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 池 市

河池市地处桂西北交通要道，金城江蜿蜒而过，黔桂铁路贯穿其间。矿藏主要有铅、锡、锌、锑、

煤等。土地颇肥沃，草场宽广。农业以水稻、玉米、甘蔗、黄豆为主。另外，还有油桐、油茶等经济

林，发展柚子、板栗等果树也有良好的条件。

位置面积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东界宜山，南邻都安，西接东兰，北与南丹、环

江相连。境内东西最大横距约 68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约 62 公里，总面积为 2,340 平方公里，

合 3,510,000 亩。其中陆地面积 3,486,285 亩，水域面积 23,715 亩。市治金城江镇距自治区

首府南宁市 302 公里。

建置沿革 秦属桂林郡地。汉属郁林郡定周县地。晋属桂林郡龙岗县地。隋属始安郡地。

唐贞观四年（630 年）于此设羁縻智州。宋初，置河池县，此为得名之始，又置羁縻金城州，

原羁縻智州仍存；大观元年（1107 年）改河池县为怀德县，四年（1110 年）复称河池县。元

仍为河池县。明洪武初撤金城州，并入河池县（智州撤并时间不详），弘治十七年（1504 年）

升河池县为河池州，清因之。民国元年（1912 年）又降为河池县。1949 年 11 月 23 日解放。

1983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准改为河池市（县级）。

行政区划 现设白土、东江、六圩、拔贡、下考、九圩、保平、三旺、长老 9个乡和金城

江、河池、六甲 3 个镇，下辖 133 个村委会，1,704 个村民小组。有大、小圩场 14 个。市治

金城江镇有 17,614 户，66,743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全市总人口 261,096 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12 人，人口自然增长

率为 18.08‰。

1982 年人口普查统计：有壮族 174,178 人，占总人口的 69.7%；汉族 68,425 人，占总人

口 27.4%；其他还有蒙古、回、苗、彝、满、侗、瑶、白、黎、高山、水、仡佬、毛难、仫佬、

京等 16 个民族，共 7,330 人，占总人口的 2.9%。此外，还有未判明民族成分的 5人，外国人

加入中国籍的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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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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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00 37819 31953 49209 34.82 30.12 54.0

总 人 口 147420 155272 131893 249939 69.55 60.98 89.51

性别

构成

男 72747 76126 65086 129337 77.79 69.89 98.72

女 74673 79146 66807 120602 61.53 52.40 80.55

地区

构出

城 镇 14300 15072 18022 68195 377.01 352.58 278.5

农 村 133120 140200 113871 181744 36.53 29.63 59. 61

自然条件
地 形 西北高东南低，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地质构造复杂，石灰岩分布较广。西部以沙

质岩、泥质岩风化土山坡为主，有部分混合岩溶地形，属云贵高原余脉山地。东部和西南部属

岩溶地貌，以石山和半石山为主，伴有低矮土山丘陵。其间石灰岩奇峰林立，山间河谷有小盆

地或小平原，属桂中盆地边缘地带。

山 脉 属云贵高原边缘余脉山系。凤凰山脉，西北－东南走向。市区周围山岭重叠，海

拔高度一般为 700-800 米。自西北向东南海拔超过 1,000 米的山峰有：大山坡、轿子坡、红山、

平峒山、岜可邦、岜省谋等 6座。最高的山峰是轿子坡，海拔 1,114.1 米。

河 流 集雨面积在 5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 32 条。东部诸河均注入金城江，西部诸河则

汇入刁江。金城江发源于贵州省荔波县，流经市境的拔贡、六甲、六圩、金城江等乡镇至三江

口与环江河汇合，称龙江；再经东江、白土两乡出宜山、柳城汇入柳江；境内河段长 76 公里，

最大流量 4,240 立方米/秒，最小流量 11.17 立方米/秒，可通 5吨位的船只。刁江发源于南丹

县境，自西北向东南流经市境的长老、下考、九圩、保平等乡，南奔都安入红水河；境内河段

长 60 公里，最大流量 1,120 立方米/秒，最小流量 2.73 立方米/秒，由于水浅、弯多、暗礁多，

仅通木排、竹筏而已。

气 候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20.3℃。1月份平均气温 10.7℃，极端最低气温

-2℃；7月份平均气温 28℃，极端最高气温 39.7℃。年平均降水量 1,490 毫米，无霜期为 345

天。年平均日照数为 1,488 小时。但降水量分布不均匀，5-8 月降水较多，6月份为最高峰，

11-12 月最少。主要气象灾害有涝灾和旱灾，另外还有低寒、霜冻、风灾、雹灾等。1970 年 7

月 14 日大水，全县有 84 个大队、625 个生产队受灾，房屋倒塌 2,767 间，渠道毁坏 15 条，

粮食损失 99.5 万斤，所损失的物资折款 662 万元。1983 年 5 月 11-14 日，九圩、长老 2公社

的 3个大队 26个生产队遭受冰雹袭击，损坏房屋 300 间、玉米 2,978 亩。其它 105 个大队 1,352

个生产队受大水冲刷，泥沙盖倒玉米、水稻共 37,388 亩，7,300 亩玉米失收。1984 年秋寒露

风提前到来，受其影响，全市粮食减产 1,100 万厅，减产 50%以上的有 31,585 亩，减产 80%

以上的有 12,386 亩，颗粒无收的有 6,200 亩。



土 壤 境内土壤多属页岩、沙岩和石灰岩风化发育形成的红壤和石灰土，局部有红壤和

黄壤。西北部土层较深厚、湿润，一般土层厚度在 1 米以上，有机质层厚度 10-20 厘米，PH

值 4.5-5.5 之间；中部和东南部土层较浅薄，一般土层厚度 0.5-0.8 米，土壤有机质含量较低，

PH 值 5.5-6.5 之间。耕作土壤有水稻土和旱作土壤。

资 源 矿藏资源较丰富，主要有石灰石、陶土、煤、铅、锡、锌、锑、砷、锰、汞、磷，

以及铜、钴、镍、铊、镓、银、镉等。其储藏量：煤超过 13,000 万吨，铅 91,219 吨，铸 189,937

吨，锑 97,132 吨，锡 14,222 吨，锰 14,603 吨，砷 25,790 吨。铅、锡、锑、锌纯含量达 85%

以上。水力：可开发利用的有 2万千瓦左右。还有近 1,000 亩的水库、池塘可以养鱼。动物：

有鹧鸪、黄鹌、蛇类、果子狸、黄猄、鹰咀龟等。尚有宜牧山地和草场 185 万多亩，可发展畜

牧业。

市政建设 市区面积 市治金城江镇，市区面积 26 平方公里，建成城区面积 5.8 平方公

里。其中工业用地 1.9 平方公里，仓库用地 0.9 平方公里，对外交通用地 0.1 平方公里，生活

居住用地 2.8 平方公里，其它城建用地 0.1 平方公里。

房屋修建 现有建筑面积 246 万平方米，其中各单位自管房 225 万平方米，私人建筑面积

21 万平方米。有住宅面积 125 万平方米，其中公寓住宅面积 104 万平方米，私人住宅面积 21

万平方米。1984 年新建竣工房屋面积 16.2 万平方米。其中机关单位新建 15.3 万平方米（包

括住宅 5.7 万平方米），私人新建房 0.9 万平方米。

自来水 现有水厂 1个，日生产能力 1.7 万吨，各单位自备水源能力 2 万吨/日。供水道

总长 61 公里，全年供水量 700 万吨，用水人数 6.4 万，人平均生活用水量 188 升/日。

市内交通 现有公共汽车 11 辆。营运路线总长 127 公里，年客运量 60 万人次。有客运三

轮车 80 辆。

市政工程 现有高级、次高级公路 32 公里，道路面积 32 万平方米，永久性桥梁 6座。下

水道长 24 公里，下水道服务面积 2平方公里，生活污水量 1万吨/日。市区路灯 811 盏。1984

年度城区内用电 2,434.81 万度（不合乡镇用电）。

园林绿化 城区园林、绿化面积 68 公顷，其中公共绿化地 0.2 平方公里。有公园 1 个，

面积 0.16 平方公里。年植树量 2万株，成活率 25%。苗圃面积 0.02 平方公里，苗术自给率 60%。

整洁的街道

环境卫生 清扫面积 14.5 万平方米，年清运垃圾 1万吨。洒水车 2辆，真空吸粪车 1辆，

大、中型垃圾车 3辆。公共厕所 16 个。



城建资金 1983 年结转 8 万元，1984 年收入 52 万元（其中国家拔维护费 17 万元，公用

事业费附加 27 万元，工商税附加 8万元）。支出 60 万元（基建支出 33 万元，措施支出 5万元，

其它支出 22 万元）。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 7,043.84 万元，比 1950 年增长 9.5 倍，比 1978 年增长 32.47%，

比 1983 年增长 12.03%。1978 年以来年递增率为 4.8%。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为 269.78 元。

工 业 1949 年以前，全市只有一些民间金属加工手工业和副食品加工业。至 1984 年，

市属国营工矿企业有：农机修造厂，汽车修配厂、水泥厂、翻胎厂、建材厂、森工站、造纸厂、

被服厂、糖厂、酒厂、糕点厂、大米厂、面粉厂共 13 个，职工 1,456 人，产值共 1,417.3 万

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53%。其中市农机修造厂较大，有干部职工 233 人。该厂生产的手扶

拖拉机拖卡，结构合理，质量较好，价格适宜，除销往区内 50 多个市、县外，还销往广东、

贵州、云南等省，1984 年创利润 19.51 万元。市造纸厂有干部职工 82 人。该厂生产的妇女旅

行卫生纸和普通卫生纸，在 1983 年广西全区卫生纸质量评比中获第三名，产品畅销区内外。

1984 年创利润 5.12 万元。

市管集体企业，有化工厂、炭黑厂、建材厂、农具厂、五金厂、制钉厂、木器厂、纸品厂、

副食品厂、棉织厂、被服厂、制鞋厂、土产公司综合厂共 14 个，职工 3,004 人。产值 697.91

万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25.96%。其中炭黑厂生产的乙炔黑，曾获自治区新产品百花奖，

远销广东、云南、贵州等省。

乡、镇办企业共有 59 个，主要有建筑材料、农机修理、化工、缝纫、农产品加工等行业，

总产值 520.34 万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19.4%。六甲镇生产的熟石灰粉，远销深圳、港，

澳和新加坡。全市有个体手工业 252 户，营业收入 52.9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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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1978 年

增长%

比

1983 年

增长%

工业总产值

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0.183

－

－

100

－

－

2039.0

1577 .5

461.5

100

77.37

22.63

2557.0

1656.4

900.6

100

64.8

35.2

2688.2

1642.3

1045.9

100

61.09

38.91

1468861

－

－

31.84

4.11

126.6

5.13

-0.85

16.13

4.71

0.67

14.61

说明：1949 年没有统计数字，1950 年缺轻、重工业统计数字。

河池市境内的大中型厂矿，都是自治区和河池地区办的。自治区属厂矿有 11 个，主要是：

金城江水电设备厂，有干部职工 1,453 人，1984 年总产值 807 万元，创利润总额 52.65 万元，

河池氮肥厂，有干部职工 2,416 人，1984 年总产值 2,616 万元，创利润总额 344.44 万元；东

江棉纺厂，有干部职工 2,094 人，1984 年总产值 1,958 万元，创利润总额 20 万元。

河池地区属厂矿有 12 个：水泥厂，干部职工 567 人，产值 289 万元，创利润总额 60.89

万元；印刷厂，干部职工 238 人，产值 256 万元，创利润总额 22.3 万元；肉类联合加工厂，



有干部职工 454 人，总产值 297 万元，创利润总额 15.04 万元。

电 力：1984 年有水力发电站 26 个，总装机容量 1,430.8 千瓦，发电量 298.98 万度。变

电站 3 座，共 2,920 千伏安。降压变电站 4 座。全市配有变压器 338 台，20,535 千伏安，用

电装机负荷 12,140 千瓦。百分之八十三的农村已用上电。

农 业 1984 年全市耕地总面积 248,706 亩，农业人口 187,890 人（劳动力 82,269 人），

人均耕地面积 1.32 亩。耕地面积中，水田 154,508 亩，有效灌溉面积 109,513 亩。旱地 94,198

亩。水田以种双季稻为主，部分地区种单季稻。畲地种玉米、黄豆、甘蔗、花生、木薯等。

1984 年有各种农业机械 1,878 台，共 37,784 马力。其中各种型号拖拉机 673 台，9,758

马力，平均每百亩耕地有 3.9 马力。此外，还有农用汽车 59 辆，4,775 马力。

粮、蔗：1984 年全市粮食总产量 12,434.4 万斤，比 1978 年增加 820.7 万斤，增长 7%；

比 1983 年增加 208.23 万斤，增长 1.7%。甘蔗总产量 19,691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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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1

394.6

4.3

91.8

180.4

2

100

58.6

0.6

13.6

26.8

0.3

3278

1888

213

432

730

15

100

57.6

6.5

13.2

22.3

0.4

3730

2173

150

431

961

15

100

58.3

4.0

11.6

25.7

0.4

4355.6

2438.6

209

755

921

32

100

55.98

4.80

17.33

21.15

0.73

547.1

518.0

4760.5

722.4

410.5

1500.0

32.87

29.16

-1.88

74.77

26,16

113.33

16.77

12.22

39.33

75.17

-4.16

113.33

4.85

4.36

-0.32

9.75

3.94

13.46

说明：1949 年无统计数字，1950 年的数字不合其它收入 24.1 万元。

林 业 1984 年有森林面积 388,767 亩，其中用材林 147,555 亩，经济林 26,996 亩，防

护林、水源林 5,362 亩，薪炭林 3,515 亩，灌木林 201,097 亩，疏林 4,242 亩。森林覆盖率为

11.08%。立木蓄积量约 23.26 万立方米。用材林有杉、松和各种杂木。经济林以油茶、油桐、

竹子为主，其次还有柑桔、芭蕉、板栗、柚子等。

牧 业 1984 年有耕牛 41,651 头（其中水牛 31,468 头，黄牛 10,183 头），比 1983 年多

390 头，增长 0.95%，比 1978 年增加 7,290 头，增长 21.22%；马 442 匹，比 1983 年减少 120

匹，减少 21.35%，比 1978 年增加 193 匹，增加 77.51%；羊 1,946 只，比 1983 年减少 139 只，

减少 6.67%，比 1978 年减少 4,492 只，减少 69.77%；生猪存栏数 87,475 头，比 1983 年增加

3,481 头，增长 4.14%，比 1978 年减少 35,185 头，减少 28.69%；出栏数为 39,681 头，比 1983

年增加 10,242 头，增长 34.79%，比 1978 年减少 1,548 头，减少 3.75%。

副 业 农民家庭副业主要是饲养猪、鸡、鸭和养蜂、养鱼等，还从事一些编织和木材加

工。据 1983 年统计，养鸡 234,282 只，鸭 34,424 只，鹅 2,036 只，养蜂 395 箱。

渔 业 1984 年养殖水面 5,578 亩，比 1983 年增加 1,492 亩，比 1978 年增加 4,441 亩。



产量 340,000 斤，比 1983 年增加 100,000 斤，增长 41.67%；比 1978 年增加 241,775 斤，增

长 246.14%。

土特产品 鸳鸯柑：由扁柑和甜橙两个品种杂交而成。成熟后呈红黄色，扁圆形。皮薄、

肉脆多汁、味甜、芳香可口。最早出现于长老乡六昌屯，后遍种全市。在原产地亩产一般达

5,000 多斤，单株产量最高可达 800 多斤，年产量约占全市柑果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12 月鲜

果上市，一般可储藏三、四个月之久。

金银花：具有解毒去热、驱散风寒的性能，是制银花晶的主要原料。有野生和人工栽培两

种，河池市主要是采集野生的。一般年收购量为 2,000 斤左右，最高年收购量为 13,000 斤。

生姜：有本地姜和肉姜两种。可以制药，也可作调味之用。一般年收购量 400,000 斤，最

高年收购量达 2,665,700 斤，远销区内外。

罗汉果：拔贡乡和河池镇出产的罗汉果果实大，产量高，含糖量不亚于永福罗汉果，是润

肺治咳之佳品。一般年收购量 20 万个左右，最高年收购量 220,375 个。

杨梅皮：烤胶原料。常年收购量 700,000 斤，最高年收购量 1,335,300 斤。

龙须草：制绳、制纸原料。一般年收购量 300,000 斤，最高年收购 641,000 斤。

芭芒杆：造纸原料，常年收购量 100,000 斤，最高年收购量 165,600 斤。

水 利 1949 年以前有水利渠道 10 多条，灌溉面积 2,000 多亩。建国后，国家和集体投

资共 3,500 万元，投工 3,200 万个，兴修大小水利工程 2,287 处。其中，灌溉千亩以上的水利

13 处，机灌站 12 处；塘坝工程 73 处，电灌站 208 处；引水工程 1,031 处；水库 26 处，总库

容 2,708 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1,911 万立方米，集雨面积 76,800 平方米，可灌溉面积 116,230

亩，有效灌溉面积 109,51 3 亩。市内较大的引水工程是六甲引水渠，渠长 34 公里，灌溉面积

9,248 亩；金城江抽水工程，渠长 38 公里，灌溉面积 16,200 亩，供 9 个村委会和 1O 多个厂

矿工业用水；上田水利渠道长 8公里，灌溉面积 4,000 亩。

交 通 1949 年以前有公路 4条，共 151.5 公里。仅有 6个乡、镇和 40 个村、屯可通车。

黔桂铁路经过县境 87 公里，有 7个站。水路金城江河，上游至六甲，下游经怀远、宜山、柳

州和梧州，可通航至广州等地。1984 年，全市公路总长 389 公里，其中渣油路面 162 公里。

全市有各种汽车 2,545 辆。市境内各乡、镇都通汽车。市外，汽车可通到南宁、百色、玉林、

桂林、柳州、宜山、罗城、凤山、巴马、东兰、天峨、都安、南丹、环江、都匀、荔波等地。

1983 年汽车货运量为 20.34 万吨，周转量 1,814.14 万吨公里，客运量 258.94 万人次。黔桂

铁路经过市境长 100 公里，有 9个上落站，金城江站是本市内最大的站。据 1983 年统计，该

站日办理货车 1,650 辆，客车 6对，货运量 116.73 万吨，客运量 87 万人次。永路运输，金城

江至白土线有营运船 40 多艘，年货运量 2万吨左右。上游仍可通至六甲，但不营运，只有一

些捞沙木船而已。

邮 电 1949 年，有邮电分局 2 个，共 67 人。有无线电报台 1 个，乡村电话线总长 552

杆程公里。交换机 1座 20 门，装 13 门，单机 19 部。有收报机 1台 15 瓦，发报机 1台 15 瓦。

1984 年有邮电支局 4个、邮电所 11 个，干部职工共 380 人。邮路总长 1,614.5 公里，有 180



个村委会直接通邮。农村电话线路 747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14 条。全市共安装电话机（包括

农村）1,687 部，收发报机 12 台。

商 业 1984 年有商业网点 1,800 个，从业人员 3,080 人。其中国营网点 64 个，从业人

员 1,038 人；集体网点 124 个，从业人员 420 人；农村代购代销店 30 个，从业人员 40 人；个

体网点 1,582 个，从业人员 1,582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2,739.38 万元，批发总额 865.62

万元。集市贸易额 2,334 万元。1984 年商品出口额 46.7 万元，外贸收购产品总额 29.41 万元，

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140.93 万元。全商业系统 1984 年实现利润共 19.1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2630%，上缴税利 134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10.4%，曾得到自治区商业厅的好评。

财政金融 984 年全市财政收入 1,229 万元，财政支出 1,094 万元。上缴自治区后，支大

于收，出现赤字 11.1 万元。乡、镇储蓄总额 2,617 万元，其中农民存款 322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58.99%。农贷款发放 1,015 万元，比 1981 年多发放 36.3%。累计收回 591 万元，比 1981

年增长 24.7%。

人民生活 1984 年全市农民人均有粮 659 斤，人均收入 185 元。1984 年全民所有制企业

职工人均月基本工资53.35元，比 1983年增加 3元，增长6%，比1978年增加9元，增长20.29%；

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 80.40 元，比 1983 年增加 3元，增长 3.95%，比 1978 年增加

34.03 元，增长 73.38%。1984 年销售中档产品有：电视机 598 台，比 1983 年多销 193 台；收

录机 671 台，比 1983 年多销 230 台；自行车 4,041 辆，比 1978 年多销 1,605 辆，比 1983 年

少销 886 辆；洗衣机 591 台，比 1983 年多销 398 台；电风扇 1,098 台，比 1983 年少销 166

台；手表 11,560 只，比 1978 年多销 8,485 只，比 1983 年多销 1,263 只；缝纫机 2,309 台，

比 1978 年多销 1,613 台，比 1983 年多销 228 台。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以前，有县立师范讲习所 1个，两县（河池、南丹）联立中学 1所，中心

小学 18 所，共有中学生 680 人，小学生 3,200 多人，教职员工 286 人。1983 年，全市有高中

7 所，学生 2,176 人，教师 130 人；初中 22 所，学生 9,585 人，教师 432 人；小学 404 所，

学生 44,163 人，教师 1,495 人。幼儿园 14 所，入园儿童 3,863 人，教职工 275 人。从 1977

年至 1984年，历届高中毕业生人数共 8,405 人，升入大专院校的789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9.4%；

升入中专的 1,040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12.4%。

科 技 1984 年有农科所、林科所、农机研究所、科技情报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共有干部

职工 60 多人。各乡、镇有农业技术推广站 9个，干部职工共 41 人；畜牧兽医站 12 个，干部

职工 45 人。全市有农业技术员 159 人，助理农艺师 39 人，农艺师 9 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20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10 人，畜牧兽医师 1人；工程技术员 198 人，助理工程师 44 人，工程师

7 人；统计员 52 人，助理统计师 4 人；经济员 52 人，助理经济师 15 人，经济师 1 人；会计

员 322 人，助理会计师 16 人；卫生技术员 419 人，医（护）师 94 人，医（护）士 309 人，主

治医师 7人。主要科研成果有市农科所韦焜同志用水稻和芭芒杂交成的新水稻良种——菅稻。



菅稻具有性状稳定、抗病性强、产量高等特点，打破了遗传学中远缘杂交不育的理论，1983

年 7 月荣获国家民委、劳动人事部、科协授予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和荣誉奖章。

文化艺术 1984 年，有市文化馆 1个，干部职工 10 人；市图书馆 1个，干部职工 7 人，

藏书 62,121 册。各乡、镇有文化站 8个，工作人员 9人。市工人文化官 1个。市内有电影院

3个，乡、镇电影院 5个。公办电影队 7个，民办电影队 67 个。专业剧团 1个，18 人；业余

剧团 11 个，200 多人。专业剧团创作的彩调剧《欢迎欢迎》曾获全区戏剧汇演创作奖和演出

奖。地区办新华书店 1个，职工 46 人。在本市发行点有 22 处。乡、镇广播站 10 个。

卫 生 1949 年以前，仅有医院 1所，医务人员 10 多人，设备简陋。1984 年，有市人民

医院、市妇幼保健所、卫生防疫站、血防站各 1个；乡镇医院、卫生院、卫生所等 17 个；农

村合作医疗站 102 个；个体办医疗点 91 个。全市共有病床 313 张。各类医务人员 398 人（其

中主治医师 7人，药剂师 3人，其余 388 人）。现有已婚育龄妇女 39,782 人，实行计划生育的

有 25,963 人，占全市已婚育龄妇女的 65.3%,有 4,001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1984 年本市

被评为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工作先进单位。市内有 14 个单位被评为自治区爱国卫生运动工作先

进单位。

体 育 1957 年开始成立体育运动委员会，1984 年底有干部职工 6人。现市有灯光球场 1

个，乒乓球室 1个，共 130 平方米。1984 年共举行金市运动会 8次（包括第七届幼儿运动会）。

全市达到国家体委下达锻炼标准的有 4,741 人。1984 年市伤残运动员何荣杰代表广西队参加

全国伤残人运动会，获自由泳 50 米金牌 1 枚，蛙泳 50 米、仰泳 50 米银牌各 1 枚，蛙泳 100

米铜牌 1枚。并打破远东伤残人运动会的蛙泳 50 米、100 米纪录。

文物胜迹
红七军河池宿营地 位于金城江镇西 28 公里，在今河池镇永康街。1930 年 3 月，红七军

向黔、桂边区进发，3次路经河池，并在此宿营整编。今旧址墙上还留有红军战士当年书写的

许多标语和漫画，其内容是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纲领、革命任务、对象、前途以及红军的

纪律等。现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红七军宿营地旧址

革命烈士纪念碑 位于金城江镇南半公里山上。为纪念解放战争时期于河池牺牲的革命烈

士而建。碑用花岗石砌成，高 12 米，宽 1.5 米，上刻“革命烈士纪念碑”、“革命烈士，永垂



不朽”等大字和烈士英名。碑的四周用条石围成，地面铺水泥，环碑苍松翠柏，绿树成荫。碑

北为正门，立此可俯瞰金城江镇全景。

凉风洞 位于金城江镇西部 8公里处。新近发现。有东西两洞口相通，全长 1华里。内有

大小若干洞，主洞长 20 米，高 10 米，宽 30 米。面积约 600 平方米。洞内冬暖夏凉，有各种

石笋、石钟乳、石柱等，千奇百怪，可开发游览。

流水岩 位于金城江镇西 28 公里的河池镇西南部。岩口离地面高约 50 米，宽 13 米；岩

口瀑布直泻而下，响声如雷，岩下细雨霏霏，凉气袭人，为游览避暑胜地，每年招来不少游人。

古人有诗赞曰：“银河倒挂女儿峰，势挟风雪吐玉龙。浪溅雪花飞细雨，气蒸云梦幻洪濛”。

著名人物
卢继馨 (1901－1966) 河池镇长好村人。壮族。1927 年到南宁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

业后为农运工作员，赴蒙山、全州、兴安、灌阳等县组织农会，开展农运活动。1930 年 5 月

参加红七军。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 年至 1948 年任中共河池特支书记。1949 年以后，

任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十支队政治部主任，中共河池县工委剐书记、河池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等职。

覃天铭(1918－1949) 保平乡南排村人。壮族。1946 年去香港达德学院学习，1947 年回

乡后，在党领导下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发动群众反“三征”和组织武工队。1949 年 5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在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十支队政治部工作。1949 年 6 月 8 日去山区工作归

队途中遭地方反动武装伏击，重伤被俘。10 月在河池镇不屈就义。

韦景光(1919－1954) 光隆乡（1955 年划归都安县）人。壮族。1940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46 年，奉党组织派遣参加县参议会议员竞选，在群众的支持下当选。1947 年任县参

议会副议长。他即利用这个职务之便开展革命活动。1948 年转入地下，任中共河池特支副书

记。1949 年后历任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十支队队长、中共河池县工委书记、河池县县长等

职。

覃 辉(1915－1968) 保平乡纳录村六谷屯人。壮族。国民党陆军中央军校第八分校、重

庆中央训练团毕业。历任湖北省均县第一区区长、第五战区第一支队中校队长。1945 年退伍

回乡。1946 年被选为广西省参议员。1947 年任县三青团干事长，1947 年当选为国大代表，同

年秋任思乐县县长。1949 年 4 月在我党统战政策感召下回乡加入革命队伍，曾任滇、桂．黔

边区纵队第十支队参谋长。建国后，历任河池县建设科副科长、桂西壮族自治州政协常委兼自

治州秘书长。1954 年被选为广西省人大代表。

重要事件
石达开进驻河池县 清咸丰十年（1860 年）农历二月初八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数

十万，进驻河池县城，至五月二十六日才离县城西进。

第一个农民协会成立 1926 年，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河池县城组织了第一个农民协会，

以后九圩、六圩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基层农民协会。



红七军在河池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1930 年 4 月初，红七军第一、第二纵队约三千人在

军长张云逸、总指挥李明瑞的率领下进驻河池，宣传土地革命，揭露军阀罪行，后向思恩、贵

州进发。在贵州榕江取得胜利后，又经宜北、思恩于 5月 29 日回师河池。11 月初，在河池召

开了中共红七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改编红军为三个师、改选前委等决定。

中共河池特支成立 1944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河池特别支部在县城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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