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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龙州地处南疆要塞，山河锦绣，人杰地灵。自唐先天=年(公元713年)建置迄今，已

有1272年的历史。我们的祖先，用自己的汗水，辛勤耕耘，创建家园，抗敌御侮，保疆卫

士，作出了贡献。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数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

血，换来了新的社会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县各族人民团结奋斗，重整乾坤，谱写了历

史新篇章。将人民创造的业绩，载入史册，长存于世，彰往昭来，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

命。 ： ，

’． ：

修志存史，是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但龙州修志较晚，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

年)才始修，此后隔了110多年，至民国15年到36年，才又前后3次修志。当时皆因受时代的局

限，观点片面，资料缺误，经济方面记载尤微。解放后，1960年曾筹备修志，由于种种原因

而未竞。1974至1975年，虽修成一部32万字的《龙州新县志》，然当时受“左一的影响使志

书未能完全实事求是地记述历史与现状。1982年9月，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组织编纂《龙州县

志》。经过9载耕耘，获准出版发行。新编《龙州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为准绳，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和新的体例，比较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记

述龙州的历史和现状，反映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调，是一部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方特点

的社会主义新方志。 ·
‘，

我们是1987年担任龙州县党政主要领导的。今天问世的这部县志经过众手栽培，7易其

稿，这是上两届党政领导的心血，也是县志办及各部门的修志同仁经过将近三千多个日日夜

夜辛勤劳动的成果。这部县志的出版，。是龙州25万各族人民的喜事。我们相信，这部地方百

科全书，将为振兴龙州经济起到很好的作用，将为我们绘制龙州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蓝图提供有益的借鉴。 、

，我们身在龙州，一定要认识龙州。阅读新编的《龙州县志》，是认识龙州的一个重要途

径。希望全县各族人民和广大干部，尤其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都应认真阅读和研究，从中熟

悉县情，乡情、镇情、部门情，寻找规律，获取教益。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建设龙州，振

兴龙州。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新编龙州县志的目的。 、

县委书记凌霜

县 长农汉方

。1991年12月



序 =

新编《龙州县志》的出版，是龙州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全县人民认识龙州，治理龙7+

州，振兴龙州的一部宝贵的科学文献，它既服务于龙州各级领导，又服务于广大干部，群．

2众。
’

。

f’i 。

，．

这部志书的编纂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了龙

。州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特别重点记述了龙州县解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体现了

’本县的地方特点和时代特征，较系统地反映了龙州的县情。可谓本县一部地方搿全史弦。编

。写手法上，寓褒贬于记事之中，明规律于兴衰之内，将思想性，资料性j科学性融为一体。

使志书资料翔实，立意新颖，结构严谨，言简意明，通俗易懂。它将为我们各级领导掌握县

4情，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兴利除弊，确定方针政策，制订长远建设规划，进

行科学管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为科技人员进行科学

。研究提供珍贵资料，也是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的好教材。

新编(<龙州县志》，是在中共龙州县委员会，龙州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自治区通志

馆，南宁地区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的指导和帮助下，在全县各条战线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

下，县志办公室全体人员经过9年呕心沥血、辛勤耕耘的结晶。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 。

，谢l ：。
、

。。

我们曾有幸担任过编纂这部志书的领导，对它的问世，倍加欢欣。略志数富，是以为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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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大常委主任王甫汉，+

．4‘ 原县长第一任编委主任陆忠一
t|

‘●

，’．． 原县长第二任编委主任冯景彤
’

1991年12月‘ ’．’



凡 例

●

●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同

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事物。‘ ‘⋯，“

：，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分志和附录组成，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金

书设27个分志120章352节，共130万字。 。、

三、本志上限记自秦代，下限至公元1985年，个别事件往后延伸。记事统合古今，详今

略古，重点记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特别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内容，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 ·

四、纪年，清以前年号用汉字，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I民国年号甩阿拉伯字，每段第一

次出现时如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月，日民国以前用农历(个别加上公历)，解放后用公历。

五、书中使用搿解放前秒和“解放后∥的概念，是指公元1949年12月19日及24日原龙津

县，上金县全境解放前后的时间界线。
-’

六，本志资料来自区，地、县档案馆、图书馆和通志馆资料室的旧志、藏书，历史文

物、档案和各业务部门，知情人、当事人提供的文字、口碑，实物资料。解放后的各种数据主

要取自县统计局，县统计局没有的，取自业务单位，录甩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七、本志所记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本县籍为主，对有影响的著名客籍人；

物，也适当记述，还记载少数奸宄人物作反面教材。对于应记载的在世人物，采取以事系人

的办法，分别记入有关章节或列表简介。人物排列按其出生先后为序。

八、本志采用的计量单位及货币，民国及其以前，均沿用当时习惯。解放后，货币1955

年以前的旧人民币已折算为新人民币。其余计量单位均按国家现行规定，如公斤、吨，公

里，米，平方米、立方米等。 扩 ，

九矿书中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指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

次全体会议，“四化一是指四个现代化， 搿文革’’是指搿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黟、群四人

帮黟等名称在第一次出现时都加注解。 。

‘

4．

十，志中的各类数据，1966年以前的，含原隶属本县管辖今属宁明县的安农，天西，亭

乐、立新4个村公所和今属凭祥市的宋城、平面2个村公所。 。 “

十一，本志工业产值计算价格，1949年至1960年是1957年不变价’1961年至1969年是

1960年不变价，1970至1979年，是1970年不变价，1980年至1985年，是1980年不变价，农业

产值均按1980年不变价，1978年至1985年国家收入是1980年不变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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