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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馆镇

公馆镇驻地位于县城东北5l公里。全镇总面积178．5平方公里，辖1个居委会，23个村

公所，】38个村委会，31 8个自然村，总人口108592人。

公馆镇在南北朝后期至宋初时(546—972年)曾设大廉县。民国时期先后属大廉局、第

三区等。1949年先后属第四区、第八区、公馆区、公馆乡、石湖乡、公馆公社等。1 984年改

为公馆镇。

镇境濒临铁山港北端，海岸线长37．03公里，南部为盆地平原，北部为丘陵，大廉山纵

贯北、西部，五点梅、梅嶂、矮嶂等山岭海拔分别为554米、541．6米、496米。主要矿产有

石灰石、铅锌矿、黄铁矿、重晶石等。主要河流有公馆河。水利工程有南山水库和六湖水库

东、西干渠。耕地面积56204亩，其中水田42998亩，旱田、坡地13206亩。有林面积34005

亩。

公馆镇是县内文化、经济较发达的乡镇之一。1990年有镇、村办企业81家，联户、个体

企业1 715家，从业人员1 0199人，总收入超亿元，比1980年增长12．8倍。镇内有合浦化肥

厂、铁山水泥厂等国营企业。1 989年生产水泥1 0．36万吨，1990年工商税收入达453．3万元。

镇内的铁山码头可泊30一80吨位船只。
‘

1990年，粮食总产28006．56吨，水果总产量577．1吨；年末生猪存栏量28878头，牛存

栏7240头；人均产粮263公斤，人均纯收入537．84元。

全镇有普通中学3所，小学27所，中小学教师505人，在校学生19407人。有卫生院、

文化站、影剧院等设施，文化生活较活跃。1990年公馆镇文化站被评为全国先进文化站。

土特产有香山鸡嘴荔枝、南山芒果、六甘杨桃等。名胜古迹有关帝庙、鳌鱼寺。

白沙镇

白沙镇驻地位于县城东64公里。总面积228平方公里，辖28个村公所，162个村委会，

320个自然村，总人口84577人。

民国时期先后属白沙局、第二区白沙乡等。1 949年以后属第四区、第九区、白沙乡、公

馆公社、白沙公社等。1984年改为白沙乡。1993年改为白沙镇。

全镇地势北高南低，以台地为主。北部的白石嶂海拔235．7米。西南临铁山港东海岸，海

岸线长87．25公里。主要河流有白沙河。水利工程有山窑水库、水东拦河闸等。耕地面积79601

亩，其中水田341 44亩，旱地、坡地45457亩。有林面积99270亩。

白沙镇是合浦县革命老区之一。宏德，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中共合浦县领导机关的所在

地。1945年后全镇游击活动较活跃。

全镇以种植甘蔗、木薯、蕃薯、花生等旱地作物为主，沿海一带盛产鱼虾，近年来还大

力发展对虾等海水养殖业。海水养殖面积6380亩，产量463吨，其中对虾J 47吨。】990年粮

食总产1991 2．48吨，糖蔗36006吨，海产品1584．6吨；生猪存栏量23569头；人均产粮237

公斤，人均纯收入538．88元。

全镇有镇、村办企业47家，联户、个体企业1573家，从业人员9717人，镇村企业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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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镇是全县气温最高、降雨最最少的地区，常受旱患。旱地作物有红薯、木薯、花生

等。1990年产稻谷9597．95吨，红薯3025万吨，海产品946吨；生猪存栏量20940头，牛存

栏8869头；人均产粮226公斤，农民人均收入483．44元。

1990年有镇、村办企业27家，联户、个体企业1603家，从业人员5371人，企业总产值

5851．7万元。年产值百万元以上企业有炮竹厂、兽药厂、制鞋厂、饮料厂等。

全镇有中学2所，小学16所，在校学生8268人，中小学教师354人。镇有卫生院、文

化站、影剧院、业余粤剧团等。

名胜古迹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永安大士阁。位于镇驻地南部英罗港和东边浅海滩的

红树林，被列为国家级红树林生态自然保护区。

沙田镇

沙田镇驻地位于县城东92公里。总面积28平方公里，辖6个村公所(其中2个从事渔

业生产)，18个村委会，41个自然村，人口16050人。

民国时期沙田先后属永安局、永安乡等。1949年后先后属第四区、第十区、第十三区、对

达区、山口区、对达乡、公馆公社、山口公社、沙田公社等。1984年改名沙田乡。1993年改

为沙田镇。

沙田镇是以渔业为主的乡镇。1990年有机动渔船360艘，占全县机船数的13％；总动力

为17342马力，占全县机船动力总数的22％。主要海产品有尤鱼、墨鱼、黄鱼、对虾、蟹等。

1990年海鲜产量11969吨，占全县总产的23％。

沙田港是桂东南与海南省货运距离最近的港口，80年代以来，玉林地区及县内大批建筑

材料由此转运海南，年吞吐量达10万吨，码头可泊200吨级船只。

全镇有耕地面积8163亩，其中水田1414亩。旱田、坡地6749亩。农作物以水稻、木薯

为主。1990年粮食总产1523．59吨，人均96公斤，人均纯收入达754．48元。

1990年有镇、村办企业14家，联户、个体企业718家，企业总收入】590．82万元。主要

产业有捕捞、造船、炮竹、码头装卸等。

全镇有初级中学2所，小学7所，在校学生2546人，中小学教师1 44人。

境内淀洲沙西侧海面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儒艮生态自然保护区；大坡岭山岗有新石

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属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南康镇

南康镇驻地位于县城东南36公里。全镇总面积275平方公里，辖1个居委会，25个村公

所，213个村委会，277个自然村，总人口84425人。

民国时期南康先后属南康局、第三区南康镇等。1949年后，先后为第三区、第六区、南

康区，南康乡、南康公社等。】984年改为南康镇。

1945年，中共党组织领导群众举行南康起义；解放战争时期，开展革命游击活动和革命

活动的村庄共有20余个。

镇境属台地，地势较甲坦。东临铁山港两海岸，岸线长7．7公里。石头埠港为县境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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