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翰j灏燧鬻；；一
餮惹逮羞嚣委誉枣：缓绫



柳州地区计划志

柳州地区计委修志组编

一
一九九五年·柳州



．主编 覃瑞廷

编辑 廖金朗 贾干玉 覃书稳

顾问 杨文献



序

新中国成立以来，计划正式列入政府工作部门，计划工作作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策一直起到综合、监督和参谋作用。地方志乃一方

之全书。作为地方政府工作部门之一的计划部门，’所修其志，自然也是

地方志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柳州地区计划志》主修人历经近载，

备尝艰辛，罄撷史料，精心撰定，终于问世。其内容之翔实，线条之明

朗，体制之规范，跃然纸上，诚为一篇不可多得的部门史志。
。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预即预谋，预谋就是计划。计划贯穿人类一

切活动之始，甚而至终。柳州地区计划部门经几代人努力，积数十年之

功，总结出一套科学系统方法，计划准确率日见提高，为柳州地区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可喜可贺。“长江后浪推前浪’’，相

信从事柳州地区计划工作的新一代，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代胜过

一代，撰写新的篇章。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修志的目的，不限史实记载，还为后人提供

启迪。但愿《柳州地区计划志》能为从事决策管理和计划管理的人们引

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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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自西汉以来“历朝有史，各地有志’’，

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党和政府历来重视修志工作，

《柳州地区计划志》的问世可见一斑。

柳州地区新编地方志工作始于1 979年，主要编修县(市)志，1 994

年经地委和行署决定，开始编修《柳州地区志》，《柳州地区计划志》是其

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属地方志的一种专志，经近一年艰苦努力，收

集了数百万字的资耪、图表，由主修人员的精心编撰，终告付梓。

《柳州地区计划志》共五篇九章三十七节20多万字，述、记、志、传、

圈、表、录诸体并行，翔实、科学、客观地记载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至l 994年底柳州地区计划工作管理的形成、发展、变革及与经济

发展息息相关的史实。几十年来经柳州地区计划工作者几代人的努力

奋斗，不断进取，为柳州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同时，在志中也实事求是地把计划工作和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如实

反映。《柳潮地区计划志》是我地区有史以来第一部较全面反映计划工

作的史志，她的问世，达到了“资政、存史、教化’’的目的，并可供后人借

鉴与启迪。

《柳州地区计划志》的编撰过程，得到了地区修志办和在计委工作

过的新老同志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予以衷心的感谢。

我们坚信各位同仁，在创造更为美好的未来中，将写出更加光辉灿

烂的篇章!

桶之t锨
1 996年2月18日于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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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l、《柳州地区计划志》由序言、凡例、概述、专志、大事记、人

物、附录、后记组成。按篇章节目结构共S篇9章，以文字记述为主，

衬以图表和照片，以科学求实精神记载志书，以史料贯通全志。

2、全志上限时间，’由题材定，下限至1994年，个别章节适当下

延。
”

3、纪年方法，主要以公元纪年法。

4、惠中解放前后以1949年12‘月底全境解放为标志，1949年为
●

前，1950年为后；建西指19簇9年羔。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禽成立，并

以此为建国前和建国后。
★

5、本志行政区域范围，以现柳州地区行政区管辖内。

6、数据采用，主要以统计部门的统计资料数据。

， 7、计量单位，以法定单位为主，个别采用现仍习惯通黑的旧钢计

量。 。

8、本志对人物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收入人物篇的人员主要

列以姓名或生平麓介，不加评论。
‘

9、大事记以编年体和记搴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本着略

远近详详略适度的原则。

10、本志上挂国家计划，下联县级计委和县级经济，空闻广阔，容

量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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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时期的艰苦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的新纪元。

建国初期，进行了清匪反霸建立地方政权，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

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迅

速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

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实行有计划按

比例的经济建设。从1953年开始建立统一计划制度并实行第一个五年

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到1994年，我国经历了8个五年计划

期，经济社会发展举世瞩目。

柳州地区的工业建设获得长足发展。解放初期的1950年全地区只

有一家煤炭、一家小锰矿和两间大米加工厂及一些手工业作坊，工业总

产值799万元(1952年不变价)，到1978年工业发展到671家，工业总

产值36369万元(1970年不变价)，增长了44倍多。煤炭产量增加160

倍，锰矿石增加近3倍，食用植物油产量增加12倍，发电量更是成万倍

地增长。到1994年工业企业增加到919家，连同村及村以下工业为

31 506家，工业总产值490247万元(1 990年不变价)。在国有工业249

家企业中，中央企业7家，区属企业36家，地区属企业19家，县市属企

业187家。主客体工业的变化由1978年中央区属工业总产值占国有工

业56．1％地区属企业11．1％县属企业占32．8％，到1994年变化为

35．1％、25．1％和39．8％，即主客体工业由44比56上升为65比35，

主体工业发展加快。在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一批新的工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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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和8个。文化馆和图书馆分别由4个1个增加到9个7个和10个9

个；广播电视站(台)由1个分别增加到117个和140多个；卫生机构数

由1950年的5个发展到1978年321个，1994年379个，病床数由同期

的35张分别增加到3402张和5627张，卫生技术人员由33人分别增

加到3918人和8031人；体育和其他社会事业也相应得到了发展。

今日的柳州地区，旧中国的那种近代工业极端落后，农业也不能满

足自己的最低需要，被称之为“东亚病夫”的贫弱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

新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及

其各种相互配套的服务设施，初步实现了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景象。

然而，这个时期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频繁，尤其是发动

“文化大革命”和计划制度自身的不完善，经济建设发展遭受过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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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改革开放，推进计划体制的变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

的胜利。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百业待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

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实行改革

开放，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

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坚持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柳州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胜利。

实行改革开放，利用外资取得重大突破。改革首先在农村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城市以转换国有企

业经营机制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取得了胜利，计划体制改革由传

统的单一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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