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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象州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柳州地区东南部，东依大瑶山，

西傍柳江河，县域总面积1898．47平方公里。1996年全县总人口339437

人，其中城镇人口62200人；乡村人口26 1957人；壮族人口数占金县总

人口的-69．5jI；。

早在8000---,10000年前，就有壮族的先民在这块红土地上生患繁新．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 1 1#-)置桂林县，至今已有2000余年建县历史。

全县辖l 1乡(镇)，118行政村及3个居民办事处。

象州自然资源丰富，广西主要矿带之一的大瑶山西侧多金属成矿带

通过县境东部，以重晶石为主的多金属矿成群成带分布。已查嘲曲矿产

资源有重晶石、锰、铜、铅、锌等13种，其中重晶石储量达4000万吨，。

占广西已探明储量的55．7％，享有M重晶石之乡”的美誉。
’

象州县境沟渠纵横，河网密布，大瑶山发源的大小河流三分之二以

上水量经象州流出。柳江、运江、枫木河、罗秀河、金秀河、，永晶河等13

条大小河流J11流不息，滋润着象州县的土地，多年平均流量达1 170．93亿

立方米。良好的水资源奠定粮食稳产高产的基础，使象州成为闻名遐尔

的“桂中粮仓"。

县域地处大瑶山西麓，整体地势东高西低。全县总面积中，丘陵古

45．36叻，平原占32．12％，低山占19．7％，水域占2．82％。地处南亚热

带向中亚热带过渡季风区，季风特点显著，光、热、水基本同季，降水

较集中于4,--8)目。 年平均降水量在1 200---,1 400毫米之间，年平均气温

20．7。C。土壤可分为5个土类，1 3个亚类，以红壤分布最广，占土地总

面积的67．25％，水稻土次之，占土地总面积的1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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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递增1 0．2 qo。i 996年，全县农林牧渔总产值942 1 7万元(当年价，下同)；

工业总产值I 1．7 1亿元；第三产业总值5．1 2亿元。县城建筑面积比1 978

年前扩大了1倍。

象州县土地开发较早，土地利用率很高。1996年土地利用率已达

94．4 4，可垦荒地资源较少，后备土地资源不足。在已开发利用的土地中

耕地所占比例较大，且以水田为主。随著国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人

口不断增加，土地利用需求量不断加大，人地矛盾日益突出。1 986年，

象州县土地管理局成立，依照法律法规负责全县土地行政管理工作。为

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进一步做好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整治、保护以

及协调用地矛盾，确保象州县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发挥

了积极作用。 。

4

1 986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土地管理逐步

进入法制化轨道。根据国家土地管理法，象州县人民政府制定发布了一

系列与之相适应的土地管理法规文件，象州县土地管理局根据国家法律

与地方人民政府的法规文件，忠实地履行自身职责，做了大量实际工作。

1 986年查处违章占地建房，刹住违章占地歪风，为建设用地申报剁

度的实施打下基础。

1988年完成全县土地权属界定工作；全面开展土地申报、登记、发

证，使土地管理走上制度化、正规化；完成全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进一

步掌握了全县土地资源及利用情况。

1994年，清理土地市场；开辟城东建设新区；拍卖“五荒”；建立

基本农田保护区。对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促进经济建设，保护耕地产生

深远影响。

I 996年，组织力量编制《象州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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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沿革 建置政区

1 949年1 1月29日，象县解放，属柳州专区。1 952年9月，象县与武

宣合并为石龙县，属宜山专区，县城暂设武宣镇， 1 95 3#-6月迁石龙

镇。1958年属柳州专区。1960#-5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石龙县更名

象州县。1962年3月复置武宣县，象州县县城迁至象．!}{{镇。

第三节行政区划
～-

1 952年8月，东南乡(今六巷)、东北乡(今长垌)划归金秀瑶族自

治县，象县共划为7区，86zJx乡镇；9月象县与武宣县合并为石龙县，

全县划为l 4区。1 95 3年将大樟、互助2乡划归金秀瑶族自治县；运江、

都莲、京岭、新运、雷安5乡从鹿寨县划归象州县。1 955#-8月从荔浦县将

桐江、高仁、鹿鸣、大蚕、七建、三友6乡镇划归石龙县。1 984年7月将桐木

镇从象州县划归金秀瑶族目治县。1 996年，金县辖l 1个乡镇，1 1 8个行政

村，3个居民办事处，71 4个自然村(街)，全县总人口33．94T k，其

中农业人口30．4万人，壮族占70％。

马坪乡

辖1 l行政村：古路、东岸、马坪、。龙岩、回龙、其塘、龙兴、新庆、

古德、丰收、大佃。 ．．

石龙镇

辖8行政村(居民办事处)：花山、中塘、迷赖、马列、大蒙、大塘、

青凌、石龙居民办事处。 √

妙皇乡

， 辖l 2行政村：大梭、盘古、龙头、新造、路村、寮村、妙皇、山定、

l l



建置政区

花侯、塘头、

行政区划

桥头、思高。

象州镇

辖l 2行政村(居民办事处)：培森、龙富、龙门、鸡沙、沙兰，王

铎、沐恩、古才、象州、朝南、石里、象州居民办事处。

运江镇

辖1 8行政村(居民办事处)：水寨、大曼、古平、石鼓、三里、友

庆、芽村、京岭、都莲、保应、新运、铜盆、山坳、上坪、岩村、那敖、

思劳、运江居民办事处。

寺村镇

辖l 5行政村：齐心、寺村、王院、中团、岩口、士箦、崇山、林塘、

白崖、谭村、上山、横桥、花池、秀和、大井。

中平乡

辖9行政村：梧桐、良山、中平、谢官、大架、落沙、多福、古磨、

架村。

百丈乡

辖7r行政村：

罗秀乡

辖l o行政村：

风阳、麦棉。

大乐乡

辖11行政村：

1 2

民进、那沙、百丈．敖抱、练石、新寨、大满。

礼教、敖村、军田、永利，潘村、土办、罗秀、六峨、

大乐、龙屯、新杯、那拉、侣塘、同庚、丁贡、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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