在全市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农

业生产正在向商品化、专业化方向发展。改革开放20年来，梧州市经济取得了

巨大成就。1994年已提前6年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

1999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15．78亿元，工业增加值31．46亿元，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13．42亿元，外贸出口总额2．4亿美元，城镇人均生活费收入5415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394元。2000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25亿元， “九五”期

间年均增长8％；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73亿元，年均增长6．5％；完成工业

总产值122亿元，年均增长4％；完成工业增加值33．36亿元，年均增长11％；

进出口总额7．78亿美元，年均增长lO％；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95亿元，

比“八五”累计增长38％。

目前，梧州市人民正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立足桂东经济区，面向粤港

澳，发挥梧州市优势，万众一心，与时俱进，励精图治，锐志进取，努力开创

梧州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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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县署、府衙

梧州建城始于汉高后五年(公元前183年)，初是小土墙围绕，称“苍梧

王城”。城池在今东中路东和东正路南。周长424米，面积11236平方米。汉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城墙扩为周长600米，面积22500平方米。三国吴

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再扩展到大中路和关太史第一带(今东正路老干部

宿舍转弯处)。唐武德四年(621年)城周长又扩至880米，面积48400平方

米。比汉代扩大了一倍多。城周围设四门，即东、南、西、北门。宋开宝元年

(968年)梧州城墙始换为砖砌。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再进行扩建，周

长扩至2830米，设五处城门，且有城楼。正东称阳明楼；正南称阳熏楼；西南

称德政楼(又称独秀楼)；西称西江楼(又称白鹤楼)；北称大云楼。全城建

串楼196间。

清朝，梧州城墙高8米多，城池三面环水，背面依山，十分坚固。

梧州的行政归属，秦属桂林郡，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4年)为南越国管

辖。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苍梧郡和广信县，为郡治、县治。隋开

皇三年(583年)，改广信县为苍梧县，为县治。唐武德四年(621年)，废郡

设州。始称梧州。为州治、县治。此后，宋、元、明、清的府、州、路、县治

均在梧州。

第一节 机构 官员

苍梧县署

苍梧县署，设在梧州城西门内(今西门口附近)，唐朝始建。历代官员设

置为：

唐设县令1人，县丞1人，主簿1人，县尉1人。

宋设县令1人，县丞1人，主簿1人。

元至元三年(1266年)，合并州县，分上、中、下三县，苍梧属中县，设县

令1人，达鲁花赤1人，县尹1人，主簿1人，县尉1人，典史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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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设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儒学教谕、训导、巡检等职。

清设知县、教谕、训导、巡检、典史等职。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苍梧县下辖东安、安平、长行3个巡检司。共

管11个乡，分为25图，l所(即梧州所)，255甲。全县东西相距60余里，南

北相距200余里，是全国较大的县，居岭南之中，为广西咽喉，八桂门户。

清苍梧县下辖3个巡检司

东安巡检司：驻东面的石桥圩，距县城160里。

安平巡检司：驻西面的岭脚乡，距县城70里。

长行巡检司：驻南面的平地圩，距县城100里。

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还设过罗粒巡检司，清乾隆八年(1743年)裁撤。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苍梧县管辖的11乡

浔阳乡(今旺甫、老义、双桥一带)

东安乡(今石桥、沙头、梨埠一带)

平政乡(今龙新、龙平、龙华、平浪、长洲一带)

安平乡(今人和、岭脚一带)

思德乡(今倒水、长发、京南、狮寨一带)

多贤乡(今夏郢、六堡一带)

吉阳乡(今旺步、社学一带)

冠盖乡(今大坡一带)

长行乡(今广平、胜洲一带)

须罗乡(今新地一带及藤县琅南一部分)

平乐乡(今林水一带)

梧州府衙

明洪武元年(1368年)，改路为府，梧州设府。府衙设在梧州城德政门内

(即今民主路维新里)。初时梧州府管辖九县一州，即苍梧、藤县、岑溪、容

县、怀集、陆川、博白、北流、兴业等县及郁林州。清雍正三年(1726年)郁

林州升为直隶州，管北流、博白、陆川、兴业四县，梧州府则管苍梧、藤县、

岑溪、容县、怀集五县。梧州府东西长370里，南北宽450里。

同治十二年(1873年)，梧州城区有11坊，48条街(巷)，5个市场。1l

坊为：华岳坊、善教坊、宣德坊、阜民坊、淳政坊、通泰坊、迎恩坊、育真

坊、水西坊、宝伦坊、富民坊。

宣统末年，梧州城墙未拆，城内仍有15条街，30条巷，城外有26条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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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四年至宣统三年(仃99—1911年)梧州府知府任职表

姓名 籍贯 任职由来 离职原因

清嘉庆四年十月十二日(1799．11．9)奉
王友莲 山西永济

旨回任

嘉庆十二年十月初一日(1807．10．31)
魏右曾 江西广昌

到任

嘉庆十三年闰五月初十日(1808．7．3) 嘉庆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金楱 顺天大兴

由思恩府知府调代 (1812．8．5)解任

汤藩 江西南丰 嘉庆十七年由庆远府知府调代

谢凝道 福建 嘉庆二十年(1815)已在任

清道光四年八月(1824．9)由浙江嘉庆府
袁渭钟 江苏

知府调补到任

道光十一年(1831年)由庆远府知府调
钟禄 满洲镶黄旗

代

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
刘锡方 顺天 道光十二年十二月(1833．1)到任 (1839．8．27)革职(查办鸦片容家

丁受贿，私放烟土)

万保 内务正黄旗 道光二十二年

宗元醇 河南鲁山 道光二十二年已在任(1842年)

道光二十八年正月(1948．2)由思恩
彭舒萼 湖南长沙

知府调代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1849．2)由坐补泗
许墩书 浙江仁和

城府知府调代到任

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初二日 咸丰二年三月初一日(1852．4．19)
汤俊

(1849．7．21)任命 革职留任(剿堵不力)

清咸丰二年八月(1852．9)由庆远府知府
郑瑞麒 福建闽县

调代

咸丰四年八月十一日(1854．10．2)
刘继祖

为义军击毙

成丰四年(1854)由兼代左江道事，代
吴德徵 贵州遵义

南宁府知府调任

咸丰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陈瑞芝 咸丰五年(1855)已在代任 (1857．11．13)革职并逮问(梧州府

城被义军攻陷)

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日(1860．1．12)
咸丰十一年(1861)调办武闱监试，

刘楚英 四川 同治二年(1863)调代桂林府卸事
到任，同治三年十一月(1864．12)回任

留省办捐输

赵元模 顺天 咸丰十一年(1861)由思恩府知府调代

清同治二年四月(1863．5)由准补思恩府
卢定勋 江西上饶

知府调代

同治十三年七月(1874．8)由补用知府
王政慈 湖南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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