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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纂(按姓氏笔画排列)

刘汉忠李萍李厚全陈启文

罗方贵谢汉强戴义开



凡 例

凡例l

一、本志分7卷载述杉p,klt市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卷下各分志视内

容繁简设置章、节、目和子目等层次。

二、本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除部分引文外，均用

语体文记述。

三、志书中所载史事，据资料和需要溯及源起。除第二卷和其它卷的部分

分志下限延至1995年外，其余一般以1992年为下限。个别事物记述至1996

年。

四、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市区(今城区和郊区)为主，兼及1984年2月lO

El正式移交市辖的柳江、柳城两县。文中“柳州市”、“全市”、“市内”、“境内”等

字样，除注明者外，均指现市区，不含两县。“柳州”字样，唐至宋代，为政区名

词，此外，作地名习称。

五、机构、职务等取当时称谓。使用古(旧)地名，一般括注今名。今地名

以市政府公布的为准。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纪年，采用当时的习惯写法，并括注公元

纪年。此后，采用公元纪年。文中出现的“解放前(后)”指1949年11月25日

(柳州解放日)前(后)；“20年代”、“80年代”等时位词，是“20世纪20年代”、

“20世纪80年代”的简写。

七、本志数字书写，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等7个单位颁发的《关于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八、解放前的统计数据，采自有关史料；解放后各项统计数据，原则上以政

府统计部门所提供的为准。个别采自其他部门经过核实后提供的统计数据。

九、民国时期及其以前的计量单位，除应换算者外，均采用当时写法；此

后，一般采用1984年国家公布的法定计量单位。

十、本志遵循生不立传原则。入传者以在本市有过较大影响的本籍人士

和外籍人士为主，兼及籍属本地而客居外地有影响者。各分志集中记述部门

或行业领导人的，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以市直机关及县(处)级事业单位的正职

为著录对象。其他人物，采用人物录、表或以事系人的形式记入。

十一、本志资料采自旧志和其他图书、报刊、历史档案、文物考古资料和口

碑等，一般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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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郊白莲洞出土的石斧、石锤和用于狩猎的穿孔石器，说明约1．8_1．2万年前，

柳州先民在农事中已经会制造和使用简单的石制工具。在市郊九头山下发掘的西汉、东

汉墓出土的铁锸，说明潭中县人已用上较先进的铁制耕作农具。秦朝统一岭南后，不仅将

出征的士卒留戍岭南，还迁来大量中原汉人，这些人将中原先进农业技术传播到柳州。唐

元和年间，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曾组织种植柑桔、竹子和柳树等。宋代，北方粮食作物粟、

大豆、麦类等在柳州推广种植。明末清初，又相继传入玉米、红薯等粮食作物和花生、烟草

等经济作物。

民国时期，柳州兴办农业及农业科研方面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过较大影响。民国15

年(1926年)，广西省政府派员在大龙潭创立柳江农林试验场(后改名广西农事试验场)。

民国21年(1932年)，广西省建设厅在沙塘、石碑坪、无忧约1000平方公里的地带建立广

西垦殖水利试办区(后改为广西农村试办区)，从北流、容县、岑溪、梧州及湖南、广东等地

大批移民到试办区内，垦殖荒地，建设新农村。试办区推行农村放贷，举办仓库、公店，扶

持农民发展生产。25年，广西农事试验场和农村试办区合并。农事试验场系当时广西最

高农业科研机构，担负着全省农业科研、调查、考察、良种繁殖和技术推广的任务。力年

农林部中央实验所设立的广西工作站，以及于31年成立的农林部广西推广站均设在沙塘

广西农事试验场内。抗日战争期间，许多国内著名学者、教授曾到农事试验场主持科研工

作或讲学。由于沙塘的农业机构从事农业科研及举办农村事业成绩卓著，曾被称为中国

战时后方仅存的农业试验中心和“农都”。33年11月，日军入侵柳州，农事试验场建筑、

设备大部分被毁，损失惨重。

195l一1952年，柳州市郊区完成了土地所有制改革和土改复查。1954年开始“互助

合作化”运动。至1956年，全郊区共建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26个，其中蔬菜生产合作

社9个。50年代起，市里相应建立了国营园艺场5个，牛奶场2个和水产养殖场、养鸡场

等国营养殖场以及国营、集体林场。柳州市的农业生产完成了由封建所有制、农民个体所

有制向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转变，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和经营，直至80

年代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时止。50年代中期后，郊区的高级生产合作社并为政社合一的7

个人民公社。此后，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

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改旱田为水田，引进良种和化学肥料，提高作物产量，取得一定成效。

1965年，粮食产量达到9599吨。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郊区农村粮食生

产基本上仍在正常进行。70年代，在推广水稻矮秆品种、杂交玉米及苕子和红花草等绿

肥等良种、普及使用化学肥料、提高农作物病虫防治水平、农业机械和排灌设备配套使用



Ⅲ·4 农业志·概述

等方面都有较大发展，生产条件得到改善，作物产量逐年提高。1975年，郊区粮食产量达

到16331吨，是解放以来历年粮食最高产量。“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

响，人民公社对社员家庭副业生产限制过严，社员经营自留地、家庭养殖畜禽及种植果树

等都被视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限制以至取缔。社员从事集市贸易也被当作资本主义批

判。农民除按工分年终从生产队分配现金外，再无其它收入。同时，这时期由于片面强调

“以粮为纲”，经济作物生产发展缓慢，社办企业也不多，使得公社及生产队收入增长不大。

1965年郊区农民人均收入75．2元，到1976年仅增至92．48元。

6卜70年代，市属国营园艺场的水果生产发展得较快，1977年柑橙面积达到11198
亩，产量5650吨。“柳蜜柑”、“柳蜜橙”享誉国内及港、澳市场。

1980年后，柳州市农村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先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

农民的积极性。同时，农村还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糖料蔗、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

及畜禽、水产、林业等生产和乡镇企业，广泛引进良种，改革耕种、牧养制度，推广科研新成

果和新机械，促进了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全面迅速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1984年，全市(1984年后含两县，本分志下同)农业总产值21241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

算)，1992年达96342万元(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农民人均收入1984年为226．73元，

1992年增到685．89元。

糖蔗生产是柳州市两县农业支柱产业之一，历史上两县都有种植，至1985年，全市甘

蔗种植面积16．04万亩，年产4l万吨；1992年达40．88万亩，占全市经济作物面积的

53．12％，年产145．19万吨。全市水果面积1985年为2．02万亩，年产9196吨；1992年达

到9．1万亩，年产3．7万吨。1985年，全市生产的猪、牛、羊、禽等肉类总产量1．5l万吨，

淡水鱼产量2111吨；1992年肉类总产量3．73万吨，比1985年增长147％。淡水鱼产量

5178吨，比1985年增长145％。1985年，全市农业机械总动力172575千瓦，1992年达到

306772千瓦，增长77．8％。同期，在林业方面，也加快了开发宜林荒山和植树造林的步

伐，至1992年，郊区约5万多亩的宜林荒山已全部植上树苗，经自治区林业厅验收，达到

灭荒标准。

解放后，历届人民政府都十分重视市民的“菜篮子”问题。80年代后，城市人口迅速

增加，为满足市民“菜篮子”的需求，中共柳州市委、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制订《柳州市副

食品生产三年发展规划》，并成立市副食品基地建设办公室负责具体实施。1987—1990

年，市财政共投资3182万元用于副食品基地建设，先后建成初具规模的副食品生产基地

(点)140个，其中蔬菜基地49个，生猪基地45个，牛、羊基地1个，禽蛋基地22个，水果基

地10个，水产基地13个；建成良种繁殖基地(点)30个，其中种畜10个，种禽9个，鱼种3

个，蔬菜3个，水果5个。此前的1984年，取消了蔬菜统购包销，全面开放蔬菜市场，实行

“产销见面，议购议销”，调动了菜农生产积极性，活跃了市场流通，市内蔬菜供应有了明显

的改善，改变了过去春秋淡季蔬菜供应不足、菜价高昂的状况。1987年后，基本实现了蔬

菜“淡季不淡”。

90年代起，市大桥园艺场、市洛维园艺场及柳江县龙怀水库，利用其山青水秀的自然

景色及有果园、水面等优势条件创办观光农业，为柳州市改变单一的种植经营方式，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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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结合、农商结合、副食品生产与旅游业相结合的城郊型农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1950---1992年柳州市农、林、牧、副、渔业总产值表

单位：万元

年份 合计 种植业 林业 牧业 副 业 渔 业

1950 610．02 2．46．77 1．2l 358．29 2．11 1．64

195l 653．97 257．56 2．76 388．69 3．13 1．83

1952 701．08 268．82 3．89 421．67 4．65 2．05

1953 899．86 320．80 17．94 553．00 5．92 2．20

1954 984．28 339．90 8．76 624．34 8．93 2．35

1955 979．0l 332．30 4．33 629．20 10．94 2．24

1956 609．69 292．89 22．04 274．33 17．1l 3．32

1957 1014．63 335．77 2．68 652．72 20．13 3．33

1958 1419．00 591．39 18．39 782．24 22．93 4．05

1959 1346．89 539．29 5．59 769．63 25．58 6．80

1960 1232．99 476．70 8．57 720．95 22．63 4．14

196l lQ52．70 374．14 12．96 638．99 22．00 4．61

1962 1319．63 519．43 3．18 763，88 23．87 9．27

1963 1157．47 368．55 7．86 751．52 25．93 3．61

1964 1385．76 580．73 23．70 751．86 27．09 2．38

1965 1574．41 685．47 37．31 812．71 29．06 9．86

1966 1504．63 614．36 82．5l 773．99 30．06 3．71

1967 1275．00 560．53 39．84 643．60 27．07 3．96

1968 1415．66 664．98 40．18 679．9l 27．08 3．5l

1969 1752．40 805．10 27．44 887．72 28．14 4．00

1970 1994．00 必洱．00 61．oo 882．00 72．00 25．00

19r71 1967．00 865．00 17．00 997．00 81．00 7．00

1972 2208．00 1118．00 31．00 951．00 101．00 7．00

1973 2128．00 1052．00 31．00 917．00 119．00 9．00

1974 1941．00 848．00 12．00 916．00 154．00 11．00

1975 2195．00 1072．00 19．00 949．oo 149．oo 6．00

1976 2203．00 962．00 22．00 1010．00 197．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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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合计 种植业 林业 牧业 副 业 渔业

1977 2189．00 918．00 30．00 957．00 270．00 14．00

1978 2242．00 857．00 15．00 992．00 359．00 19．00

1979 2186．00 826．00 24．00 832．00 479．00 25．00

1980 獭．95 1135．98 65．53 788．50 434．15 43．79

1981 2631．57 1146．06 36．99 1028．27 352．58 67．67

1982 2882．21 1245．90 60．97 1111．22 加1．11 63．01

1983 3793．94 1665．14 120．21 1251．3l 683．29 73．99

1984 21720．00 13784．00 594．00 3761．00 3380．00 201．00

1985 21241．00 13730．00 838．00 3643．00 27，72．00 258．oo

1986 23672．00 15608．00 934．00 4586．00 2253．00 291．00

1987 25695．00 17183．00 625．00 5460．00 20c50．00 377．00

1988 25639．00 16174．oo 1048．00 5991．00 2Cr75．00 351．00

1989 28561．00 18493．00 682．00 69玎．00 2086．00 423．00

1990 77310．00 50678．00 1845．00 18790．00 4358．00 1639．00

199l 84014．00 55643．00 2141．00 2(坤98．00 3795．00 1937．00

19912 9(|342，00 64821．00 2300．00 23396．00 3732．00 2093．00

注：1984--1992年含柳江、柳城县；1984--1989年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0--1992年按1990年不

变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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