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 丹 县

南丹是桂西北边陲的多民族杂居县。黔桂铁路、西南公路并行纵贯县境，扼通向黔、滇、川之要

道。这里山多土肥，宜林、宜牧面广，系自治区发展用材林基地和耕牛基地的重点县之一；大厂镇被

誉为国内未来锡都；罗富乡的圹丁坡，是世界上少有的、保存完好的泥盆纪标准地质剖面。境内风光

秀丽，气候温凉，夏夜仍需盖被，是避暑胜地。

位置面积 本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东隔打狗河与环江县为邻，东南和南部跟河

池县接壤，西南同东兰县相连，西靠天峨县，西北、北、东北三面和贵州省的罗甸、平塘、独

山、荔波 4县交界。全境东西最大横距 70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106 公里，总面积 3,916 平方

公里，折合 5,874,000 亩，其中陆地面积 5,821,400 亩，占总面积 99.1%；水域 52,600 万亩，

占总面积 0.9%。县城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330 公里。

建置沿革 县境为古夜郎属地。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置牂牁郡，领 17 县，南丹

属毋敛县地。隋沿汉制，仍属牂牁郡。唐于今县境内置羁縻延州、鸾州、福州、那州。宋开宝

七年（974 年）土酋莫洪燕归附，元丰三年(1080 年)立南丹土州；崇宁五年（1106 年）土酋

罗世念归宋，置那州、地州 2土州。元至元十三年（1276 年）置南丹安抚司，大德二年(1298

年)改为庆远南丹溪峒军民安抚司，那州、地州 2土州不变。明洪武元年（1368 年）将那、地

2州合并为那地土州（州治在今那地村），同时恢复南丹州；洪武二十八年（1397 年）改南丹

州为南丹卫，正统十年（1445 年）废卫复州，后又改为南丹土州。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

南丹士州实行弹压制，归河池县承审。民国七年（1918 年）撤南丹土州建南丹县，二十年（1931

年）并那地土州入南丹县。1949 年 l2 月 26 日解放。

行政区划 现设城关、大厂、车河、六寨 4个镇，小场、罗富、吾隘、芒场、巴定、月里、

中堡（苗族），八圩（瑶族）、里湖(瑶族)9 个乡。下辖村（街）民委员会 125 个，自然村 2,010



个，大小圩场 23 个。县治城关镇 1984 年有 4,508 户，14,158 人。

人口民族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50 年

1953 年

第一次

人口普查

1964 年

第二次

人口普查

1982 年

笫三次

人口普查

比 1950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22287 24135 32444 44010 97.5 82.3 35.65

总 人 口 101662 106128 138970 231347 127.6 118.0 66.47

性别

构成

男 52386 54336 70900 120138 129.3 121.0 69.44

女 49276 51792 68070 111209 125.7 114 .7 63.37

地区

构成

城 镇 － 11354 21294 35170 － 209.8 65.16

农 村 － 94774 117676 196177 － 107.0 66.71

1984 年总人口 242,405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61.9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15.61‰。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有壮族 118,253 人，占总人口 51.1%；汉族 77,132 人，占 33.3%；

瑶族（主要是白裤瑶）21,202 人，占 9.2%；苗族 8,217 人，占 3.6%；其他少数民族有布依、

毛难、水、仫佬、侗等族，共 6,543 人，占 2.83%。

自然条件
地 形 本县系云贵高原向广西丘陵过渡地带。境内高山连绵起伏，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

斜。海拔 800 米以上的山地占全县总面积 43.63%；500 米至 800 米的山地占 42.76%；200 米至

500 米的丘陵占 9.1%。全县最高点是罗屯三匹虎次峰。从西北端的中堡，沿贵州省边界直至东

南端的七圩，是石山峰林，其余大部地区多为泥山土岭。

山 脉 凤凰山自贵州省从县西北部入境后，分西、中、东三条支脉向东南延伸。西脉从

中堡、摆者经拉堡、邦里、龙腊等地到古兰、吾隘，长约 100 公里，其三匹虎次峰（主峰在天

峨县境），海拔 1,321 米，中堡老屋基海拔 1,257 米，分别为境内第一、第二高峰。中脉从巴

峨、上稿经播细、暮麻、挽自、四山过杨州、大厂至龙更出河池，长约 90 公里；其高峰是上

稿 8号坡，海拔 1,234 米。东脉从者麻到磨岩、蛮降、岜地过瑶虽、董甲、利乐至朝房，长约

70 多公里，其高峰是金树坡，海拔 1,100 米。其余大部分山峰都在海拔 800 米至 1,000 米左

右。

河 流 主要河流有红水河、纳力河、打狗河。红水河由天峨从古王屯入境，经吾隘至拉

仁屯出东兰，境内长 22 公里。纳力河源于贵州平塘，从月里乡摆者入境，经纳四、牙林至下

王龙出天峨，境内长 30 公里。打狗河由贵州荔波来，从界排入境，经立坳、七圩至十圩出境，

境内长 40 公里。汇入这 3条河流的有清水河、拉潭河、打牛河、巴东河、坡口河、达维河、

小场河等 27 条河溪，呈叶脉状分布在凤凰山的崇山峻岭之中。此外，东南部另有车河河、先

堂河、拉磨河等，分别发源于威明、拉磨及南胃大厂附近，出河池注入刁江。全县河流总长

615.5 公里，水能理论蕴藏量 18.05 万千瓦，可开发量 3.24 万千瓦，已开发 7,240 千瓦。



气 候 属独特的南、中亚热带山地气候。特点是气温低、雨量多、光照少、湿度大。年

均温16.9℃，1月份平均气温7.4℃，7月份平均气温24.6℃；极端最低气温-5.5℃，最高35.5℃。

历年平均降雨日 191.9 天，平均降雨量 1,497.9 毫米。降雨量多集中在 5至 8月（降雨 989.1

毫米），占全年雨量的 66.03%；降雨最少是 11 月至次年 2月（降雨 132.7 毫米），占全年雨量

的 8.86%。年平均日照总时数 1,257.1 小时；2月份日照最少，平均 62.1 小时；8月份日照最

多，平均 156.3 小时。历年平均无霜期 289 天，初霜期为 12 月 5 日；终霜期为 2月 9日。平

均有霜日数 9.3 天。气象灾害主要是干旱。由于境内山高谷深，地形复杂，雨量虽多，但月降

雨量变幅大，分布不均，故旱灾频繁。从 1958 年至 1982 年的 24 年间，重旱灾有 8 年，平均

每年中稻减产 19%。1963 年最严重，中稻比上年减产 1,883 万斤，减 46%；冰霜几乎每年都有，

而且降霜早，冷冻时间长，致使晚秋作物失收，树木杂草衰枯，容易造成牲畜饲料不足、耕牛

死亡和山林火灾。七十年代共有 8年发生冰雹灾害。1974 年 3 月 25 日降雹，仅八圩供销社损

失商品价值就达 9万元。此外，倒春寒和寒露风对农业生产危害也极大，由于春暖迟，气温不

稳定，每年 2月底至 3月中旬还出现低温阴雨天气，造成玉米烂种和早稻烂秧；寒露风最早出

现在 9月中旬，一般在 9月下旬，因此，全县绝大部分地区不能种植双季稻。

土 壤 全县有 9个土类，25 个亚类，46 个土属，106 个土种。水稻土有 141,099 亩，其

中潴育型水稻土 92,619 亩，占水稻土面积的 65.7%；淹育型 2,650 亩，占 18.8%；还有潜育型、

盐渍性、沼泽型、矿毒性等土。潴育型水稻土的土体层次分明，供水、供肥性能良好，比较稳

产、高产，其余多是低产田。旱作土以棕色石灰土、黄红壤土、洪积土为主，面积 52,862 亩，

占旱作土面积 87.7%，适宜玉米、黄豆、红薯、烟草、棉花、瓜类生长。自然土壤普查面积

4,345,772 亩，黄壤土占 50.5%，红壤土占 11.8%。大面积土壤有机质含量高，含有机质丰富

的有 3,896,420 亩，占自然土壤面积的 89.7%。此种土土层深厚，质地良好，适宜油桐、杉木、

阔叶树、牧草的生长，具备发展林、果、牧业的条件。但耕作土壤磷、钾含量偏低，有待改造。

资 源 矿藏：已发现的有锡、铅、锌、金、银、铜、铁、钨、汞、锢、镉、铀、镓、铋、

铟、镝、钻等 20 多种有色金属和碲、砷、硫、莹石、水晶、云母、铝土、煤、锰等其他矿石。

已探明蕴藏锡金属 110.8 万吨，锌金属 230 万吨，锑金属 36 万吨，铝金属 120 万吨，硫 580

万吨，汞 450 吨，银 2,100 吨。植物：主要用材林有杉、松、丝栗、猴栗、苦楝、香椿、酸枣、

山楝、泡桐、樟、岩杉等一级树种。还有名贵的小叶红豆、白克木、广西木莲、阿丁木、梓木

等树种。经济林有油桐、油茶。果类有柑，桔、板栗、李、梨、柿、杏、杨梅、枇杷、核桃等。

药材有山枝子、五倍子、金银花、何首乌、天门冬、半夏、七叶一枝花等。动物有恒河猴、狗

熊、狐狸、水獭、蛤蚧、猸子、山瑞、眼镜蛇、麝香、穿山甲、果子猩、竹鼠，以及山鸡、野

鸡、画眉鸟等。

全县待开发利用的荒山荒地共有 292 万亩。其中：宜农地 12 万亩，宜林地 160 万亩，宜

牧地 120 万亩，发展农、林、牧的土地潜力很大。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 5,478.52 万元，比 1951 年增长 10.9 倍，比 1978

年增长 19.6%，比 1983 年增长 7.76%。1978 年至 1984 年年递增率为 2.9%。人均产值 307.61

元，比 1951 年增长 6.89 倍，比 1978 年增长 0.93%，比 1983 年增长 6.72%。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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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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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38

335.42

8.59

54.01

60.31

0.05

100

73.18

1.90

11.80

13.20

O.O1

3149.2

2131.0

332.1

355.9

326.4

3.82

100

67.67

10.54

11.30

10.36

0.12

3986.3

2230.6

244.4

630.9

878.2

2.2

100

55.96

6.13

15.83

22.03

0.06

4323.0

2291.4

317.7

639.4

1071.1

3.4

100

53.00

7.35

14.79

24.78

0.08

843

583

3599

1084

1676

6700

37.27

7.53

-4.34

79.65

228.15

-10.93

8.45

2.73

29.99

1.35

21.97

53.85

5.4

1.2

-0.7

10.3

21.9

-1.9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总面积 242,677 亩，农业人口 198,575 人，平均每人有耕地 1.22

亩。其中水田面积 139,025 亩，旱地面积 103,652 亩。旱涝保收田 58,223 亩，有效灌溉面积

67,650 亩。

1984 年有各种农业机械 1,918 台（部），25,170 马力。比 1978 年 779 台（部），9,685 马

力增长约 1.6 倍。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农机动力 10.4 马力，比 1978 年平均每百亩 4马力增加

2.6 倍。

解放前水田种中稻，早地种玉米，兼种豆类、瓜类、棉花、火麻等。解放后，特别是六十

年代以来，水利条件有所改善，在有条件的地方，采取了单改双的措施（如双季稻、稻麦、稻

油、稻肥、稻豆等二熟制）。此外，在山地的使用方面，改单式年内轮作为复式多年轮作。

粮、棉、油：1978 年至 1984 年粮食总产递增 1.5%。1984 年粮食总产 13,759.19 万斤，

比1978年增长 5.3%，比 1983年增长8.7%。1984年棉花产量8.68万斤，比1978年增长 136.5%，

比1983年减产42.9%。1984年油料产量31.22万斤，比1978年增长7.9%，比1983年减产48.5%。

减产的主要原因是油菜籽收购价格降低，种植面积减少。

林 业 1984 年全县立木蓄积量 129.6 万立方米，每年外调木材 2万立方米。在全部林木

面积中，用材林 447,286 亩，经济林 69,777 亩；防护林 322,153 亩；薪炭林 30,029 亩；灌木

疏林 84,824 亩；竹林 16,609 亩。县境树种资源丰富。土壤肥沃，气候温和湿润，为各种针、

阔叶树木的速生、优质、丰产提供了条件。据大面积皆伐统计，20 年生杉木人工林，每亩出

规格材 15 立方米，超出国家标准 3立方米。1980 年被自治区人民政府定为发展杉木基地县。

1981 年至 1984 年，全县新造林 95,600 亩。现有国营林场 2个，经营面积 137,400 亩。

牧 业 大牲畜主要是牛，劳役、肉食兼用。1984 年年底存栏 5,372 头（其中黄牛 23,472



头，水牛 34,900 头），比 1980 年增长 33.6%。从 1980 年至 1984 年，共外调商品牛 20,797 头，

年均出售 4,159 头。全县共有宜牧荒山 190 万亩，已利用 70 万亩，尚有 120 万亩待开发利用，

发展养牛业的前景十分广阔。主要家畜是猪，1984 年生猪饲养量 98,039 头，出栏 22,572 头，

年底存栏 75,287 头。

副 业 以种养为主，除养牛、养猪外，还饲养鸡，鸭、蜜蜂，种植柑桔、梨、李、桃、

板栗等果树以及香菇、木耳、油桐、油茶和竹木、蔬菜等。此外，还有采集野生植物、开矿选

矿、木材加工、烧制砖瓦、运输、建筑等。据统计，1984 年民间采矿收入 119 万元，建筑收

入 125 万元。

土特产品 长角辣椒：形似水牛角，喜生于沙质壤土、多雾的山中，盛产于六寨、巴定、

芒场、月里等乡镇。熟椒颜色鲜红光亮，最长达 8寸余，肉质肥厚，辣度适中。生椒可以加工

成糟辣、盐酸、辣酱等，香甜可口，增进食欲，是调味佳品。当地群众还认为长角辣椒可增强

身体抗寒的能力，“有吃不得辣椒上不得高坡”之说。干辣椒最高年收购量达 3,798 担，远销

港澳和国际市场。

长角辣椒

桐油：产于小场、车河、八圩、罗富、里湖等乡镇。优良树种有“南丹百年桐”，树龄长，

产量高，油质好。据抽样测定，一株 1954 年种的桐树可结桐籽 37 斤，干子仁含油率达 60.48%，

油脂酸价、碘价、皂价值、折光指数均优于出口规格标准。1984 年全县外调、出口桐油 1,005

担。

芭芒秆：野生植物，为造纸原料，全县普遍生长。最高年收购量达 143,608 担。除供应县

内纸厂外，还大量运销区外。

栓木皮：是制造软木的原料，盛产于月里、巴定、罗富、吾隘等乡，年收购量均在 25,000

担至 30,000 担之间。县软木厂生产的软木纸、软木板、软木砖，弹性好，抗压抗拉力强，深

受国防、机械、建筑等部门的欢迎。

李子：适应性广，村头寨尾，房前屋后都可种植。主要品种有黄腊李、猪心李、桐果李、

鸡血李等，早熟个大，肉嫩皮脆、汁清甜，既可以生吃，又可以加工成李子罐头和李子干，有

解渴、健胃功能。现在加工设备不足，每年有百万斤以上进入柳州、金城江及铁路沿线圩场。

中堡黄牛：是广西良种牛之一。因盛产于中堡苗族乡而得名。这种牛耐旱耐寒，体型高大



承役力强，耕作肉食兼用。公牛体重 390 公斤左右，出肉率 40.39%；母牛体重 250 公斤左右，

出肉率 35.45%。近年已推广到外地。

瑶鸡：是本县瑶族群众长期饲养培育而形成的优良家禽品种。特点是适应性强，遗传性稳

定，体型高大；成年公鸡体重 2.6 公斤以上，最重 5公斤；母鸡 1.86 公斤以上，最重 3公斤。

目前因技术原因，还只是家庭饲养，不能大量生产。

水 利 解放初，全县仅有小水利 824 处，引水量 1.3 立方米/秒，龙骨车 45 架，木制水

车 36 架，有效灌溉面积 500 亩。现在已拥有以天生桥水库和打牛水利为骨干的中小型水利工

程 1,922 处，其中小型水库 27 座，塘坝 242 处，有效库容 1.267 万立方米；引水工程 1,347

处，有砌石防渗渠道 232 公里，正常引水流量 6.87 立方米/秒，灌溉面积 39,810 亩；提水工

程 306 处，机灌匹配功率 2,289.5 马力，电灌装机容量 1,125.5 千瓦，水泵 74 台，提水流量

3.62 立方米/秒，灌溉面积 15,540 亩。全县农田水利有效灌溉面积 67,650 亩，占水田面积的

48.7%。此外，修建人、畜饮水工程 759 处，解决了 74,400 人和 44,950 头牲畜的饮水困难。

由于人口居住分散，耕地零星，水利受益的局限性很大，干旱灾害对农业的威胁仍未能彻底解

除。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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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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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1.65

0.03

100

98.2

1.8

1469.8

762.6

707.1

100

51.89

48.11

1097.8

533.7

564.1

100

48.6

51.4

1155.5

486.7

668.8

100

42.12

57.88

68679

29398

2229133

-21.4

-36.2

-5.4

5.3

-8.8

18.6

-3.9

-7.2

-0.9

说明：本表不包括中央和自治区所属的厂矿企业。

工 业 1984 年县属国营工矿企业有五一矿、茶山矿、水泥厂、酒厂、印刷厂、软木厂、

农机修造厂、汽车修理厂、吾隘糖酒厂、食品厂、自来水厂等 11 个。共有职工 1,296 人，总

产值 833.62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72.14%。其中比较大的五一矿，有职工 498 人，主要

产品是锡、锌、硫，年产值 120 万元。县酒厂有职工 117 人，年产值 110 万元。该厂生产的《丹

泉酒》、《南丹大曲》远销北京等区外市场。县管集体企业 9个，有职工 228 人，产值 101.89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8.8%。乡镇企业 89 个，职工 1,069 人，产值 219.9 万元。

境内还有直属中央和自治区的大厂矿务局、拉磨锌矿和新州锡矿。大厂矿已有 700 多年矿

史。矿务局下辖长坡矿、巴里矿、铜坑矿、长坡选厂、车河选厂、柳州冶炼厂等生产机构。主

要生产锡和铜。锡矿藏量居全国首位，储量集中：品位高，综合利用价值广，发展前景好，被

誉为未来的全国锡都。1983 年有职工 8,188 人，产值 2,282.37 万元。

电力：已建成纳力、拉希、甲棉等小水电站 63 处，装机容量 7,240 千瓦。其中，100 千

瓦以上的小水电站 5处 11 台，装机容量 5,027 千瓦。有 10 千伏以上的输电线路 355.95 公里。

每年 11 月至次年 4月为枯水期，只能发电 580 千瓦；5月至 10 月为丰水期，可发电 6,372 千



瓦。枯水期要向大电网购电 250 万度左右。1984 年供电量 845.47 万度，用电量 726.46 万度。

交 通 主要是铁路和公路。水运方面除红水河有少量小船短途运输外，其他河流均不通

航。黔桂铁路经县境 77 公里，设有 11 个车站。全县公路总长 348.5 公里。通往县外的公路主

要有 3条，其中柳州经南丹至贵阳的西南公路过境 92 公里；南丹至天峨公路境内长 42 公里；

车河至九圩公路境内长 20 公里。县城每天共发班车 19 部。南丹至南宁、柳州、都安、东兰、

金城江、独山、天峨每天都有对开班车。县内公路支线 16 条。

全县有各种汽车 542 辆，1984 年公路客运量 15 万人次，货运量 42,833 吨。

邮 电 现有邮电局、支局、邮电所 11 个，邮路总长 2,122.2 公里，全县 125 个村通邮

87 个，占 69.6%。农村电话线路 688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8条，共安装电话单机 396 部。县局

有收发讯机 1台。

商 业 1984 年全县有商业网点 1,281 个，从业人员 2,934 人。其中国营和供销社网点 222

个，从业人员 1,500 人；集体网点 27 个，从业人员 218 人；个体网点 1,032 个，从业人员 1,216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3,816.51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59.07%，比 1983 年增长 16%。农副产

品收购总额 1,203.1 万元。出口商品收购总值 108.04 万元。全县有大、小圩场 23 处，共 2,483

平方米；有圩亭 170 间，4,184 平方米。1984 年集市贸易额 1,081.8 万元。

财政金融 1984 年全县财政总收入 1,452 万元（其中自治区补助 430 万元），总支出

1,345.52 万元。城乡储蓄额 1,678.57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377%，其中农民存款 235.7 万元，

比 1978 年增长 70%，比 1983 年增长 59.4%；农贷款发放年 590.98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32

倍，比 1983 年增长 1.34 倍；当年累计回收 223.08 万元，比 1978 年减少 4.1%，比 1983 年增

加 16.2%。

人民生活 1984 年人均有粮 501 斤，农民平均纯收入 157.43 元，比 1978 年增加 145.98%，

比 1983 年增加 148.52%，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均月基本工资 58.15 元，比 1978 年的 45.92

元增长 26.6%。1984 年农村收入超万元的有 34 户（多为矿农）。1984 年中档商品销售量：自

行车 2,192 辆，比 1978 年多销 1,545 辆，比 1983 年多销 254 辆；手表 7,432 只，比 1978 年

多销 6,170 只，比 1983 年多销 1,032 只；缝纫机 2,757 台，比 1978 年多销 2,526 台，比 1983

年多销 22 台；洗衣机 921 台；电视机 1,114 台。1984 年城镇建房 75,596 平方米，农村私人

建房 1,920 间，63,890 平方米。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仅有初级中学 1 所，教职员 27 人，学生 280 人；有小学 100 多所，教职

员 200 多人，学生 5,000 多人。1984 年全县有高中 1所，完中 5所，教职员 226 人，学生 1,437

人；有初中 17 所，教职员 453 人，学生 4,805 人；有轮训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 1所，教职员

17 人，学生 193 人。有小学 126 所，教学点 363 个，教职员 1,614 人，学生 30,356 人。有幼

儿园 13 所，教职员 88 人，入园儿童 1,494 人。全县共有中学教师 696 人（含民办教师 6人），

其中具备大专文化程度的 210 人，中专文化程度的 204 人。共有小学教师 1,459 人（合民办教



师 430 人），其中大学专科文化程度的 14 人，中专文化程度的 412 人，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

396 人。1978 以来，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的有 274 人（其中本科 151 人），高、初中毕业生升

入中专的有 551 人。

科 技 1984 年有农科所、林科所、农机研究所、科技情报所、农业技术中心推广站、种

子站、植物病虫测报站、兽医站等 9个科技单位，各乡镇也都建立了相应机构。全县有科普协

会 3 个，会员 161 人；各种专业性协（学）会 10 个，会员 301 人。全县现有农艺师 6人，水

电工程师 1人，畜牧兽医师 2 人，林业工程师 6 人，土木建筑工程师 1人；有助理农艺师 14

人，助理水电工程师 6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9人，助理林业工程师 8人，助理土木建筑工程师

5 人，助理会计师 11 人，助理统计师 3 人；另外还有农业技术员 40 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24

人，林业技术员 28 人，水利电力技术员 15 人，土木建筑技术员 19 人。科研成果《旋转式视

力表》，获 1982 年全国青少年创造发明三等奖；《杉木芽接法》、《气团参数时间剖面图》、《中

西医结合治疗急外死病肠炎》、《处理软弱地基》等 21 个项目获自治区嘉奖。

文化艺术 有文化馆 1 个，文化站 10 个；图书馆 1 个（藏书 48,500 册），工人文化官 1

个（1,500 平方米）；电影院 4个，放影队 52 个；文工团 1个（1982 年被评为全国文艺先进集

体）；新华书店 2 个，发行点 10 处。各乡镇有广播站 8个，电视差转台 20 个。全县有线广播

喇叭 1,712 只，有线广播线路 227 公里。电视机 2,870 台，录音机 8,973 台，收音机 18,640

台。

卫 生 1949 年有医院 1个，医务人员 5人。1984 年有县医院 2 个，乡镇医院 10 个，妇

幼保健站、防疫站、皮肤病防治院、工人疗养院各 1个，农村医疗站 98 个。全县共有病床 655

张，医务人员 725 人（其中主治医师 5 人，药剂师 1 人）。全县实行计划生育的妇女 13,997

人，占已婚育龄妇女的 54.59%，有 768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设有县体委，工作人员 4人。有二级裁判员 2人，三级裁判员 17 人。全县有篮球

场 178 个，排球场 6个，游泳池 1个(1,250 平方米)。七十年代以来，向自治区体工队、体育

院校输送体育人材 11 人（其中 1名已选入国家青年男排）。县内每年举行 5-6 次体育比赛，罗

富乡被评为自治区农村业余体育先进单位。1983 年在广州军区田径赛中，1人获铅球赛第二名。

县体委 1人被评为自治区体育先进工作者。

特殊风俗 白裤瑶婚丧：瑶族中白裤瑶的男女青年一般是自由恋爱结婚，娶亲也很简朴，

虽择吉日，但不哭嫁、不坐轿。接亲时只须由新郎家派一男两女三人前去，带上肉 3斤酒 12

斤，鸡 4只作为礼物，并付奶母钱 3.2 元即可。姑娘出门时还有象征性的嘻嘻哈哈捶打接亲男

人取乐之俗。死了人一般不报丧，远近亲友闻讯自觉赶来治丧，送米，酒等物。葬礼有打铜鼓

和砍牛等活动。

苗族婚丧：苗族聚居的中堡乡，至今仍盛行“偷亲”习俗。青年男女在接触中产生爱情后，

经一段时间幽会和考验，双方都认为可以结婚了，便约定时间、地点，由男方带一同伴在夜间

悄悄把姑娘接到男家。第三天杀一头小猪，割取头和三条腿，派人挑到女家去报亲。丧葬很特

殊，人死之后，第一件事是派人四处去向亲友报丧，报丧者带一壶酒，酒壶上系一小条白布作



标志。入殓前要用白酒给死者洗脸。寿衣要反穿（即把前面作后面）。死者若是女的，要把头

发反日常活人梳理的方向盘发。只有鞋子可以顺穿，但在下井时要开棺脱下来，并砍断扔在墓

旁。出丧前夜打铜鼓、吹琐呐、放鞭炮。出丧时由舅子亲自击鼓发丧。

文物胜迹
铜江公园 由县城北 2里的原北帝庙旧址扩建而成。因北帝神像和钟鼎用铜铸成，又称“铜

庙”。建于宋代，明嘉靖四年（1525 年）重修，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又重修，并改名铜江

公园。1958 年庙宇、神像、钟鼎均被毁。1983 年县人民政府又拨出专款重修。

莲花山 位于县城西北约 2里处。山形酷似莲花，山巅边沿尚有山门及垒石城墙 800 余米，

有不明朝代的大型石条古墓 1座（已被盗）。山上有幽深岩洞 1个。

美女镜（又名穿山洞） 在六寨镇龙马村东面。一峰凌空穿洞，圆如巨镜，星月流云均于

“镜”中可见。《徐霞客游记》中对之赞叹不已。

美 女 镜

白水滩瀑布 在堂汉村打锡坡脚大村北，距县城 12 里。水从半山喷溅而出，气势磅礴，

四季可观。在《徐霞客游记》中，称为粤西第一奇景。

感安山 距县城 140 里，在那地村拉潭屯东南面。山势高耸入云，有“紫霄宫”遗址，尚

存有比较完整的墙垣和明代弘治年间的诗文碑刻 4块。

丹炉山 在昌里村境内，距县城 120 里。山形奇丽，险象横生，有三道卡门和比较完整的

城墙，有明代万历年间诗文碑刻 6块。

著名人物
蓝志仁(1904－1932) 扬州村人。中共党员。1929 年参加红七军，在扬州、那地、吾隘、

东兰、凤山、天峨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斗争。历任红七军第三纵队第四游击大队队长、红

七军二十一师六十三团二营营长，后兼任六十三团政治委员。1932 年牺牲于天峨县甘盂峒拉

好岩。

黎水保(1865－1887) 瑶族。瑶寨村人。少年时曾入私塾读书，是南丹白裤瑶族第一个知

书识字的人。信奉白莲教，以“拜神练法”为名组织瑶族群众数百人，进行反抗土官莫让业的

斗争，持续近百天，曾攻至南丹县城附近的者旧冲，但未能占领县城。后被莫让业军和清统带



用重金收买的叛徒潘老台和韦六出卖，杀害于南丹。

重要事件
徐霞容考察南丹 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在对广西、贵州、云南进行考察时，1638 年 3 月

18 日至 27 日途经南丹。从东南方大山塘入境向西北行，经县城涉芒场至六寨，从银寨村的岜

歹屯出县境入贵州下司界，沿途历 30 个村寨。他对当时南丹土州的行政区域、府城衙署建筑、

寺庙、山川、风物、锡银矿冶、物价等，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对科学地研究南丹的建置、

地名、地貌、矿冶等有重要价值。

沈槐山起兵反清 柳城人沈槐山，于 1909 年受抗法英雄刘永福派遣，与王叫化同到南丹

活动。经与八圩杨祖卯为首的秘密组织取得联系，发展骨干分子 49 人，于宣统元年（1909 年）

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起兵反清。仅激战数小时即占领县城。弹压易某越墙逃脱，其兄及查烟委

员余某等数名污吏被处死。广西巡抚张鸣歧闻变即派重兵直扑南丹。起义军于次年农历正月初

三突围出城。后因内部矛盾被清军各个击破，沈槐山等 26 人先后被捕间斩。就义前王叫化等

人唱的山歌传诵至今。

那地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 1929 年在左、右江农民运动的影响下，蓝志仁到东兰与韦拔群

取得联系，回来后，积极在扬州、那地、吾隘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斗争。1930 年 1 月，红

七军第三纵队派陈思深带领一连红军第二次攻下吾隘、那地，并于 1月 24 日成立了那地县工

农民主政府，政府委员 7人，主席韦国英，财政委员何绍祥，粮食委员张泽甫，教育委员朱哲

三，还建立了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此时，蓝志仁所领导的武装部队 180 多人（枪 150 多枝）

正式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三纵队第四大队，蓝任大队长。从 1930 年冬至 1932 年上半年，

那地县工农民主政府组织群众配合这支部队坚持战斗在那地、扬州、吾隘、长老、龙更、巴暮

等地，曾八次粉碎国民党军队及土豪民团对扬州水岩洞的围攻。红军主力北上江西后，由于敌

我力量对比悬殊，韦国英奉命带领部队于 1932 年 7 月撤出那地向天峨及黔桂边界转移，那地

又陷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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