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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

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力求达到

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贯串辖区古今，详今略古，记载时间上自汉代起，下限为

1990年，着重记述鱼峰区解放以后情况，突出本区特点和地方特色。

三、本志设篇、章、节。志首有<概述>和<大事记>，志末设<附录>o

全志分18篇，74章，153节。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多种体裁，以述为主体o．概

述以记述为主，述论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事本末体；各专

志采取横排纵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的方法。

五、本志收入人物，本着“生不立传”、“本籍为主”的原则，对在世的

名人列表简介o

六、民国以前用朝代纪年加注公元，月日用夏历；民国时期用民国纪

年，月日用阳历；解放后全用公元纪年。解放后专指1949年11月25日

柳州解放以后。

七、数字书写和计量。除引文、序数、约数、民国以前的朝代纪年外，

均用阿拉伯数字。解放前按当时计量计算；解放后，以国务院1984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为准。

八、本志资料，部分取自南京、武汉、广州、南宁、桂林、柳州市等地的

档案馆和图书馆；大部分由市、区有关部门、单位提供；一部分采自知情

人士的口述、笔录。除有必要者外，一般不注出处o

3



概 述

鱼峰区位于柳州市东南部，地处东经109。24 7—109。27 7，北纬24。

16’一24。26 7，东濒柳江，南邻羊角山乡，西接柳南区，北抵柳东乡，西北隔

江与城中区相望。面积21．22平方公里。

辖区历唐、宋、元、明、清以至民国初年，属马平县。民国20年(1931

年)马平县改柳州县o 22年(1933年)设立屏山镇公所，属柳州县雍和区

辖o 26年(1937年)柳州县改为柳江县。柳江县解放后，设立柳州市，城

市基层政权组织多次调整，鱼峰辖区经过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公所、

人民公社几个阶段，至1979年9月成立鱼峰区人民政府o 1990年，全区

共设天马、驾鹤、箭盘山、五里亭4个街道办事处、32个居民委员会。居

住着壮、汉、瑶、回、侗、毛南等24个民族，共有居民44709户，177503人。

中国共产党在鱼峰区有着长期的革命斗争历史。民国16年(1927)

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水南村、窑埠村成立了农民协会，向

统治阶级展开斗争。民国29年(1940年)春，驻在窑埠村的国民党第四

战区司令长官部建立有中共特别支部，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进

行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民国31年(1942年)设在太平东街南一巷的柳

州日报社，基本上为中共地下组织掌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群众积

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解放战争初期，中共广西农委在颇家巷设联络
站，柳州地下党在屏山镇小学、水南村、窑埠街、鸡喇村、农机公司内，先

后发展一批共产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在领导广大群众为推翻国民

党的反动统治进行艰苦斗争中，迎来1949年柳州解放。

辖区内的太平圩早在明、清时期已是柳州最大的农贸市场，至民国

18年(1929年)前，辖区内只有一些小手工业o 18年2月，在鸡喇建成柳

州机械厂，是广西当时最大型的机械工厂。抗日战争开始后，北方大批

工商业主迁来柳州，在驾鹤路、鱼峰路办起一批机械修理厂、铸造厂和汽

车修理厂，逐渐形成柳州的工业区。解放后，党和政府办起一大批国营

企业，全市的机械制造业、电子仪表工业和食品加工业大部分集中在本

辖区，柳州市唯一的卷烟厂及造船厂亦在辖区内。1958年办起的街道工

业，为鱼峰区的经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

拨乱反正，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发展经济方针，鱼峰区经济获得较

大发展。1982年，区属企业提前45天完成生产计划，工业总产值达
5



1660万元，比1981年增长26．3％。1988年3月，区长李冠一召开新闻

发布会，公布《鱼峰区经济发展优惠政策的决定>，会后，共接待各种类型

工程技术人员100多人(次)，正式调入8人，招聘退休工程技术人员17

人。是年，鱼峰区工业总产值达3007万元，比1987年增长34．2％o

1990年，鱼峰区在区属企业中继续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推行和完善

承包责任制，并大力扶持个体经营户，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

并存，使区内的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有较大发展。至1990年底统计：驻

区国营企业81家、区直属工厂12家、国营商业261家、集体商业245家、

个体商业1415家，并有农贸市场13个，形成辖区内市场全面繁荣的局

面。

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抓紧精神文明建设。从1981年起，辖区广

大人民群众积极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三优一学”等活动o 1984

年，鱼峰路居委会向北京人民学习，首先开展了“门前三包”活动。至

1989年止，各居委会与沿街单位(门面)签定门前三包协议书的共有

1．3338个。1987年后，辖区内开展“创建文明街”、“争当文明市民”、“创

建五好家庭”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出现了助人为乐、拾金不昧、见义勇

为、艰苦创业的新风尚o 1988年，鱼峰区参加柳州市“三优一学”竞赛活

动，连续4个季度获得优秀，评比总分第一名。1990年，鱼峰辖区计有自

治区级文明单位3个，柳州市级文明单位60个，区级文明单位62个，文

明巷4条，文明楼院4栋。同时开展军(警)民共建活动，把“双拥”工作

推上新台阶，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建对子由

1981年的1个发展到1990年的28个，军(警)民共抓“四有”教育，共育

“四有”新人，共创“三优”水平，推进了两个文明建设。

围绕精神文明建设，抓好社会安定团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创建

文明城区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共鱼峰区委狠抓综合治理，坚持贯彻“打防

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公安、检察、司法部门依法从快、从

重打击杀人、抢劫、伤害、强奸妇女等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弘

扬正气，社会治安形势日趋良好。为了加强社会治安管理，实行内保单

位保卫安全责任制，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治安联防o 1988年，全区

有治保会28个，治保委员154人，综合治理小组67个，成员228人，调解

委员会136个，调解人员2115人o 1990年，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把

治安工作落到实处，在鱼峰区治安巡逻防范指挥部的领导下，组织巡逻

队伍、设立治安岗卡，实行昼夜巡逻站岗。全辖区企事业单位建立治保

组的有75家，有专职保卫干部251人，护厂队90个，队员777人，治保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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