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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以事实为依据，去伪存真，致力客观地、全面地反映平南县土

地资源及管理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记事上限力求溯源事物发端，下限至1995年，个别

重大条目、事件延至1997年。

三、全书篇目按章、节、目、子目排列，首设“概述”，统揽

全书；其次为“大事记”，就现有资料，贯纵古今，扼要记述大事、

要事；正文分11章；后列附录、编后记、编纂人员名单。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多种体裁，以志为

主，叙而不论，行文用第三人称。

五、解放前的地名、行政机构均用原来的称谓。计量单位，解

放前用当时的单位，解放后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表示

数量用阿拉伯数字o，

六、历史纪年，清代以前用汉字，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民国时

期用阿拉伯数字，括号注明公元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资料大部分来源于县土地管理局、县档案馆、县地方

志办公室、县农业区划办公室、县统计局等部门，部分来源于口碑

回忆，一般不加注资料出处o
77

八、本志书格式，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于

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定》和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史志编纂暂行办

法》及《土地史志编纂语言文字暂行规定》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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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自古以来都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平南县拥有2988．68

平方公里的土地，是广西的一个较大的县。土地资源丰富，开发利用呈

多元化。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发展农业仍然是目前全县的头等大事。

平南人民与土地就如同鱼和水息息相关。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建

设的不断发展，人口迅速增加，耕地日益减少，给世人敲响了警钟o

1986年土地管理提上了日程，县土地管理机构应运而生，如何管好土地、

用好土地也在尝试、摸索中前进，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o

《平南县土地志》综合地记述了平南县从古至今的土地状况，如实地

展现了县内地理历史、土地资源及开发利用、土地制度、地籍管理、建

设用地管理、土地税费、土地监察等等的变化、发展过程。“治天下者以

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平南县土地志》的编纂出版，不仅搜集

了丰富的和宝贵的资料，还为我们今后研究土地问题和依法管理土地提

供决策依据，特别具有“存史、资治、教化”功能。

我虽然不是平南人，但在平南工作了将近8年时间，与这块土地结

下了深厚的感情。我既为全县人民开山辟地的豪情壮举而骄傲，又为肆

’意贱踏自然规律的愚昧之行而痛心疾首。今天，人们认识土地、保护土

地的意识还比较淡薄，特别是土地的法治观念更为淡薄。土地管理要走

上科学化、法制化的轨道仍任重而道远o

《孟子·尽心》日：“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o’’把土地当作

三宝之首。如今各级党政领导当然不是诸侯，却是人民的公仆，自是更

应珍惜土地，爱护人民，勤于政事o

愿每一个公民都来珍陪爱护每一寸土地!

李国强

1999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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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平南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贵港市东北部，居西江中游。水路上

通南宁、柳州，下至梧州、广州及香港、澳门等地。县境介于东经11003754”至

110039’42”，北纬2302’1 9，7至2402 719"之间，北回归线横贯中部。东至白马辰岭，

靠藤县；南至平山镇泗罗江。连容县；西至上渡镇六凤村，和桂平市接壤；北

至马练瑶族乡石崖顶，与蒙山县相邻；西北至马练大五顶、大鹏镇亚婆揽孙

山，和金秀瑶族自治县毗邻。全境呈狭长的马鞍形，土地总面积2988．68平方

公里，占广西土地总面积的1．27％，居全区37位。县境东西最大横距51公

里，南北最大纵距110．5公里。

全县地形呈南北高、中部低马鞍形状。北部为大瑶山余脉，山势陡峭；中

部有浔江自西向东横贯而过，平畴连绵，河渠纵横；南部为低坡丘陵地带。地

处低纬，北回归线横穿中部j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常年气候温和，光照充

足，雨量充沛，霜期不长，适宜水稻、甘蔗、花生、玉米、麻等农作物的生

长。这样的环境和气候，为平南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县境内

早有人类生存、栖息，中、南部一带是广西土地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j人们捕

鱼狩猎，开河挖渠，开荒拓原，种水稻、植桑麻，至今营造出一个以种植业为

主、畜牧渔业为辅的农业大县。 +

唐贞观七年(633年)置平南县，然东晋开平五年(361年)已在白沙江

与浔江汇合处置武城县，土地的开发当更早。平南具体的耕地面积记载则是明

嘉靖元年(1522年)，时平南有耕地面积208473亩。迄民国29年(1940年)，

平南县有耕地面积748535亩。1991年，经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平南县准确的

耕地面积为77998．13公顷(1169971．9亩)o

在土地制度方面，平南从古代至民国，都为封建土地所有制。明总镇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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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籍大同，所占土地“鸦飞不过”o清乾嘉之后，平南土地相当集中，形成一

批家族地主集团。及至民国时期，家族地主集团仍存，但土地逐步向中、小地

主和富农集中。解放后，经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

制。50年代中期，土地渐转为集体土地所有制。国有土地则在平南解放后形

成，至1991年，全县国有土地面积为217798．65亩。土地使用制度则是与土地

所有制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清朝至民国时期，平南农村普遍存在租佃制和

雇佣制。民国31年(1942年)，平南每百农户有12户雇佣长工，全县雇农万

余人。1952年冬，平南开始有互助组，互助合作制从此产生。及1956年，全

县经历初级农业社后，出现318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又过渡到“人

民公社化”，．直至1979年。20余年间，在“左”思潮影响下，先是“共产风、

浮夸风、瞎指挥风、平调风、特殊化风”，尔后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生

产积极性挫伤，生产发展缓慢。1979年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形成。

进入90年代，1992年，官成镇畅岩村试行宅基地有偿使用；1995年，官

成镇又实施集体“四荒”有偿使用试点；1996年，全县约有5100亩耕地流转。

城镇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始于1988年，至1990年共收取有偿使用费108万元。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有偿使用，使本应归人国库的那部分土地资产得以实现。但

国有土地使用权仍实行行政无偿划拨和有偿出让的双轨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

入进行，平南县的土地市场也逐渐形成和发展。

平南的田赋征收，有确切文字记载最早始于明嘉靖元年(1522年)，为

9634石。清雍正六年(1728年)实行“摊丁人亩”，把丁税摊人田赋中，统一

征收地丁税。另征耗羡，即地丁正供外的加征。附加无定额，往往超过正税数

倍。民国亦然，除田赋正额外，不断加征附加税。民国29年(1940年)，附征

达400％o解放后，改征农业税。从解放后至1995年的平均税率看，一般稳定

在10％稍强o
’

平南土地资源丰富。据1991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全县土地总面积

298868．44公顷(折合4483026．60亩)，其中耕地面积占26．10％，林地面积占

56．28％，园地面积占1．49％，牧草地面积占O．38％，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

占5．35％，交通用地面积占o．64％，水域面积占4．92％，未利用土地面积占

4．84％。土壤类型多。全县土壤分为6个土类，14个亚类，44个土属，128个

土种；土质优良，适宜稻谷、果、茶、桑、林、牧草等的生长，对发展农业具

．有多宜性、多热性，对发展林业具有速生性，对发展牧渔业具有生长快等优

势。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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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兴建安怀药场，场址在安怀塞碑江大冲口，占地面积600亩。

1961年7月，根据国务院通知精神，对现役军人每人分给一份自留地，由

其家属经营o

是年，建成六陈水库枢纽工程，库区内面积18202．5亩，库区外占地面积

367．5亩。

是年，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再次改革，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3级管理，

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统一经营、统一分配、自负盈亏o

1962年春，全县人民公社实行3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

单位。 ，

9月，县人民委员会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对全县国家建设征地进行检查。

1963年，兴建平南酒厂(当时称珠江酒厂)，占地面积18亩。

1964年，兴建平南县磷肥厂，地址丹竹镇东山村，占地面积971．5亩。
， 1965年夏，开始兴建六陈水库东西干渠，总干长9．34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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