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闸 口 公 社

Zhā kǒu Gōng shè

闸口公社位于合浦县城东。东临铁山港，西接石康公社，南邻白沙头港，北连常乐、曲樟两个公社。总面积一

百零五点七平方公里。从前此地称为杂利，意为物资丰富，繁杂多样，生意兴隆，经商盈利。清乾隆年间，金、米

两姓人联合在今山贝大队猫公岭脚筑一水闸，把原来流经圩边的山溪截流蓄水，灌溉农田，因而得名闸口。公社驻

地在闸口圩镇，距县城三十三公里。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前夕，为闸口乡，属第二区管辖。解放后，一九五○年为闸口乡，属第三区管辖。一九五二

年土改后，为第七区（驻地闸口圩），管辖闸口、闸南、闸西、平坡、福禄、独竹、山贝、银坑、象古九个乡。一

九五七年撤区并乡为闸口乡。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时，属南康公社管辖。一九六一年体制调整，成立闸口公社，

属公馆区管辖。一九六三年为闸口公社，属县管辖。全社辖一个圩镇大队，一十四个农业大队，二百九十个生产队，

一百六十八条自然村（镇），五千九九十四户，三万零一人，其中壮族二人，其余为汉族。

全社地势北高南低，南部濒临北部湾，较为平坦。水田以壤质沙泥田和壤质冷底田为主，其次是轻粘咸酸田。

坡地为铁子土和浅海赤沙土。较高的山岭有蛇颈岭、观音岭、天塘岭、茅斜岭等。蛇颈岭主峰海拔二百一十三点八

米。境内海岸线长达一十八公里，东起福禄大队，西至新寮大队。主要河流闸口江，发源于曲樟公社山肚大队，流

经银坑，注入闸口水库，汇入北部湾，全长一十九公里。主要水利工程有闸口水库，最大蓄水量达二千万立方米，

正常蓄水量九百一十万立方米，可灌溉农田一万五千七百多亩，现灌溉面积八千亩。



耕地总面积三万二千三百七十三亩，其中水田一万九千七百三十六亩，早田五千九百零二亩，坡地六千七百三

十五亩。主种水稻，兼种红薯，同时发展花生、甘蔗、烤烟、黄红麻等经济作物。一九八一年粮食总产量一十八万

零七百八十二担，其中稻谷总产量为一十五万五千二百零一担；花生总产量四千五百一十八担；甘蔗总产量五万五

千九百四十担。一九八一年实有林面积八万三千四百九十六亩，以松树为主。一九八一年末生猪存栏量达九千八百

六十三头；养有耕牛二千七百五十四头；淡水养殖面积为七百六十五亩，总产量二百五十八担。

该公社新平大队江�生产队盛产花生，全区闻名。该队从一九六六年起，先后推广了电白式、山东式的花生种

植方法，产量显著提高，一九七七年平均亩产达六百斤。一九八一年种四十六亩，总产一百六十五点五担。这年虽

然受自然灾害影响，平均亩产也有三百五十九斤。

社办企业有农机厂、水泥厂、化工厂、炮竹厂、食品厂、林场、第四建筑公司、工农业土产品展销部、车缝社、

运输社等十一个单位，共有干部职工一千五百六十二人。一九八一年总收入为三百一十五万零二百元。全社有汽车

六辆，大、中型拖拉机一十八台，手扶拖拉机六十八台。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也较快。有初级中学、农业中学、联办中学各一所，共有教职员工五十一人，学生四百六十

五人。有小学一十三所，教职员工二百一十人，学生四千五百二十八人。有影剧场一座，座位二千六百六十个，还

有游泳池一个，文化中心站一个。公社有卫生院，医务人员三十三人，病床一十五张。公社境内有粮所、税所、工

商所、邮电所、银行营业所、边防派出所、供销社、食品站、水产站、医药站以及北暮盐场白沙头分场等单位。

合（浦）湛（江）公路横贯公社中部，交通较为便利。

主要文物古迹有新寮大队境内的仙人桥，闸口大队境内的石鸡桥。



闻名全区的江�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