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 山 县

灵山县盛产稻米，尤以龙渊大糯著名。有“水果之乡”的美誉。荔枝、柑、橙、茶叶等土特产远

销国外。石膏、钛、铁储量丰富，有纹彩奇异的花石、花岗岩等高级装饰建材。本县为古代铜鼓出土

的重点地区，其中一种铜鼓被国家文物部门称为“灵山型铜鼓”。境内还有更新世晚期的马鞍山“灵山

人”化石遗址。

位置面积 灵山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县治灵城镇，北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151 公

里。东部与浦北县接壤，南部与合浦县接境，西南与钦州市相邻，北部和西北部与横县、邕宁

县毗邻。

县境东西最大模距 88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84 公里，总面积 3,542 平方公里，合 5,313,000

亩。1983 年末耕地面积 766,153 亩，林地面积 2,248,000 亩，荒山荒地 1,405,000 亩。

建置沿革 秦为象郡地。汉、三国和南北朝时为合浦郡地。隋开皇十八年（598 年）置南

宾县，是为灵山建县时的最初县名。唐贞观十年（636 年）改南宾县为灵山县。据旧志载，因

县治西侧六峰山有一峰名龟峰，龟乃灵物，故以名县。宋宝开五年（972 年），废钦江、内亭、

遵化 3县，以其地并入灵山县。后隶属关系屡有变更，县名则因袭至今。民国时期属广东省，

解放初因之。1951 年 2 月至 1955 年 6 月，划归广西省。1955 年 7 月至 1965 年 8 月仍归广东

省。1965 年 8 月复属广西壮族自治区至今。

行政区划 灵山县 1984 年辖 5个镇；灵城、武利、陆屋、檀圩、太平；14 个乡：石塘、

平山、佛子、丰塘、新圩、三海、平南、烟墩、沙坪、旧州、三隆、那隆、伯劳、文利。下属

街民委员会 7个，村民委员会 388 个；辖自然村 4,328 个，大小圩场 33 个。



县治灵城镇，1983 年有 5,452 户，23,750 人。

人口民族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53 年

第一次

人口普查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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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34 116732 142 611 185670 67.82 59.06 30.19

总 人 口 452495 481235 579709 923234 104.03 91.85 59.26

性别

构成

男 253397 264797 314870 493586 94.79 86.40 56.76

女 199098 216438 264839 429648 115.80 98.51 62.23

地区

构成

城 镇 8216 7378 14311 23710 188.58 221.36 65.68

农 村 444279 473857 565398 899524 102.47 89.83 59.10

1983 年，全县总人口 957,373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270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18.12‰。

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县有汉族905,913人，占总人口的98.1%，有壮族16,652

人，占总人口的 1.8%，有回、苗、彝、瑶、水、仫佬、京等民族 669 人，占总人口的 0.1%。

全县在国外的华侨约 503 户，2,362 人，旅居于 27 个国家。有侨眷 76 户，551 人。有归

侨 1,004 户，4,618 人。其中印尼归侨 106 户，399 人。全县有港澳同胞的亲属 301 户，2,144

人；台湾同胞的亲属 675 户，6,689 人。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境略呈三角形。东北部为山区，西南部为丘陵地带，中部为平原，整个地势大

致由东北向西南倾斜。

山 脉 县内有 3个主要山系。泗洲山系：位于县境东部平山乡东南面，东西走向，主峰

罗阳山是全县最高的山峰，海拔 850 米。东山山系：位于县境东部平山乡的北、西北部，向东

北伸展，主峰东山是境内最大的山，海拔 711 米。马面山系：在县境西部旧州乡，西南走向，

主峰英婆顶，海拔 646 米。

河 流 境内山溪遍布，多属钦江水系和南流江水系。钦江发源于泗洲山麓，流向西南，

经佛子、三海、灵城、擅圩、那隆、三隆、陆屋等 8个乡镇，几乎横贯全县，经钦州龙门港入

海，境内长 92.9 公里。主要支流有大潮江、龙门江、九曲江、玉麓江、大塘江、白花江、那

隆江、龙山江、旧州江、青平江等，流经 13 个乡镇。属南流江水系的武利江，发源于罗阳山

南麓，流经武利、文利 2个乡镇，是灵山与浦北、合浦 2县的天然分界线，境内河段长 85 公

里。此外，南面还有平银河水系的交流，西北面有珠江水系的支流及板城江的上游。

气 候 灵山处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由于地处低纬度和受季风影响，气温较高，夏长冬

短，四季均可栽培农作物。全年气温一般在 0.4-38℃之间，年平均气温 22℃；极端最高气温

38.2℃，极端最低气温-0.2℃。雨量较充沛，全年降雨量 1,300-1,700 毫米，降雨日数 150

天左右，多集中在 4 至 9 月；这期间降雨量往往占全年总降雨量的 85-95%。全年日照一般为



1,648.1 小时，夏秋日照时间最多，月平均在 135-200 小时。主要气象灾害有：倒春寒，常出

现在 3 月份，维持 5-10 天或更长时间，较为严重的是 1985 年，气温低于 5.6℃，持续 15 天

之久，造成早造严重烂秧。寒露风，解放以来，有 20 年受寒露风威胁，较严重的是 1976 年，

全县晚造减产 6,270 万斤。此外，常出现春旱和秋旱。夏季受台风影响经常降暴雨，1971 年 5

月 29 日至 6月 3日，局部地区降雨量达 767 毫米，造成特大洪水，全县倒塌房屋 17,345 间，

冲垮小型水库 5座、山塘 168 处、水坝 55 处、桥梁 77 处，损失稻谷 3,000 万斤。解放以来共

发生了 4次雹灾，其中 1968 年 4 月 19 日发生的较为严重，受灾地区达 7个公社、78 个大队、

651 个生产队，损失冬种作物 5,879 亩。

土 壤 全县共分为 55 个土类。水稻土以潴育黄泥田、潴育沙泥田、潴育杂沙田、中潜底

田、深潜底田、壤土田等 7种土壤为主。潴育黄泥田、潴育沙泥田及壤土田，主要分布在三海、

文利两个乡，陆屋、太平、沙坪南部和那隆、三隆的南北部。石塘、伯劳乡西南部的沙页岩地

区及新圩西北部至檀圩一带的第四纪土地带，其成土母质为沙页岩风化物和第四纪红土；沙页

岩形成的土壤，一般质地适中，保水保肥性好，土壤呈中性或微酸性，适种水稻、甘蔗、花生

等农作物。一些地势较高的壤土田，宜于进行水稻、甘蔗、花生轮作。潴育杂沙田、潴育杂沙

泥田，主要分布在丰塘、平山、佛子、烟墩、武利等乡镇及石塘、新圩、旧州的东南部，檀圩

的南部，伯劳乡的东北部，太平镇的南部等花岗岩地区，其成土母质是花岗岩的风化物；形成

的土壤一般石英沙粒较多，含钾较多，疏松，呈酸性，适种水稻、甘蔗、花生等农作物。中潜

底田、深潜底田主要分布在地势较低的垌田和丘陵的垌田，各乡镇都有，面积较大，适种水稻。

旱地以赤沙土和杂沙赤红土为主，主要分布在沙页岩和花岗岩地区，质地疏松，含石英砂粒多，

含钾较丰富，宜种花生、黄豆、红薯、蔬菜、水果及麻类等经济作物。

资 源 矿藏：据地质部门调查，灵山有铁、钛、锰、硫磺、石膏、磷、煤、重晶石、石

灰石、铜、锑、铝、云母、石墨、花岗石等 16 种，目前已开采 6种。其中花石、花岗岩，纹

彩奇异，是高级装饰建筑材料，已列为重点开采项目。水产：全县可供养殖的山塘水库有 35,000

多亩，均适于放养食水性和食草性鱼类。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3 年工农业总产值 35,251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15.57 倍，比 1978 年

增长 77.62%，比 1982 年增长 0.92%。1978 年以来年递增 12.2%。人均产值为 368.2 元，比 1949

年增长 6.1 倍，比 1978 年增长 56.88%。

农 业 1983 年末，全县耕地面积 766,153 亩，农业人口 909,105 人（劳动力 385,000 人），

人均耕地 0.84 宙。水田面积 650,976 亩，其中有效灌溉面积 480,476 亩。以双季稻为主，少

数实行花生－稻－麦轮作制，一年三熟。旱地面积 115,177 亩。

1983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19,427 台，总动力 136,145 马力，比 1978 年增长 33.2%。

机耕面积达 205,659 亩。

粮、蔗、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五年间粮食年递增 6.7%，甘蔗年递增 0.9%，油



料年递增 0.9%。1983 年，全县粮食总产 85,496.33 万斤，比 1982 年增加 10.33 万斤；油料总

产 51,989 担，比 1982 年减少 782 担。粮食收购 20,639 万斤，比 1978 年增长 11.15%；油脂

收购 117 万斤，比 1978 年减少 42.08%；原料蔗收购入厂 99,827 吨，比 1978 年增长 62.24%。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78 年 1982 年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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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年

增长%

农业总产值

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2060.6

1731.0

237.7

814

10.5

100

84.0

11.5

4.0

0.5

12545.32

8879.07

160.89

1713.89

1735.81

55.66

100

70.8

1.3

13.7

13.8

0.4

25592.8

16916.8

207.1

3901.7

4394.1

173.1

100

66.1

0.8

15.2

17.2

10.7

25913.0

16046.0

277.4

4792.4

4622.3

174.8

100

61.9

1.1

18.5

17.8

0.7

1157.6

827.0

1916.3

5579.9

1566.2

106.6

80.7

72.4

179.6

166.3

214.0

1.3

-5.2

34.0

22.8

5.2

1.0

15,6

12.6

11.5

22.8

21.6

25.7

林 业 现有林面积 1,435,033 亩（不含疏林，下同），占山地面积 72.54%。立木蓄积量

947,496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30.66%。用材林主要是天然马尾松林。人工栽种的经济林品种有

油茶、油桐、荔枝、龙眼、柑、橙、三华李、板栗、梅、肉桂、八角等。1983 年县办的平山

林场，经营面积 52,205 亩。境内有自治区属东风林场、华山农场和新光农场，东风林场主要

出产木材，兼产柑橙、茶叶，2个农场均以出产水果为主。

牧 业 1983 年底有牛 93,933 头。生猪总饲养量 469,426 头，年底存栏 314,572 头，出

栏肥猪 147,977 头。1956 年开始引进杂交公牛，与本地牛交配，以改良畜种；陆续引进的有

荷兰黑白花牛、秦川牛、南阳牛、古巴牛、辛地红牛、印度摩拉水牛和巴基斯坦尼里水牛，到

目前为止有杂交改良牛 5,684 头。另有杂交改良猪 26 万头。

副 业 主要是农户养猪、鸡、鸭、鹅、鬼，种桑养蚕，种蘑菇，育果苗，种果树。近几

年来，大批出现摘建筑，加工铁制小农具、木器家具，搞编织、运输，制炮竹，酿酒，雕刻等

项目的专业户或重点户。尤其是建筑队伍，遍及全区各城市，云南、贵州、湖南、深圳也有他

们的足迹。

渔 业 全县可养鱼水面 45,783 亩，其中池塘 10,176 亩，山塘水库 35,607 亩。1983 年

成鱼产量 285.82 万斤。县内有一批国营、集体、个体鱼苗场或鱼苗组，1983 年人工孵化鱼苗

67,672 万尾；灵城鱼苗场的鱼苗还远销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成都、北京、天津等省市。

近年来开挖稻田养鱼和家庭养埃及、泰国塘角鱼的日益增多。

土特产品 荔枝：以三海、那隆、檀圩、烟墩、平山等乡镇出产最多。常年产四五万担，

1972 年达 93,405 担。荔枝品种很多，较著名的有糯米糍香荔、振凤荔、黑叶荔、四月荔等，

特点是肉厚、核小、味清甜。其中尤以糯米糍著名，肉质滑柔、多汁、蜜甜。每年外销、出口

二三万担。



茶叶：灵山为全区茶叶产量最高的县份之一，茶叶生产有二百多年历史。绿茶、红碎茶远

销国内外。主要产于旧州、佛子、太平、烟墩、丰塘等乡镇。现有茶园 47,155 亩，常年产 2

万担。灵山六堡茶属半发酵茶，汤色淡黄，有异香，味醇和，远销香港、新加坡。双凤、狮岭

绿茶，颜色乌润、条索紧结，味浓且醇，远销国内外。各种茶每年出口约 1,000 担。近几年县

茶厂生产的茉莉花茶也很畅销。

柑橙：品种有新会橙、柳橙、改良橙、鹅蛋橙、化州橙、香水橙、雪橙、蕉柑、槛柑、四

会柑、温州柑、扁柑等 10 多种。特点是产量高、汁多、味甘香、爽口，品质极佳。柑橙为我

县出口物产之一。

龙渊大糯米：佛子乡龙渊村有 13 亩田所产的糯米，以质软、雪白、煮成饭不易馊著名。

黄烟：具有色泽金黄、味道香醇、易燃、烟灰洁白等特点。主要产地在新圩、佛子、三海

等乡镇年产量一般为 6,000 担到 8,000 担，1966 年达 44,469 担。

莪术：药材，主要产地在太平、三隆、檀圩等乡镇，畅销国内外。1962 年国家收购 74,354

斤。莪术可治心腹痛、中恶症、霍乱、吐酸水、妇女血气结症等。

沙仁：药材，产量居全区首位，1976 年达 3,200 斤。主要产地在烟墩、檀圩、旧州、太

平、平南等乡镇。

淮山：1975 年种植面积达 1,100 亩，收购 56 万斤，上调 55.2 万斤，远销东北、青海、

内蒙、天津等地。

油桐籽：主要产地在平南、烟墩、平山等乡镇。七十年代前，常年产 2,000 到 3,000 担，

每年上调 2,000 担左右。

灵山生切烟：已有 40 多年历史，以味道纯正醇香著称。

水 利 解放前，灵山的水利设施甚少，灌溉面积仅 45,283 亩。解放后，大力兴修水利，

现设施情况详见下表：

水 利 工 程 概 况 表

项 目 工程处数
装机

台数
功率

总库容

(万立方米)

有效库容

(万立方米)

可排灌面积

（亩）

正常引

水 量

(立方米/秒)

蓄

水

工

程

总 计 1977 9 1480 36051 21240 37.65

其

中

灵东水库 1 5 1120 17900 7940 18.1

思明水库 1 2 250 1434 772 2.1

新胜塘水库 1 697 404 0.16

长安水库 1 2 110 687 441 0.65

引 水 工 程 217 0 9.79 7

排 总 计 639 775 13891 10.15

灌

工

电力排灌站 198 221 9623 7.16

柴油机抽水站 302 4268 1.74

程 水 轮 泵 站 160 252 1.25



工 业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78 年 1982 年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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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年

增长%

工业总产值

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67.41

67.41

100 7301.4

5661.3

1640.1

100

77.5

22.5

9336

7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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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灵山只有 1 台 25 马力的柴油发电机、3 间小型手工纺织厂和 5 间小型镬厂，还

生产一些铁锹、木屐、竹箱、竹笠、皮鞋、小刀和陶、瓷器等。解放后，灵山的工业有了很大

发展。1983 年底，国营工矿企业有：氮肥厂、化肥厂、农药厂、水泥厂、农机修造厂、棉纺

厂、松香厂、印刷厂、钢铁厂、皮毛厂、糖厂、酒厂、茶厂、罐头厂等 51 间（其中自治区属

企业 2个），职工 4,521 人，产值 6,405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68.59%。其中最大的是武

利糖厂，有职工 527 人，日榨甘蔗 700 吨，创产值 756 万元。县管集体企业 17 个，有职工 2,049

人，产值 1,125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12%。乡镇企业 275 个（其中城镇街道工业 13 个，

公社工业 107 个，个体经营工业 155 个），职工 12,121 人，主要从事烟花炮竹、编织、水泥、

石灰、砖瓦、茶叶加工、食品加工、铁木器加工、建筑、陶器等生产，产值 1,808 万元，占全

县工业总产值的 19.36%。

1979 年以来获奖产品有：猪皮修饰面革，1981 年获自治区轻工皮革质量评比第二名；桂

Q/Nj16Nj17－83�锤片式粉碎机，1983 年获自治区科技成果四等奖；多灭灵乳油，1983 年获

国家经委优质产品金龙奖；檀圩炮竹厂生产的出口炮竹烟花，品质优良，1983 年获国家外经

部颁发的荣誉证书；竹制出口产品，1983 年获国家外经部荣誉证书；丰塘茶厂生产的红碎茶

二套样碎 2、碎 5号，1984 年获国家农牧渔业部颁发的优质产品证书。

电力：1983 年，全县供电量 5,442 万度。现有 35 千伏安区域变电站 6座，主变电压器 14

台，容量 8,860 千伏安。配变电 684 台，其中 35 千伏安配变电 14 台，容量 11,080 千伏安；

10 千伏配变电 670 台，容量 54,820 千伏安，用电装机负荷 51,000 千瓦。有 10 千伏以上的输

电线路 991.2 公里，低压线路 2,437.7 公里。百分之六十的村庄已用上电。

交 通 全县现有管养公路总长 841.1 公里（其中干线公路 282 公里，渣油路 94.6 公里），

比 1949 年增长 94.6 倍。有各种汽车 561 辆，其中客车 50 辆，货车 440 辆，小型机动汽车 71

辆。全县 19 个乡镇都通客车，388 个村委会中，有 363 个通了汽车。1983 年客运量 193.97

万人次，货运量 26.87 万吨。

河道唯一能通船的是沙坪江，该江在横县江口汇入西江，乘船可达南宁、梧州等地；有水

运公司 1个，1983 年有运输船 3艘，150 吨位。

县内武利三里江大桥是 50 米跨径石肋双曲拱桥，全长 74 米；此桥采用无支架吊装法建造，



在 1978 年全区科学大会上获奖。

灵山汽车站

邮 电 全县有邮电局、支局、邮电所共 21 个，邮路总长 2,830 公里，全县各乡村都通邮。

农村电话线有 1,403.7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54 条，共安装单机 1,371 部。县城于 1980 年安装

了自动电话，现有单机 414 部。

商 业 1983 年有商业网点 4,080 个，从业人员 9,947 人。其中国营网点 168 个，从业人

员 1,875 人；集体网点 724 个，从业人员 2,775 人；个体网点 3,188 个，从业人员 5,297 人。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4,527.6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81%。集市贸易额 4,880 万元，比 1978 年

增长 2.19%。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9,431.3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33 倍。出口商品收购总额

1,675.7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36.1%。

财政金融 1983 年全县财政收入 1,874 万元，财政支出 1,528 万元，略有结余。全县城乡

储蓄余额 2,343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3.57 倍。农贷发放 3,745 万元，比 1982 年增加 20 万元；

当年累计收回 3,458 万元，比 1982 年增加 624 万元。

人民生活 1983 年，人均有粮 727 斤，比 1978 年增加 184 斤。农民平均收入 207.6 元，

比 1978 年增长 2.1 倍，比 1982 年增长 74%。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基本工资 61.45 元，

比 1978 年的 45.32 元增长 35%。1983 年，全县共销售自行车 22，211 辆，比 1978 年多销 5,710

辆；手表 25,300 块，比 1978 年多销 21,800 块；缝纫机 9,433 台，比 1978 年多销 7,763 台；

电视机 840 台，比过去历年销售总数还多 61 台。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全县有完中 1所，初中 5所，高中生 175 人，初中生 1,404 人，中学教

职员 95 人；小学 180 所，小学生 17,576 人，小学教职员 701 人。1983 年，全县有中级师范

学校 1所，学生 351 人，教职员 39 人。完全中学 10 所，初级中学 12 所，小学附设初中班 256

班；高中生 2,523 人，初中生 8,084 人；高初中教职员 655 人。农业中学 16 所，学生 1,818

人，教职员 199 人。小学 383 所，学生 135,287 人，教师 6,482 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 97.5%。

幼儿园 5所(其中教育部门办 1所，其他部门办 2所，集体单位办 2所），入园儿童 819 人，教

工 34 人。解放以来历届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的有 1,027 人（工农兵学员不计在内）。1983 年，

办文化班 723 班，参加学习的有 17,709 人；办技术班 681 班，参加学习的有 23,769 人。1983



年全县中小学勤工俭学纯收入达 67.5 万元，被评为自治区、全国勤工俭学先进单位。新圩农

业中学 1983 年被评为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表”先进单位。

科 技 全县已成立作物学会、植保学会、工业原料学会、蚕业学会、园艺学会、林学会、

畜牧兽医学会、水产学会、水电学会、医学会、护理学会、中医学会、药学会、防痨协会和会

计学会等群众性科研组织，会员共 558 人。新圩、伯劳、陆屋、沙坪、石塘等乡镇还成立了科

普协会，会员共 499 人。1978 年至 1983 年，有科技成果 25 项，其中获全国科技成果奖 2项，

即武利糖厂的“甘蔗丝连续浸出法工艺”和灵山县邮电局的“邮票、信封联合出售机”；获自

治区科技成果奖 23 项。到 1983 年评定了技术职称的科技人员有 1,200 人，其中工程师 32 人，

助理工程师 78 人；农艺师 30 人，助理农艺师 91 人；畜牧兽医师 4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16

人；经济师 2人，助理会计师 20 人，助理统计师 7人；主治医师 11 人，医师 214 人。中小学

教职员中有中教二级 1人，三级 12 人，四级 22 人，五级 96 人；小教二级 3人，三级 5 人；

均享受讲师级待遇。

文化艺术 有县文化馆 1所，乡镇文化站 19 所。图书馆 1所，藏书 49,000 册。博物馆 1

所。演出管理站 1个，戏院 1座，青少年文化宫 1处，工人文化宫 1处。县城有电影院 2座，

乡镇有电影院 17 座，工矿农林场有电影院 2座，乡镇和村有电影放映队 316 个。有县粤剧团

1个。县新华书店有发行点 22 个，66 人（其中基层人员 42 人），1983 年营业额 1,006,159 元。

县新华书店 1978 年和 1982 年被评为全国书店系统先进单位。《灵山报》于 1956 年创刊，1961

年停刊，1980 年复刊后，每周出两期，每期发行 6,000 份。有县广播站 1个，乡镇转播站 19

个，县广播站 1983 年被评为自治区广播电视系统先进单位。全县有电视差转台 5座。

卫 生 1949 年，县里仅有几间私人开业的诊所。1983 年，县有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

保健院、防疫站、皮防站、精神病院等 6 个单位，另有 1 个皮肤病防治院。各乡镇有卫生院

19 所，工厂、农林场、学校有卫生院 3所，卫生室 25 个，乡村有医疗站 402 个。全县共有病

床 775 张，各类医务人员 926 人（其中乡村医生 570 人）。至 1984 年底，全县实行计划生育的

有 80,488 人，占育龄妇女的 70.92%，有 1,064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1978 年成立县业余体校，现设游泳、田径、跳水、篮球、乒乓球等 5个班。全县

有各种类型体育场 688 个，其中灯光球场 49 个，篮球场 575 个，排球场 47 个，游泳池 3个，

健身房 1个，田径场 8个，足球场 4个。县体委承办全国少年游泳分区赛 1次，承办全区性比

赛 2 次。1965 年至 1985 年共获得自治区级比赛第一名 31 个，第二名 31 个，第三名 35 个；

1981 年获全国男子少年乙组跳台跳水第三名 3 个，1984 年获全国同一级别同一项目第一名 1

个，女子少年乙组田径 100 米第二名 1个。1975 年以来向自治区输送运动员 16 名。1980 年有

1人被评为自治区和全国优秀体育教师。1974 年以来有 6个单位被评为自治区体育先进单位。

文物胜迹
六峰山 位于县城西侧，又名“石六峰”、“西灵山”，为著名游览避暑胜地。由龙头峰、

凤尾峰、龟背峰、芙蓉峰、冲霄峰、鹤立峰等六座山峰组成。山上古木参天，奇岩曲径，怪石



嵯峨。巍巍峰峦高耸云端，有拔地摩空之势。登上山巅眺望，县城风光，远近田园，尽收眼底。

山上有北帝庙、宝山坊、仙人井等古建筑。诸峰有明清摩崖石刻、碑刻三十多幅，具有史料、

文学、书法价值。古代建筑及石刻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六 峰 宝 山

三海岩 位于灵城西 2公里，灵山中学校园内。该岩高广如堂室，形状奇特，冬暖夏凉。

洞内一分为三：东为月岩，中为龟岩，西为钱岩，取沧海桑田三变之意，故名三海岩。历代不

少诗人骚客、文官武将在岩洞石壁上题字作诗，记事写序。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穿镜岩 位于县城西 2公里，与三海岩相接。山上一石洞穿透山峰，远望天日恍然，有如

穿镜，因此得名。洞口有明代石刻数幅。1939 年 11 月，抗日名将蔡廷锴率二十六集团军进驻

灵山，司令部就设于此岩。他在岩壁上题刻的“振旅岩疆”四个大字，每字一尺见方。为县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马鞍山“灵山人”遗址 位于县城东 2 公里处，其山形如马鞍，故名。“灵山人”遗址在

马鞍山上的东胜岩和葡地岩。1960 年 4 月在此出土了一些古人类化石，还出土了中国犀牛、

野猪、熊、鹿、牛的化石及钙化蜗牛，初步考定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晚期。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钦州故城遗址 位于县城西 60 公里的旧州圩侧，隋开皇十八年（589 年）到宋天圣元年

（1023 年）为钦州州治。今存遗址东西长 270 米，南北宽 135 米，总面积 36,450 平方米；城

垣底宽 7.8 米，顶宽 5.8 米，高 5米左右。历年有砖瓦、陶瓷器、金属器等文物出土。为自治

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灵山铜鼓 灵山县是古代铜鼓出土的重点地区，历代均有出土。解放后共出土二十多面，

今存县博物馆十一面。灵山县出土的古代铜鼓有两种类型：一种以钱纹、鸟纹为主，国家文物

部门称为“灵山型”；一种以云雷纹为主，被称为“北流型”。所出土的铜鼓中以“灵山型”居

多。据考这些铜鼓是西汉末期至唐代末期的铸品。

太平四峡坳抗日烈士墓 位于太平镇四峡坳公路旁。1940 年 1 月 15 日至 18 日，我方军民

与日军在四峡坳激战，歼敌 300 余，我方将士有 229 名壮烈殉国。战后，当地群众收烈士忠骸

集葬于此。墓墩圆形，墓左有“武扬亭”，墓右有“抗日救亡烈士碑”，碑上刻有阵亡将士芳名。



著名人物
邓业懋(1916－1945) 萍塘村人。又名陈浩。1939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 年受党

组织派遣，到钦县小董发动武装起义，为 1945 年 2 月小董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任钦县人民抗

日解放军参谋长。1945 年 2 月 27 日不幸被捕，3月 10 日牺牲。

粱中光(1917－1969) 灵城镇人。抗日战争时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和革命活动，曾任灵

山青年抗日同志会干事兼灵山民众抗日自卫团动员大队组织股股长。1945 年 2 月参加灵山武

装起义，同年 3月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中，历任独立营党代表、团政治处主任、团副政

委、中共灵山县工委委员、县委副书记、六万山地委秘书、粤桂边区党委秘书。1949 年 11 月

任中共灵山县委副书记、灵山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解放后，历任灵山县委副书记、县长、

合浦地委农村部副部长。中共合浦地委委员、合浦专署副专员。

邓业兢(1922－1946) 萍塘村人。1941 年 2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是灵山党组织早期领导人

之一。1945 年 2 月参加灵山武装起义，曾任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灵山大队副大队长。1946

年 5 月在与敌人战斗中不幸被捕，月底在灵城英勇就义。

宁原悌(?－?) 唐代钦江县（宋代并入灵山县）人。武后永昌元年（689 年），举进士，授

校书郞，累官谏议大夫。唐玄宗时，复以谏议兼修国史。卒葬于大墓山。

姜公辅(?－?) 字德文。唐代遵化县（宋代并入灵山县）人。登进士第，补为校书郎。复

应制科高第，授左拾遗，召入翰林为学士。唐德宗建中四年（783 年）10 月，叛军进犯朝廷，

其护驾有功，被拜为谏议大夫，不久又擢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因事得罪德宗，被贬为泉

州别驾，唐顺宗(805 年)即位，起用为吉州刺史，未及就官而卒。

黄 涣(?－?) 字彦舟。宋代灵山人。通经史百家。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 年)授定州

文学。政和七年（1117 年），升为通直郎权知梧州军事（一说权知鬱林州）。宣和五年（1123

年），以选次赴京，不久擢升为兵部侍郎。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 年），在与金虏战斗中阵亡，

封赠为朝奉大夫，秘阁修撰，官其一子。

苏三娘(?－?) 灵山县人。清道光末年加入“天地会”，并和“天地会”首领苏三结婚。

苏三殉难后，她聚众数百人为夫报仇，后所部扩至数千人，“驰马呼曹”，劫富济贫。1851 年

率部二千余人加入太平军，位至军帅，转战各地，“屡挫兵锋”，直至天京（令南京）。1853 年

3 月底，带领女军从罗大纲等大军攻克镇江。

黄质胜(1882－1951) 旧州乡人。1905 年在清巡防营当兵。民国年间，历任排长、连长、

营长、上校团长、少将参议、副师长、中将师长、广东南路第三游击区司令、广东省第八清剿

区副司令兼灵山县县长等职。曾在广东陆军讲武堂受训，参加了北伐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

坚持与人民为敌，1948 年 1 月至 1949 年 7 月任广东省第八清剿区副司令兼灵山县县长期间，

“围剿”我革命队伍，杀害我革命同志，罪大恶极，1951 年 11 月被镇压。

重要事件
清代苏三起义 苏三系苏村人，天地会首领之一。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苏三和张



家祥、谢江殿等立广义堂，声言劫富济贫，率众于今灵山、浦北、横县、钦州一带活动，多次

击败清军乡团，会众益盛，声威大振。道光三十年（1850 年），苏三为土豪所害。苏三遇难后，

其妻苏三娘带领余众二千多人加入太平军，继续战斗。

抗日战争中的四峡坳之役 1940 年 1 月 15 日，日军 2,500 多人，由钦州小董向我四峡坳

进犯。当时，国民党军 175 师 524 团扼守四峡坳口，民众自卫队坚守两边山头，当地群众冒着

枪林弹雨运送弹药，送饭送水，支前情绪高涨。四峡坳之役激战三昼夜，日寇的轮番进攻均被

我军民击退。在我军民联合阻击下，日寇于 18 日下午 4点败退。是役共击毙日寇中队长以下

340 多名，打伤 80 多名。我方将士有 229 人为国捐躯。

灵山起义和灵山解放 1944 年冬，中共广东南路特委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同年 11 月中旬

中共灵山地下党在白鸠埠召开党的骨干会议，12 月初，又召开“旺圩会议”，传达特委指示，

制定武装起义行动计划，并决定组织一支 400 多人的“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灵山大队”。

1945 年 2 月 8 日，灵山武装起义在县城爆发。由于寡不敌众，起义队伍主动撤离，转至烟墩

司练整编。之后，起义部队转战于灵山、浦北、合浦、钦州、邕宁、防城、横县等地。1947

年 7 月 13 日，整编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团。1949 年 8 月 1 日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

桂边纵队第四支队。1949 年 12 月 4 日，配合解放军南下部队解放了灵山。

供稿：灵山县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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