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 明 县

宁明县是桂西南边境县，与越南毗邻，十万大山余脉横卧于县境的中越边界线上。澎润土矿储量

丰富。陇瑞自然保护区内有金花茶和白头叶猴等珍稀植物和动物。壮族人民的古代文化遗产——花山

崖壁画，引起国内外许多专家和学者的注意。

位置面积 宁明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边陲。东西最大横距 73.8 公里，南北最大

纵距 66.3 公里。东连上思、防城县；西邻凭祥市、龙州县；南与越南接界；北临崇左、扶绥

县。县治城中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156 公里。总面积 3,698 平方公里，合 554.7 万亩。其中

陆地面积 543.04 万亩，占全县总面积 97.9%；水域面积 11.66 万亩，占总面积的 2.1%。

建置沿革 本县秦属象郡地。汉、三国、西晋为郁林郡地。东晋、南北朝属晋兴郡。唐先

天二年（713 年）置羁縻思明州、思陵州、石西州于县境。宋皇祐五年（1053 年）设永平寨，

统辖三州。元改为思明路。明洪武初改为思明府，其下别置思明州。清雍正十一年(1733 年)，

改思明府为明江厅，改思明州为宁明州，此为宁明得名之始。民国初年，改土归流，置宁明、

明江、思乐三县。解放初因之，1952 年 7 月并三县为宁明县。

行政区划 宁明县现辖东安、亭亮、驮龙、寨安、峙浪、板棍、北江、思乐、那堪、那楠、

桐棉 11 个乡；城中、明江、海渊 3 个镇。下分 155 个行政村（居委会）。县治城中镇 1984 年

有 5,456 户，26,643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全县有 59,253 户，328,650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88.87 人。人口

自然增长率 19.09‰。全县有 16 个民族，其中壮族 256,060 人，占总人口的 77.9%，汉族 71,642

人，其余瑶、苗等民族共 948 人。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53 年

第一次

人口普查

1984 年

第二次

人口普查

1982 年

第三次

人口普查

比

1949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3114 3 31576 34005 55867 79.39 76.93 64.29

总 人 口 140137 145676 163484 315939 125.45 116.88 93.25

性别

构成

男 68526 71235 79943 158308 131.02 122.23 98.03

女 71611 74441 83541 157631 120.12 111.75 88.69

地区

构成

农村 127855 129933 146891 285773 123.51 119.94 94.55

城镇 12282 15743 165593 30166 145.61 91.62 81.80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东南部为土山区，山高壑深，峰峦重叠；中部为土丘陵；西部及北边为岩溶丘

陵；北部靠中为明江河谷平原，自东而西，横贯全境，面积约 1,000 平方公里。地势东南向西

北倾斜，中部偏北低平。

山 脉 十万大山余脉自东南迤通向西，延绵百余里，横亘县境南部，海拔 500 米以上大

山共 201 座。其中千米以上高山有�龙山、宝鸡山，叫娇山、小星山、百瓜山、看鸡山、公母

山、百贰级山等 8座。�龙山为全县最高峰，海拔 1,358 米；其次是公母山 1,357.6 米。

河 流 明江发源于十万大山，自上思县入境后，由东向西横贯全境，出龙州，入左江。

境内河段长 172.4 公里，河槽宽度 150-250 米，最高洪水位变幅 20 米左右，年平均流量 106.5

立方米/秒。境内大小河溪 156 条，均自南北两岸注入明江，主要有公安河、派连河、思州河

等。

气 候 本县处于北回归线以南，距北部湾较近，终年温度较高，雨水亦多。平均年日照

1,788.6 小时，最多达 2,035.2 小时，最少为 1,489.4 小时。年平均气温 22.1℃。年极端最高

气温为 40℃，一般出现在 7 月，极端最低气温为-3℃，一般出现在 1 月。年平均雨量 1,158

毫米，年最大降雨量 1,439.4 毫米，最少 840 毫米，年平均降雨日数 138.9 天，以 6至 8月最

多。月平均雨日 16-17 天，12 月最少，仅 6-8 天。主要自然灾害是水灾。1953 年至 1984 年，

先后发生洪灾 19 次。最严重的是 1955 年 9 月，明江水位达 123.53 米，受淹农作物 110,000

亩。其次为旱灾，往往旱涝相随发生。近年最严重旱灾是 1979 年 9 月至次年 5月的持续干旱，

多数溪水断流，不少水库干涸，早稻少插 50,000 亩。

土 壤 水田土壤有潴育型、淹育型、潜育型、碳酸盐渍性、沼泽型 5 大类。以潴育型为

多，沼泽型最少。潴育型分布在东安、思乐、那堪、北江、板棍、驮龙、寨安、城中、明江、

海渊等沿河平垌田，耕作层深厚，通透性、保水保肥性较好，宜种双季稻。潜育型、碳酸盐渍

性、沼泽型土壤不利于水稻生长。畲地有河流冲积土、棕色石灰土、酸性紫色土、中性紫色土、

石灰性紫色土、洪积土等。以河流冲积土居多，土质好，宜种甘蔗、花生、黄豆、绿豆等多种

旱地作物。山地土壤有砂页岩赤红壤、砂页岩紫色土、山地红壤、黄红壤、石灰性土、冲积土、



石砾土等。以砂页岩赤红壤面积最大，分布于那堪、思乐、板棍、北江、寨安等乡的丘陵山地，

土质中性或酸性，多宜林、牧。

资 源 县内有天然气、石油、澎润土、煤、铁、磷、金、银、铅、锌、铜、汞、铝、钛

铁、金红石、水晶、石膏等多种矿藏。巴探明储藏量的：煤 170 多万吨，铁矿 748.9 万吨，磷

矿 3 万多吨。煤已开采。澎润土矿分布在县城盆地方圆 34 平方公里内，储量达 5亿吨，品位

高，具有很高的开采价值。林业资源有 700 多种乔、灌木。常见的有松、杉；名贵的有木宪木、

金丝李、肥牛木、米老排、米南楂、密花美登木、金花茶、樟木等。其中金花茶是世界珍稀植

物。桐棉松株直、丫少、生长快、材积高，列为全国优良松树种。野生中草药材有 900 多种。

珍稀动物有白头叶猴、猕猴、大灵猫、麝、冠斑犀鸟、蛤蚧等。上述名贵动植物，在陇瑞山区

几乎都有。1980 年自治区划陇瑞为自然保护区。

陇瑞自然保护区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 10,402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3.83 倍，比 1978

年增长 23.4%。人均产值 317.1 元，比 1978 年增 24.5 元。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产值占 64.53%，

工业产值占 35.47%。

农 业 1984 年全县农业人口为 297,108 人（劳动力 125,191 人），耕地总面积 436,221

亩，人均 1.47 亩，其中保水田 184,708 亩。国营耕地 10,783 亩；农民集体耕地 425,438 亩，

其中保水田 184,188 亩。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78 年 1983 年 1984 年
1978 年

以来递

增率%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比

1949 年

增长%

比

1978 年

增长%

比

1983 年

增长%

农业总产值

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2075

1544

77

263

164

27

100

74.4

3.7

12.7

7.9

1.3

5796

3773

626

773

592

32

100

65.1

10.8

13. 3

10.2

0.6

7499

5203

591

940

697

68

100

69.4

7.9

12.5

9.3

0.9

6712

4205

815

991

611

90

100

62.7

12.1

14.8

9.1

1.4

223.5

172.3

958.4

276.8

272.5

233.3

15.8

11.4

30.2

28.2

3.2

181.3

-10.5

-19.2

37.9

5.4

-12.3

32.4

2.5

1.8

4.5

4.2

0.5

18.8



1984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机 9,617 台（架），合 54,957.02 马力。其中国营 11,727.2 马力，

集体有 11,245.32 马力，个体联合有 14,625.54 马力，个体有 17,358.96 马力。农机总动力比

1978 年增加 8,183.02 马力。机耕面积 43,363 亩，比 1971 年增 18,120 亩。1984 年化肥用量

21,463 吨，比 1978 年增加 12,756 吨。

粮、油、蔗；1984 年粮食总产 17,047 万斤，油料总产 571 万斤，甘蔗 116,464 吨。与 1949

年相比，粮食增 93%，油料增 3.95 倍，甘蔗增 21.3 倍；比 1978 年，粮食减 882.83 万斤，油

料增 1.48 倍，甘蔗增 2.38 倍。1984 年，收购商品粮 4.159 万斤，食油 119 万斤；比 1978 年

收购商品粮增 2,560 万斤，收购商品食油增 103 万斤。

林 业 1984 年有林面积为 194 万亩，占山地总面积的 51.9%。其中用材林 135.6 万亩，

占有林面积的 69.6%；经济林 4.2 万亩，占 2.2%。用材林以马尾松为主，共 118.6 万亩；经济

林以八角为主，有 2.9 万亩。森林总蓄积量 118.5 万立方米，其中用材林蓄积 61 万立方米。

林产品主要有木材、八角、松脂等。1984 年生产木材 39,300 立方米，八角 28,952 担，松脂

1,000 吨。落实山林承包责任制后，林业发展较快。1980 年至 1983 年共造林 591,015 亩，比

1970 年至 1979 年造林总和多 119,890 亩。

牧 业 全县可利用草场面积 120 万亩，可载畜 11.6 万头。畜牧业以饲养牛、猪为大宗。

1984 年，全县存栏牛 56,900 头，比 1978 年增 4,678 头，超过历史养牛最多（55,159 头）的

1955 年。用于耕作的役牛 37,020 头。1984 年生猪饲养 184,597 头，出栏肥猪 48,397 头，年

末存栏 136,200 头。比 1949 年增 2.88 倍，比 1978 年增 118,240 头，增长 16%。

副 业 主要有猎采野生动，植物，烧砖瓦，编织，制作商品家具等。1984 年副业总产值

为 611 万元，比 1978 年减 78.78 万元。

渔 业 全县可养鱼水面 18,684.73 亩。1984 年实养鱼水面 13,737 亩，总产量 114,700

担。

土特产品 有八角、茴油、樟木油、桐油、松香、茶油、木耳、香菇、蜂蜜、木棉花絮、

龙须草、蛤蚧、乌猿、鹧鸪、鹌鹑、果子猩、穿山甲、狐狸皮、桂皮、木菠萝、鸡皮果、柑果

等。尤以八角、蛤蚧、木菠萝、鸡皮果等著名。

八角：是调味佳品。果、叶均可提炼茴油，医药用作健胃及去痰剂。主要产地那楠、桐棉、

峙浪等乡。

蛤蚧：滋阴壮阳，中医用作强壮剂，通常泡作大补酒，也可研粉入药。主要产于驮龙、亭

亮等乡。

木菠萝：又称菠萝蜜，木本水果。果呈圆形或椭圆形，一般个重十斤左右。果肉可口香甜，

为水果中的珍味。泡酒，酒极香醇，滋阴补血。果仁可煮熟剥吃，松软而香。主要产于板棍、

明江、亭亮等乡。

鸡皮果：熟果味酸甜，有浓香，可作水果吃，然多加工作佐香料。主要产地亭亮乡。

水 利 水利工程概况详见下页统计表。



水 利 工 程 概 况 统 计 表

项 目
工程

处数

总库容

(万立方米)

有效库容

(万立方米)

保证灌

溉面积

（亩）

装机

台数
马 力 千瓦

年发

电量

(万度)

合 计

一、中小型水库

二、十万立方米以下塘坝工程

三、引水工程

其中:秒立方米以上工程

0.5~1 立方米/秒工程

0.5 立方米/秒以下工程

四、机械排灌设施

其中:柴油机站

电动排灌站

水轮泵站

3794

57

2254

1483

3

2

1478

463

390

48

25

15202.6

11227

3975.6

9946.6

6516.9

3429.7

242000

49100

35000

102000

53000

10200

38800

55900

23800

13100

19000

504

504

395

61

48

10778. 6

10778.6

7724

3054.6 2246

1297

工 业 1984 年全县工业企业 79 家，总产值 3,690 万元。其中国营企业 31 家，内有自治

区属企业 8家，职工 2,391 人，产值 1,298 万元；县属企业 23 家，职工总数 2,242 人，总产

值 2,138 万元。集体企业 48 家，职工 899 人，产值 226 万元；个体企业总产值 28 万元。

县属国营独立工业企业有：矿山公司、大闸煤矿、木材公司、建材公司、农机厂、汽车修

配厂、松香厂、水泥厂、大米厂、食品加工厂、酒厂、糖厂、罐头食品厂、印刷厂、水厂、供

电公司、电站等，产值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52.66%。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78 年 1983 年 1984 年
1978 年

以来递

增率%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比

1949 年

增长%

比

1978 年

增长%

比

1983 年

增长%

工业总产值

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78

78

－

100

100

－

2631

1921

710

100

73

27

3344

2810

534

100

84

16

3690

3065

625

100

83.1

16.9

4630

3829

－

40.3

59.6

-12.0

10.3

9.1

17.0

5.8

8.1

-2.1

电力：解放初有 1家合股私营火电厂。1954 年改为国营宁明县电厂。1961 年至 1984 年建

成的水电站有：�下、鸠鸪、派连、海丘 4处，装机总容量 8,645 千瓦。另有乡村小水电 20

处。全县年发电总量为 1,419 万度。现在全县 14 个乡镇及 72 个行政村用上了电，占行政村总

数的 48.32%。

交 通 县内交通以公路为主。1984 年有公路 41 条，总长 704.4 公里，里程比 1949 年增

7.4 倍。县至 14 个乡镇都通汽车。通车行政村 116 个，占行政村总数的 77.85%。1984 年全县

有各种汽车 321 辆，其中载重汽车 264 辆，总载重量 800 吨，内有个体户汽车 31 辆，载重量

81 吨。客运车 16 辆，营运线 18 条，年运客量 115 万人次。湘桂铁路经县境的天西、亭亮、



龙伯屯、宁明、馗塘等 5站，路段长 39 公里，南通凭祥，北达南宁，颇称捷便。

邮 电 全县现有邮电局、邮电支局 9 个，邮电所 5 个，服务点 3 处。邮路总长 2,916 公

里，比 1950 年增 21.6 倍。电话线总长 2,365 对公里，装接单机 682 部。长途电话、电报可畅

通区内及全国各地。

商 业 1984 年，全县有商业网点 3,381 个，营业人员 6,544 人。其中国营网点 145 个，

1,578 人；集体网点 296 个，1,637 人；个体网点 2,940 个，3,329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5,500

万元，比 1978 年增加 2,398.23 万元。其中居民消费品零售 4,420 万元，社会集团消费品零售

383 万元，农业生产资料零售 697 万元，国营商业零售 1,202 万元。1984 年集市贸易额 2,304

万元，比上年增加 954.9 万元。出口商品收购总值 219 万元。

财政金融 1984 年县地方财政总收入为 511.7 万元，比 1951 年增长 37.74 倍，比 1978

年增加 143.33 万元，比上年减少 18 万元。财政总支出 1,366.98 万元，历年财政收不敷支，

由自始区补足。1984 年城乡储蓄 1,236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2.02 倍。其中城镇存款 714 万

元，农村存款 522 万元。1984 年农贷发放 175.18 万元，当年收回贷款 169.41 万元，占放贷

的 96.7%。

人民生活 1984 年因受水灾，粮食减产，全县人均有粮 519 斤，比 1978 年少 91 斤。农民

人均收入 216.24 元，比 1978 年增加 153.94 元，增长 2.47 倍；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均年工

资 788 元（含奖金和补贴），比 1977 年增加 304.82 元，增长 63.08%；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

年均工资 1,098 元（含奖金和补贴），比 1978 年增加 634.68 元，增长 1.37 倍。农户年收入万

元的 138 户。1984 年耐用商品销售：自行车 7,375 辆，缝纫机 2,556 台，手表 82 块，电扇 886

台，电视机 431 台，收音机 3,284 台，录音机 662 台，洗衣机 82 台。1983 年耐用商品销售：

自行车 10,197 辆，缝纫机 4,271 台，手表 5,000 块，电扇 1,410 台，收音机 1,649 台，电视

机 593 台，录音机 737 台，洗衣机 149 台。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全县有小学 220 所，教师 312 人，学生 8,200 人，初中 3 所，教职工 60

人，学生 540 人。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到 1984 年已有高中 6 所．学生 1,492 人，初中 11

所，学生 7,941 人；农业高中 1 所，学生 194 人；小学 153 所，682 个教学点，学生 57,063

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 97.7%；幼儿园 2所，118 个班，在园幼儿 2,926 人。中学教师 541 人，

其中具有大专文化的 177 人；小学教师 2,070 人，其中具有大专文化的 9人，中专文化的 337

人；幼儿教师 74 人；模范教师 10 人。

科 技 1984 年科研单位有：县科技情报研究所、农科所、农机研究所。各乡镇有农技推

广站，行政村配有农科员。从 1980 年开始成立各种学会，现有中华医学会宁明分会、农学会、

农机学会、林学会、水利学会、电机学会、土木建筑学会、数理化学会、科普创作协会，会员

共 480 人。1980 年至 1984 年，共开办各种科技培训班 55 期，培训 5,211 人次。水泥硝粉浆

屋面防水技术，获自治区科技成果四等奖。1981 年对全县土地及林业资源进行了普查。1984

年统计，在科技人员中，有工程师（相当工程师）23 人，助理工程师（相当助理工程师）195



人，技术员（相当技术员）230 人。

文化艺术 现有县文化馆 1个，各乡镇均设有文化站。县图书馆 1个。县新华书店 1个，

各乡镇均有分店和代销点。县电影院 1 个，乡镇电影院 2个，电影场 6处，民办电影队 85 个。

县文艺队 1 个，该队 1983 年排演民族歌舞剧《蛇郎》，为广西电视台录播。县有线广播站 1

个，10 个乡设有广播放大站，共有广播扩大机 6,195 瓦，线路 2,209 公里，入户喇叭 4,320

只。有 10 千瓦×2 中波台 1 座。1975 年开始看上电视。1984 年共有电视机 1,500 台，有 50

瓦及 10 瓦电视差转台各 1座。1979 年本县创作的巨幅国画《英雄花开迎英雄》获金区美展一

等奖。民间传统文艺有山歌、彩调、采茶戏、粤剧等，尤以歌圩为盛。

卫 生 1949 年有县立医院 3所，医务人员 30 多人，病床 20 张。1984 年全县有防疫、医

疗机构 33 个。其中县级机构 5个，乡镇卫生院 10 个，工业及其他部门卫生室（所）15 个，

集体诊所 1个。病床共 421 张，其中县医院 160 张。卫生医务人员 811 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660 人，内有中医师 31 入，西医师 150 人。个体医务人员 83 人。另有乡村医生 378 人。

1984 年，全县 62.33%的育龄夫妇实行节育措施。晚婚率为 61.57%。累计领取独生子女证

夫妇 566 对。

体 育 现有业余体校 1个。1977 年至 1984 年先后向上级输送运动员 7名。

文物胜迹
花山崖壁画 在明江河耀达河段的花山崖壁上。全画幅长 135 米，高 44 米，计画人物 1,300

多个，最大的高达 3米，最小的 0.3 米，间有少量兽类和物件。全以朱色单线条勾画，行笔粗

犷苍劲。所画人物有双脚“八”字蹲、两手上举和双脚下弯、两臂前撑等式样。花山壁画是左

江一带最大的一幅崖壁画，被认为是壮族古代文化的重要遗迹，是研究壮族古代社会的直观材

料，吸引着国内外学者前来考察。已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花山崖壁画

蓉峰塔 在县城西郊。建于清道光初。塔身五层：一层题“蓉峰塔”，大门东向，上书对

联“蓉擎岳峙千重艳，峰接奎垣万丈光”，内壁画一幅，今已不辨；二层题“珠联”，壁画苍龙

布水，三层题“八合”，壁画彩凤独立；四层题“梯云”，壁画瑞鹿含芝；五层题“取月”，壁

画金鲤朝龙。塔高 44.44 米，蔚为壮观，塔内有梯通达各层。



宝盖山炮台 在峙浪乡峙浪村南。以料石砌就，异常坚固，为清末苏元春督边时所修，台

门题“镇思台”。

著名人物
黄子荣(1895－1935) 壮族。城中镇中华街人。1929 年参加百色起义，任红七军某都营长、

团长。1930 年红七军北上会合中央红军途中，指挥安福之战，大捷，后升任副师长。1935 年

在长征过草地中牺牲。

易挽澜(1899－1927) 壮族。海渊镇正街人。原名思波。中共党员。1926 年入广州农民运

动讲习所学习。回桂后被中共广西党组织委派为龙州地区农民运动特派员，任国民党龙州县党

部农民部长、中共镇南农协会办事处指导员，在下冻地区十多个村庄组织农协会。国民党“清

党”时被捕，1927 年 9 月被害于龙州。

甘湛泽(1906－1930) 壮族。城中镇南华街人。字颖川。中共党员。国民党“清党”时被

捕，后被营救出狱。1929 年任凭祥县县长。1930 年 2 月参加龙州起义，任左江革命委员会委

员、红八军总参议兼教导犬队大队长，3月牺牲于龙州。

甘怀勋(1919－1973) 壮族。城中镇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鄂豫皖区党

委委员、省委常委、安徽省立煌市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天长县委书记、临汝县委书记。建国后，

历任中共广西平乐地委第一副书记兼专员、中共广西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桂西壮族自治州

代理书记、南宁地委书记。1923 年病逝。

黄 明(1924－1948) 峙浪乡爱店人。194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爱店支部书记、

思明特支书记、思明工委副书记。1947 年领导爱店武装起义，组建思明游击队。1948 年 2 月

被叛徒杀害。

黄光照(1902－1930) 壮族。寨安乡那练村人。1929 年任国民党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副大队

长。9月配合大队长张云逸率部参加百色起义，任红七军某部团长，1930 年 10 月在红七军北

上会合中央红军途中，率部攻打融安县长安镇时牺牲。

黄守忠(?－1902) 壮族。北江乡人。字荩臣。早年参加农民起义，后流落越南。中法战

争时为黑旗军前营管带，参加了纸桥、怀德、丹凤、宣光等一系列战斗，屡立战功，为黑旗军

著名战将。1885 年率部投清军唐景崧部，任督带。中法战争后在苏元春部任分统，驻守边防。

1894 年甲午战争，调援江南，任广忠军统领。1898 年，曾领兵镇压玉林李立亭起义。嗣后退

职归乡，病死家中。

重要事件
第一个农协会和第一支农民自卫军成立 1929 年 11 月，俞作豫部到县境寨安乡那练村建

立思明地区第一个农协会及第一支农民自卫军。

中共爱店特别支部成立 1941 年 7 月，中共爱店特别支部成立。此为思明地区最早建立的

党组织。

爱店起义 1947 年 8 月 25 日，在中共思明工委领导下，经过周密的部署，不费一枪一弹，



由打入国民党爱店自卫队的同志秘密带出武器，使自卫队的两挺轻机枪、十三枝步枪和一千多

发子弹落到我地下党手中。爱店起义的成功，揭开了思明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

攻克宁明县城 1949 年 7 月 1 日，我思明地区武工队配合左江支队等，进攻宁明县城。经

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毙敌数十人，守城敌军溃逃，我游击队进驻县城。三天后主动撤退。

思乐、明江、宁明解放 1949 年 12 月 9 日、1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

第二十三团，配合南下解放军先后解放思乐、明江、宁明三县。

胡耀邦视察宁明边防 1984 年 1 月 31 日，胡耀邦同志视察宁明边防，并接见当地驻军及

宁明、凭祥、龙州三县（市）部分领导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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