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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志者，记也、纪也。记，则记事之文也；纪，录也，记识之者也o《桂平

市土地志》，就是记录桂平土地的历史沿革，了解桂平土地的历史变迁，成为

桂平第一部土地专著。

桂平市位于桂东南，黔郁浔三江交汇处，足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最早对外开

放县(市)之一，被誉为西江流域和北回9-1线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全市辖30

个乡镇，总面积4073平方公里，聚居着汉、壮、瑶等12个民族，总人口170

万。桂平市旅游资源丰富，是广西著名的旅游城市。西山、金田管盘、白石

山、罗丛岩、大藤峡等景区，令人神往，流连忘返。

在桂平的土地上，大湾牛骨坑，白沙罗从岩，下湾商岭、石碑岭，东塔大

塘城等地，先后发现一万年至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洞穴遗址和六十

万年至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桂平，春秋战国时，为西瓯百越桂国部

落，秦为桂林郡治所在地，汉改置郁林郡，首设布山、柯林两县，南梁(公元

502年)改置桂平郡，唐置绣州、浔州，下设柯林、常林、桂平等两州九个

县，宋并为桂平县，治至1994年撤县设市。可见，桂平有着悠久的历史，有

着丰厚的文化底蕴。

收集、整理、编辑、出版《桂平市地志》，旨在对全市历史上土地的数量、

质量、环境、体制、政策、管理、保护、规划、开发、利用、建设等情况作详

细地记实，尤其是详细记载近20年来的土地管理的办法和措施。这本志书不

仅使我们了解到桂平市土地的历史和现状，而且还为今后政府及有关部门开发

利用土地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依据。

北回归线上的桂平，地理位置险要，水陆交通便捷，雨量充沛，物产丰

富，山奇水秀，土地肥沃，人杰地灵。正如昔日孙中山先生的秘书邹鲁以及文

人学士孔文轩一起登西山后概括桂平的地理位置那样“苍梧偏东，邕宁偏南，

桂林偏北，惟此地前列平原，后横峻岭，左黔右郁，汇交廿四江河，灵气集中

枢，人挺英才天设险。”

今后，十分珍惜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科学规划，合理利用每一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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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显得非常重要，是为序。

2

桂平市人民政府市长 荔娩矽七趣
锄B山
多’

二oO四年八月三日



·概述·

概 述

桂平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介于北纬22052’——23。48 7与东经

10904’——1lO。22’之间。东和东北与平南县交界，东南和容县为邻，南与北流

市、兴业县相连，西与贵港接壤，西北和武宣县、金秀瑶族自治县相接。距自

治区首府南宁市陆路255公里，水路436公里。

桂平历史悠久，秦朝统一岭南置郡，桂平境域属桂林郡。汉朝时桂林郡改

称郁林郡，桂平境域属郁林郡管辖。三国时，桂平境域仍属郁林郡。南北朝

时，梁武帝将今桂平市西北部地区从布山县分出，单独设置桂平郡，这是使用

“桂平”之始。隋朝时废桂平郡，将原桂平郡分置桂平、歹溪、武平三县，桂
平县隶属郁林郡。唐贞观七年(633年)，唐王朝在今桂平西北部置浔州，隶

属岭南道，后又改称浔州郡。宋开宝六年(973年)复置浔州，领桂平县。之

后，元朝、明朝、清朝，桂平县先后属浔州和浔州府管辖。民国时期，桂平县

先后属浔州府、广西省直辖、浔州行政区、苍梧道、浔州区、梧州区、第十三

区管辖。解放后，桂平县先后由容县专区、玉林专区(后改为玉林地区)管

辖。’1994年5月18日，桂平县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称桂平市(县级)，仍

由玉林地区管辖，1995年10月由地级贵港市代管。2001年，全市辖30个乡、

镇，426个村委，8150个村民小组。2001年，全市总人口1659032人。

桂平市境内地势西北和东南高，中间低。西北的大瑶山与东南的大容山相

对耸立，状似马鞍；山地边缘丘陵广布；中部为开阔的浔江、郁江平原。全境

山地、丘陵较多，平地稍少。

桂平市处于低纬地区，北回归线横贯中部，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境内气

温较高，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21．5℃，降雨量1731．8毫米，年

平均日照时数为1638．7小时。

】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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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平市土地志·

市境内过境河流干流有黔江、郁江、浔江，均属珠江干流西江水系。河流

支流共45条。全市水资源可利用的地表水40．56亿立方米，地下水总量为

7331万立方米。

桂平市境内土壤分为7个土类、16个亚类、67个土属、160个土种。依土

体层次分为水田土壤、旱地土壤、山地土壤三大类。水田土壤分类为：潴育性

水稻土、淹育性水稻土、潜育性水稻土、沼泽性水稻土、侧渗性水稻土、盐渍

性水稻土等6个亚类；旱地土壤分类为：砖红性赤壤、红壤、棕色石灰土、酸

性紫色土、中性紫色土、河流冲积土、洪积土等7个亚类；山地土壤分为棕色

石灰土、酸性紫色土、中性紫色土、冲积土、红壤、黄红壤、红壤性土、洪积

土等9个亚类。这些土种和土类，全市各乡、镇均有分布。

据1994年土地详查，桂平市土地总面积为6111750亩(4074．5平方公里)。

境内丘陵占土地总面积52．29％，平原与盆地占土地总面积41．55％，山地占土

地总面积6．16％。全市耕地面积2084357．2亩。以2001年统计全市人口数计，

全市人口1659032人、人口密度为407．17人每平方公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

O．63亩。

解放前，桂平的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后，土地所有制主要

有：农民土地所有制、集体土地所有制及全民土地所有制。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许多没有土地或者有少

量土地的农民，靠租种地主的田地维持贫困生活。

解放后，1950年，桂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进行土地改

革，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改变了

农村土地占有状况。以后，经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全县农民所有的土地制度

转变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

封建社会时期，桂平的土地使用制度主要有租佃制、自耕制和雇佣制。

解放后，土地改革前后农业用地使用制度主要是自耕制，后来有互助合作

制、集体经营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土地使用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

实行有偿使用制以前均实行单一的行政划拨使用制。这种制度在解放初期的特

定历史条件下，为国民经济的顺利恢复和发展，及时配置土地资源，作出了应

2



·概述·

有的贡献。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其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如土地资源

得不到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土地资源大量浪费，经济效益低下等等。

1992年春，桂平县所辖30个乡镇，根据上级业务部门的部署和安排，‘在

农村实行宅基地有偿使用，凡使用行政区域内的土地作为宅基地用途的，均收

取土地使用费。1993年7月，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停止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收

费工作。。

与此同时，各乡、镇积极推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城镇国有土地

使用权可以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等。为规范和培育土地市场，1994年，

对土地隐形市场进行清理整顿；同年，对土地进行定级估价，并实行统一的城

镇国有土地基准地价。

解放前，桂平县土地税以田赋为主。清道光六年(1826年)，桂平县额征

本色民屯老荒共米8100石9斗1升2合5勺，内除荒米882石8斗2升9合1

勺，实征熟民屯米7218石零8升3合4勺，内除存留支应米69石8斗6升4

合7勺，应征兵粮7148石2斗1升8合1勺。又除奉拨米3810石零6斗1升5

合3勺，照1米2谷征赋外，实征起运兵粮米3337石6斗零3合4勺。民国初

年，田赋科仍沿清制；民国4年(1915年)，把地丁、兵米、折色米等项统称

田赋，并按计征稻米款折为银两征收。民国5年，桂平县核定产谷67549452

斤(即33774．73吨)，应征赋银675495元(每百斤谷征正赋银1角计征)。民

国30年，田赋体制改革，原来由省收入改为县地方收入，变改征实物。解放

后，人民政府改征收田赋为征收农业税。从1950年至2001年，共征收农业税

人民币(公粮折价)3456．6万元。除农业税外，还征收耕地占用税，从1988

年至2001年共征收耕地占用税3456．6万元，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398万元。

清朝时，桂平县衙内设署户房，专门掌管民政事务，配置地官，掌管土地

事宜。民国时期，县政府设地政科，管理土地登记等地政事务。

解放初期，县人民政府内设民政科，兼管土地工作。1973年，县革命委

员会(以下简称“县革委”)内设生产组，原民政科的土地业务由生产组兼管。

1974年恢复民政局，负责土地管理工作。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

“改革开放”的方略后，土地管理工作被列入议事日程。1986年5月桂平县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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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土地管理局；各乡、镇也成立土地管理所，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开展土地管理工作。1987年1月，成立中共

桂平县土地管理局党支部，1994年成立中共桂平县土地管理局党组。1994年5

月，桂平撤县设市，桂平县土地管理局改为桂平市土地管理局。

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后，土地管理工作逐步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在

管理土地、保护土地、开发土地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健全管理机构，配备管理人员。1986年5月，刚成立土地管理局时，配备

5名干部。1988年，设立秘书股、地籍股、土地利用规划股，局机关工作人员

增加到14人。1996年，又增设了人事股、财务统计股和地价股，局机关工作

人员增至25人。局机关下设土地监察队、地产公司、土地管理技术服务站三

个二层机构。各乡、镇设立土地管理所，配备若干工作人员。2001年，全市

土地系统共有干部、职工542人，其中男361人，占66．7％；女181人，占

33．3％；全市土地管理机构健全，为管理好土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制订土地管理地方性配套文件，宣传土地法律法规。1987年为了贯彻执

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中发[1986]

7号)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县委、县人民政府于1987年7月，发

出了《关于清查非农业用地工作的通知》(浔政发[1987]10号)，指导全县清

查非农业用地工作。到10月份，为了检查验收清查工作情况，又制订了《关

于对清查非农业用地工作进行检查验收的通知》(浔办发[1987]23号)，该通

知对检查验收提出了具体的办法和要求。1992年，为了贯彻执行国务院《关

于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的暂行规定》(国发[1990]4号)，县人民政府发出了

《关于开展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工作方案》(浔政发[1992]56号)。1994年，

县委、县人民政府为了严肃查处非法买卖土地、违法占地和违章建房等违法行

为，发出了《关于清查处理县城区非法买卖土地、违法占地和违章建筑行为的

决定》(浔发[1994]34号)。1995年，县委、县人民政府发出了《关于进一

步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决定》(浔发[1995]16号)，对土地使用制改革作

了明确规定。1997年，为了做好第二次清查非农业建设用地工作，县委、县

人民政发出了《关于全面开展非农业建设用地清查工作的通知》 (浔土字

[1997]’07号)，对清查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在制订地方性配套文件的同时，

还根据各个时期不同的土地管理工作任务，积极宣传土地法律法规。特别是每

年的“6．25”全国土地日，都进行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宣传的形式多种多

样，生动活泼，除了常用的标语、板报、墙报、座谈会、广播外，还组织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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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队、宣传车、醒狮队、粤剧演唱、电视讲话等深受群众欢迎和喜爱的形式

进行宣传。通过宣传，使土地法律法规深入人心，提高了群众对土地法律法规

的认识，从而自觉地爱护土地，珍惜土地。

开展土地调查加强地籍管理。1992年3月，桂平县进行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以下简称“土地评查”)，调查到1994年11月结束。调查结果全县土地面积

6111758．3亩，查实了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

用地、水域、未利用土地等8个一级地类的面积及分布状况。后经自治区有关

部门评定验收，调查成果质量优秀。通过土地详查，掌握了全市土地家底，对

科学开发利用土地，起到了促进作用。从1996年开始，每年均进行一次土地

变更调查。另外，按照《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1988年10月，进行了土

地登记发证工作，到2001年底止，全市共发土地使用证275235本，其中国有

土地使用证26104本，集体土地使用证249131本。土地登记发证工作得到了上

级的表彰。1994年，为了适应城镇国有土地转让、出租、抵押活动，开展了

土地变更登记发证业务。1997年，开始进行土地证书年检工作。通过这一系

列工作，大大加强了对地籍的管理，对减少土地纠纷、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起

到了促进作用。

加强土地监察，制止违法用地。1986年，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后，就着手

建立健全土地监察网络，设立监察队，配备专职人员，建立监察制度，有组织

有计划地查处各种违法占用土地案件。1987年，清查非农业建设用地，全县

查出自1980年以来个人违法占地、违章建房共13419户，占地2015亩。1997

年，第二次清查非农业建设用地，共查出各类非农业建设用地28760宗，其中

违法用地9231宗，面积3553．5亩，全部依法作了处理，处理率达100％。除

此外，还开展经常性的查处违法用地工作。自1986年土地管理局成立起至

2001年底止，共查处各种违法占用土地案件29777宗。1992年起，还根据上级

的部署，积极开展“无违法批地、无违法管地、无违法用地”乡镇活动(以下

简称“三无”乡镇活动)，是年就有桂平镇、紫荆镇、垌心乡达到“三无”标

准。1993年，又有理端等12个乡、镇达到“三无”乡镇标准。到1998年，全

市有木圭镇等23个乡、镇达到“三无”乡镇标准，占全市30个乡、镇的

76．66％。其次，在调处土地纠纷，接待群众来信来访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

效的工作，得到人民群众的好评。

加强新增建设用地管理。1986年，桂平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后，贯彻执行

《土地管理法》，对新增建设用地严格控制用地指标，逐级报批，实行用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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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一、计划全程的管理制度，并积极做好被征地后群众的补偿安置工作。

从1987年至2001年，共审批国家建设项目433个，土地面积5040亩，其中耕

地3555亩。批准个人建房27148宗，土地面积4095亩，其中耕地1080亩。共

征用土地4776．88亩。

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珍惜保护土地。1995年3月，桂平市根据《土地

管理法》关于“各级人民政府要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定，开展全市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工作，该总体规划内容包括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土地利用

分区、重点建设项目用地布局、土地整理复垦和开发等。通过规划，促进了合

理利用和配置土地资源。桂平人民历来有珍惜土地、保护土地的优良传统。在

水土保持工作方面，抓了兴修水利、提高防洪排涝能力；禁止乱砍滥伐，保护

森林植被，防止水土流失。在土壤改良方面，抓了深耕改土、绿肥改土、轮作

改土，增加土地肥质，提高土地产出率。1991年8月桂平县根据上级指示精

神，开展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工作。共设立基本农田保护区30个，划定基本

农田422片，1418块，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119964．95公顷(1799474．2

亩)，保护率达86．46％。 、

做好土地开发利用工作，充分发挥土地效益。县委、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

土地的开发利用，在林业用地开发、甘蔗用地开发、水果园用地开发等方面都

达到相当的规模；在城市建设和交通建设方面注意内部挖潜，充分利用土地，

严格按照“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管理好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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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公元前214年至2001年)

秦

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 设桂林郡，郡治布山(今贵港市)，桂

平境域属桂林郡。

汉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 桂林郡改称郁林郡，分设布山、柯林两个

县，桂平境域属布山县，县治在今贵港市。

三 国——J‘ _1：_

—-——-●●—一●

三国前期吴郁林太守陆绩在郁江南岸(今贵港市南江村)筑郁林郡治和

布山县城。桂平境域属郁林郡所辖。

晋 朝日书q

晋朝时(265年至420年) 桂平境域仍属郁林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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