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岑 溪 县

岑溪县交通方便，玉（林）梧（州）和玉穗（广州）两条公路干线贯穿全境。水力资源较充足，

是全国农村电气化试点县之一。铅、锌和钛铁储量丰富，新发现的大理石有开采价值。土特产有松香、

桂圆肉、桂皮、桂油、茴油、软枝油茶和三黄鸡等。人口密度较大，外出谋生者较多，是广西的侨乡

之一。

位置面积 岑溪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415 公里。东、南与广

东省罗定、郁南、信宜 3 县毗邻，西接容县，北靠藤县，东北界苍梧县。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63.7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66.6 公里。总面积 2,783 平方公里，陆地占 97.7%，水域占 2.3%。

建置沿革 汉代至南朝宋、齐，均属苍梧郡猛陵县地。梁普通五年（524 年）始置永业郡。

隋开皇三年(583 年)降为县。唐武德五年（622 年），以永业县地置南义州，领龙城、安义、义

城 3县，后又析泷州（今广东罗定县）的正义县置连城县，归属南义州。唐至德二年（757 年）

改龙城县为岑溪县。宋开宝六年（971 年），又把连城、永业 2县并归岑溪县。元至民国因之。

1951 年原属藤县的三堡区（包括现在的糯垌、安平、三堡、波塘 4个乡镇）划归岑溪县。

行政区划 岑溪县现辖 4个镇：岑城、南渡、归义、糯垌；13 个乡：樟木、马路、昙容、

吉太、水汶、大隆、梨木、大湴、筋竹、诚谏、安平、三堡、波塘。乡镇下属村街 277 个，另

有圩场 26 个。县治岑城镇有 7,377 户，35,486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全县人口 589,927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212.2 人，人口自然增长

率为 11.87‰。据 1982 年人口普查，壮、苗、瑶等少数民族共 312 人，其余均为汉族。

全县有华侨、外籍华裔和港、澳、台同胞 9,200 多人，在县内的归侨、侨眷、侨属共 1,700

多户，13,000 多人，华侨侨居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等 16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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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60 75335 87626 105264 68.26 39.73 20.13

总 人 口 300174 319418 374297 568245 89.31 77.90 51.82

性别

构成

男 154600 163956 192426 295463 91.11 80.21 53.55

女 145574 155462 181871 272782 87.38 75.47 49.99

地区

构成

城镇 3384 4140 8140 17825 426.74 330.66

农村 296790 315279 366157 550420 85.46 74.58 50.32

自然条件
地 形 岑溪地处粤桂边云开大山北麓的丘陵地区，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山地连绵起伏，

中部地势稍平，在黄华、义昌河谷有狭长的小盆地。境内最高点是吉太乡的土柱顶，海拔 1,211

米；最低地是波塘乡都目河谷，海拔 50 米。

山 脉 县内山脉属云开大山和勾漏山余脉。云开大山由广东信宜县分两支延伸入县境东

南部和中部，勾漏山脉由北流、容县延伸入县境西南部，与云开大山余脉相联接。全境主要山

峰 77 座，多群集于东南边境。西南最高的土柱顶，海拔 1,211 米；中部最高的大瓮顶，海拔

922 米；东北最高的周公顶，海拔 885 米。

河 流 全县较大的河流有 34 条，分别汇流入黄华河和义昌河。黄华河发源于广东信宜县

的鸭刀山，全长 123 公里，平均流量 45 立方米/秒。义昌河发源于县内筋竹、大隆等地，全长

125.5 公里，平均流量 26 立方米/秒。这两河分别由东、南流向西北，贯穿全境，至藤县金鸡

境与北流河汇合，流入浔江。

气 候 县属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山区属中亚热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为 21.3℃。

1月份气温最低，月平均温度 12.3℃，极端低温-3℃；7月份气温最高，月平均温度 29℃，极

端高温 38.2℃。无霜期一般为 327 天。风力最大 10 级，年平均风速 1.4 米/秒。年平均降雨

量 1,441 毫米，年降雨日 155 天左右，雨季一般出现在 4至 7月间。主要自然灾害有低温阴雨、

冰雹、台风、寒露风、霜冻、暴雨、山洪暴发等。

土 壤 岑溪属亚热带林砖红壤性红壤地带。据土壤普查，可分 5个土类，12 个亚类，39

个土属，87 个土种。旱地、山地属红壤、赤红壤性红壤、紫色土和冲积土，多数土质粘结，

有机质少。水稻土类有淹育型、潴育型、潜育型、侧渗型和矿毒性等，其中潴育型水稻土占

57.2%，这类土熟化程度高，排水良好。

资 源 矿藏：已发现的有 19 种，已开采的有铅、锌、钛铁、金、银、磷、莹石、大理石

等 8种，其中以铅锌矿和钛铁矿储藏量和开采量最大。水力：河流落差大，山塘水库集雨面积

大，均可利用来灌溉和发电。现已建成小水电站 262 处；中小型水库 56 座，塘坝工程 905 处，

总库容量 7,482 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10.61 万亩。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为 20,623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4.9 倍，比 1978 年

增长 64.1%；1978 年以来年递增 8.61%。人均产值 1984 年为 351.37 元，比 1949 年增长 2.03

倍，比 1978 年增长 48.27%; 1978 年以来年递增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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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1

2970

45

641

483

2

100

65.37

1.31

18.63

14.04

0.05

9766

5835

934

1236

1744

17

100

59.75

9.56

12.66

17.86

0.17

14675

7117

1324

2220

3963

51

100

48.50

9.02

15.13

27.01

0.35

17652

7600

2383

2843

4766

60

100

43.05

13.50

16.11

27.00

0.34

413

235

5196

344

887

2900

80.7

30.2

155.1

130.0

173.3

252.9

20.2

6.8

80.0

28.1

20.3

17.6

10.4

4.5

16.9

14.9

18.2

23.4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面积 34.54 万亩，农业人口 559,421 人（农业劳动力 258,331 人），

人均耕地 0.62 亩，其中水田 29.77 万亩，旱地 4.77 万亩；旱涝保收田 236,000 亩。六十年代

以来，随着农田水利设施的改善，原有的水稻耕作制度也相应进行改革，有计划、按比例地推

行肥－稻－稻小轮作制，提高地力；同时推广高产良种，水稻产量获得大幅度的增长。

1984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63,213 台，70,641.6 马力，比 1965 年增长 25 倍。现有农

机总动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20.4 马力，比 1965 年增加 21.6 倍，其中耕作机械每百亩耕地

占有 7马力。

粮、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七年间粮食年递增 5.1%，油料年递增 1.3%。1984 年

粮食总产 41,311 万斤，比 1978 年增 10,220 万斤；油料总产 45,163 担，比 1978 年增长 7.5%。

粮食收购（贸易粮）3,142 万斤，比 1978 年增长 16%。

林 业 据 1981 年调查，全县山地面积 337.5 万亩，林业用地 298.16 万亩；有林地 158.12

万亩，其中用材林 139.17 万亩，占 88.49%；经济林 15.8 万亩，占 10%，森林覆盖率为 38%。

用材林以松为主，杉、竹次之。立木蓄积量为 447 万立方米，每年为国家提供木材 4万多立方

米。松脂年产量超万吨。经济林有玉桂、八角、茶以及龙眼、柑橙、柚等各种果树。

牧 业 大牲畜以猪、牛为主。1984 年存栏牛 34,800 头；猪 174,600 头，出栏 135,484

头，鸡鸭等家禽饲养量 3,730,000 只。

副 业 农民除饲养生猪和家禽外，农林产品的加工有制茶、采脂、造纸、晒烟、蒸桂油

和茴油等；手工副业有炮竹、竹芒编，加工铁器、木器，烧石灰和砖瓦等。各种专业户有 11,368

户。此外，从事建筑的农民也不少，建筑队远至梧州、南宁各市。

土特产品 三黄鸡；岑溪三黄鸡，骨脆、肉嫩、味鲜，年均出口二十多万只，是自治区家



禽出口基地之一。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 1983 年给岑溪颁发三黄鸡荣誉证书。

桂圆肉：由龙眼肉焙干加工而成，性温味甘，补血益气。年收购量达 3,000 多担，远销国

内外。

软枝油茶：具有枝软、生长快、结果早、产量高、油质好和出油率高等优点。1974 年以

来，向全国各地输送种果 328.6 万厅。1978 年获国家和广西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软枝油茶

水 利 建国后兴修的水利工程详见下表：

水 利 工 程 概 况 表

工程名称
工 程 数

（座、处）

总库容量

（万立方米）

储 水 量

（万立方米）

有效灌溉面积

（万亩）

集雨面积

（平方公里）

水 库

机 灌

塘 坝

电 灌 站

泵 灌 站

引水工程

合 计

56

90

905

38

3

1502

6750

732

5213

732

8.95

0.34

1.66

0.47

0.60

14.58

26.60

151.41

注：实际有效灌溉面积 28.6 万亩

工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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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28

12

100

70

30

2801

1225

1576

100

42.6

57.4

2734

1447

1287

100

52.9

47.1

2971

1364

1607

100

45.9

54.1

7328

4771

13292

0.7

11.3

2.0

8.6

-5.7

24.8

0.99

1.80

0.33

1949 年以前，县内仅有手工业和农林产品土法加工业。至 1984 年底，国营工矿企业有化



肥厂、氮肥厂、水泥厂、松香厂、造纸厂、铅锌矿、钛铁矿、选矿厂、农机修造厂、发电站、

变电站、自来水厂、林场综合加工厂、大米加工厂、轻工食品厂、玻璃厂、印刷厂、酒厂、商

业食品厂等 20 个。自治区属企业有河三铅锌矿，主要产品有铜、铅、锌，1984 年职工有 2,078

人，产值为 648.66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12.36%。1984 年，县属工矿企业有职工 2,917 人，

县管集体企业职工 3,472 人。全县全民所有制工矿企业产值为 2,273.6 万元，集体工业企业产

值 671.51 万元，个体工业产值 25.95 万元。

电力：1984 年全县大小水电站总装机容量 20,825 千瓦，总发电量 5,143.1 万度；有 35

千伏安变电站 2 座，配电变压器 327 台，42,450 千伏安。用电最高负荷 19,392 千瓦。1983

年定为全国一百个农村电气化试点县之一。现在有61,000多农户用上了电，约占总户数的60%。

交 通 县内交通以陆路为主。1984 年有公路 32 条，418 公里（其中渣油路 88 公里），为

1949 年的 6.5 倍。现有各类汽车 392 辆，17 个乡镇有 16 个通了班车，年客运量 2,535,104

人次。水路交通线有 2条，黄华河全线及义昌河下游可通民船，全县共有民船 275 艘，载重量

5,000 多吨。

邮 电 全县有邮电局 1个，支局 4个，邮电所 12 个，各乡村已通邮；农村电话线路 913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28 条，共安装单机 1,189 部。

商 业 1984年有商品网点4,230个，从业人员8,517人。其中国营网点165个，职工1,698

人；供销社网点 264 个，职工 1,562 人；集体网点 43 个，职工 125 人；个体商业网点 3,758

个，从业人员 5,132 人。社会商品零售和批发总额 7,339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54%。集市贸

易额 3,481 万元。出口商品收购总额 655 万元。

财政金融 1984 年财政收入 972 万元，自筹收入 1,054 万元；财政支出 1,645 万元，自筹

支出 1,271 万元；城乡储蓄 2,759 万元，比 1978 年增加 4倍。农贷发放 1,052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20.4%，当年累计回收 622 万元。

人民生活 1984 年人均有粮 700 斤，比 1978 年增 17%。农民平均收入 315 元，比 1978 年

增加 65%。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1,060 元（合奖金和补贴），集体企业职工年平均工

资 677 元。1984 年社会购买力增强，县内销售自行车 6,650 辆，比 1978 年多销 71%；销售手

表 9,650 块，比 1978 年多销 314%；销售缝纫机 3,108 台，比 1978 年多销 169%；销售电视机

576 台，电风扇 4,079 台，收音机和录音机 2,483 台。

文 化
教 育 1946 年是解放前全县教育事业最发达的一年，当时只有县立完全中学 1所，私立

初中 3所，学生 1,004 人，小学 203 所，学生 18,239 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仅 40%。1984 年有

教师进修学校 1所，教职员 23 人，在校学员 226 人，中师函授学员 1,957 人；完中 9所，初

中 74 所，教职员工 1,499 人，在校学生 19,404 人，1977 至 1984 年升入大专学校的 899 人；

农业中学 3所，教职工 78 人，学生 875 人；小学 641 所，教职工 3,885 人，学生 102,708 人，

适龄儿童入学率为 97.8%，学年巩固率为 99.2%，应届学生毕业率为 96.4%，是自治区普及初

等教育最早的县。幼儿班 39 班，教职工 67 人，入园儿童 962 人。1982 年评为全国、全区勤



工俭学的先进县。被评为广西模范教师、广西劳动模范、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表活动优秀教师

1人，被评为全国先进儿童少年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班主任 1人。

科 技 县有农科所、农机所、林科所 3个科研机构，17 个乡镇分设农业技术推广站。县

还有科普协会、农学会，农机学会、畜牧学会、水电学会、中医学会、医学会、气象学会、青

少年科学辅导协会等群众性的科普组织。1980 年至 1984 年取得科研成果奖 41 项，其中人力

水稻拔秧机和软枝油茶成果推广 2项，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还有获自治区奖的 4项。全县有助

理工程师 103 人，助理农艺师 70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21 人，助理会计师 8 人，工程技术员

196 人，农业、畜牧技术员 109 人，农民技术员 71 人，工程师 18 人，技师 1 人，农艺师 13

人，主治医师 19 人，主管医师 2人，会计师 1人，统计师 1人。

文化艺术 现有图书馆 1 所，文化馆 1 所，县镇文化中心 3 个，乡镇文化站 15 个，农村

文化室 58 个。县粤剧团 1个，农村业余牛娘剧团 132 个。县粤剧团为自治区先进单位，历年

创作剧本 32 个，其中《亲家》获自治区文艺创作一等奖。县、镇有电影院 2间，电影队国营

的 16 队、工矿企业办的 7队、民办的 48 队。县有新华书店 1间，乡、镇图书供销点 23 个。

县广播站和电视差转台各 1个，乡镇转播站 16 个。

卫 生 1949 年全县有卫生院 1所，医师 2人。1984 年县有人民医院、中医院、皮肤专科

医院、精神病院及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药检所、卫校等 8 个单位，乡镇有卫生院 17 所，村

办卫生所 205 所，学校医务室 22 间，联办诊所 68 间，个人办的诊室 29 间。全县共有病床 615

张。国家医务人员 675 人，农村医生 1,467 人，接生员 495 人。虐疾、天花、霍乱等恶性流行

病已基本消灭，麻疹、小儿麻痹症等发病率也逐年明显下降。全县已实行计划生育的有 63,388

人，占育龄夫妇的 92.46%；有 1,182 对夫妇领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县有武术协会、乒乓球协会、业余体校等体育组织，经常开展各种比赛和武术表

演，并以各中学为基地，组织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1977 年以来，为大专院校输送了体育

专业新生 26 名，为区业余体校、体工队输送学生、队员共 9 名，岑溪中学被评为自治区田径

传统项目先进单位。1978 年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以来，达标的有 14,049 人，获自治区

奖励。武术协会现有教练员 31 人，培训了学员 1,000 多人。

特殊风俗 岑溪原是汉、壮、瑶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还保存一些特别的节日。正有节：正

月最后一天，家家户户都到田间采集野艾，捣烂后与糯米粉拌搓，做成“艾助”，群众说吃了

艾助可避鼠疫。龙船节：农历五月初一，男的惯于到河里洗龙船水、划龙船，女的则在家里做

河粉、黄芒粽，并在大门右侧挂一束香蒲、桃枝；有的还用蒲叶、桃叶等晒干切碎，用花布包

裹，做成小巧的香包或小动物，给孩子挂在胸前。有的地方处理丧事，不雇请专人，从替死者

装身至抬棺、埋葬，一切事情都由亲属和邻人帮做，不收任何报酬。

文物胜迹
铜 鼓 岑溪出土的铜鼓共有 10 个，有五铢钱纹型、云雷纹型和雷纹型 3 种。最古的是

1958 年出土的五铢钱纹铜鼓，鼓面直径 90 厘米，鼓身高 53 厘米，鼓面边缘有 6只青蛙塑像，

中心太阳纹有 12 道光芒，光芒外有 9层光圈，散布着波浪纹、云纹和两圈五铢钱纹。据考证，



这个铜鼓的铸造年代是在汉宣帝至汉元帝时代（公元前 73－前 33 年）。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陈列，曾在国外展出。

五铢钱铜鼓

著名人物
林培斌(1900－1927) 樟木乡木墎村人。1925 年 4 月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加入

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所任区队长。同年 12 月，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回广西梧州开展农运工

作，历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驻梧州办事处主任，广西农民运动东路办事处主任，广西省

农民部苍梧道办事处主任，兼中共容县县委书记等职。1927 年 4 月 27 日被国民党逮捕，坚贞

不屈，于 10 月 7 日在梧州惨遭杀害。

李植华(1906－1930) 字立卿。归义镇金鸡村人。1925 年 9 月入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

期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接着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回梧州，

在中央农民部特派员驻梧州办事处工作。1926 年先后任广西省农民部驻苍梧县特派员，广西

省农民部驻岑溪县特派员，积极筹建农会，开展农民运动。1927 年 2 月，当选为岑溪县农民

协会办事处主任，4月当选为全国农民运动代表大会广西代表。9月被国民党逮捕，1929 年俞

作柏回桂主政后获释，7月被委为凤山县县长。1930 年 1 月，在凤山与国民党反动团队的战斗

中光荣牺牲。

陈济桓(1892－1944) 号昆山。筋竹乡筋竹村人。清末入广西学兵营受训，加入同盟会，

参加辛亥革命。民国时期，历任排、连、营、团长、副师长和桂林城防司令部中将参谋长。1944

年 10 月，日寇强攻桂林，陈亲临前线，指挥国民党 31 军所属的 131 师和爱国学生军 1万多人，

血战 10 多个昼夜，以身殉国。1984 年 10 月，自治区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高致嵩(?－1937) 字子晋。归义镇谢村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参加了东征、北伐和

上海“一·二八”抗战。后来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任少将旅长。1937 年 12 月在南京

保卫战中与日寇激战七昼夜，以身殉国。国民党政府曾授予烈士称号，并追晋为陆军中将。

高熊徵(1636－1706) 字渭南。归义镇谢村人。清康熙十二年(1673 年)吴三桂叛清，次年

陷岑溪，熊徵率乡兵协同清军与叛兵作战，因功受两广总督金光祖聘为幕宾。后历任浔州、桂

林、思明等府教授 20 多年。曾协理广西志书局，并筹划、撰稿、编修《广西通志》、《桂林府

志》、《临桂县志》、《思明府志》、《安南志纪要》和募刊《岑溪县志》。后仕至两浙盐运使。



陈树勋(1874－1961) 号竹铭。大湴乡会村人。进士出身，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任翰

林院编修。辛亥革命前夕，1910 年当选为广西咨议局议长，促进辛亥广西“独立”。民国后，

历任广西民政司司长、内务司司长、政务厅长、苍梧道尹、梧州中关监督和广西参议会副议长

等职。曾兴办永业中学。建国后，任广西政协委员，广西文史馆馆员等职。著有《竹庐诗原》、

《赴日考察报告》等。

甘乃光(1897－1956) 字自明。岑城镇龙井村人。岭南大学毕业，曾任黄埔军校英文秘书

兼政治教官。1926 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任青年部长，农民部长。

其后历任国民党代理广州市市政委员长、内政部次长、外交部政务次长、行政院秘书长、驻澳

大利亚大使等职。1956 年病殁于澳大利亚。

重要事件
陈金刚入岑 清咸丰十年（1860 年）十月，广东农民起义军天地会首领陈金刚从贺县率领

起义军万余人，经梧州、藤县，沿黄华河进入岑溪，坐镇南渡，进逼信宜。起义军有十大军纪、

三项规定，纪律严明。所到之处，安民后即废除租佃关系和苛捐杂税，限制高利贷，禁吸鸦片，

设立公秤，深得群众拥护。义军在南渡附近的石塘堡、谢村堡和大垌的西门堡等地，击溃了地

主武装之后，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 年）二月即向广东信宜进军。

崇正团的抗税斗争 清宣统元年(1909 年)，岑溪知县尹政举与豪绅李拔三等组织自治公所，

借办新政之名，加捐加税，盘剥民众。乡民忍无可忍，遂公举陈荣安组织武装抗税。次年二月，

县内各乡村及广东罗定、郁南等地民众万余人，自带口粮集中大湴乡古万村组成“崇正团”，

建寨立营，以“抗捐税，解民悬”为口号，歃血盟誓，抗击官军，官军死伤数十人。后梧州知

府派军镇压，攻破营寨，民众千余人被杀害，首领陈荣安被俘，殉难于大湴街之大塘基。官军

还在古万村附近 20 多里内的村庄，杀死民众数百人，并将财物洗劫一空。

大革命时期农民的反霸斗争 1926 年 10 月，广西省农民部派李植华、苏骏、覃咸彰 3 人

到岑溪领导农民运动，先后组织成立了 5 个区农会，76 个乡农会。一些土豪劣绅也组织假农

会，并阴谋杀害农运的领导人，破坏农会的各种活动。1927 年 1 月，召开国民党岑溪县第一

次代表大会，国民党右派勾结土豪，极力阻挠和排斥农民代表参加。为了争取农民在这次大会

的代表权，李植华先以国民党县党部筹备处宣传部名义印发了《告岑溪民众书》。接着又发动

各乡农民自卫军 1,400 多人，携带土枪、大刀、长矛等武器，集中县城示威游行，并包围了反

动的警卫队，农民代表争得了表决权。结果，大会把一小撮土豪劣绅清除出去，选李植华为国

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通过了开展农民运动的十项决议，使全县的农民运动迅猛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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