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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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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分15编载述柳州市郊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编下视内容繁简设置

章、节、目和子目等层次。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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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断限，下限至2002年9月底。

四、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郊区为主，兼及市属的各园艺场、站、所等。文中“郊区”字

样，除注明者外，均指现郊区，不含市属各园艺场、站、所。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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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

出现的“解放前(后)”指1949年11月25日(柳州解放日)前(后)；“××年代”时位词均系

“20世纪××年代”的简写。

六、本志行文规范执行198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于新编地方志

行文规定》。

七、本志解放前的统计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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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志采用的相关资料，均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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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郊区地处北纬24。127—240357、东经109。147一109。3I 7，东西距离34公里，南北

距离42．5公里，与柳州市城区紧密相连。北面石碑坪镇、沙塘镇、长塘镇与柳江、柳城县

接界，东面洛埠镇、柳东镇、羊角山镇与鹿寨、柳江县相连，西面白露乡、太阳村镇、西鹅乡

与柳江县毗邻。全区面积586．6平方公里。

今郊区境内，清代基本为马平县辖地，部分为柳城、雒容县在厢、在乡辖地。民国时期

先分属县辖中区、一区；继而分属雍和区、大同区、维新区；后分属中团区、洛满区。解放初

曾先后划为四、五区和五、六、七、八区，又并为第三区，1955年设置郊区公所。1960年，撤

销区公所，分属鹊儿山、鹅山、城中、鱼峰等公社，1961年复设郊区。1978年“月，撤销郊

区，郊区由市农业办公室接管。1984年7月恢复郊区建制。2000年5月，郊区辖7个镇3

个乡，含74个村、街。2002年9月，撤销郊区建制，郊区所辖lO个乡镇由柳北、城中、鱼

峰、柳南4城区分别接管。

郊区各乡镇所处多为丘陵山地。沙塘、长塘北部为东西横亘的绵延丘陵，丘陵地带以

南有沙塘岩溶盆地。西部太阳村镇迄西鹅乡西边山地呈南北走向。太阳村镇山多地少，

有较典型的峰丛洼地，其附近有峰林谷地；西鹅乡属丘陵地貌。南部羊角山镇境峰丛洼地

及峰林谷地杂处，峰林问有条形或较宽阔平坦的谷地。东部柳东镇山峰丛起，绵延成片，

大，J、洼地布列其间，山坡多，田地少；黄村乡地势平坦。1991年详查，郊区土地面积

56801．4公顷，其中耕地15210．05公顷，土地利用率为90．16％，人均占有集体土地面积分

别比广西、全国人均占有土地少0．03公顷。1993年尚有荒山荒地面积3242．6公顷。

2001年，郊区土地面积58662．87公顷，其中耕地面积8479．6公顷。矿产资源储量丰富，

已探明矿产有9种，产地25处，尤以石灰岩矿、白云矿分布广、质量好，开发利用价值高。

流经柳州市郊区境域的河流有9条，其中流域面积最大为柳江。柳江是西江水系的

一级支流，至西北南流盘绕市境，往东北再拐东南流出市郊，呈“u”字形，经柳州市全程为

75公里，九曲环转，贯串区境7镇3乡。郊区水资源总量为6．7亿立方米，地表水径流量

面积568．Ol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3．976亿立方米；地下水面积325平方公里，水资

源量1．4186亿立方米。

柳州市郊区属南亚热带与中亚热带交替的地理气候带，并且有明显过渡特征，季风环

流作用亦很明显，夏季盛行温暖湿润海洋气团，冬季流行寒冷干燥大陆气团，是中国水热

资源比较丰富地区之一。郊区具有春早秋迟、夏长冬短特点。夏季盛行偏南风，高温、多

雨；冬季盛行偏北风，低温、少雨。冬短不寒，夏长炎热，雨热同季，无霜期长。

郊区聚居着汉、壮、仫佬、瑶、侗等20多个民族。2001年末，全郊区有人口1091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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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农业人口104000人；非农业人口5140人。生活在郊区的各民族团结友爱，平等相

处，互相融合，同奔小康。

郊区水陆交通、邮电通讯便利。铁路有湘桂线和黔桂线穿越境内。公路有209、322、

323国道过境。县、乡、村道路总长753公里，其中县、乡道路总长98．6公里，晴雨通车的

主要村道共有151．7公里，其他村道502．7公里。水路运输有柳江航道，长年通航120吨

拖驳船队。2001年，电话通达10个乡镇49个行政村。郊区已实现村村通汽车，乡乡通邮

路。

今郊区境内，解放前兵荒马乱，匪盗众多，社会不稳定，农业、手工业生产落后，人民生

活贫困。但是，郊区人民却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1927年春，中共柳州支部在国共

合作旗帜下，开展农民运动，成立雅儒乡、黄村乡、北关外乡等6个农民协会和磨滩、双冲、

小村、秦拱、水南等5个村庄的农民协会筹备会，进行反征收治安捐和清查土豪劣绅霸占

庙产的斗争。1949年7月24日一29日，中共广西省城市工作委员会在城郊社湾村地下

党员明乐家里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同年9月，为做好迎接解放军进城准备工作，省城工委

又在城郊鹧鸪江厚生垦殖公司的山沟里召开“九月城市工作会议”。这年的6月以后，中

共柳州县委员会和中共柳州市城市工作委员会先后在山头村都湖屯地下党员覃鼎权家里

设立党的城郊工作据点，并利用这个据点筹划柳铁工人大罢工、掩护地下党员转移、开办

夜校宣传党的政策等。10月，中共广西省农村工作委员会在自露乡双冲屯建立联络站，

共产党领导的都(安)宜(山)忻(城)人民解放总队第四联队第十一大队第二中队，在白露、

双冲、小村、青茅、黄土、新圩、长塘、沙塘、古灵等村开展武装斗争，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征

兵、征粮、征税。

解放后，经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等运动，农民翻身

做了主人，分到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后通过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运

动形式，由农民个体所有向集体所有生产体制转变。1980年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以农业生产为主的郊区，解放后经历曲折发展的过程。在1951)---1958年的恢复发展

时期，由于体制转变，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有力地促进生产的发展。粮食产量由

1952年的635万公斤增加到1957年的750万公斤，蔬菜总产量由563万公斤增加到1080

万公斤，1958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02．4％。但是，进入1959年后，一方面出现

洪涝干旱等较大的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又受违反经济规律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

风”影响，严重地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致使农业生产大滑坡。在1959-'-1963年的下降倒

退时期，粮食年平均产量是5162吨，只有1950--1958年平均年产量的71．8％。

19甜一1977年，郊区生产有所恢复，但因在“农业学大寨”热潮中，批判“三自一包”，大

搞平均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致使农业生产发展缓慢。1978年以后，极“左”的做法得

到纠正。在这段缓慢发展时期，粮食平均年产量仅为13104吨，1977年农业总产值为2189

万元，只增长58％，农民人均收入还不足60元。步入稳定发展时期的郊区．在1978--1992

年期间，反正了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的农业生产政策，并实行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生产不再大起大落而稳定地发展。1992年，农业总产值达2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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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现价)，比1982年净增19462万元，增长6．7倍。1992--2002年，是郊区全面发展时

期。由于重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施行科技兴农，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和综合性

开发农业，建立城郊型农业，彻底改变了传统农业生产格局，使郊区找到农业新的经济增

长点，步人发展的快车道。2001年，郊区农业总产值与1992年相比，增长110％，其中种植

业产值为29858万元，增长241％。随着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农民收入也不断提高。2001

年，人均纯收入达2507元，比1992年净增1504元，比1982年净增2378元。

经小康生活标准测评，2000年，郊区小康分值为96．96分，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农民

居住条件得到大大改善，1985"-"1989年，每年新建住宅户均在1000户以上，且都为外观造

型多样的钢筋水泥楼房。农业发展也促进郊区村镇建设，1995—1999年，村镇建成区面积

达18．15公顷。在村镇建设中做到镇镇有市场，村村通公路，生活设施一条龙。以村镇建

设带动市场建设，以公共设施促进村镇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郊区乡镇企业，源于人民公社社队企业，但是，得到较大发展，成为柳州工业重镇的

“黄金边缘”，还是1979年后。根据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关于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精

神，市委、市政府通过各行各业进行城乡联合、城市企业产品扩散和产品脱壳等形式，并实

行减免税政策，积极扶持社队企业发展。至1980年，郊区社队工业企业产值超过1000万

元。1984年8月，柳州市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市政府先后下发《关于加快发展乡

镇企业的决定》，全面推行“四轮驱动”，使郊区乡镇企业逐步形成以工业为主体的农业、交

通运输业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1985年，乡镇企业已发展到285家。1992年，椤P'kH市制

定加速发展乡镇企业的优惠政策，为乡镇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郊区利用地

利优势，制定优惠办法，“筑巢引凤”，吸引外资，初步形成纺织、食品、化工、建材、机械加工

等优势产业，使乡镇企业发展到2500多家，年人均创产值2．04万元，被评为自治区发展

乡镇企业先进单位。1993年，郊区跨入自治区乡镇企业营业收人超lO亿县(郊)先进行

列；黄村乡黄村村超5000万元，成为自治区百强村之一。1994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23．5

亿元，销售收入25．3亿元，分别是1991年的15倍多和16．3倍，并涌现10个产值超1000

万元的企业和全市第一个亿元村——水南村。1999年，有259家企业完成改制，占乡镇企

业的70．30k，其中股份合作制企业达168家，非公经济占了很大比重。经过整改的乡镇企

业雄风重振，初步形成以化工、汽配、建材行业为主导的工、商、贸一体化，以股份合作制为

主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存在的经营格局。许多企业在质量管理、生产技术方面有了较大

发展，如环东金属材料厂以优良的产品获“广西科技进步三等奖”，其产品三氧化二锑、精

锑、铅钙合金等产品远销欧美、澳洲。添发实业公司获自治区“优秀科技型企业”称号、“重

合同守信用”企业称号，其产品多用床垫获“第三届中国专利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金奖”。

2001年，郊区乡镇企业发展到3941家，营业收入412386万元，总产值293818万元，增

加值72104万元，利润20293万元，纳税13303万元。营业收入超5亿元的有羊角山镇、柳

东镇、黄村乡；营业收入超亿元的村有驾鹤村、鸡喇村、新云村、水南村。营业收入超500

万元的有41家企业，1130万元—500万元以下企业有105家。新的产业格局和企业改制，

为郊区乡镇企业展示了广阔前景。乡镇企业的兴起，使郊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剩余劳动

力得到了地方转移，更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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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发展中，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发挥了巨大作用。

郊区的科学技术起始可追溯到民国时期，30年代，以广西农事试验场等一大批科研单位

云集沙塘，使沙塘当时有“中国农都”之称。这个时期，柳州境内农业科研盛极一时，做了

许多有益农业科技发展的基础工作。解放后，郊区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逐渐实行科学种

养。尤其是80年代以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依靠科技发展经济、脱贫致富，深人

人心，成为自觉的行动。针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民对学习掌握成套生产技术和多种经

营知识的迫切需要，通过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提供科技信息、开办技术培训班等等多种形

式，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科技意识，加快科技兴农、科技兴郊步伐。在实施“星火计

划”、“菜篮子工程”中，大力推广种植和养殖新技术、新品种，实现了粮食大面积增产和基

本解决柳州市蔬菜供应“淡季不淡”问题。

郊区境内有新制学校虽然始于清末民初，但是，教育事业得到较大发展还是柳州解放

以后，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数量有更快增长，质量有更大提高。不仅辖区内每个

村办有小学，每个乡(镇)还办有中学。1997年，郊区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依法

实施“两基”，即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通过广泛宣传，层层签订

目标责任制，加大经费投入，当年，15周岁人口初级教育和17周岁初级中等教育完成率

分别为98％和95．25％。自治区组团对郊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进行验收，“普九”达

标。与此同时，于解放初期开展以扫盲为且的的农民教育，在有组织、有机构、有计划地进

行中，历经40多年努力，也取得较好成绩。1997年，郊区成为全国第四批基本扫除青壮年

文盲的县(区)。

郊区不仅文物古迹和名胜景点众多，而且文化源远流长。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彩

调、高沙锣鼓、舞龙舞狮等长盛不衰。解放后，郊区传统民间艺术得到继承和发展。在“文

艺要为人民服务”方针指引下，不但建立了郊区、乡(镇)、村三级文化网，而且文化活动更

为广泛，内容更为丰富。几乎年年都有各种演出活动，还组团参加柳州市和自治区的文艺

汇演，并多次获奖。文艺创作也呈现繁荣景象，不仅在各级报刊发表作品近千件，还出版

小说、诗歌、散文集lO多部。郊区每年都组织送书、送戏、送电影下乡。1999年，还实现村

村通广播、电视增加频道的目标。2000年，lO个乡(镇)建立了图书馆，使农民的文化生活

更为多姿多彩。

郊区的卫生机构和医疗单位，都是解放后逐步建立的，不仅有接近城市医院水平的市

第四人民医院(原为郊区医院)，而且10个乡镇都有卫生院，68个行政村实行合作医疗，

村级医疗点64个。1996年后，年收治住院病人近3万人次，防治疾病加多万人次，基本

解决农民看病住院难的问题。1993年以后，农村改良饮水、改进厕所工作成效明显，“安

全饮水”普及率达到舛％。1999年，利用现代通讯设备，建立了急救网络。多年来，通过

改革，围绕实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加强区、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建设，使农民的健

康得到保障。同时，郊区计划生育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轨道。2000年，

人口出生只占柳州市下达指标的53．03％，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郊区多年被自治区

和柳州市评为计划生育先进单位。在不断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的同时，郊区还广泛开展各

种体育活动，增强农民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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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郊区始终注意的工作方针。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郊

区通过深入开展创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军警民共建活动，以及狠抓思想道德建设，强

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使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遵纪守法和科学文化素

质，逐步树立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90年代，郊区积极实施精神文明建设，注重抓

法律意识的培养，“三五”普法深入村屯农户。通过开展各种公益活动，树立良好的风尚。

在“爱心献功臣”活动中，为“三老”解决“三难”，郊区先后获得全国、自治区“爱心献功臣行

动”先进单位称号。在以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中，羊角山镇鸡喇村办的

燎原市场被自治区推荐争创国家级文明市场，树为柳州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面旗帜。至

2000年，有国家级文明单位(村)1个，自治区级文明单位(村)7个，市级文明单位(村)17

个，郊区文明单位(村)108个。

郊区各项事业得到较大的发展，是与有着一支勇于创新、勤政为民的干部队伍分不开

的。干部队伍是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而不断壮大的。在于部逐年增多过程中，郊区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注意加强对干部管理和教育，不断提高于部的政治素质。90年代后，

干部结构尤其是文化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大专以上文化由1987年的16．1％至1998年增

长到33．4％，学历普遍提高，年龄趋向年轻化。

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也有一些曲折，存在一些不足。如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

化；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急于求成，违反经济规律；1959年进行“反右倾”

运动。一些干部、党员受到不应有的批判；1964年一1966年开展的清政治、清经济、清组

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受“左”的思想影响，使干部、群众受到打击；1966年5月一1976

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破坏和损失；1976年进行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

动和接着掀起大规模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因以“阶级斗争为纲”，采取“割资本主义尾巴”错

误做法，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是农业基础设

施较差，抗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弱，乡镇企业产品科技含量低，缺乏市场竞争力，农业结构调

整有待加强。

纵观郊区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巨变，充分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勤劳开

路，路就逐渐开阔，以智慧开路，路就向前延伸。改革开放，在发展经济，同奔小康征途中，

郊区广大人民群众奋发图强，乐于创新，勇于开拓，做出了无愧历史的业绩。虽然郊区建

制已经撤销，但是，人民以勤劳和智慧共铸的辉煌，将光照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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