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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振军

位于柳州北大门的沙塘镇，不仅是柳州市一个历史悠久的重

镇，而且也是一块山清水秀，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人杰地

灵，美丽富饶的风水宝地。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沙塘各族人民

就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仓¨造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诗篇。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沙塘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艰苦奋斗，

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作为一个沙塘人，我为家乡的巨大变

化，为家乡人民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过去一直未曾有人出过书来系统介绍

和宣传沙塘，所以还有很多人不甚了解沙塘。现在，举国上下正

在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在深入进行社会建设的同时，

还以爱国主义为主线进行近代史、现代史以及国情、乡情教育。

值此之际，由覃仁生、覃继来两位同志主编的《沙塘镇志》适

时出版，这对人们进一步了解沙塘、认识沙塘，提供了可靠的依

据，它确实是一本开展国情、乡情教育的有益读物，同时也是一

本对外宣传沙塘，提高沙塘知名度的参考书。

通过阅读《沙塘镇志》，人们可以了解到沙塘这块宝地的悠

久历史文化，先辈们创业的艰辛，清楚看到解放后，尤其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和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广大农

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整个沙塘地区面貌发生

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同时，还可以从中了解领略到沙塘的风土人



2

情以及风光胜迹，从而感觉到，沙塘是美的，她有一股不可估量

的潜在力和吸引力，有一种我们民族不可缺少、我们时代永远需

要的精神。

汇集在这本书中的各种文字、摄影、图片资料，从不同的角

度反映了沙塘的变化，沙塘人的人情风貌。她记录着昨天，也激

励着未来。她是编写者们辛勤劳动的结晶，也是沙塘人民的宝贵

财富。相信我们每一位读者阅读之后，都能受到有益的教育和启

迪。

(卢振军：沙塘人，柳州市郊区宣传部前部长)

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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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郊区乡镇分布图 。2002午9㈨j。，

广西地图院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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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编辑(右一)与马保之夫妇合影

建于民国二十二年
1 933年}的垦村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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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塘镇“光亮工程”竣工剪彩仪式

原自治区党委书
记马庆生到沙塘镇视
察并给沙塘镇图书馆
赠送图书

1994年7月，柳州市
--．《市长梁裕宁(左2)在
郊区沙塘镇检查甜竹笋
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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泖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柳州畜牧兽医师学校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院内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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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编辑覃仁生(左
)、覃继来f左二)、
沙塘下垧采访广西“山
王”韦新成(左三)

沙塘镇基督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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