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 县

贵县系人口超百万的大县。水陆交通方便，为连结云、贵、川和广东、广西的交通要道。是全国

有名的甘蔗生产基地之一。所产白砂糖、瓦楞原纸、熟石灰粉、水泥、红砖等出口产品蜚声中外。贵

县还是著名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故乡。山川秀丽，名胜古迹较多，已列为对外开放旅游区。

位置面积 贵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居北回归线以南，地跨郁江两岸。东接桂平，

东南连玉林、浦北，西临横县、宾阳，北接武宣、来宾。县境东西最大纵距 70 公里，南北最

大横距86公里，总面积3,533平方公里，合5,299,500亩。其中陆地5,128,520亩，水域170,980

亩。县治贵城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180 公里。

建置沿革 秦属桂林郡地。汉为郁林郡布山县地。唐贞观九年(635 年)置贵州，以州境最

高山宜贵山取名。明洪武二年（1369 年），降贵州为贵县。清、民国因之。1949 年 12 月 4 日

贵县解放，沿用原名至今。

行政区划 全县现辖贵城、大圩、东龙、覃塘、三里、木格、桥圩等 7个镇；附城、庆丰、

奇石、中里、古樟、蒙公、黄练、石卡、大岭、新塘、瓦塘、木梓、湛江、八塘、东津等 15

个乡。乡（镇）下辖 304 个村（街）民委员会，2,735 个自然村（屯），9,709 个村民小组。全

县有大小圩场 36 个。

县治贵城镇，1984 年，有 19,418 户，99,979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65,171 人，农业人口

34,808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全县有 220,836 户，1,219,110 人，其中农业人口 1,128,048 人，非农

业人口 91,062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345.06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14.19‰。据 1982 年第

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县有 26 个民族，其中汉族 834,116 人，占总人口的 71.66%；壮族 329,328



人，占总人口的 28.29%；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布依、朝鲜、满、侗、瑶、白、

土家、土、达斡尔、仫佬、毛难、黎、傈僳、塔吉克、保安、京、塔塔尔、水等民族 546 人。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50 年

1953 年 1964 年 1982 年

第一次

人口普查

第二次

人口普查

第三次

人口普查

比 1950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122072 129798 160459 208817 71.06 60.88 30.13

总 人 口 610361 617926 729118 1163990 90.71 88.37 59.64

性别

构成

男 310063 316075 370144 595295 91.99 88.34 60.81

女 300298 301851 358974 568695 89.38 88.40 58.42

地区

构成

城 镇 53956 46234 55762 58016 7.52 25.48 4.04

农 村 556405 571692 673356 1105974 98.77 93.46 64.25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西北部为岩溶峰林地带；北部有马蹄形的莲花山脉，山脉间有狭谷盆地；西部

边缘属镇龙山脉；南部为山地；郁江由西向东南贯穿县境中部；东部、中部和西南部为丘陵和

沿江平原。全县大约四分山地，一分水域，五分平原。整个地势是北、西、南三面较高，向东

面倾斜。

山 脉 北部莲花山脉，由桂平伸入县东北角后向南转而复向东北，廷绵至武宣县境；主

蜂大平天山，海拔 1,157.8 米；还有石马山、猫头山、狮子岭等，海拔均在 500 米至 700 米之

间。西北部石山星罗棋布，多是独峰壁立，且洞穴多，海拔均在 500 米以上。西部镇龙山脉的

主蜂镇龙山，海拔 1,140 米，是与横县的分水岭。县南端山地为六万大山余脉，最高峰帽子顶，

海拔 599 米，其余群山海拔均在 200 米至 500 米之间。

河 流 县内大小河流 45 条，总长 517.4 公里，均属西江水系。主要河流为郁江，西自横

县入境后经县城向东流去，至东津流入桂平县境；流经境内长 100 公里，年径流量 458.4 亿立

方米，最高水位 47.85 米（1968 年），最大洪峰流量 1.28 立方米/秒。此外还有 4条较大河流。

东北部的马来江，源于平天山北面，汇入达开水库后，经桂平流入黔江。鲤鱼江源于横县镇龙

山北面，从居仕入境，经贵城小江流入郁江。南部的武思江，源于六万大山北麓，经浦北、玉

林，从蕉田入境，汇入武思江水库后，经新平流入郁江。东南部的黎村江，起源于玉林葵山，

从湛江蒙村入境，经桥圩、瓦塘流入郁江。上述河流中，郁江能常年通航，武思江仅有 6公里

河道于春讯后可通木帆船，其余不能通航。另有地下河 8条，总储水量 109.2 亿立方米。

气 候 贵县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均气温 21.5℃。7月最热，月平均气温 28.6℃；

1月最冷，月平均气温12.3℃；极端最高气温39.5℃，出现在1979年7月；极端最低气温-3.4℃，

出现在 1955 年 1 月中旬，年均降雨日 164 天，年均降雨量 1,428 毫米。年均无霜期 353 天。

主要气象灾害有大暴雨、强寒潮、强风、霜冻、冰雹、旱灾、倒春寒等。1951 年至 1980 年出

现涝灾 47 次，其中重涝 8 次。1961 年 4 月 22 日的大风暴雨，灾及 14 个公社，146 个大队，

被淹的水田达 12 万亩。1955 年至 1980 年的 26 年中，曾出现重春旱 5年，中春旱 7年，重秋



旱 7 年，中秋旱 11 年。1975 年 12 月 8 日至 31 日，出现近 60 多年来强度最大、时间最长的

寒潮，气温下降到 0.2℃，罕见的冰雪压断林木，冻死耕牛和农作物无数。1970 年 4 月 18 日，

大圩、东津、黄练等乡（镇）降冰雹，并伴有暴雨、龙卷风，冰雹大者象脸盆，重 20-30 斤，

造成人畜伤亡、房屋倒塌，损坏秧苗、玉米苗、花生苗、甘蔗、黄豆等 11,722 亩。

土 壤 全县共分水稻土、赤红壤、石灰岩土、紫色土、冲积土等 5个土类，14 个亚类，

46 个土属，132 个土种。水田土壤按水性，水质分为淹育型、潴育型、潜育型、沼泽型、侧渗

型、矿毒性等亚类。据 1982 年普查，潴育型土壤 583,677 亩，占水田面积的 80%，其特点是

土层深厚，质地适中，大多呈酸性，适种性广。偏酸偏碱田、烂湴冷底田、矿毒田约占水田面

积 15%，不利于水稻生长。旱地以第四纪红土、沙页岩土、石灰岩土、紫色岩土为主，共 376,436

亩，占旱地面积的 94.78%，其土层深厚，多呈酸性，宜种甘蔗、西瓜、果树等经济作物。山

地 153.5 万亩，地层主要由寒武系及泥盆系砂页岩红壤组成，多缓坡，宜发展杉、松等用材林。

资 源 矿藏有铁、钛、铝、铅、锌、锑、金、银、白云石、石英石、石灰石，钾、磷、

石膏、煤等 10 多种。已开采的有龙头山金矿，品位为 3-5 克/吨；新民银矿，品位为 100-250

克/吨；木梓铜矿，品位为 3%；庆丰铝矿，品位为 5%；锌，品位为 10%；郁江沿岸及支流有钛

矿，品位为 48%；石灰片石含氧化钙 50%；樟木煤矿，品位为 2,500 大卡。野生动物有蛤蚧、

毛鸡、穿山甲、山猪、黄猄、果子狸、眼镜蛇等。野生鱼类有斑鱼、桂花鱼等名贵品种。境内

郁江蓑衣滩可建 15 万千瓦大型电站。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 51,255 万元，比 1950 年的 7,676 万元增加 5.68 倍，

比 1978 年的 37,697 万元增长 35.96%，比 1983 年的 57,233 万元下降 10.45%。1978 年以来递

增率 5.3%。1984 年人均产值为 420 元，比 1950 年增长 2.34 倍，比 1978 年增长 20.34%，比

1983 年减少 13.97%。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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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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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5

5005

5

954

844

427

100

69.37

0.06

12.95

11.70

5.92

23464

15099

163

3668

4238

296

100

64.35

0.69

15.63

18.06

1.26

36903

22730

260

7127

6384

402

100

61.59

0.70

19.31

17.30

1.09

29846

19721

358

5061

4493

213

100

66.08

1.20

16.96

15.05

0.71

314

294

7060

442

432

-50

27.2

30.61

119.63

37.98

6.02

-28.04

-19.12

-13.24

37.69

-28.99

-29.62

-47.02

4.09

4.55

14.01

5.51

0.98

-5.34

农 业 1984 年全县有耕地 1,203,622 亩，农业人口 1,128,048 人（劳动力 501,500 人），

人均耕地 1.07 亩。其中水田 750,924 亩（有效灌溉面积 741,300 亩，旱涝保收 665,100 亩），



旱地 452,698 亩。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农田水利设施的改善和科学种田的推广，农业生产迅

速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推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改变“单一经营”，发展

多种经营，并讲究经济效益，使农作物产量和农村商品生产都得到迅速发展。

1984 年全县拥有农业机械 8,223 台，22.34 万马力，其中各型拖拉机 5,393 台。现有农机

总动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18.56 马力，比 1965 年 0.15 马力增长 122.7 倍。

粮、蔗、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六年间粮食递增率为 3.3%，甘蔗为 21.7%，油料

为 2.2%。1984 年，粮食总产 81,515 万斤，比 1983 年减 9,425 万斤，下降 10.36%，比 1978

年 65,136 万斤增长 25.14%；甘蔗总产 781,719 吨，比 1983 年增长 21.25%，比 1978 年增长

225.39%；油料 2,154 万斤，比 1983 年增长 3.2%，比 1978 年增长 13.97%。

林 业 1984 年全县有国营林场 4 个，县办林场 1 个，苗圃 2 个；乡、村林场 60 个。全

县宜林面积 153.5 万亩，占总面积的 28.97%。现有林面积 70 万亩，占宜林面积 45.6%。森林

覆盖率 13%，立木蓄积量 81.47 万立方米。用材林主要有松、杉，占森林面积 74.46%，经济林

有油茶等。平天山国营林场，跨中里、东龙、覃塘 3个乡（镇），总场下设 6个分场，共有职

工 333 人，总面积 69,173 亩，有林面积 45,788 亩，立木蓄积量 253,000 立方米,1984 年向国

家提供木材 803 立方米，其中杉木 550 立方米。

牧 业 1984 年未有牛、马共 139,800 头，比 1983 年增长 9.48%，其中耕牛 138,700 头，

比 1983 年增长 9.3%，比 1978 年增长 55.5%。1984 年末生猪存栏 45.03 万头，比 1983 年减少

3.22%；出栏 206,284 头，比 1983 年增加 2.41 万头；其中国家收购 114,300 头，收购量比 1983

年增长 24.24%。出口港澳 22,866 头。

副 业 种植方面，主要有莲藕、席革、桑、烤烟、西瓜、香瓜、马蹄、果蔗、药材、茶、

蔬菜、蘑菇等。饲养方面有养猪、鸡、鸭、鹅、鱼、蚕、蜂等。还有加工蘑菇、阿婆茶，编草

席，搞建筑等。1984 年农民加工出口的盐水蘑菇有 69.9 吨，比 1983 年增长 1.24 倍；编织的

草席、藤织品远销日本，加工的阿婆茶畅销港澳。农民到城镇办厂、开店、设坊以及从事第三

产业的有 21,000 人，比 1983 年增加 1,600 人。另外，1984 年有农民建筑队 16 个，从业人员

5,000 人，总收入 1,064 万元。

渔 业 1984 年全县可养鱼水面 70,288 亩，已养殖 58,161 亩，比 1983 年扩大 3.63%。年

产成鱼 349 万斤，比 1983 年增长 37.06%。其中国营养殖场 1个，养殖面积 514 亩，年产成鱼

4.9 万斤；专业户养鱼面积 21,459 亩，年产成鱼 201 万斤。东津乡鱼苗饮誉区内外，1984 年

孵育鱼种 817 万尾，比 1983 年 545 万尾增长 49.91%，鱼苗 633 万尾，比 1983 年 251 万尾增

长 152.19%，其中人工孵化 345 万尾。

土特产品 贵县藕：专产于县城内 500 多亩深水藕塘里，尤以小江街汶头塘、南涧井和三

合所产的井塘藕最佳。其根茎肥大粗长，质嫩且松脆，煮后汤色清亮透红，味鲜香可口。具有

清热凉血，健脾开胃，益气生肌之功效。用其加工成的藕粉，随着放置时间增长，色泽会由白

变红，为贵县名贵的土特产品，远销港澳。



贵县莲藕塘

覃塘毛尖荼：产于海拔 1,100 多米的平天山西部。芽头密集肥大，持嫩性强，外形尖细秀

丽，色泽翠绿，汤色绿而明亮，滋味清香鲜爽。可提神、消食、利尿。1982 年全区评审名列

第一，全国名茶评选荣获第二。

红糖片：为人工精制而成的赤色糖块。糖片心色白光洁，滋味清甜，有补中益肝、活血去

淤之功效，为产妇滋养佳品。主要产于石卡、新塘、八塘等乡。1984 年全县产红糖片 8万吨，

畅销区内外。

湛江马蹄：解放前湛江乡就有种马蹄的历史，近年经过改良品种，精心培育，种出的马蹄

球茎扁圆肥大，表面平滑，栗色或柔红色，有环节 3-5 圈，含水份多且糖份高，肉质白嫩松脆，

滋味清甜可口。有清热、化痰、消积之功，是清凉营养品。可作水果吃或作佐料炒鸡，也可制

成马蹄粉、马蹄糕。1984 年产 93.74 万斤。

贵县还有圆肉、西瓜、草席、蘑菇等土特产，均畅销区内外。

水 利 三十多年来，全县兴办的大小水库 120 座，总库容 47,122 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24,659 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77.52 万亩。其中大、中型水库有武思江、平龙、茶山、九

陵、云表、甘道、三六、岭蒙等 8座，小型水库有 112 座。此外还有塘堰（坝）2,100 座，库

容 2,385 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1,909 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1.1 万亩。引水工程 281 处，有

效灌溉面积 1.55 万亩。排灌工程 633 处，装机 972 台，功率 24,582 马力，有效灌溉面积 13.18

万亩。另有机井抽水站 127 眼，水轮泵抽水站 18 处。全县水渠总长 763.4 公里，水泥结构的

渠道有 240.72 公里。

工 业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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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

增长倍

比

1978 年

增长%

比

1983 年

增长%

工业总产值

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461

459

2

100

99.6

0.4

14233

10025

4208

100

70.43

29.57

20330

15884

4446

100

78.13

21.87

21409

17122

4287

100

79.97

20.03

45.4

36.3

2142.5

50.41

70.79

1.88

5.31

7.79

-3.58

7.04

9.33

0.31



贵县龙山银矿，明清两代民间已用土法开采，颇具规模，但屡遭官府封禁。清末华侨设立

振华公司，以机器开采平天山银矿，因经营不善不久即废置。至解放前夕，县内仅有大米加工、

印刷、小农具、织布、榨油等手工作坊和 1间火力发电厂，产值 461 万元。解放后大力发展工

业，至 1984 年，国营厂矿企业有制糖、造纸、印刷、钢铁、玻璃、氮肥、水泥、纺织、印染、

中药、酿酒、饮料、食品、制革、农机修造等 43 个，职工 35,888 人，产值 17,937 万元，占

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83.78%。县管集体企业 165 个，职工 9,889 人，产值 2,129 万元，占全县

工业总产值的 9.94%。乡镇企业 601 个，从业人员 21,107 人，总产值 783 万元。个体手工业

人员有 3,631 人，营业收入达 560 万元。

贵县糖厂建于五十年代末，是当时广西最大的现代化糖厂。1984 年有职工 3,754 人，全

部自动化流水作业，日榨甘蔗 4,500 吨，年榨 568,550 吨，年产机制白砂糖 63,377 吨，比 1983

年增长 17.4%；加上生产酒精和纸，共实现产值 8,703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15.8%。职工人均

劳动生产率 27,122 元，比 1983 年增加 3,140 元，向国家上缴税利 3,321 万元。1980-1983 年

四个榨季，总榨蔗量、产糖量均居全国糖厂之冠。该厂生产的《榴花牌》优级白砂糖，近三年

来年出口量均为 7,000 吨；1979 年被评为轻工部优质产品、广西名牌产品；1980 年获自治区

经委、国家轻工部颁发的《优质名牌产品证书》，1982 年又被评为广西名牌产品。

贵县糖厂

县红旗纸厂生产的 112g/m
2
《南山牌》瓦楞原纸，年产 1万吨。1982 年获广西优质产品奖，

1983 年又获国家经贸都荣誉证书，是出口产品。

县建筑公司覃塘石灰厂生产的《建字牌》熟石灰粉，年产 20,000 吨。1983、1984 年出口

均超万吨，远销港澳地区及南也门、新加坡、斯里兰卡等国。荣获外经部颁发的品质优良荣誉

证书。

县酒厂生产的 BF－7658α－淀粉酶、县橡胶制品厂生产的印刷胶辊、县织带厂生产的真

丝提花蚊帐绸，分别荣获 1982、1983 年自治区新产品百花奖。

县民族工艺美术厂生产的礼品镜画，畅销区内外，1982 年于自治区镜画行业评比会上荣

获第一名。

县水泥厂生产的《钻石牌》普通硅酸水泥，1981 年起，连续三年在自治区小水泥质量评

比中获优质第一名。1980－1984 年共销往广东特区 5万多吨，深受用户赞誉。

电 力：本县用电一部分由西津电站供电，一部分自己生产。1984 年县内有 35 千伏安变

电站（所）6处，配电变压器 787 台，65,693 伏安。35 千伏安高压线路 141 公里，8-10 千伏

安线路 1,013.8 公里，低压线路 1,580.3 公里。县内有中小型发电站 67 个，装机 86 台，装机



容量 17,076 千瓦，发电量 3,866.07 万度。1984 年全县 22 个乡（镇），304 个衬（街）民委员

会都通了电。6.687 个生产队，通电的有 4,755 个，达 71.1%。

交 通 本县为桂东南水陆交通枢纽。县内有公路 49 条（其中 5条为直通横县、桂平、玉

林、宾阳、武宣的公路干线），全长 567.4 公里（其中渣油路 119.3 公里）。1984 年有各种（型）

汽车 1,115 辆，其中私人汽车 312 辆，客车 42 辆。客运周转量 10,703 万人公里，货运周转量

690 万吨公里。全县 22 个乡镇都通了客车，276 个村民委员会有 253 个通了汽车。

黎湛铁路是桂东南陆路运输大动脉，横贯县境中部，境内有桥圩、八塘、贵县、根竹、覃

塘、居住等 7个站，全长 66 公里。贵县火车站是连结通往云、贵、川、广东和港澳的水陆交

通中转站，1984 年客运量为 135 万人次，比 1983 年增长 8%，货运量为 258 万吨，比 1983 年

减少 6.52%。此外还有通向贵县糖厂和罗泊湾港口的专用线路 8公里。

郁江在县内河道长 100 公里，上通横县、南宁，下达梧州、广州和港澳。1984 年共有运

输船 485 艘（其中私人的 13 艘），12,013.8 吨位，5,224 马力，载重量 11,638.8 吨。客运周

转量 1,048 万人公里，比 1983 年增长 6.85%；货运周转量 29,285 万吨公里，比 1983 年减 10%。

另有民运联社货运周转量 4,121 万吨公里，比 1983 年增长 85.55%。1984 年贵县港口年吞吐量

为 145.39 万吨，比 1983 年减 4.9%。

邮 电 全县有邮电局、所 30 个，职工 346 人。邮路长达 544 公里，全县 276 个村委会都

通邮和电话。农村电话线路有 606 杆程公里，装机 886 部，个体户安装电话 8部。县城内电话

交换机总容量 900 门。1968 年修建载波电路 27 条，安装单机 42 部。现有长话 19 路，传真电

话 1台，收发扳机 13 台。

商 业 1984 年，全县商业网点 8,166 个，从业人员 16,366 人。其中国营网点 168 个，

从业人员 3,194 人；供销合作社网点 572 个，从业人员 3,133 人；集体商业网点 213 个，从业

人员 1,016 人；农村代购代销点 197 个，从业人员 230 人；个体商业户 7,016 个，从业人员

8,793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24,878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19.92%，比 1978 年增长 126.32%。

收购商品总额 20,105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19.25%。出口商品总额 2,019 万元，比 1983 年增

长 7.97%，比 1978 年增长 1.49 倍。

财政金融 1984年全县财政收入4,578.6万元，比1983年减少5.8%，比1978年增长47.22%；

加上上级补贴502万元，上年结余327.3万元，共计收入为5,407.9万元。地方财政支出3,074.1

万元，加上上缴国家 2,488.3 万元，共计支出 5,562.4 万元，支出大于收入 154.5 万元，加上

支出预算中应结转下年支出的专款有173.1万元，财政赤字为327.6万元。城乡居民储蓄5,412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67.87%。农贷款收回 1,147 万元，为 1984 年放贷总数的 86.18%，回收

率比 1983 年增长 2s%。

人民生活 1984年全县农民人均产粮 723斤，比 1978年增加 70斤；年人均纯收入为 320.4

元，比 1978 年增收 261.81 元。全民所有制职工人均年工资 938.8 元（包括奖金和补贴），比

1928 年 492.1 元增加 446.7 元；集体所有制职工人均年工资为 627.88 元（包括奖金和补贴），

比 1978 年的 472 元增加 155.88 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以家庭为主要形式的



各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向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转变；城镇也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全县

出现了数以千计的专业村、专业户和劳动致富村、万元户，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1984 年

全县平均每户有 1.39 辆自行车，23 人中有 1块手表，每户有 0.66 架缝纫机，93 人中有 1 台

收音机，163 人中有 1台电风扇，95 户中有 1台电视机。

1984 年农村人均住房面积 16 平方米，比 1983 年增长 5.26%；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8

平方米，比 1983 年增长 6.95%。

文 化
教 育 1950 年，全县有县立完中 1所，初中 2所，私立中学 1所，教职工 112 人，学生

1,704 人；师范 1所，教职工 1人，学生 118 人；小学 57 所，教职工 515 人，学生 11,398 人。

到 1984 年，县有中专和职业学校 4 所，教工 179 人，学生 1,127 人；高初中 99 所，教职工

3,971 人，学生 37,367 人；小学 296 所，教职工 7,496 人，学生 181,089 人；壮文学校 1所，

教职工 25 人，业余学员 477 人。托儿所、幼儿园 22 班，幼儿教师 230 人，入托幼儿 7,724

人。1982 年至 1984 年开办文化补习班，未达到中学文化程度的干部、职工 4,619 人参加了学

习。本县教工近年荣获全国优秀班主任称号的 1人，全国先进儿童少年工作者 1人；荣获自治

区优秀班主任称号的 6人，自治区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 1人，自治区先进儿童少年工作者的 3

人。还有获自治区优秀少先队员的学生 1 人。1984 年地方自筹办学经费 376 万元，新建校舍

47,687 平方米，维修危房 39,609 平方米。

科 技 1984 年，县有科学研究所、农作物病虫综合防治研究所、农业机械研究所等科研

单位，共 25 人。成立了农学、医学、农机、林学、植保、畜牧兽医、化工、水利、电机工程、

数学、物理、化学、建筑、机械、轻工、经济作物、电子、心理、教育、青少年科技辅导等

20 个学会，共有会员 860 人。1978 年以来，有 20 项科研成果获自治区和全国科技成果奖。其

中农机研究所研制的“甘蔗种植机”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农机修造厂生产的 7C－1 型《久菱牌》

载重 1吨农用挂车等 19 项获自治区科技成果奖。全县评定了技术职称的科技人员共 756 人，

其中高级工程师 2人，农艺师 11 人，畜牧兽医师 5人，主治医师 20 人，讲师 2人；助理农艺

师 92 人，助理工程师 122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25 人，医师 291 人。

文化艺术 1984 年县有文化馆 1个；图书馆 1个，藏书 85,000 册；文物管理所 1个；新

华书店 1个，发行点 31 处。影剧院 24 座；电影放映队 94 个；粤剧队 1个，文艺队 1个，师

公剧队 1 个；农村有文化中心 6 个，业余师公剧队 310 个。1983 年《贵县报》复刊，发行量

达 93,400 份。有县广播站 1个，乡镇广播站 22 个，电视差转台 3个，录像机 62 台。

卫 生 1949 年全县仅有医院 1所，分院 2所，卫生室 4个，病床 30 张。到 1984 年，县

有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站、防疫站、血防站、药物检验站、皮肤病防治院等医疗卫生

单位；乡镇有医院 25 个；村民委员会有医疗室 97 个。全县共有医务人员 1,910 人，病床 1,068

张。到 1984 年底，全县已实行计划生育的有 93,749 人，占育龄妇女总数的 76.98%，已领取

独生子女证的夫妇有 3,262 对。

体 育 全县有田径、足球两用场地 1 处，灯光球场 126 个，旱冰场 1处。业余体校大楼



1 座，面积 884 平方米。1982 年至 1984 年，有 1人被评为全国先进体育教师，有 1 人被评为

全国先进体育教练员。1982 年、1983 年，县水泥厂连续被评为全国职工业余体育工作先进单

位。有 7个乡镇被评为自治区各类群众体育运动的先进单位。

文物胜迹
南山 南山寺 南山位于县城东南约 3 公里的南山公园内。海拔 70 米，为郁江畔 24 峰之

冠。山上奇岩峭壁，杂树间生，景色雅致。相传昔有不老松，今半山尚有“不老松”崖刻。山

前山后有岩洞 11 个，洞中多有宋以来题刻，观音岩内还有姿态各异的十八罗汉塑像。登临山

巅，可鸟瞰全城。南山寺于南山上，依山踞洞而建，始修于宋朝，宋仁宗曾题“景祐禅寺”，

故南山寺又名景祐寺。元文宗即位前曾游南山，原寺门悬挂的“南山寺”匾额即文宗亲笔。寺

内有宋、元、明、清石刻百多幅；有北宋天圣年间的大铁钟；有形似佛象、石狮、石象、石鲤

的钟乳石；还有传说中晋代葛洪炼丹的遗址和“流米洞”。南山寺历代为旅游胜地，今寺内石

刻与宋代铁钟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 山 寺 翼 王 亭

东 湖 位子县城东隅。水面宽千余亩，鳞鳞碧波，亭亭荷叶，垂杨飘拂，竹影婆娑，湖

面群鱼竞跃，湖上鸟雀齐翔。宋苏轼曾题“东湖’石刻，已佚。东南堤上有县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古登龙桥。湖边东湖公园内有革命烈士纪念碑、翼王亭、石达开纪念碑和石达开祖母碑座。

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 位于今贵城镇榕兴街 34 号。1928 年 6 月 16 日，中共广

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此召开。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罗泊湾一号墓葬 位于县城东面 5里、距都江北岸 1公里处。据鉴定为西汉墓葬，在斜坡

式墓道东侧有车马坑。椁呈凸形，南北长 12.5 米，后部宽 7.5 米，有前、中、后 3室，12 个

椁箱。殉葬坑内有 4具船棺，3具方木棺，1男 6 女陪葬。在出土的陪葬品中有漆绘青铜器、

木尺等珍贵文物 1,000 多件（种）。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铜 鼓 至 1984 年止，本县共出土铜鼓 12 只，最早的铸造于战国－西汉时期。有四蛙十

二芒型和六蛙八芒型 2种，鼓面直径一般宽约 80 公分，小的约 70 公分。罗泊湾一号墓葬出土



的铜鼓，黄净，鼓身有精细船纹，每船 6人，船头立鹭鸶，水中有游鱼。鼓腰有 8组羽人舞蹈

纹，鼓足一侧卧刻“百廿斤”铭文。该铜鼓现藏自治区博物馆。

著名人物
陈勉恕(1890－1938) 城厢人。号如心。1924 年 1 月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任干事，曾参加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的筹组工作。

1926 年，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青年部部长兼民国日报社社长，同时参加“中共广西省委筹备

组”。同年任东兰县长，写了《广西东兰农民运动之实际状况》 一文，东兰人民赠给他“革命

县长”锦旗。1927 年后在广州、香港等地进行革命活动，积劳成疾，1928 年逝世。解放后，

追认为革命烈士。

谭寿林(1896－1931) 三塘乡谭岭村人。号祝封。1921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 年

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 年秋，受党指派到梧州。历任地委书记、特委书记，为中共广西省委

筹备组成员。1926 年冬，在梧州被捕，经党组织营救获释。1928 年到上海，担任全国海员工

会秘书长。1931 年调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同年 4月 22 日在上海被捕，5月 30 日在南京雨花

台就义。

陈此生(1900－1981) 城厢人。1933 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参与组织抗日救国会华

南区总部。1943 年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委员。1946 年参加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任中

央委员。1948 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任中央委员。1949 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第一届全体会议。后历任广西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厅长、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光明日报》社副社长兼总编、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病逝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黄 彰(1901－1945) 西山乡（今石卡乡）人。又名文波。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受党委派组建宾阳县委，并任书记。后回贵县任县委委员，出席在南宁津头村召开的中共广

西省第二次党代会。1935 年后历任中共郁江特委筹委委员、广西省委委员、省工委组织部部

长、桂东南地区特支书记、省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桂东南游击区办事处主任等职。1945

年领导桂东南起义，3月 9日在木梓乡牺牲。

陈培仁(1902－1928) 覃塘乡西鱼垌村人。又名祖尧。1925 年秋考入上海大学，参加中国

共产党。1926 年，受党委派回贵县活动，在城厢高小任教，兼国民党县党部农民部长、《贵县

青年》主编。1927 年，到石卡区组织农民协会。同年，中共贵县县委成立，任书记。1928 年

3 月被捕，26 日在县城北门外英勇就义。

谭留科(1915－1945) 木格乡人。原名谭科月，又名谭蔼济。1937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

任支部书记、县委委员、县委书记、贵县抗日游击队大队指导员。1945 年春，参加桂东南抗

日武装起义，任贵县抗日游击自卫军司令员，领导大江乡起义，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覃振易(1925－1985) 壮族。中里乡人。笔名莎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广西分

会常务理事、自治区政协委员、自治区劳动模范。1951 年参加工作，197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五十年代起活跃于广西文坛，以朴实而深沉的笔调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主要有瑶族史诗《密



洛陀》、诗集《山花集》、《边寨曲》、《山欢水笑》、《公鸡和鸭子》、《唱给山乡的歌》、《唱给孩

子们的歌》、《在密密的林子里》等。

黄鼎凤(1828－1864) 覃塘郭西里青云村人。又名黄三，绰号特旁。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到黎塘参加张嘉祥农民起义军。1862 年回覃塘建立壮丁馆，附者 70 余村，形成一支武装

力量。1855 年与陈开、李文茂等联合攻占贵县县城，受封为大成国隆国公。黄以覃塘为根据

地，与清军作战 10 余年，先后攻克宾州等 10 余州县。1864 年被清布政使刘坤一杀害。

石达开(1831－1863) 奇石乡那帮村人。早年参加拜上帝会。清道光三十年（1850 年）夏，

率四千人赴金田团营。1851 年 1 月金田起义，为左军主将，12 月被封为翼王，五千岁。1854

年督师西征，次年在湖口与泰日纲、罗大纲等大败湘军，夺回武昌。1856 年 6 月与泰日纲破

江南大营。“天京事变”后起兵讨韦，11 月回天京“提理政务。”1857 年 6 月因洪秀全猜忌，

被迫出走，率 10 万精锐部队转战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

1863 年 5 月在四川大渡河边紫打地被清军和土司兵重重包围。6月被骗入清营，遇害。

孝应章(?－1888) 贵县人。早年参加太平军，在石达开部下任郡马。太平天国失败后，

改名投入广西边军，任管带。中法战争爆发，随军进援越南。1884 年 6 月，法军进犯观音桥，

李率部奋起反击，大败法军。他参加了北宁、谅山、镇南关诸役，是广西清军中的著名战将。

1888 年卒于龙州。

潘乃德(1877－1983) 木格镇北一寿塘人。1908 年考入两广工业学堂。后就读于日本明治

大学。1910 年加入同盟会。1911 年 3 月参加广州起义，11 月参加 5县民军会攻浔州。

“二次革命”失败后，潘到东京晋见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1920 年底任粤军第三路

副司令。1923 年任国会议员。建国后，历任贵县副县长，自治区政协一、二、三、四、五届

委员会常委，自治区一、二、三届人大代表。1983 年因病在南宁逝世，终年 106 岁。

罗佩珩(?－1912) 城厢人。1904 年赴日本留学。1905 年在东京参加同盟会。1908 年回浔

州府，会同卢云川等秘密建立革命机关，组织民军，准备武装起义。1911 年 11 月 5 日领导桂

平、贵县、武宣、藤县、平南 5县民军起义，任民军总司令，攻占平南，围攻浔州。后受陆荣

廷利诱，遣散民军，被委为怀集县长。到任不久便被陆借故杀害。

重要事件
奇石会众和龙山矿工参加金田起义 1850 年 6 月，拜上帝会号令团营，石达开回龙山家乡

集合奇石会众以及龙山银矿矿工共 3,000 余人，于 8 月 24 日在奇石圩外竖旗誓师，取道六乌

山口占领贵县、桂平交界的白沙圩。在那里竖木为东西辕门，开炉铸炮及军械，屯扎 30 余日

后队伍迅速扩大到 4,000 余人，赴金田村参加起义。

黄鼎凤的抗清斗争 1852 年黄鼎凤在覃塘建立壮丁馆，训练队伍，逐渐形成以覃塘为根据

地的武装力量，辖境内人民安居乐业。1855 年大成国攻占贵县，封鼎凤为将军，镇守覃塘一

带。不久鼎凤率军攻占宾州、上林、迁江等县城，活动范围达 10 余州县，晋升隆国公。大成

国败亡后，鼎凤收集余部 4万余人，复占贵县城，进攻浔州，自称建章王，筑宫殿于平天山，

散发《尧天宝诰》檄文。1863 年清军破覃塘，围攻平天山，鼎凤外援断绝，翌年 5 月被骗下



山遇害，历时 10 多年的抗清斗争失败。三板桥教案 1883 年 10 月，中法战争即将爆发，木

格乡李亚英奉檄招兵入越。在县城所招的数百兵众闻三板桥天主教堂横行霸道，即行商议：要

打法国鬼，打远的不如打近的。于是奔赴三板桥，在当地群众配合下冲进教堂，将粮食财物分

给群众，把法籍教士罗惠良捆缚送官监禁，不久驱逐出境。中法战争后，清廷处罚了李亚英，

并向法国赔偿损失。虽然如此，经过这一打击，三板桥教堂和法国在贵县的教务，从此衰落。

东南洋革命星火 1926 年冬，共产党员杨威汉等先后回贵县，在桥圩区部分乡村播下革命

火种，并建立了党支部。1928 年，东南洋（东井塘、南溪桥、洋七桥）3乡各自成立了党支部、

共膏团和劳农会。1929 年冬，我党团县委成立。1930 年成立工农游击队，并同玉林县联系，

成立两县联合游击队，开展革命游击战争。1930 年 11 月 7 日，东南洋 3乡和附近乡村 300 多

群众，在桥圩举行示威活动。国民党团务局闻讯镇压，5人被捕，3人被解县城杀害。

石卡区农协事件 1926 年至 1927 年春，广西农民部特派员梁若柱和陈培仁、黄彰到贵县

石卡乡开展农运工作，成立石卡乡农协。1927 年 3 月，石卡乡农协第一次动员大会上，会员

们牵牛、扛犁和托耙到石卡圩游行示威。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逮捕乡农协主席 1人，县农

运骨干 1人，后于县城北门杀害。

覃塘排厚村事件 位于覃塘圩西面 4 公里的排厚村（今大郭村），是中共贵县第一届县委

机关驻地。1928 年 3 月 19 日晚，突遭国民党军队 200 多人包围。因寡不敌众，驻贵县广西特

委委员苏其礼在战斗中牺牲，县委书记陈培仁等被捕，后于县城就义。

中共广西特委扩大会议 1928 年 6 月中旬，中共广西特委扩大会议（后称省“一大”）在

县城圩心街广东巷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朱锡昂、邓拔奇、雷经天等 10 多人。党中央代表恽代

英参加了会议并作形势报告。会议总结了广西建党以来的工作，制订了大力开展工农运动，建

立工农武装，迎接革命高潮到来等策略，选举朱锡昂为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组成广西省委领导

机关。这次会议对加强广西党组织的建设，推动广西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附城第八村事件 附城第八村（今跃进村）从 1930 年冬起，为中共广西特委驻地，也是

县内革命活动的主要据点。1931 年 8 月 13 日深夜，国民党部队 160 多人包围第八村。双方激

战至第二天下午，我方弹尽，被迫突围。敌人入村后施行“三光”政策，杀害我革命群众，烧

毁房屋和闸门楼，财物也被抢劫一空。

中共广西省第三次党代会 1936 年 11 月 7 日，中共广西省第三次党代会（原为郁江特委

党代会），在三里罗村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南宁、横县、贵县、陆川、北流、兴业（今玉林）、

挂林、梧州和广东的代表，右江老苏区 8个市县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共广西省

工委。

桂东南起义 1944 年 10 月，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黄彰，根据工委创立桂东南游击根据

地的决议精神，在木格乡社塘村召开桂东南各县党的负责人会议，成立“桂东南游击区办事处”，

准备举行武装起义。1944 年 11 月 5 日，日寇陷贵县县城。1945 年元霄节后，黄彰、谭留科、

谭镇邦等分别率领西山、木格、香江乡武装起义队伍，解放香江乡，成立贵县人民抗日自卫军

和贵县抗日民主政府；接着又解放了思怀乡和龙塘乡。3月 7日，国民党民团和地主武装数百



人，偷袭我驻河村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部，经激战弹尽，黄彰等领导同志及战士 60 多人被捕。

分别在木梓、木格惨遭杀害。

大江乡（香江乡）伏击日寇 1944 年 12 月 11 日，100 多名日伪军乘船侵犯大江乡下棍村。

中共贵县县委委员兼大江乡党支部书记谭镇邦（谭敏），率游击队会同附近乡村抗日自卫队，

在险要的思怀河口大角滩两岸向敌人猛烈攻击。毙伤日寇大队长度部一郎中佐及官兵 30 多人，

俘虏日军官兵 5人，缴获木船 18 艘及一批武器、物资、地图。

中秋起义 1945 年，廖联原受中共党组织指派回桂开辟游击区。1946 年 6 月回到贵县，

即以达开乡为根据地，在贵县、桂平、武宣、来宾交界地区进行革命活动。1947 年 1 月，柳

州行政区警卫连及贵县、桂平、武宣、来宾 4县自卫队，到达开乡枪杀群众 14 人，反“三征”

骨干 1 人被押解县城杀害，并悬赏通辑廖联原等 10 多人。群众义愤填膺，要求武装反抗。9

月 29 日（中秋节），党领导革命群众在达开乡车田村起义，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达开纵队，先

后解放了贵县、桂平、武宣、来宾县的 17 个乡。以后发展壮大，编为桂中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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