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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州县人民政府文件
象政发(82)第1 89号

★

关于编写《象州县地名集》的通知

各公社管委，镇政府、县直各单位：

为适应我国四化建设和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我县在地名普查的

基础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想思为指导，以国务院《关于地名命

一”⋯名、更名的暂行规定》为依据，现决定由县地名办公室具体负责编辑

出版《象州县地名集》。

《象州县地名集》将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以地名为中心的地

理、历史典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名胜古迹等方面

的资料。望各有关方面和广大群众，为编辑出版《象州县地名集》给

予大力支持，书中所录的标准地名具有法定性，可供党政机关和经济

部门以及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参考和收藏。

为了加强对地名的统一管理，根据上级的规定，标准地名不得任

意变更。今后需要命名，更名的地名，必须按照审批权限，报上级批

准后施行。

特此通知

象州县人民政府

一九／k-"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前 言

《象州县地名集》是在完成地名普查的基础上充实，提高汇编

的。这是几千年来民间地名遗产的积累和总结，是国家领土主权的地

名记载，是为我国四化窟设提供比较完整、准确的地名资料。

《象州县地名集》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国务院

国发(1979)3 0 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为依

I 据，对全县地名进行普查，核调和标准化处理，基本上达到了地名含

义健康，读音正确、书写规范的要求，它具有思想性、准确性、稳定

性和科学性。从而，结束了我县长期存在的地名混乱现象。

《象州县地名集》全书约10万多字，采用词典条目形式编写，收

有各类地名共I，304条，直编横排十六开本，主要内容：

一，县行政区划图、公社、镇地名图，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

料绘制而成，共1 2幅，附于县、公社，镇正文之前。

／7，，。 二，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由来及含义，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

称，名胜古迹和主要人工建筑物，自然地理实体名称由来及含义·

三，县有关地名文件。

本书有关数据，是根据1980年县统计局年报和各专业部门提供。

‘年代采用公元纪年，县，公社、镇、大队的地理位置均为直线距离。

全书图，文并茂，版面紧凑，资料丰富。

本书系内部发行，书中所录标准地名具有法定性，它是党’政机关

各部门和工，农，商，文教卫生，交通等单位必备的地名工具书。监

可供各地图书馆，档案馆，资料部f1&藏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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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及居民点



象 州
Xiangzhou

县
Xian

象州县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属椰州地区。东接金秀瑶族自治-

县，酉界柳江，来宾县，南毗武宣县，北邻鹿寨县。总面积2，091平方

公里。耕地面积52 9，806亩。户数60，690，人口3 2万余，其中壮族

66p93％，汉族3 3．0 1％，瑶、苗、布依、．回、彝、侗、水家、傣、仫

佬等少数民族0．06％。辖象州镇，12公社，122农业大队，2自然镇，

1街道委员会。全县有l 4圩(镇)，8 5 l自然村(屯)。县人民政府

驻象州镇(北纬2 3。57 7，东经109。40，)。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l 8 9

公里。

象州县历史悠久。秦代以前属古百粤地。秦属桂林郡地。汉属玉

林郡中溜县地，置桂林县。三国置桂林县、武安县。晋属玉林郡桂林

县，武熙县。宋、齐属桂林郡，桂林县、武熙县。梁、陈属韶阳郡武

熙县、阳寿县。隋属始安郡废武熙，恢复桂林县、阳寿县。唐属象州郡

治阳寿县。五代十国属象州治，阳寿县。宋属象州郡治阳寿县。元属象

卅冶阳寿县。明、清属柳州府象,kJ{。民国元年(1 9 1 2年)先属柳州道，

后属柳州区废州称象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 949年至1 95 1年仍称

象县。1952年象县，武宣县并设石龙县。1962年石龙县分设武宣县‘。

象州县。·县人民政府驻象州镇，故名。至今未变。

象州县属桂中丘陵地区的一部分，地域略呈长形。地势东高西

低。地貌类型多样，有低山、丘陵、平原，水域。但以丘陵面积较

大，占总面积的45．5％，平原面积占32．1％，山地面积占19．7％，水

$一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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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面积占2．69％。北部较高的山有大岭(海拔374．6米)，最高峰是笔

架山(海拔932．9米)，座落在我县南部，山翼东北侧延伸出雷山山脉

(海拔728．6米)。全县河流密布，除柳江自北向南穿流外，境内尚有

集雨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运江，枫木、罗秀，金秀、寺镇、水

晶，桐木、下腊，北山，石祥，高龙等l l条河。河网长度1 I 3 I．8公

里，河网密度0．5413公里／公里。。主干河流来源于多雨中心的大瑶山

脉。柳江直贯运江、象州公社，象州镇和石龙公社，南下汇红水河入

黔江。河流经县境长达64公里。山地主要由砂页岩组成，覆盖着红壤

土，土层深厚，酸性，通性好，适宜种植松，杉，油茶等。农田多为

潴育性水稻土，水源丰富，宜耕性好，种植时间长，熟化程度高，为

我县水稻生产提供了优越的土壤条件。

象州县属南亚热带北缘向中亚热带南缘过渡的气候带，处于桂中

盆地的内缘部分。境内地形、地貌、土壤，气候等都有一I定差异。7

月均温摄氏28．9℃， 1月均温摄氏l O．7℃，年均温摄氏20．7℃。年降水

量l，300毫米，无霜期330天。温暖湿润，四季适宜种植。一

境内蕴藏着丰富由重晶石，石灰石，锰，兼有铅、锌，铜，黄

铁、赤铁、水晶、方解石、磷，白云石、大理石、褐煤，石膏等矿产。

重晶石矿是发展石油工业的重要原料，远销美国、日本等国，是我县

出口获外汇最多的一项。1980年产矿71，696吨。用材林主要有马尾

松，杉木、樟树等。有林面积517，323亩，森林覆盖率16．5％。林业年

产值7 6万元。经济林有油、茶、油桐，果树以柑桔为主·年总产达

l 8 8万斤。

经济以农为主·全县较大的引水工程有罗秀河、水晶河，练石河，

凉亭坝4处，中小型引昶工程4 33处，中小型水库总库容10,583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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蹙 方米，保灌面积34．3 7万亩。其中罗秀河引水工程灌溉农田5万多亩。j

， 拥有大、中，小型拖拉机2，1 49台，各种机引农具3，7 1 1台。农业主种

r 水稻。寺村、中平，百丈、罗秀、大乐，桐木、水晶等7个公社是广

西商品粮基地之一。1 980年全县粮食总产3 I，43 8]j"斤，1北1 950年增长

2．23倍。黄豆、红薯、玉米等作物有所增产。经济作物有花生、甘

蔗，木薯、红瓜子，麻类，烟叶．’药材等，年产值4 8 5万元。畜牧

业以水牛、黄牛、羊、猪、鸡、鸭、鹅等为主。耕牛43，3 45头，生猪

l 15，971头。年产值4 8 2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8．83％口养鱼面积

2 4，372亩，年产鱼5 2万斤，收入3．I万元。有闻名柳州地区的丰收

水库鱼，鱼鲜味美。石龙公社西南角的三江口处，有一优越的淡水鱼

类天然繁殖场，为我县的渔业生产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解放前，全县几乎没有工业，现在逐步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各

种工业、企业。如采矿、建材，建筑、制糖、枷冬、矿产加工、印刷，

服务业、农副产品加工，农机修造等工业体系。‘1980年工业总产值达

5 6 7万元。

解放前，全县没有一条象样昀公路和水上交通航线，运送物资主

要靠牛、马车和肩挑。现在有柳州至梧卅对开客轮经费县运江、象

州、石龙等地口公路沟通各公社、邻县及柳州、南宁市。有货运汽车

l 7 2辆，。客运汽车l 2辆。头排至石龙、象州至穿山公路成为我县

交通要道。石龙大桥于1984年建成通车。

解放初期全县仅有中学l所，学生2 2 0人，1 980年增加到2、6

所．在校学生达14，818人。全县有医院．卫生院1 6处，各大队都有

合作医疗站或卫生所。县城设有电影院、文化馆．图书馆．文艺队、

广播站。各公社设有文化站l 1个，电影放映队5 9个，广播站1 l

·3·



个，几乎每个大队都通了广播。

象州县不、但历史悠久，而且人民勤劳勇敢，具有光荣的革命传

统。早在1 85 1年，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一批先进人物参加了太平

天国农民起义。邑人谭绍光随征至南京后，以征战有功封为慕王。

1926年至1930年，县进步人士刘策奇、覃智增，郑功臣，李忠惠

等在全县各地先后组织发展了革命青年社和农民协会。1 927年，蒋介

石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

刘策奇、覃智增、郑晴山、李忠惠，郑功臣等先后被杀害，革命转入低

潮。

然而，共产党人蓝没有被杀绝，革命之火焰监没有因此被扑灭。

抗日战争时期，县地下党人韦纯束、韦章平，李文达，覃显，林岚等

相继而起，在县境内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坚持至抗日战争的最后

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地下党人韦纯束．韦章平等已成为县解放战

争的领导和骨干力量，地下党组织迅速发展。1948年，成立了第一支

有l 0余人参加的武装斗争工作队。1 949年，由武工队发展为桂中游

击支队第八大队，后扩编为第八团。同时成立中共象县工委，领导着

全县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和反三征<反征兵，征粮，征

税)等斗争，为象州县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县境内有著名象州温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营盘遗址。七星伴

月古墓，岭南古墓群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象州泥盆纪露层为自治区

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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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州 镇

XiangzhOuzhen

象州镇在柳州市东南5 2公里，为象州县人民政府驻地。地处象州县西南部，东起东岗

岭，西临柳江，南毗象州公社沙兰大队，北邻象州公社古才大队。面积约2 5平方公里。设

l街道委员会，2农业大队。有7自然村，1 8生产队，3，7 O 7r户，l 3，8 8 7人(包括

县直机关．厂矿2，2 9 7户，7，6 5 5人在内)。其中汉族1，一1．1 7 3人，’壮族2，6 7

8人，其他少数民族3 6人。

该镇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属丘陵地区，中间稍平坦。南面文笔岭，东面东岗岭，北部的

北山和牛牯峰，海拔在1 O 0米至3 0 0米之间。西面濒柳江与对岸象山遥遥相望。柳江河

面，洪水期宽约4 0 0米，最高洪峰水位为7 2米，枯水期宽约3 5 0米，深约7米。江上

百舸争流，晚间电灯通明，有如繁星点点，蔚为壮观。解放前镇内外交通阻塞，极为不便。

现在航道上达柳州，下达梧州。公路沟通各公社，邻县及柳州、南宁市。

r经济以商业，手工业，运输，农业为主。镇区商店鳞次栉比。全镇现有耕地7，2 2 2亩

(县直机关l，l 9 2亩)，其中水田4，4 3 6亩，旱地2，7 8 6亩。有林面积2，0 3 5

亩，森林覆盖率5．3％。有中小型拖拉机3 5台，共5 7 0马力。耕牛年末存栏8 2 0头

(县直l 3 8头)，生猪l，7 0 6头。主种水稻，l 9 8 0年产粮3 0 9万斤，(县直l 3

万斤)。

该镇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7月均温摄氏2 8．9℃，1月均温摄氏l 0．7℃，年

均温摄氏2 0．0℃，年无霜期3 3 0天，年降水量l，2 O 0一l，3 0 O毫米。

该镇历史悠久。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 9 2年)置象州，以象山为州名。清咸丰年间，

孟总兵重新扩建，设东，西，南，北四座城门，改为莲花城。解放前县政府设在象州镇内，

曾称“城厢镇"，“城关镇’’。l 9 5 1年设乡级镇。1 9 5 8年分设象州居民大队和象州

农业大队。l 9 6 2年设区级镇。l 9 6 6年改为大队级镇。1 9 8 0年恢复公社级镇。驻

象州街，故名。镇人民政府驻东井路南侧。

解放前，镇内只有一条稍长的南北街路，路面破烂狭窄，东西街路及大小胡同，坎坷不

平。1 9 6 6年才建成平整的灰沙路面。1 9 7 8年在城内新建南北，东西纵向的三条街路

(建新路，江南路，东井路)。解放以来新建住宅面积2 6万多平方米，比解放初期增加将

近一倍。

该镇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解放前只有两家私人开设的打铁铺和一家小印刷

厂。现在办有红砖厂、矿粉厂等。镇内还有县办农机修造，flJN，重晶石矿粉，综合加工、

服装、大米，‘酒厂等十几个工厂。1 9 8 O年职工达9 l 0人，年产值9 6 0万元。建新

路，东井路为农副产品贸易市场。

解放前，镇内只有中小学校各1所，师生9 0 0多人。1 9 8 0年发展到7所，师生共

5，2 8 3人。镇内设有县办医院1所，象州公社卫生院l所，象州大队设有合作医疗站。

l 9 8 3年在东门广场建了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塔。

·5·



象州街道委员会Xiatngzhou“e

—dao We iyua nhu i 在象州镇西部。驻

象州街，故名。辖4个街道居民小组。58 3

户，l，9 8 5人，汉族l，9 5 1人，壮族

3 4人。

东街Dong Jie 在象州镇东

部!。由旧十字街向东延伸，故名。从高坡街

至东门汽车站。全长约2 0 5米，宽5米，

灰沙路面。

南街 NA n Ji邑 在象州镇南

部。由旧十字街向南延伸，故名。从旧十字

街至南城门。全长约2 5 0米，宽5米，灰

沙路面。 ：

西：街一 Xi Jie 在象州镇西部。

由旧十字街向西延伸，故名。从旧十字街至

原西城门址柳江边。全长约2 0 0米，宽5

米，灰沙路面。

北街 Be i Jie 在象州镇北

部。由旧十字街向北延伸，故名。从高坡街

至旧北城门址。全长约3 5 0米，宽5米，

灰沙路面。

建新路 Jianxin Ln 在象州镇

中部。以1 9 7 5年新建，故名。从南面公

路停车场至北面物资局。全长约8 6 0米，

宽l 4米，水泥混凝土路面。

．东井路Dongjing Ln 在象州

镇南部。以延伸至东井，故名。西起建新路

至东井。街道设计全长约5 4 0米，宽l 9

米，现已建成五分之一水泥混凝土路面。

江南路 Jianonan Ld 在象州

镇南部。以街道延伸至南面柳江边，故名。

建于1 9 6 8年。南起南门码头，北至象江

路。全长约5 0 0米，宽l 6米，水泥混凝

土路面。

象州大队Xiangzhou Dadui

在象州镇西北部。驻象州街，故名。辖2自

然村，l 2街道农业生产队，5 8 5户，

2，8 8 6人，汉族2，7 8 6人，壮族9 6

人，瑶族4人。地势东北高西南低，为丘陵

地区。耕地3，8 8 4亩，有林面积3 5 5

亩。主产稻谷、甘蔗。公路四通八达。柳州

至梧州列开客轮经此。

老孟 Laomeng 在象州大队

驻地南部。清成丰年间．孟总兵始建，故名。

2户，8人，汉族。

王来 Wa ngl矗i 在象州大队

驻地东北部。建于清朝末年。地处王来岭

脚，故名。l户，3人，汉族。

朝南大队 ChAonAn Dadut 在

象州镇北l公里。原驻朝南村，故名。现驻

小光明村。辖5自然村，5农业生产队·

242户，l：，3 6 1人，汉族l，0 0 6人，

壮族3 5 5入。地势东北高西南低，为丘陵

地区。耕地2；6 4 6亩。有林面积1．68 0

亩。主产稻徽有公路通县城。
小光噼 XiAoou／tngming 在象

州镇驻地北l公里。建于清朝末年。原名小

尹家塘。“文革糟期间改今名。3 5户，

2 OO人，汉族l 5 3人，壮族4 7人。耕地

3 7 3亩。

大光明．DaouAnoming 在朝南

大队驻地东部。建于清朝末年。原名大尹家

塘。。文革厅期间改今名。5 8户，3 4 0

人，汉族l 7 8人，壮族l 6 Z人。耕地

4 8 l’亩。 、

朝南 Chaonbn 在I朝南大队

驻地东北部。建于清同治年问。村落坐北朝

南，故名。5 9户，3 4 0人，汉族2 2 6

人，壮族l l 4人。耕地8 0 4亩。

牛角溯 Nid jiAozhou 在朝南大

队驻地北部。建于清朝咸丰年间。村濒柳

江，村前有一大沙洲，与村背北山神

结，形似牛角，故名。4 9户，2 7 l

汉族2 5 8人，壮族l 3人。耕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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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 沟 Be．ggou 在朝南大队驻

地西北部。建于清朝咸丰年间。村背沟水流

入柳江，沟口一圆墩形小岭被洪水冲刷崩

塌，故名。4 l户，2 l O人，汉族1 9 1

人，壮族1 9人。耕地4 2 4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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