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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州镇是合浦县人民政府的驻地，四周与环城公社交界，东接廉东大队，西

邻泮塘大队，南界廉南大队，北连大江大队。面积约六平方公里，辖十二个居委

会，七十八条街巷；一个农业大队，六个生产队．六条自然村。全镇八千八百六

十五户，四万零一十六人（农业人口二百四十一户，一千零七十一人），其中瑶、

蒙、回、苗、京族三百七十七人，其余均为汉族。

廉州历史悠久，唐·南汉、宋时曾称海门镇。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九八三

年）为太平军驻地。从宋成平元年（公元九九八年）至今，此地先后是廉州合浦

郡（宋）、廉州路（元）、廉州府（明清）、钦廉镇守使、广东省第八区专员公署

（民国）、钦州专区（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合浦专区（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八年）和合浦县的驻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日以前廉州镇分设附城东镇、

附城西镇，属合浦县管辖。

解放后，一九五○年设廉州镇，属合浦县管辖，一九五八年属廉州公社管辖。

一九五九年成立廉城公社，一九六○年成立廉州公社，一九六一年改为廉州镇公

社，一九六四年改为廉州镇。因此地明、清时为廉州府驻地，故名。

廉州古城始建于宋元祜年间（公元一○八七年——一○九四年），迄今已有

八百多年历史。初建的城是土筑城墙。明宣德年间（公元一四二六年——一四三

一年）才扩建成砖城，有东门、南门、西门三座城楼，四周有护城河。城区街道

狭窄，坎坷不平，交通不便，房屋大部分是平房和低矮楼房。明朝时（公元一三

六八——一六四四），廉州古城经过扩建，占地面积为零点五六平方公里。一九

四九年廉州的房屋占地零点九四平方公里。解放后，廉州镇市政建设发展较快。

现城区面积已达六平方公里。全镇共有七十八条路、街、巷，总长二十三点七公

里，绝大部分是混凝土或沥青路面。一九五八年拆除古城残垣，兴建解放路、西



华路、城基东路和城基两路。路面最宽二十至二十七点五米。中间是车道，两旁

是行人道。行人道种有玉兰、龙眼、木菠萝、蝴蝶果等花果树木，常年青翠。路

的两旁，三、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拔地而起，市容焕然一新。

工业建设发展很快。昔日廉州镇只有私人合办的一间小火力发电厂，一间碾

米厂，几间毛巾厂和三十几间生产炮竹的作坊。现在镇办企业有机械厂、炮竹厂、

商标厂、纸箱厂、化工厂、塑料厂、电珠厂、木模厂、羽毛厂、食品厂、炼乳厂、

建筑公司和珠城饭店等十七个单位。街道企业有五金厂、印刷厂，引线厂、炮竹

加工厂、旅社和饮服店等。镇办和街道办的企业共有职工二千五百人。一九八一

年产值一千六百四十六万多元。

廉州镇是合浦县的主要工业建设基地。城镇内有农垦大修厂、汽车修理厂、

机械厂、农机厂、水电机械厂、商业机械厂、电厂、油厂、炮竹厂、印刷厂、烟

酒厂、麻纺厂、五金厂、日用厂、力车厂、工艺厂、染织厂、塑料厂、服装厂、

木器厂、竹器厂、食品厂等三十多个区、地、县办企业单位。

解放前两、三年，廉州才开始有电灯。那时是用汽车发动机带动发电七瓩，

仅向三条街及一所中学供电，路灯很少。现在，由西津水电站供电或由电厂一千

四百八十瓩机组供电，用电空前普及。一九八一年镇内照明用电三百万度，工业

用电八百万度。仅三十年时间，镇内供电量增加了一千一百倍。

廉州镇商业网点遍布大街小巷。仅中山路和解放路两旁，就拥有七十九间商

店、饭店和旅社。镇内设有菜市、农贸市场和西安市场，购销两旺，市场繁荣。

廉州镇是合浦县的交通枢纽，公路四通八达。合浦至南宁、湛江，玉林、钦

州、防城、灵山，浦北、北海等公路交汇于此。还有每天通往县内各公社的班车，

以及通往八个公社和重要厂场的公共汽车。一九八一年货运量一十二万五千吨，

客运量一百七十八万人次。每当潮水上涨，西门江可通航木船，直达北海。

廉州镇，江、湖环绕，桥梁较多，城区内共有大小桥梁一十八座。仅在西门



江上就建有五座样式各异的桥梁。一九六三年用油麻石条在崩坝口下方约五十米

处，建造了一座高七米，宽十米，长四十米的还珠桥，使阜民南路与解放路直接

相通，来往方便。

文化教育事业不断发展。解放前，全镇共有中、小学学生四千四百六十五人。

一九八一年城区内有中等专业学校两所、普通中学四所、小学六所，教职员工九

百三十人，学生九千六百一十八人。还有幼儿园三所，中心托儿所一所，保育院

一所，共有幼师和工作人员九十七人，幼儿一千零四人。有县粤剧团一个，青年

粤剧团一个，镇业余粤剧团一个。解放前，镇内有一间竹瓦棚的廉阳戏院，只有

几百个座位，设备又十分简陋；另一间放映电影的骊珠戏院，也只有四百多个座

位。现在，有一座一千四百一十四个座位的电影院，两座露天影场共有四千多个

座位，以及一座还珠戏院。还有县博物馆、文化馆、文化宫、图书馆、少年儿童

阅览室、广播站、灯光球场、中山公园、湖滨公园以及街道俱乐部等文体设施，

大大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

解放前，廉州镇的医疗卫生很差，时有传染病流行，死人不少。据《合浦县

志》记载，清宣统二年（公元一九一○年）夏，霍乱症起；民国二十一年（公元

一九三二年）七月，霍乱症起，死人无数，九月始已。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

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大搞卫生基本建设，修建了两条下水道；全镇实现了公

共厕所化，猪栏硬底化，人畜粪便统一管理，进行无害化处理，大大地减少蚊蝇

孳生地。为了改变全镇人民长期饮用水不卫生的状况，国家共拨款一百万元建了

自来水厂，并安装有三十一公里长的自来水管。一九八一年供水达三十五万立方，

一九八二年达六十七万立方。

城区内有镇属卫生院，联合诊所，县属人民医院、中医院、专科医院、保健

所、防疫站，地区辖卫生学校附属医院等单位，医务人员共五百一十九人，病床

四百五十四张；郊区大队和县属较大企业均设有卫生所（室），方便了广大人民



防病治病，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镇辖郊区大队，耕地面积七百七十五亩，其中水田五百一十四亩，旱田一百

九十三亩，坡地六十八亩。以种蔬菜为主。蔬菜种植面积四百九十六亩，种有茨

菇、甘蓝（椰菜）、白菜、莲藕等十多个品种。一九八一年蔬菜产量达八千五百

四十六担。鱼塘面积一百二十八亩，一九八一年产鱼二百八十担。一九八一年底

全镇生猪存栏量为六千九百三十二头。

廉州镇内现存的名胜古迹有：海角亭、东坡亭、东坡井、东山寺、魁星楼、

明伦堂（又称文昌阁）、惠爱桥；革命旧址有：中共合浦特别支部成立旧址（今

阜民南路 52 号）、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成立旧址（石桥街原岑月英同志家）、中共

合浦中心县委机关旧址（今儒家巷蔡屋）、中共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机关旧址（今

阜民北路 12号）等，均为县文物保护单位。



廉州镇鸟瞰（1978 年航空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