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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坪镇位于漓江河畔，阳朔县城北部，翩融制蜘酬iös. 4平方公里，是县内面积最大的乡镇。辖
16个村居委， 129个自然村 e 兴坪镇是古熙平县帽址院费蜘精镶手提甘露元年 ( 公元265年) ，已有1700多年
史 。 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靡熙平县政置黯朔县。 1931量在世兴坪乡， 1984年10月改称兴坪镇 。

1945年2月 20日，以兴坪战时青年服务队为基础，在太太届成立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临阳联队，渔塘洲

村 ( 今渔村)人赵志光任副联队长兼第二大队长 。 同每5月 28日，临阳联队以中共桂东北区特蚕的名义在回龙村

发表了 《为公开揭举我党旗帜对时局宣言 )) ，公开宣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并建立了 1 区3乡的抗日民

主政府 。

兴坪镇走"农业稳镇 、 放游富镇 、 文化兴镇 、 工业强镇"的发展路子 ， 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 。

2008年，实现生产总值5.33亿元 ， 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 . 14亿元 ， 组织财政收入512 . 2万元，农民人均纯收

入达4850元 。 2009年 ， 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 ， 全镇仍然实现生产总值4 . 55亿元 。 充分发挥水资源优势 ， 近年已建

成两座水电站 。 通过招商引资 、 盘活优势资源等方式，促进了兴坪工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

1986年 ， 兴坪集镇定格为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 。 1990年 ， 制定了 《阳朔县兴坪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

划 )) , 1996年 ， 被列为全国城镇建设试点城镇 。 2000年9月 ， 被确定为自治区重点集镇 。 2003年以来 ， 在区南珠

杯竞赛中多次获先进城镇 、 优秀乡镇等荣誉称号 。 2007年，兴坪镇被国家建设部 、 文物局命名为第三批 " 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 " 。
兴坪镇按照高产 、 优质 、 高效 、 安全的原则 ， 因地制宣 ， 充分利用各村的优势 ， 成功培植了80多个 " 一村一

品 " 的农业示范村点，占镇大半主要村屯 。 砂糖桔 、 金桔、夏橙 、 沙甜袖 、 黄皮果 、 西瓜等水果及香芋等高效经

济作物成为支撑全镇农业增效 、 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 成为全县夏橙基地 。

先后投入1200 多万元 ， 修建 、 扩建了通往各自然村的三级 、 四级公路及机耕道72条，通车里程179公里，除

两个村屯不通公路外 ， 基本实现了村村通 ， 而且60%的村组硬化路通到了各家各户的门口 。

龙颈河景区建设 、 大源林场国家森林公园建设、莲花岩景区建设 、 九马画山峡谷漂流以及漓江公园景点景区

的开发，进一步增强了眼游功能和接待能力，壮大了旅游业 ， 同时带动相关客运 、 食宿 、 商业等三产发展 。

2008年接待中外游客200多万人次 ， 族游收入3 . 7亿元 。 兴坪的奇山秀水 ， 还先后留下了孙中山 、 周恩来、邓小

平、叶剑英、陈毅 、 杨尚昆、江泽民、李鹏 、 乔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克林顿等外国领导人的足迹 。



观音阁乡政府大楼

位于灌阳县南部 。 乡政府所在地距县城41公里 ， 全沙公路贯穿全境

面积 128平方公里 。 下辖6个行政村 ， 73个村民小组， 99个自然屯 。

2009年末 ， 共有2655户 ， 9006人，其中非农业人口469人 。 解放前，为桂

北人民解放总队路东支队第二大队的主要活动区 ， 总队长 、 总政委吴腾

芳等总队领导曾在阴江举办游击队员培训班，并取得阴江突围战的胜

利 。

地处灌江上游 ， 雨 量充沛 ， 土质肥沃 。 解放之初 ， 没有工业企业 。

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乡镇企业 。 1991年 ， 工业总产值74万元 ， 上交税

金10万元 。 21世纪初 ， 乡党委 、 人大 、 政府三家班子坚持 " 发展才是硬

道理 " 的改革思路 ， 确定了 " 以工业兴乡 " 的战略，立足本地资源 ， 把

推进工业产业作为发展的第一要务，使全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得到

了较快的发展 ， 使革命老区面貌换颜一新 。 形成了以小水电 、 木材加工

为主导的工业体系 ， 全乡有小水电站4座 ， 总装机容量4150千瓦时 : 木

材加工企业28家 ， 其中500万以上规模企业1 家 。 2009年 ， 完成工业总产

值5757万元 ， 比上年同比增长42 %， 实现工业增加值2100万元 ， 完成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885万元，乡财政收入75万元 。

农业经济稳步发展 。 2009年 ， 全乡常用耕地面积9065亩 ， 其中水田

6927亩 ， 旱地3176亩 ， 粮食总产量5293 . 8 盹:有林面积116283亩，森

林覆盖率达92% ， 林业生产己成为经济的重要支柱 。 水果面积10928

亩 ， 总产量2716 . 2盹 ， 脐橙成为县内主要生产基地 。 畜牧业 ， 生猪出栏

11084头 ， 存栏7680头 ， 羊出栏945头 ， 存栏716头 ， 家禽出栏32022只 。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5089万元 。

经过60年的建设，全乡基础设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2009年 ， 4个行

政村通省级公路 ， 2个行政村通乡级公哇ι 修建了文化宣笆楼俨 邮电

楼 、 派出所大楼等综合大楼8座 。 全面完成了吨村村通Yi播电视、公

路和农村电网改造任务 ， 电视覆盖率达100% ， 全乡萄电视2285户，有

彩电2212户 ， 有摩托车1037户 ， 拖拉机-1，~ 96户 ， 农村I有钢筋砖木结飞句佳
房2245幢 ， 面积172103平方米 ; 有固走电话700郁 ， 移动电话1878郁 。

小城镇建设全面规划 ， 布局合理 ， 已初具规模， 做 itJ .J 经济 、 社会 、 环

境的协调快速发展 。 2010年 ， 农民人均纯收入3980元 ， 比上年增 长

15.3% ， 居民储蓄573077 元 。

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健全 。 现L哥哥金日常l小学6所 ， 另 有7个数学

丰 ， 先后通过了桂林市 、 自治区 " 两基" 攻坚复核碍收 。 乡卫吗院各项
医疗设备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标准 ， 医Iy于设施逐量在完'薯 。 2007年农民参E与

合作医疗人数达95% 。 人口增长率如3 . 67 %0 。 农 4才人均伎房面积达到". .. ' " 

平方米 。 农历九月初一为婆豆庙会传统节日 是 日街遭上裹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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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宝藏烈士纪念塔

黄关镇全景图

位于灌阳县中南部 ， 广西各镇之面积206平方公里 。 灌江和省
从中间穿过 。 镇政府所在地距县城21公里 。 辖15个村委会 ， 234个自然村屯，人
口44000人 ， 其中非农业人口2598人 。 有汉 、 瑶 、 苗 、 壮等民族 . 矿产资源有磅
石 、 石英石 、 大理石等 。 解放前是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路东支队第二大队的主要活
动区 ， 大队长全宝藏于1949年7月 28 日在 l颐溪附近牺牲 ， 同年9月 8 日 ， 桂北总队在
吴家村召开大会 ， 号召全体队员坚定信心 ， 继续战斗 ， 迎接解放大军到来 。
改革开放以来 ， 始终坚持 " 发展才是硬道理 " 。 进入21世纪后 ， 历届镇三家

班子领导立足实际，根据本地资源发展经济，以农民增收 、 财政增长为目标，项
目建设为核心 ， 以引入项目 、 促进发展的思路为出发点，以小水电开发 、 冶炼 、
建材 、 石英砂及木材深加工为重点的工作思路，把民营经济和招商引资i~为振兴
全镇经济的战略性工作来抓，工业企业迅猛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

农业经济， 2009年末 ， 有常用耕地36876亩 ， 其中水田28801亩，旱地4028
亩 ， 粮食总产量256038公斤 。 2010年，超级稻亩产达813公斤 ， 为广西水稻亩产
之最， 中科院院士袁隆平为此题词 灌阳 ， 广西超级稻高产第一县水果面
积28518亩，其中优质梨4018亩 ， 总产量45163 . 4盹 。 畜牧业 ， 是全县生猪饲养
量较多的乡镇之生猪出栏6 . 1 万头 ， 家禽出笼33 . 34万羽，肉类总产量5134
盹 ， 水产品7052盹 。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7396万元 。 森林覆盖率达70. 8 % 。

20世纪90年代以前 ， 镇所在地只有两条小街道 。 1992年 ， 进行了大规模的旧
城改造工程，修建了黄关农贸市场 ， 面积7000平方米 2005年 ， 修建新街排水
沟1000平方米，硬化街道2800平方米 ， 修建滨江路 、 防洪堤400米 . 城镇面积比
1990年扩大了一倍多 。

2009年 ， 全镇有乡镇企业2575家 。 镇龙头企业黄关水泥厂年产值达2500万
元 ， 黄关玉峰酒厂生产的乾隆枣糯液荣获国家金奖百花奖 。 镇内有水电站9个 ，
装机容量达7200KW. 初步形成以水泥 、 冶炼为龙头，以木材加工 、 小水电 、 食品
加工等为辅助的乡镇企业体系 。

1950年 ， 全镇只有 1所高级小学 ， 招收3-5年级学生 。 2009年 ， 有初中2p，斤 ，
镇中心小学 1 p，斤 ， 村小学14p.斤，寄宿制高级小学2p，斤 ， 小学附设幼儿园 、 学前班
13所 ， 私立幼儿园16p，斤 。 先后顺利通过桂林市 、 自治区 " 两基 " 验收 。 各中 、 小
学都有远程教育设备，各种教学仪器基本达到教学需要 。

有线电视覆盖全镇5个行政村 ， 有线入网户达1800多户 ， 村村通地面接收站
2个 ， 文化娱乐中心16个 ， 图书室8个 ， 民间艺术自娱文艺团队3个，群众文化协会
15个 。 中心卫生院1所 ， 计划生盲服务站1个 ， 村级卫生所89个 ， 形成了镇村卫生

网络 。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 . 53 %. 。



乡三家班子领导研究工作

1954年建制 ， 位于县境中郁 ， 面积169平方公里。灌江自南向北从中
部穿过 ， 省道S201线过境 。 乡人民政府所在地距县城12公里，下辖21个
村民委员会 ， 244个自然村 ( 屯 ) , 455个村民小组 。 2009年末 ， 人口
4 . 43万人 ， 居住着汉、理、 固 、彝等民族解放前，是桂北游击队活动
的地方 。 1949年8月 26日，桂北总队参谋长兼路东支队队长 、 政委傅一屏
率领第二大队趁夜攻占狮龙乡乡公F斤，为解放灌阳打下了基础 。
解放前工业经济一片空白 。 在党的领导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

历届乡三家班子领导新街人民解放思想 ， 更新观念 ， 与时俱进 ， 开拓创
新，使经济进入快车道，社会经济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21世纪初 ，
开始发展冶炼 、 小水电 、 农副产品加工企业 ， 个体私营经济迅速发展 ，
形成了"一路三园 " 工业格局 ， 初步形成以水电 、 冶炼为龙头，建材 、
食品加工 、 机械制造等为主的工业主导产业 。 有大小企业952家，从业人
员2467人 ， 其中投资500万元以上的有10家 。 2009年 ， 企业增加值5764万
元 ， 营业收入21015万元，实现利税2883万元 。

2009年 ， 常年耕地面积38679亩，其中水囚31847亩 ， 粮食总产量
2929 1. 3盹，是县内的 "小粮仓水果种植面积25233亩 ， 以黑宝石
李 、 饭票、雪梨 、 红枣 、 柑桶等为主 ， 总产量253557盹 ， 是全县主要水
果产区 ， 且已形成水果产销一条龙 。 畜牧水产业，以饲养生猪为主 。 农
林牧渔总产值28181万元 . 农机总动力45018千瓦 .
实现了村村通四级公路 、 高压电 、 广播电视 ， 通讯网络信号覆盖全

乡各自然村屯 ， 80 %以上家庭都安装了固定电话或拥有一部以上的移动电
话 。 商贸业繁荣 ， 全乡有个体工商户500个 ， 从业人员700人，盖在销售额
2000多万元 ， 利润300多万元 。
舷窗事业蓬勃发展普九"、 " 普实 " 工作成效显著 。 有全日制

初中1所，村完小H.斤 ， 村级小学18Jí斤 ， 高每级寄宿制小学2所 ， 适龄儿童
少年入学普及率 、 巩固率为 10侃，顺利通过了国家 、 自治区 " 两基 " 达
标验收 。 卫生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 医疗设备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就医
所需， 医院新办公楼正在建设中 . 人口自然增长率3 . 59 %0.
镜内亩迹遗址较多，有古城岗遗址及古墓群 、 果子园古墓群 、 丁罐

口古墓群，均被列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

康乐人粉业公司



酒i每井红军烈士纪念碑

位于县城

北部 ， 面积 182平方公里 。 乡
人民政府所在地新好距县城15公里 ， 辖

16个村委会 ， 118个自然村 ， 244个村民小组 。
2009年 ， 有 10037户，人口 27773人 ， 其中非农业人口

1 011 人 ， 有汉 、 瑶 、 壮 、 苗族 。 1934年11 月下旬 ， 红军长征
经过桂北 ， 为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 ， 红三军团第五师在新好
阻击从灌阳县城而来的国民党桂军 ， 打晌了湘江战役的第-仗新
好阻击战 。 经过3天3夜的血战 ， 保证了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抢渡湘
江，但红军也付出了牺牲3000多人的惨重代价 。
历届乡三家班子领导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 ， 依据本地资源优

势，与时俱进 ， 开拓创新 ， 结合 " 三农 " 政策调整产业结构 ， 推广优
质稻种植和水果种植， 着力打造水果晶牌 ， 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 ， 全乡
的社会经济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工业企业重点是烟花炮竹 、 胶合
板 、 红砖等行业 。

2009年 ， 常用耕地面积18017亩 ， 其中水田15841亩 ， 旱地2176亩 。 经
济作物主要有西红柿 、 红辣椒 、 花生 、 黄豆 、 红瓜子等，尤以辣椒品质为
好 。 主要土特产有禾花鱼 、 黑李 、 红辣椒 、 西红柿等 。 优质稻谷面积
9090亩 。 2009年，西红柿种植面积5133亩 ， 李子种植面积14100亩 ， 水果
面积22098亩，总产量6981 . 6盹 。 畜牧业生产 ， 生猪年出栏32001头，家
禽出笼158543羽，肉类总产量2742盹 :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2954万元 。
经过大决战 ， 已实现村村通公路 、 高压电目标 。 2007年 ， 修建了饮水

工程 ， 乡政府所在地及周围的村民用上干净的自来水 。 1994童手 ， 开通程
控电话 。 2009年 ， 有固定电话1700郁，移动电话2256台 。 改善集市
易 ， 投资新建了农贸市场 ， 改变了该乡在公路上进行商品贸易的
史 。 2002年 ， 结合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 三级联创 " 活动，对全乡 16
村委会办公楼进行了维修 。
有乡文化广播站1所 ， 初级中学1所 ， 在校学生842人，小学16

F斤 ， 在校学生1207名 ， 幼儿园4p.斤 ， 学龄儿童入学率100% 。 有
生院1 p.斤，病床13张 ， 医疗机构设施达到国家标准水平 。 人口
自然增长率为-0. 14 %0 。

新好乡境内革命遗址较多 。 现有新好阻击战主战
场遗址 、 红五师战地指挥所 、 合睦村红军临时

救护所 、 酒海井革命烈士纪念碑和红
色堡垒村立回村等 。



中央红军长征过灌阳经过的关口 一一 永安关

文市镇的重要产业 一一 石材

位于灌阳县境内东北部，湛江中下游，湘锥边界两省

( 区 ) 三县六镇相邻的中心地带 。 省遭S302线横贯镇中心，

交通便利，来往商人甚多 ， 集市贸易繁荣 。 面积140平方公

里 。 镇人民政府所在地距县城39公里，精21个村委会 、 1个居

委会 ， 116个自然屯， 233个村民小姐， 2009每末总人口

37916人 。 红军曾三次经过 ， 特别是红六军团西征 ， 在文市阻

击追敌，确保了及时抢渡湘江:中央红军长征时，亦经过该

镇，留下了光辉的足迹。灌阳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遭阳

党小组 ， 就在桂岩村成立 。 解放战争时期，文市又是桂北武

装起义点之一，是桂北总队第三 、 六大队的活动区 。

作为传统农业大镇，改革开放以后，镇三京班子领导解放

思想，逐步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加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 。 扩大黑李 、 奈李 、 西红柿 、 红瓜子等种植面积，建设养

殖小区 : 发展畜禽及甲鱼等水产品的养殖，注重形成品牌优

势、规模优势和市场优势 ， 引导农户发展精品农业 、 效益农

业，从而实现农民增收，全镇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

突出的成绩 。

2009年来 ， 常用耕地面积33844亩，粮食总产量15560 . 2

盹:畜牧业，生猪出栏40292头 ， 京禽出栏256547只 ， 肉类总

产量3535盹 ; 水果面积32670亩，总严量50166 . 6盹 : 奈李 、

黑李 、 红瓜子、石榴等是主要特严 。 1991年，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3251万元， 2009每，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26265万元 ， 同

比增长8倍多 。
工业及乡镇企业起步相对较晚 ， 1990年只有麻厂和石灰

厂， 1991呈手工业总产值96 . 84万元，上交税金1 . 21万元 。 大理

石 、 花岗石量多质优，总储量约为 10亿立方米 ， 有"桂北石材

第-镇"的美誉。 2001年，石材已成为乡镇企业的龙头 ， 生产

规模长达6公里的石材-条街初具规模 ， 产品畅销全国100多个

大中城市，远销美国 、 加 拿 大 、 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和地

区 。 2009年，年产板材85万平方米 ， 方料13万立方米 。 固定资

产投资达3 . 78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4 . 3亿元 ， 营业收入达

1. 56亿元 ， ~J利税980万元 。

2003年，文市镇被自治区列为小城镇建设试点镇，基础

设施建设加快，修建 71.5公里长的一级过筑公路 。 到2009

年 ， 共修建1了邮电大楼 、 文化宣传楼 、 供电大楼等综合办公
楼15座 。 全面完成了"村村通"广播电视 、 公路和农村电网改造

任务，全镇有固定电话3648户 。

文化广播电视设施齐全 ， 电视覆盖率达到100%。教商事

业发展迅速 ， 教学设施齐全 。 先后通过了自治区扫除青壮年

文盲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评估验收 、 自治区"两基"攻坚复核

验收 。 2009年，全镇有全日制小学22所，另有5个数学点，寄

宿制学校2p.斤 。 有综合性卫生院1p.斤，病床60张，各项医疗设备

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 21个行政村均设有卫生窒 ( 所 )。 人口

自然增长率为-1 . 50 %0.

旅游资源丰富，凤景名胜较多 : 有石林 、 月岭古民居 ， 以

及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广西的第-个关口永安关 。



龙胜镇位于龙胜各族自治县中部，东北1恼泪水乡，西接瓢里镇，
西南与和平乡接壤，距桂林市75公里，会镇总面积330平方公里，平均
海拔220米 -1000余米，全年平均气温18.1摄氏度.现全镇糖14个行政
村， 176个村民组， 4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 3.2万多人，其中农业人口

17370人，主要居住着苗、王毒、偶、壮、汉等民族，是全县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 境内资源丰富，风景秀丽，旅游景点有全区文明卫生
屯场背寨，民风古朴的金车壮寨，四季瓜果飘香的白竹山，享有龙胜
"九寨沟"之美誉的崇岭大峡谷，这些景区、景点景色独特，令人流
连忘返.
解放战争时期，龙胜镇各族人民在中共龙胜支部的领导下，踊跃

参加革命斗争，竭尽全力支援革命，该镇东南面的白竹山是中共龙胜
支部诞生地，龙胜镇境内是龙胜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区域，至今还流传
着许许多多爱国青年抗日救亡和游击队与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的动
人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革命老区龙胜镇在
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狠抓基础建设，培植
支柱产业，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龙胜镇党委、
政府唱响加快发展的主旋律，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结

合镇、村的实际情况，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分步实施，将党建工
作、经济发展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机地融为一体，积极探索全面建
设农村小康社会的有效途径. 2007年被评为自治区文明乡镇. 2009年
财政收入达3156.4万元，较2004年同比增长113. 02% . 农林渔牧全面发
展，形成了经济林、三木药材、蔬菜、水果等多种商品基地，自竹山
桃以其色泽光亮、个大、味美而闻名. 2009年，全镇实现农业总产值
1. 45亿元，农民人均收入达3348元.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8129亿元，
乡镇工业总产值3.96亿元 . 为了更好地实施"工业强镇"战略，加快
全镇和全县的经济发展， 龙胜镇按照"一区两带" (即:一区，桑江
北区;两带，勒东至双洞精加工带，勒黄至茅寨的深加工带}发展思
路，建立七个工业集中区，其中都坪工业集中区现已有10多家企业落
户并建成投产.自 2008年5月桑江北区项目正式进场动工以来，顺利征

下1030多亩土地，已经实施项目 33个，投入资金4.5亿元.即将建成的
桑江北区，将是龙胜县经济、文化结构转型的动力所在.
美丽富饶的龙胜镇，正在奏响着旧貌换新颜的时代发展凯歌，桑

江北岸新区这片蓬勃的热土，正涌动着新城区建设的春潮，在激昂的

凯歌声和沸腾的春潮声中，龙胜镇的明天一定变得更加娇烧，更加美
好.



拥军乡
龙胜各族自治县和平乡位于龙胜县东南部，东与灵川县兰回乡交界，南与l拖

桂县宛回乡接壤，是龙胜进入桂林市的门户，素有龙胜"南大门"之称。乡政府
所在地距桂林市76公里，距县城12公里，国道321线从境内横穿而过，交通十分便
利，境内有堪称"天下一绝"的龙脊梯田 。 和平乡旧称官衙和镇南，解放后才改
名为和平，取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之意，和平乡是龙胜南区游击队的诞生地，也是
1949年龙胜游击解放斗争时期的主要游击区和根据地。这片红色的热土不但记载
着龙胜各族儿女为抵抗外来侵略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也记载着龙胜各族儿女反
抗黑暗统治追求翻身解放的奋斗历程。和平街革命烈士纪念碑一直是龙胜县进行
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

和平乡辖15个行政村， 186个村民小组，居住有瑶、壮、汉等民族1. 5万
人，其中壮族占总人数的46%，瑶族占总人数的38% ，并自然形成了以金坑片区
为主的瑶族群众聚居地，龙脊十三寨为主的壮族群众聚居地。全乡总面积23
7. 3平方公里，共有耕地面积18794亩，其中水田面积9736亩，早地面积8858亩，
水果面积1855亩，森林资源十分丰富，森林覆盖率为78. 1%; 水电资源丰富，水
电、风电开发前景广阔。和平乡有传统的龙脊"四宝龙脊辣椒、龙脊茶叶、
龙脊香糯、龙脊水酒。 近两年引进了罗汉果、百香果、韩国辣椒、优质泊茶等订
单农业，并建立了五个农产品生产基地(名特优水果、龙脊辣椒、龙脊茶叶、毛
竹、罗汉果) ，通过加大对农民的科技培训力度，农业科技含量不断提高。
和平乡是龙胜各族自治县百里旅游长廊的重要乡镇，境内民族风情浓郁、旅

游景点众多，有金竹壮寨、黄洛长发瑶寨、平安壮寨梯田、金坑瑶寨梯田等。近
年来乡党委、政府围绕"优产业结构、建美丽乡村、创旅游名乡"的工作思路，
坚持旅游发展优先的战略思路，充分做好、做足"龙脊梯田旅游"和"乡村民族
风情源"这两篇文章，进一步挖掘"天下f绝"的龙脊梯田旅游资源潜力，把努
力改善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延长龙脊梯田的观赏期，做大民族风情游，作为切入
点，通过精心策划，不断加大旅游宣传和促销力度，举办了"龙脊红衣节"、
"龙脊金秋"、 "大寨晒衣节"、 "龙脊梯田换妆造景"等旅游促销和宣传活
大大§峰高龙脊梯田的知名度，充分展示和平乡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风情。同

臣费，对和平大路口停车场、龙脊古壮寨、 景区公路、服务
，副业扭曲血，使龙脊景区面貌焕然一新，中外游客纷至沓

，旅游营业收入达到1880万元.
，工业总产量21905万元，固定资产投资

金乡公路总里程达480公里，

高压电、程控电话、 等级公路村村
建成水电站7个，总装机容

金乡义务敏育完成
蝙乡风貌欣欣向来.

勇于开拓，奋发进取的乡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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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水乡位于龙胜各族自治县中部地区，庭县城12公里，距温
泉20公里，处在龙胜至资源旅游热线上，桑江、省道穿乡而过，是
龙胜龙脊至温泉百里旅游长廊贯穿最长的乡镇之一 . 辖9个行政村
134个村民小组和1个街委会，居住着苗、王器、壮、汉等少数民族，
总人口1. 3万人，其中瑶族占 47.6" . 泪水乡资源丰富，交通便利.
境内的潘内梯田大气啧穗，宛然缠绵;西江坪林海茫茫，湖光山
色，风光满施;民族文化底蕴深厚， 古朴悠远，独具特色.是一个
集民族、民俗文化与自然景观于一体的生态旅游的民俗乡镇.

1934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途经该乡，并在境
内发起了泪水马堤河口阻击战，同时三军团首长还在光明岩下接见
了瑶族同胞， 为他们指明了寻找光明的道路，现尚存留"红军绝对
保护瑶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的石刻 . 此外，泪水还是龙
胜游击队洒江分队的诞生地.

泪水乡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据"抓规模、兴产业，整资源、展风
情，优服务、促三农，强素质、建新村"的工作思路，全乡干部、
群众齐心协力、顽强拼搏，扎扎实实抓好各项工作.

全乡共有水电、硅业、黄金、木材加工等企业 320家，从业人
员 837人 ， 2009年，已完成工业总产值1. 61亿元. 积极推进"龙脊温
泉"百里文化长廊建设，挖掘、整合民族文化资源，和培育传统民
族文化产业，目前， 排坊苗寨、细门瑶寨、大唐湾伺寨、里排壮寨
已初具规模， 并着力打造"红衣节"、 "泪水民族风情衡"等民族
文化旅游精品 .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逐步形成竹、杉、罗
汉果、韩国辣、土鸡养殖等长短结合产业，农民人均纯收入2718
元 . 坚定不移地以文明村屯创建为载体，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活动，大力改善生产生活环境，依托民族文化 ， 提高农民非农收
入. 2009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达到1. 7亿元，全年全乡财政
收入达632万元.



自治县东北部，东临兴安、资源
和平两乡毗邻，北与马堤乡及
里.省道、三县联网公路穿

, 1佣个村民小组，总人口为
壮、伺等少数民族5482人，

2平方公里，摒地面 l 因地制宜、奋发进取的乡领导班子
1. 28'亩，全乡拥有林地70522. 7 
这里民风津朴，民族文化多姿多
盘王传说远古神奇，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 过的地方，亦是解雄战争时期龙胜游

团成立眉，特别是改革开披以来，革命老区江底乡经济 社会及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蝙乡风貌日新
月异.党的十一届三中金会以来，江底乡历届党政领导班子紧 紧围绕"长曾木、中抓竹、短抓蔬果和畜
牧，突出水电和....的经济发展思路，摞刻领会党的十 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摞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勇于创新、奋发进 取，不断加大基础建设投入，使全乡各项事业跃上
了一个新的台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2009年全乡实现农业总产值5628万元，同比增
长19. 8\;工业总产值7210万元，同比增长7.42%; 第三产业总产值3460元，同比增长16. 7%;固定投产投入
1. 2亿，同比增长22.67%.

江底乡民风淳朴、民族风情浓郁，境内气 候宜人，自然资源丰饶，风景秀丽怕人，闻名遐边的"龙胜温
泉"、 "国家级森林"公园就位于该乡境 内。今天沐浴着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春风，江底人民正以崭新
的姿态、昂扬的斗志，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征程中阔步前进!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经济发展、
环境优美、社会和谐、人民富裕的新 江底一定能够在越城岭下，桑江、河畔迅速掘起。

新建的江底乡人民政府办公楼.

江底乡党委政府积极带领当地群众大力发展毛竹林，
引导农民群众科学管理并组织产品深加工，发展毛竹林
2∞00窗，每年为农民增收100多万元，毛竹成了当地群
众的摇钱树.

20世纪80年代由于交通不便，
江底乡建新村黄家寨群众以放排的
形式，在小溪中艰难地放运毛竹。

江底乡把"整村推进"作为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多
渠道筹集资金加大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图为2006年

6月 22日贝围公路破土动工。



马堤乡位于龙胜县的东北部， l!é县城23公里，东临江底乡，南接i田水乡，西
与伟江乡相邻，北靠湖南城步五团 、 南山牧场，龙城公路是正在开发的彭祖坪旅
游区的重要通道。 马堤全乡面积141.8平方公里，辖8个村民委员会， 111个村民小
组，人口1.12万人，居住苗、 军毒、 伺 、 壮、 汉五个民族，其中苗、 黎族群众占总人

口的9防100
1934年12月 8 日至9 日，中央红军进入越城吟后，在马堤一带展开了英勇的马堤阻

击战，有效地牵制和阻击桂军的前进，掩护军委纵队及主力红军顺利自江底过马堤、
伟江，进入乎等，马堤乡这片土地既留下了红军的战斗足迹，也记载着龙胜各族人民
解放斗争的业绩。 这红色的热土，历经76年的奋斗，如今已发生了令人欣喜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在上级的关心关怀和国家政策扶持下，马堤乡经济社会有了长足

发展，到 2∞8年底，全乡发展柑桔 、 梨子 、 杨梅等水果2948亩，松、 衫用材林
31905亩，毛竹1067亩三木"药材10229亩，茶叶470亩，每年以芙蓉村为中心辐
射带动种植商品蔬菜达3∞0亩以上，马堤"苗乡牌" 蔬菜在广东等地的南方蔬菜市
场颇有名气， 2010年全乡以茄瓜为主的夏季蔬菜等面积达到∞多亩。 近年凤鸡养殖
逐步发展成为群众增收的新门路，被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确认为地方新物种的
"翠鸭"，在马堤乡境内翠鸭"保种场已成为高山片区群众的主妥收入来源

之一。

马堤乡党委、政府坚持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走 "打造山区绿色大菜
园"的经济发展思路，大力发展壮大元，公害蔬菜种植，狠抓特色"风鸡" 、
"翠鸭"养殖业。 特别是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通过大力推进项目
建设，使得马堤乡经济得到增速加快，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发展。 相继创立
了"协会+农户"等一批新型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完成了本乡蚊香厂、
采麟厂等一批企业改制;成功引进了投资超过2亿多元的芙蓉河电站
等一批大型项目;实现了全乡所有行政村通公路、 大部分组与纽通
马路的目标;教育等事业蓬勃发展，医疗、社保等社会保障体系
已基本覆盖全乡;农民人均收入达到2660元，年均增长达到

15%..... . 

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关怀下，乡党委政府团结全乡
各族人民发愤图强、 艰苦创业，几代人用心血和

汗水谱写出了马堤乡这片红色土地历史新篇

章，为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宏伟蓝图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伟江乡地处越城岭南麓，湘桂两省交界的八十里大南山下，位于龙胜
县西北部，距县城48公里.全乡辖8个行政村113个村民小组， 2358户，总
人口 9573人，以苗族人口为主，苗族占全乡总人口的90% 以上.总面积
170.6平方公里，海拔630米- 1480米，是桂林市平均海拔较高的边远乡镇
之一.亦是红军长征途经的地方和龙胜东区游击队的诞生地及游击区.

过去，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历史原因，伟江乡人民群众长期生活在
贫困之中，全乡人均收入不足400元，人均有粮不足150公斤.是龙胜县贫
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也是大桂林最贫困问塞的地区伟江水冷冷兮
兮，床上无被盖羡衣，盖得头来脚又冷，一夜烤火望鸡鸣这首古老的
歌谣是伟江数百年来"望不到头苦日子"的生动写照 .

如何改变伟江贫穷落后的面貌?如何使农民脱贫致富?伟江乡党委、
政府通过认真调查研究，把目光投向了大片宜林荒山和低产水田，找准了
一条利用荒山荒坡大力发展"三木"药材和优质水果，利用红薯地、低产
水田大力发展反季节无公害蔬菜，围绕建一个以南山梨、月柿为主的万亩
离山无公害水果园，建一个以西红柿、龙脊辣椒、南山萝卡为主的万亩反
季节蔬菜园，建一个30000宙的"三木"药材生产基地的"两园一基"工作
思路，大力发展高山特色农业林业、发展名优农产品，建成了一批农业科
技示范基地和经济林木、水果、药材、蔬菜种植园.同时克分利用水利电
力、风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引进资金开发水电、风能，目前已建成的
电站有天河电站、银河电站、碧林电站，正在建设的电站有南山电站、汇
林电站、南山风力电站等，水电已成为伟江乡财政收入的支柱. 2009年，
全乡实现农业生产总值4463万元，相比1997年的 1171万元增长了 281%; 组
织财政收入250万元，相比1997年的 36万元增长了 594%; 农民人均收入达
2486元，相比1997年的 1612元增长了 54%;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408万元，
更是12年前时所不可比拟的 .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伟江革命老区各族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精神，努力发展经济和文化科学教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在生产、生活、
交通等各方面有了较大的改善，现今100%的农户用上了电， 98%以上的农户
看上了电视，高档家电、汽车、摩托车等不断进入农民家中， 60%的农户用
上了沼气，全乡安装了有线或无线电话600余部，随着通信覆盖率的逐步提
高，农村大部分人口用上了手机，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逐步得到提高，人
民安居乐业.如今勤劳的伟江人民在高山特色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上，正
在用自己的双手谱写新的致富篇章.



平等乡位于龙胜各族自治县西北部，距离县城65平方公里.东、商与伟江乡、乐江
乡按攘，西、北与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通道俩族自治县相邻.全乡总面积356平方公
里.是红军长征经过的伺族聚房区，同时也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首i
攀义旗的地方和龙胜东北解放区北区人民政府的所在地。

全乡糟21个行政村， 281个村民小组，总人口2.96万.共居住有有伺、茵、瑶、

壮、汉等民族，其中伺族人口占85%以上。
平等乡场内山山有泉水，沟沟有溪流，森林植被较好，覆盖率达80%以上，林地面精

积42.1万亩，毛竹蓄积量200万根.全乡总耕地面积(包括旱地) 27573亩，其中水田面
积18386窗.平等乡盛产水稻，境内种植有柑桔、板栗、三木药材等名特优水果及名

药材:常年可种植的反季节无公害蔬菜有g 西红柿、南山萝卡等.近年来全乡利用商海
拔地区盛产优质西红柿，大力发展西红柿产业，以特色产业占领市场，兼顾发展毛竹、
木材、厚朴药材等项目增加农民经济收入来源.

平等俩乡红色旅游资源丰富，有龙坪红军楼、龙坪审敌堂、平等红一军团政治部旧
址、龙坪红军军委遗址、毛泽东住址等多处红色旅游景点。 此外，俩族标志性建筑如鼓
楼、风雨桥、凉亭迎八方游客，闹"春牛偶族大歌、芦笙歌舞，偶戏、彩询、革
龙、"草狮，百家长龙宴席以及伺锦、刺绣、伺族服饰等民俗展示俩族原生态文化.
外这里风景宣人，有被嗡为"南方呼伦贝尔"的商山大草原与南山风电、南山
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另外还有隆江村"拜王滩"瀑布及神奇壮观的"寨枕梯田"。

该乡广商村被列为国家民族文化联系点，有保存完好的吊脚楼、鼓楼、岩饵、

赂、风雨桥、石跳桥〈伺族称石乐〉、浸信会"福音堂"、三龙土地神庙、文庙，琵
琶，芦笙，曲艺，歌舞等节目先后接待过日本、国家、自治区、市、县来宾专场表演以
及其他社会团体的访问演出. 2∞6年建成广商村鼓楼，楼高28米，共十五层，是桂林市
鼓楼之最，广西第二高鼓楼，体现伺族的建筑精华。

平等乡不断调整企业发展思路，大力开发水电资源和矿产资源，水电项目蓬勃发
展，截至2010年8月，已开发梯级水电站达19个，总投资达6.6亿多元，装机容量达
11.16万千瓦，目前有在建的亚洲第一高水头发电站南山电站，垂直高度达1000米，装机
7. 2万千瓦.正在实施的商山风电站投资1. 8亿，装机11万千瓦.

此外，矿产资源丰富，其中金、银、铜、滑石、大理石、花岗岩、煤等蓄量较大，

己探明并正式开来的花岗岩蓄量达30亿立方米，新建的由美国矿化集团投资的滑石开来
公司，年产矿块2万吨.引进桂林美名扬茶叶有限公司4460万元面积达1000公顷的高山云
雾茶基地.木材厂、滑石矿、金矿、砖厂等企业的良好发展促进了地方民族经济的发

展.

平等乡是俩族聚居区，伺族民族文化底蕴深厚.伺寨"三宝"鼓楼、风雨桥、凉亭
形成平等寨中有鼓楼，巷道有青石板，寨边有水井，山路有凉亭的伺文化景观。据统
计，平等乡境内的鼓楼就有59座，风雨桥26座，凉亭36座。平等的民俗文化丰富，几乎每一
个村都有属于自己的节日，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胞回村农历六月初六的"尝新节广商村
正月初六的"鼓楼文化节平等村农历六月二十四的赶会集，龙坪村农历六月十五的
"萨堂"节等.每当节日 :来临，各村杀猪宰羊，举办隆重的祭祀活动，摆百家长龙宴席，品
.鱼、.鸭、酸肉，饮自酿红薯酒，赏民族节目，祈褥来年粮食丰收，身体健康，邻里和
隧.代表性的民族节庆活动有闹春牛、舞草龙、应颈龙舞、伺族大歌、多耶舞、伺戏、
琵琶歌、踩石轮舞等，流传下来的伺族工艺有纺纱、织布、织花毯、织花带、绣俩锦、
织竹篮、织背篓等.

----

团结奋进、勇于创新的乡领导班子 在建的亚洲是高落差电站一一南山电站

傲然挺立的红军楼

群众性文娱活动丰富多彩

城乡建设日新月异



乐江乡于1987年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位于龙胜县西北部，与外县的三江、通递交界.全乡共辖13个行政村，
行政区域面积22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9897亩.农村人均有耕地1. 07窗，农民人均收入2573元.全乡人口 19775人，其中农
业人口 18551人，境内居住着苗、瑶、伺、壮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8%. 1934年12月下句中国工农红军长
征途经该乡并在乡境发起石村、河口、光明阻击战. 1949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爆发了地灵宝蹭农民起义，是地宝游
击队的诞生地.

乐江乡境内峰峦叠峙，四季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自然物产丰富.森林覆盖率达82%. 绿化程度为 95%; 全乡盛产柑
桔、油茶、罗汉果，人均有水果面积0.5亩，是全县的农业大乡，工业主要是以竹木加工、冶炼、水电矿石开采为主，全乡
有大小加工企业38家，矿产主要有铸矿、锺矿和石英矿，储量丰富，品质优良;水力资源丰富，可开发利用的水力资源为
2万千瓦.

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 20多年来，民族经济快速发展J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2010年与 1987年相比，工业总产值
从300万元增加到9813万元，地方财政收入从39.9万元增加到 310万元.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经济发展基础不断务实.全乡社会固定资产总额累计达4亿多元，通村(组)路建设得到较大突
破.目前全乡公路通村率达100%. 通组率达75% .投资600万元的乐江硅厂已建成投产;投资3600多万元建设的乐江电站已
蓄水发电.此外，瓢平公路的开工、洪水河电站的建设和石腊电站的建成发电，以及宝赠水厂，光明对河电站、百里电站
的筹建，为乐江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农业稳定增长，扶贫攻坚成效显著.农业总产值达到5180万元，粮食总产量达到670万公斤. 2009年完成财政收入247
元.全乡贫困人口由 1987年的7500人减少到1536人，人民生活也不断改善"生活质量有效提高.

工业保持持续稳定发展，形成了以木材加工、矿产资源开发，硅冶炼以及电力为主的工业体系.
科技、文化、教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成绩斐然. 2010年全乡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以

上，青壮年文盲下降到 O. 51'.全乡各类科技培训11 受训人数达1. 5万人次，占全乡总人口数的98%. 走
出了计划生育扶贫的新路子，促进了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201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
O. 3%. 文化、卫生、广播电视事业蓬勃发展，城乡电视覆盖率达100%以上，实现了广播电视"村村
通全民健身、群众体育运动和文化活动蓬勃开展.

今日的乐江，安居乐业的各族人民正沐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春风昂首阔步，走向更加美
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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