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 乐 县

平乐县地处桂江中游，水路上通桂林，下达梧州、广州。自然条件优越，经济作物较多，油茶、

苧麻、沙田柚、柿饼等土特产素享盛名，远销国内外。

位置面积 平乐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地处中亚热带；东临钟山，南接昭平，西

靠荔浦，西北毗邻阳朔，东北与恭城交界。境内南北最大纵距 71 公里，东西最大横距 49 公里，

总面积 1,919.34 平方公里。合 2,879,010 亩，计陆地 2,814,465 亩。

建置沿革 秦属桂林郡地，汉属苍梧郡荔浦、富川县境地。三国吴甘露元年（265 年）置

平乐县，旧城在城西七里荔浦江口。以后归属多次变化，但平乐县建置不变。民国元年（1912

年），撤平乐县，直属平乐府。民国二年（1913 年），又撤平乐府，恢复平乐县至今。

行政区划 现辖阳安、青龙、桥亭、长滩、大扒、附城、福兴 7个乡；平乐、沙子、二塘、

张家、同安、源头 6 个镇；下设 147 个村（街）民委员会，辖 1,365 个自然村，18 个大小圩

场。县治平乐镇，1983 年人口 9,913 户，39,829 人。

人口民族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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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41856 45239 50295 63791 52.4 41 20.8

总 人 口 199351 209929 234783 344929 73.0 64.3 46.9

性别

构成

男 120642 176595 46.4

女 114141 168334 47.5

地区

构成

城镇 32820 45123 29098 39473 20.3 -12.5 35.7

农村 166531 164806 205685 305456 83.4 85.3 48.5



1983 年底全县总户数 66,225 户，总人口 353,261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1.64‰。每平

方公里人口密度：1953 年是 109 人，1964 年是 122 人，1982 年是 179 人，1984 年是 193 人。

1982 年有汉族 324,721 人，壮族 10,393 人，瑶族 9,445 人，回族 282 人，苗、侗、仫佬、

满、黎、蒙古、傣、京等民族共 88 人。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内地形呈南北长，东西窄。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山地占总面积的 40.78%，主

要分布在南部和西南部；中部偏东是一片由南向北延伸的平原；丘陵则分布广泛，境内各地都

有，占总面积的 34%。

山 脉 县内山脉属南岭分支，从恭城、荔浦分两路入境。一支在县之东部，呈南北走向，

纵贯于恭城、平乐、钟山之交，主峰为石榴界，海拔 1,372.1 米；一支在县之西部，向西南发

展，蜿蜒于荔浦、平乐、昭平、蒙山的边缘，主峰为龙河岭，海拔 1,149.6 米。另有一支起自

县中部二塘镇谢家村，向西南延伸经长滩、桥亭至大扒，与荔浦、昭平边界山脉汇合，主蜂为

莲花山，海拔 953.4 米。此外，还有狮子山、天堂山、九十九堆、葫芦顶等山，海拔均在千米

以上。

河 流 河流属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境内河流和较大的冲共 33 条。主要有桂江、茶江、荔

江和榕津河、西江、东江、同安河等 7条。桂江上游是漓江，由阳朔流入，向南流入昭平县，

至捂州与西江汇合，境内金长 74.47 公里，历史上是长江水系通往珠江水系的主要航道。注入

桂江的有茶江（即恭城河），全长 41.14 公里。荔江，全长 7.87 公里，先与漓江汇合然后流入

桂江。榕津河，全长 78.93 公里，是东部产粮区农田灌溉的主要河流。

气 候 平乐县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基本特点是：冬短夏长，气候温和，光照充足，

雨量较多，且集中于春夏季。据 1957 年至 1980 年的气象资料统计，年平均气温 19.9℃，年

极端最低气温-4.1℃，最高气温 39.4℃。年平均降雨量 1355.8~1865.4 毫米。年日照时间

1413.7~2094.3 小时。年平均无霜期 314 天。主要气候灾害有倒春寒和寒露风，影响早晚稻生

产。据记载，1957－1984 年春，倒春寒有 58 次，最严重的是 1976 年，损失谷种达 365.7 万

斤，寒露风有 54 次，最严重是 1984 年，损失稻谷 5,000 万斤，次为 1976 年，损失稻谷 1,840

万斤。此外，还有干旱、暴雨洪涝、霜冻、冰雹、大风等，危害农作物生长和造成人民生命财

产损失。

土 壤 全县分为水稻土、红壤、黄壤、石灰土、紫色土、冲积土等六个土类。一般旱地

以红壤土、砾石红土、耕型红泥土等土种为主。水田多为洪积沙泥田、潮沙泥田、石灰性潜育

田、浅潜底田等。红壤土占旱地面积 60.44%，分布于全县各地，较适种花生、黄豆、烟草、

红薯，黄红麻、西瓜等作物。一般水田有机质含量中等偏高，磷、钾养分较低，土壤多为中性

反应，保水保肥能力较强。

资 源 矿藏：有锰、煤、石灰石、硅灰石、水晶、大理石等 20 多种。锰矿储量约 1,100

万吨，煤矿储量 16 万吨，均已开采。水：县内年平均径流量共 133.9 亿立方米（已开发利用

3.15 亿立方米），每人有水 3,957 立方米，每亩土地有水 4,070 立方米，每亩耕地有水 38,090



立方米。全县理论水能蕴藏量为 20.5 万千瓦，其中可开发利用的 10.8 万千瓦，已开发利用

1.13 万千瓦。据勘测，境内水资源最丰富的桂江，天然落差为 28.5 米，在巴江口可兴建装机

容量 7.2 万千瓦的水电站。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3 年工农业总产值 13,276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0.65%，比 1981 年增

长 7.87%，比 1982 年增长 1,12%。1978 年以来每年递增 2.05%。人平均产值 1983 年为 375 元，

比 1978 年增长 2.74%。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1978 1982 1983
1978 年

以来递

增率%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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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占

%

比

1949年

增长%

比

1978年

增长%

比

1982 年

增长%

总 产 值

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2512

1742

108

362

244

56

100

69.35

4.30

14.41

9.71

2.23

7120

4516

295

1152

1114

43

100

63.4

4.1

16.2

15.7

0.6

9003

5904

603

1302

1140

54

100

65.58

6.70

14.47

12.66

0.60

9220

5895

548

1618

1135

24

100

63.94

5.94

17.55

12.31

0.26

267.0

238.4

407.4

346.9

365.2

-57.1

29.5

30.5

85.8

40.5

1.9

-44.2

2.4

-0.2

-9.1

24.3

-0.4

-55.6

5.3

5.5

13.2

7.0

0.4

-11.0

农 业 1984年，农业总产值为8,658万元，比1949年增长244.67%，比1978年增长21.6%，

比 1983 年减 6.1%。

1983 年，全县耕地面积 350,712 亩，农业人口 313,234 人（劳动力 140,341 人），人均耕

地 1.12 宙。其中水田 233,577 宙（保水田面积 200,883 亩）。旱地 117,135 亩。六十年代推广

了“单改双”、“高改矮”，七十年代又推广了“稻－稻－肥（或油菜）”等耕作制和大面积推广

杂交水稻，促进了农业生产持续发展。

1983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7,787 台，44,193.43 马力，比 1970 年的 970 台、5,205

马力，分别增加 7.03 倍和 7.49 倍。农机总动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12.6 马力，比 1970 年的

1.9 马力增加 5.63 倍。其中耕作机械即各种拖拉机 925 台，14,826 马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

有 4.22 马力。

粮、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粮食产量 1982年达 31,065 万厅，比1978 年增长 29.4%。

五年中平均每年递增 5.88%；1983 年 32,338 万厅，比 1982 年增产 4.1%。油料总产 32,702 担，

比1982年增 1,049担。1983年粮食收购6,139万斤，相当于1978年的 2.49倍；油脂收购2,000

担，比 1978 年减少 1,442 担．

林 业 据 1979 年森林调查统计，林业用地面积为 163.05 万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56.63%。其中有林面积 111.9 万亩，占林业用地面积的 68.63%。现有森林蓄积量为 127.88 万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 30.55%；绿化程度为 60.5%。有荒山宜林地 34.17 万亩，占全县土地总



面积的 11.86%。经济林占土地总面积的 6.95%，平均每人有 0.67 亩，主要有油茶、油桐、板

栗、柿树等。其中油茶林有 18.81 万亩，人均 0.64 亩。珍稀树种有细叶樟、黄杨木、水松、

松科油杉、红豆杉。

牧 业 主要有牛、猪、羊等。1983 年，牛饲养量为 41,304 头，比 1982 年的 38,600 头

增长 7%；生猪饲养量为 216,929 头，比 1982 年 182,600 头增长 18.8%，出栏肉猪 76,760 头，

比 1982 年 64,400 头增长 19.2%。自 1967 年以来，先后办起了 10 个良种猪场、站，引进和繁

育了一大批瘦肉型长白、杜洛克等良种猪。1978 年以来，全县基本实现公猪外来良种化，母

猪本地良种化，配种人工授精化，肉猪一代杂交化。羊 1982 年有 555 头，1983 年减少了 255

头，可以大力发展。

副 业 农民家庭副业主要是养、种、加工等业。养，主要有鸡、鸭、鹅、兔、蜂、蚕等。

1980 年以来，新办了良种鸡场 11 个，引进和发展了良种鸡 60 万只，促进了当地土鸡的品种

改良和发展。种，主要有菜、果、麻、蔗、蘑菇等。加工，主要有小农具、竹木器家具、编织、

酿酒、豆腐、腐竹、柿饼、木薯淀粉、粉丝、水浸粑、白糍粑等。近年来，全县出现了大批建

筑业、服务业、运输业的专业户或重点户。1984 年，全县“两户一体”已发展到 1,331 户。

渔 业 1983 年全县养殖面积一万亩。有鱼苗场、站 12 个，面积 150 亩（包括稻田养鱼

种）。年产鱼苗 330 万尾，其中大规格鱼种 280 万尾；年产成鱼 5,726 担，其中江河捕捞 583

担。

土特产品 苎麻：已有三百多年的种植历史。主要品种有黑皮蔸、黄皮串、绿白麻等，尤

以黑皮蔸质量好、产量高，单纤维高达 2,000 至 2,200 支，可织高档衣料。1984 年种植苎麻

已达 12,879 亩，总产 16,000 多担，收购 15,410 担。产量约占全自治区的一半。南宁绢纺厂

每年要从平乐购入苎麻 12,000 多担，该厂用平乐黑皮蔸做主要原料织出的麻涤确凉，1981 年

获国家纺织部须发“银质奖”。

苎 麻 沙 田 柚



沙田柚：一般个重 2至 4市斤。果肉甜脆汁多，味香可口，营养丰富，维生素含量多，常

吃对人的骨骼、血液、肌肉都很有好处。全县每年收购量约为 350 多万个，出口 130 多万个，

是全自治区产量、收购量和出口量最多的县之一。从 1980 年至 1984 年，在参加自治区柚类评

比中，质量名列前茅，其中 1980、1983、1984 年获得第一名。1983 年 11 月，全国在上海进

行柑橙类良种单株评选，平乐县选送的 4个优良单株，囊括柚类评比前四名，荣获中华人民共

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颁发的优质产品《荣誉证书》。1984 年底，已种植柚树 18 万多株，年产

沙田柚 410 多万个，约占自治区总产的四分之一。

柿饼：用柿子加工制成。因个大而圆，宛如中秋月，故又称“月柿”。有润喉、润脾，消

暑、收敛、退热之功效。平乐柿饼，透明细腻，霜白味甜，富有弹性，色、香、味、形具佳。

解放前已畅销港、澳、马来亚等地。到 1984 年，全县已种植柿树 16.24 万株，年产柿子 6 万

担至 10 万担，总产柿饼 2.1 万多担，收购 1,64 万多担，出口 1.3 万多担。产量、收购量、出

口量均在全区名列前茅。

柑橙：1984 年止，全县共种柑橙 137 万多株，以温州蜜柑、椪柑、新会橙、南丰蜜桔等

优良品种居多。年产 3.5 万多担。

黄片糖：1984 年总产 4.4 万多担。收购 3.9 万多担。沙子镇的黄片糖，三线分明，两面

腊光，厚薄适中，含水量少，味纯正，杂质少，耐久藏，远销湖南、广东等地。

马蹄（荸荠）：近年来，每年栽培均在一千亩左右，总产 2－3万担。个大柄短，颜色棕红，

生吃品质细嫩，清甜多汁，脆口消渣；熟吃可作酒席中的上等配菜，作肉馅配料更佳。马蹄粉，

是较理想的营养食品，老少病弱者食用皆宜。

茨菇：种植历史悠久。近年来，全县每年种植达 2千亩左右，总产 2万多担。桥亭乡的玄

潭茨菇，个体特大，5~6 个便有 1斤，颜色洁白如玉，味香甜，质地粉，蒸、焖、煮食皆宜，

与腊昧蒸熟切片夹吃，别具风味，是新春上等佳肴。远销广东、港、澳等地。

红瓜子：全县共种 3,200 亩，总产 3,500~4,000 担。沙子镇的红瓜子，鲜红油亮，粒大饱

满，壳薄肉多，质量最佳。

板栗：是平乐县的传统产品，远销港、澳和东南亚地区。近年来已发展到 18 万多株，常

年产量约为 7,000 担，最高年产的 1976 年达 1.7 万多担，收购约为 1.05 万多担。果实甜脆可

口，生熟食均宜，有木本粮食之称，和鸡鸭肉燉、蒸、焖，皆属席上佳肴。同时，也是上乘糕

点的重要原料。

木薯：六十年代初引进高产良种“红尾木薯”。近年来种植面积最高年达 23,106 亩，年产

干木薯 4.96 万多担。用木薯加工成的淀粉，质地细，颜色洁白，除可作佐料外，还是纺织、

橡胶、食品、糊料工业的主要原料，南销广东、香港、澳门，北运天津、武汉、上海，外销出

口东南亚，共达 1,000 多吨，深受厂家及用户欢迎。另外，用木薯粉加工成粉条，也是群众喜

爱的配菜。

水 利 解放前只有少量的引水坝、水车坝以及简单的提水工具。解放后，共兴修了蓄、

引、提等水利工程 1,637 座（处），蓄水量达 13,178 万立方米，有效水量 9,070 万立方米，灌



溉农田面积 212,570 亩。

工 业 解放前，县内仅有一些个体手工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大多是从事铁、竹、木制

品加工、手工织布、酿酒等。建国初，全县只有两个私营企业，其他都是个体手工业。到 1983

年，已发展有国营、集体企业 147 个。其中国营工矿企业有锰、煤、农药、化工、制药、翻胎、

农机、水泥、染织、制鞋、印刷、陶瓷、烟、酒等 30 个厂矿，共有职工 2,564 人，年产值 1,474.64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36.35%。

集体企业有轻工食品、纸箱、玻璃、被服、塑料、木器、家具台板、造纸等 98 个厂，共

有职工 1,344 人，年产值 1,474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36.34%。

1983 年，乡镇企业共有 78 个，3,985 人，总收入 839.02 万元。其中：有从事铁，竹、木

小农具加工、制造，以及鞭炮生产、造纸、烧制水泥、石灰、砖瓦、陶瓷等，总产值 573 万元，

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14.12%。

1979 年以来，获国家、自治区奖励的产品有：

胱铵酸：平乐县制药厂生产，1980 年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经委颁发的“优质品奖”。

男装机绱松紧鞋：平乐县制鞋厂生产，1980 年获广西壮族自治区轻工业局“质量评比奖

第一名”。

三十烷醇：平乐县化工厂生产，1981 年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产品质量奖”，1982 年获广

西壮族自治区的“新工业产品百花奖”，1983 年获国家经委颁发的“优秀新产品金龙奖”。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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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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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总产值

轻工业

重工业

104

97

7

100

93.3

6.7

3878

1894

1984

100

48.8

51.2

4125

3061

1064

100

74.2

25.8

4056

2773

1283

100

68.4

31.6

3800

2759

18229

4.6

46.4

-35.3

-1.7

-9.4

20.6

0.9

7.9

-8.3

电力：1984 年全县有大、小电站工程 68 处，装机 98 台，装机容量 15,028 千瓦，年发电

量为 2,673 万度。输电线路 35 千伏的长 52.1 公里，10 千伏的长 459.66 公里。供配电变压器

35 千伏的 6台，10 千伏升压的 33 台，10 千伏降压的 456 台。用电设备，农业 10,315 千瓦，

工业 10,470 千瓦。乡镇已全部用电，村民委员会已有 81.7%用电，村民小组已有 63.1%用电，

用电农户占全县总农户数的 65%。

交 通 1983 年有公路干、支线共 47 条，总长 368.8 公里（其中黑色渣油路 99.8 公里），

比 1949 年增加 8.78 倍。全县现有各种汽车 292 辆，货位 1,069 吨。公路运输平均每年货运量

约达 10 万吨，周转量约达 1,300 万吨公里、客运量约达 100 万人次，周转量约达 3,000 万人

公里。全县 13 个乡镇都通客车。现在县内每天都有客车开往桂林、柳州、八步、全州、阳朔、

荔浦、恭城等市县。路经平乐的客车有：广州至桂林、捂州至南宁、八步至南宁、钟山至南宁、



恭城至柳州、钟山至柳州、八步至柳州的对开班车 6对。

水路，总长为 106 公里，实际通航为 90 公里。县内主要航道是桂江。现有各类船舶 176

艘，4,728 吨位，2,466 马力。平均每年货运量约为 5万吨，周转量约为 1,500 万吨公里；客

运量约为 6万人次，周转量约为 400 万人公里。每两天有 3艘客、货轮对开梧州，货运可直达

广州、江门等地。港口吞吐量约为 5到 10 万吨，搬运量约为 10 万吨，装卸量约为 15 万吨到

20 万吨。

邮 电 现有邮电局、交局、邮电所 15 所。邮路全长 1,669 公里。百分之九十五的乡村已

通邮。有农村电话线路 443.7 杆程公里，856.5 线对公里。其中农话中继线路 164.4 杆程公里，

383.5 线对公里。已安装载波机 26 部，有载波电路 18 条，共装单机 826 部。1970 年增设增音

机 1部。县城设有民用无线电台，有收发讯机 2台。另外还有电报电路 3条，长话电路 12 条，

包裹收寄机 2台。

商 业 1983 年全县有商业网点 497 个，从业人员 2,644 人。其中国营网点 102 个，从业

人员 1,105 人；集体网点 102 个，从业人员 576 人；供销系统网点 293 个，从业人员 963 人。

另有个体商业网点 1,210 个，从业人员 1,487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5,995.75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63.7%。集市贸易总额 2,423.61 万元。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2,531.42 万元。出口商品收

购总值 144.71 万元，比 1978 年减少 41.53 万元。

财政金融 1983 年全县财政总收入 1,114 万元，支出 976 万元。年底城乡储蓄存款余额

1,489.7万元，比1981年增长60.5%。其中农村储蓄存款余额702.5万元，比1981年增长63.98%。

农贷款发放 2,319.4 万元，比 1981 年增长 222.5%；当年累计收回 1,627 万元，比 1981 年增

长 125.65%。

人民生活 1983 年人均有粮 1,033 斤，比 1978 年增加 209 斤。农民平均收入 271 元，比

1978 年增加 139 元，比 1982 年增加 116 元。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均年工资 764 元（含奖金

及补贴），比 1981 年增长 9.77%。集体企业职工人均年工资 750 元（含奖金及补贴），比 1981

年增长 3.73%。1983 年农村中出现年收入超万元的户有 13 户。1983 年全县共销售自行车 6,598

辆，比 1978 年多销 4,036 辆；手表 6,740 块，比 1978 年多销 565 块；缝纫机 2,443 台，比

1978 年多销 1,653 台；电视机 202 台，比历年销售总数还多。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全县仅有两所公办中学和两所私立中学，共 26 个班，学生 1,324 名，教

师 110 名；小学 53 所，共 94 个班，学生 3,272 名，教师 503 名；幼儿园 1所，共 2个班，学

生 93 名，教师 3名。1983 年有普通中学 45 所，236 个班，学生 10,362 名；农业高中 1所，6

个班，学生 195 名；职业高中 1所，学生 50 名；小学 135 所，学生 37,773 名，占全县学龄儿

童的 97.96%；幼儿园 5 所，入园儿童有 2,906 名。全县共有教职工 2,965 名，其中：中教职

工 786 名（大专文化程度 211 名、中专 187 名、高中 92 名、初中 296 名）。小教职工 2,145

名（大专文化程度 33 名、中专 588 名、高中 96 名、初中 1,428 名）。幼教职工 34 名(中专文

化程度 13 名、高中 11 名、初中 10 名)。



1983 年，初、高中毕业生 389 人参加大、中专升学考试，录取入大专的 78 入，入中专的

63 人，录取率达 36.24%。

科 技 现有县农科所、林科所、农业机械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各村亦有科技辅导组织。

全县已建有农、林、水电、农机、畜牧水产、医、护理、青少年科技辅导、科普等学会、协会，

会员有 384 人，有青少年科技辅导员 221 人。1983 年，全县科技人员已评定技术职称的有工

业技术员 60 人，农业技术员 18 人，科研技术员 7人，助理工程师 65 人，助理农艺师 28 人，

助理畜牧兽医师 17 人，助理会计师 3人，助理统计师 2人，中医师 8人，西医师 74 人，中药

师 2 人，护士师 4 人，西药师 1人，检验师 2人，工程师 12 人，技师 2人，农艺师 3人，主

治医师 8 人，会计师 1 人。1980 年至 1984 年，全县有科技成果 36 项，其中获自治区科技成

果奖的有胱胺酸、三十烷醇、农业气象资源调查、推广杂交水稻、蛇伤抢救研究等 5项。

文化艺术 1983 年县城有文化馆 1所，乡镇有文化站 13 处。县图书馆 1所，藏书 13 万册。

县工人俱乐部 1所。县城有电影公司 1家，电影院、剧院各 1家，另有露天电影场 1处；乡镇

有电影管理站 11 处，电影院 1家，电影放映队 52 个。县有文艺队 1个，桂剧科班 1个。乡镇

有业余剧团 121 个。文艺、书画业余作者 230 余人，创作的小戏曲《闹茶园》获自治区剧本创

作三等奖和演出一等奖。县新华书店有发行点 15 个，发行图书 1,527,257 册。从事广播电视

工作的有 45 人，业余通讯员 299 人。全县广播专线共长 1,573.5 公里，喇叭 29,340 只；电视

差转台 7 座（县城 1 座、乡镇 6 座），50 瓦差转机 2 部，10 瓦以下差转机 6 部，电视接收机

1,500 架，收录机 6,000 多台，收音机 1万多台。

卫 生 1949 年全县只有 1 所公立医院，20 张病床，16 名工作人员，还有几间私人开业

的诊所。1984 年，有县人民医院、精神病院、妇幼保健站、卫生防疫站、药品检验所等 6 个

县直辖单位。乡镇有卫生院 12 个，中心卫生院 1 个，农村卫生所 227 个。全县共有病床 367

张，各类医务人员 1,376 人。其中主治医师 7人，大专毕业 94 人，中专毕业 408 人，初级医

务人员 195 人；另有农村民间医生 322 人，接生员 350 人。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妇女有 29,178

名，占已婚育龄妇女 42,169 人的 69.13%。有 2,269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1984 年，全县有 27 所中、小学校推行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二塘镇、张家镇

被评为桂林地区开展农村体育活动先进单位。县男女队和少青男女篮球队出席桂林地区选拔赛，

双双荣获桂冠。平乐中学学生、田径运动员谭顺天, 1983 年被选入自治区军体校无线电测向

队，1984 年 10 月代表自治区参加全国 17 个省、市无线电测向竞赛，夺得 2米波段、80 米波

段、个人全能 3块金牌；10 月底参加中日无线电测向友谊赛，又夺得两块金牌。

特殊风俗 平乐县民间风俗习惯与桂东北邻近县大同小异，唯水上船民有些特殊。如：婚

嫁：旧式一般男方在岸上搭一宽大布蓬，约可容纳一百多人，为迎宾、摆宴场所。迎亲头天晚

上，新郎身穿新长衫，脚穿新黑布鞋，头戴新礼帽，顶插一对新红花，由两名 10~14 岁的傧

相陪同坐在正堂，严似法官。由请来的民歌手主持对歌，人们边吃瓜果糖饼，边抽烟喝茶，边

对唱新郎歌，直到迎来新娘。新娘乘坐花轿或船艇到男家后，新郎才手持一把普通量尺离位去

迎新娘，当新娘离轿或下船走完三步立稳后，新郎用尺向红布遮头的新娘头部打三下，意思是



新郎从此便可镇住妇人。接着新人上船成双拜天地，首先朝船尾舵筒方向跪拜，俗称“三更半

夜拜舵简’。继而拜双亲、舅亲、至亲长辈。拜毕，引新郎、新娘入洞房（船舱）；新娘入房闭

门不出，到次日四五更才出房做炊事孝敬公婆。丧葬：旧式丧葬，出殡头天晚上，各亲友向死

者唱挽歌。通常是由女的用粤语唱。歌词大意是表达对死者的哀思，从头晚唱到次日清晨。亲

友送挽联、挽帐到丧家时也唱挽歌。出殡时，孝子孝孙用一条母缆（大麻绳）连接棺材头，按

辈数大小分前后，各人用子缆（小麻绳）系在母缆上，手持芦竹竿（芦苇竿），分男左女右排

列，象船上人拉缆一样在棺材前引路。

文物胜迹
古墓群 主要集中分布在二塘镇周塘村岩头岭、铜锣道及锰矿区，张家镇曙光小学到和村，

阳安乡古端村梅花岭等 3处，可见封土堆共 320 座。据探测和发掘，属战国、汉、晋、南北

朝、唐等年代。己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外，座落在阳安、张家的还有唐代的陶太

尉，李太尉墓，二塘七堆岭晋代古墓葬 7座，也列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出生文物 七十年代以来，平乐县出土的战国、汉、晋等年代文物计有 1,500 余件。从种

类来看，既有生产工具，又有生活用具，还有大量兵器和佩饰，陶器、铜器、铁器、玉石器、

铁币等类俱金。其中较珍贵的有汉代玉鼎、铜剑、玉坠、水晶珠、鸟兽葡萄纹铜镜、铜鸩等。

另外，还在大扒等地采集到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石杵、石锛等石器数件。

古建筑 宋代古井“感应泉”，在今县人民医院留医部内。建于宋崇宁 2 年至 4 年（1103

－1105 年），为朱尚书吏部侍郎邹浩谪居昭州时所建。泉水甘凉莹澈。明代“状元桥”，在今

县人民武装部（原中山公园）内，原各“儒林桥”，建于明宣德 5年（1430 年），为青石构筑。

清代“粤东会馆”，现为县图书馆，建于顺治十四年（1657 年）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之

间，为砖木结构，咸丰年间曾毁于兵火，同治年间修复。清代“魁星楼”，在青龙乡平西村，

建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清代“石拱桥”，坐落在沙子镇沙子村旁，石桥用青石砌筑而

成，桥长 20.7 米，宽 4.2 米，3拱，主拱跨度 8.1 米，两小拱跨度各为 2.1 米，桥栏上有狮、

狗、羊、兔、麒麟等石雕，其左右还刻有人物、八宝纹等图案，工艺极为精美。

胜 地 鱼堰温泉，位于源头镇高龙村；穿山岩，位于源头镇玄武村；朝天岩，位于二塘

镇乐塘村；狮子岩，位于桥亭乡桥亭村；月亮山，位于青龙乡平地村；千年古榕，位于张家镇

榕津村，以上均有辟为旅游胜地的价值。

著名人物
廖梦樵(1902－1927) 平乐镇人。字仲麟。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

共产党党员。1927 年初，中共广东区委派他到梧州担任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领导西江地区的

工农运动和革命斗争。后被叛徒出卖，为国民党反动派所逮捕，于同年 9 月 11 日在梧州英勇

就义。

杨西安(?－1857) 沙子镇人。名又杨秀全、杨新安。清咸丰五年(1855 年)，杨组织以劫

富济贫、推翻清政府为宗旨的“连义堂”，入堂者多达四、五千人。咸丰七年(1857 年)农历五



月初八日，杨率义军数千人攻打平乐县城，斩杀知府、知县、千总等清朝官兵上千名，军威大

振，队伍扩大到万余人。后清政府急调各地清兵前来镇压，杨等遭到暗害，起义遂失败。

黄元果(1840－1904) 张家镇古龙村人。早年投身戎行，曾任南宁左江镇、柳庆镇总兵，

参加 1885 年中法谅山之战。晚年解甲归里。

廖保龄(?－?) 张家镇榕津村人。字松甫。清光绪四年（1878 年）任千总，驻守镇南关。

1885 年 2 月，法军进犯关前隘，廖等率部抗击，立了战功，升为守备。3 月 23 甘，法军再犯

镇南关，廖等又率部浴血奋战，大胜法军，接着又参加克服文渊、谅山之战。后任东兰守备、

左江镇右营守备、上思营都司，平乐协左营都司等职。

张一气(1878－1951) 源头镇九洞村人。原名张鸿钧，晚清秀才，毕业于广西高等巡警学

堂。曾任广西省议会议员、副议长、议长，1924 年任广西省省长。1937 年后任广西省政府高

等顾问，并在平乐创办乐育中学。建国后，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兼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广西

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

尹承纲(1887－1971 年) 二塘镇乐塘村人。曾用名尹正常。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曾任

国民党军中将师长、行署主任等职。建国后，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委参事室参亭、自治区政协

委员、民革委员。

麦焕章(1890－1944) 沙子镇义和村半边渡屯人。早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曾任国民党

中央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工商部部长、西南政务委员、监察院监察委员等职。在任期间，力

主抗日，支持国共合作。

蒋如荃(1889－1951) 长滩乡桃林村人。号香伯。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历任国民党

军团长、旅长，警备司令、广西民团中将副总指挥等职。解放前作恶殃民，解放后伪装投降，

暗中组匪、济匪，坚持与人民为敌。1951 年被我政府依法镇压。

重大事件
沙子农民运动 1926 年 5 月，沙子乡的黄逖熙到广州参加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

习，下半年被委派为平乐县农运特派员，回乡宣传、发动、组织“农民协会”。后以农民黄资

生、黄在中等人为首成立“博爱农民协会”，还带动周围 16 个乡村建立农会，领导农民搞“二

五减租”，组织农民武装自卫队，打击不法奸商、恶霸，维护地方治安。1928 年 5 月 13 日，

黄资生、黄在中兄弟领导千余武装自卫队员伏击前来进剿的湘军，不幸被湘军逮捕杀害，农民

运动遭到镇压。

河口伏击日军 1945 年 6 月下旬，10 余名日军和汉奸从阳朔乘木船驶往平乐县城，中共

地下党领导的临阳联队乃派 24 名突击队员于河口村伏击，打死日军和汉奸一批。

“三·二九”学生运动 1946 年 3 月 29 日，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平乐县爆发了声势浩

大的“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反迫害、争自由”学生爱国运动。这次运动，在平

乐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供稿：平乐县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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