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林各族自治县

隆林各族自治县是壮、苗、汉、彝、仡佬等多民族聚居区。境内林区广阔，牧地草盛，是我区林

业重点县之一，又是油桐、杉木生产基地，年产油桐籽万担以上，具有发展林业和畜牧业的优越自然

条件。大洪豹林区是一个天然的中药库。隆林黄牛、六白猪、山羊及广马等优良畜种闻名广西及西南

各省。冬蜜、烤姜、薏米、灵芝为传统出口商品。北缘南盘江上正在兴建的天生桥水电站是国家重点

建设项目之一。彝族古象形文字正在整理与研究中。

位置面积 隆林各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端，红水河上游南盘江以南。县境东

与田林县为邻，南和西南与西林县接壤，北以南盘江为界与贵州省的兴义县、安龙县、册亨县

为邻。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86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59 公里，总面积 3,543 平方公里，折合

5,314,500 亩。其中陆地面积占 99.01%，水域占 0.99%。

建置沿革 秦属黔中郡地。汉为句町县地，属牂牁郡。宋皇祐年间置安隆峒，今隆林为其

辖地。元致和元年（1328 年）改为安隆州，其后又改为安隆寨，均隶云南行省，仍属之。明

永乐元年（1403 年）改安隆寨为安隆长官司，由土官世袭统治，划归广西布政司所辖。清康

熙五年（1666 年）改流置西隆州，雍正十二年(1734 年）升为西隆直隶州，乾隆七年（1742

年）复改为西隆州，今隆林均先后属之。民国元年(1912 年)改西隆州为西隆县。建国后，1951

年与西林县之大部合并始称隆林县。1953 年改为隆林各族自治区（县级）。1955 年改称隆林各

族自治县至今。

行政区划 现设 18 个乡：沙梨、委乐、隆或、扁牙、者隘、者保、者浪、祥播、革步、

金钟山、猪场、德峨、常么、蛇场、长发、克长、岩茶、界廷；2个镇：新州镇、桠义镇。下

辖村（街）民委员会 178 个，村（街）民小组 2,605 个。全县共有大小圩场 34 个。县治新州

镇，1984 年有 2,767 户，16,071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全县总人口 297,048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83.84 人，人口自然增

长率为 16.5‰。据 1982 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县有壮族 153,275 人，占 54.53%；苗族 67,864

人，占 24.14%；汉族 55,695 人，占 19.81%；彝族 2,616 人，占 0.93%；仡佬族 962 人，占 0.34%；



还有目前尚未识别的民族(徕人)650 人，以及侗、瑶、仫佬等族共 42 人。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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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29796 29824 35897 47000 57.74 57.59 30.93

总 人 口 144663 145841 174480 281104 94.32 92.75 61.11

性别

构成

男 71086 71761 85897 140826 98.11 96.24 63.95

女 73577 74080 88583 140278 90.65 89.36 58.36

地区

构成

城镇 3616 3646 4562 12141 235.76 233.00 166.13

农村 141047 142195 169918 268963 90.69 89.15 58.29

自然条件
地 形 隆林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桂西北山原地带。境内地势高峻，山岭连绵，海拔

多在 800-1,400 米之间。土山山体庞大，切割强烈，山坡陡峭，河谷深切。石山地带峰林密布，

岩洞成层。全县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最高点南部金钟山的斗烘坡，海拔 1,950.8 米，最低

点东北端沙梨河与南盘江汇合地，海拔 380 米，二者垂直相差 4.13 倍。

山 脉 境内山脉主要为金钟山和大洪豹山。金钟山横亘县境南部，跨隆林、西林两县，

西－东走向，山体高大，脉络明显，峰接巅连，气势雄伟。长 70 余公里，宽 15 公里，一般海

拔 1,500 米上下，相对高度 400-500 米。主峰金钟山海拔 1,819.4 米，最高峰斗烘坡海拔

1,9150.8 米（亦为全境最高峰），蚂蚁高坡次之，海拔 1,826 米。大洪豹山，沿南盘江横贯县

境北部，亦为西－东走向，一般海拔在 1,200-1,300 米之间，其最高峰狮子口大山海拔 1,474

米。此外，县境海拔在 1,300 米以上的高峰尚有云盘山、木红山、九龙坡、红泥岭等。

河 流 全县共有大小河溪 118 条（南盘江不计入），其中季节性溪流 91 条，集雨面积 1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 27 条，基本上以金钟山为分水岭，分别纳入西林境内属右江水系的驮娘

江及县境北缘属红水河水系的南盘江，集雨面积 3,537.28 平方公里，年平均径流量 11.93 亿

立方米（其中地表水 10.73 亿立方米，地下水 1.2 亿立方米）。境内流入南盘江较大的支流有：

怀鲁河、乌冲河、领好河、蒙里河、冷水河、新州河、马雄河、北楼河、那东河、三道河等，

年平均流量为 18.85 立方米/秒，流域面积达 2,530.7 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 71.4%。主

流南盘江，发源于云南省沾益县马雄山，环流县北部边境 138 公里，东出田林、乐业汇北盘江

为红水河；滩多水急，不利航行；而天然落差大，水能资源异常丰富，红水河梯级电站中的第

一、第二两级即兴建于南盘江的天生桥一带。南部地区纳入驮娘江的河流，主要有冷平河、平

班河、介廷河等，年平均流量为 5.27 立方米/秒，县内流域面积 1.012.3 平方公里，占全县总

面积的 28.5%。此外，境内还有地下河流 14 条，年均径流量 1.2 亿立方米，主要以金钟山斗

烘坡一带的高大主体山脉为分水岭，分别向南、向北穿越大片岩溶地区，转入地表河后再注入

南盘江或驮娘江。



气 候 属于低纬度、高海拔的亚热带山地气候。因地形地貌错综复杂，海拔悬殊大，形

成南冷北暖、高山冷谷地暖、气候垂直变化大、地域差异大的气候特征。全县分成温暖区、温

凉区、高寒山区等几类气候区。县城（新州）历年平均气温为 19.1℃，最低月温 1月平均 9.9℃，

极端最低气温-3.1℃（1975 年 12月 30日）；最高月温 7月平均 25.5℃，极端最高气温为 39.9℃

（1963 年 5 月 29 日、31 日）。年均无霜期 331 天，初霜日最早、出现在 11 月 15 日，终霜日

最迟出现在次年3月 21日。年平均降雨量1,157.9毫米，5至 9月雨量约占全年雨量的75-78%。

主要气象灾害有干旱、洪涝、春寒、五月寒、八月寒、寒露风、霜冻、凝冻、冰雹等。干旱：

多为春旱和冬旱。以南盘江河谷的革步、金钟山一带最为频繁，十年九旱。洪涝：多出现在 6

月下旬至 7月上旬，据 1958-1981 年 24 年间的统计资料，北部地区年均出现 1次，南部地区

年均出现 0.7 次。在岩溶石山区，还常常发生内涝，每逢夏季连续大雨、暴雨时，地下河便暴

涨溢出于洼地（海子地），淹没农作物。春寒：指每年 2月中旬至 4月上旬出现的烂秧天气，

在 1958-1981 年的 24 年中，出现重烂秧天气有 21 年，其中 3月份以后出现倒春寒的 11 年。

土 壤 全县土壤有红壤、黄红壤、黄壤、棕色石灰土、灌丛草甸土、水稻土等 6个土类，

分为 16 个亚类，31 个土属，72 个土种。其中绝大部分为红壤、黄红壤和黄壤。红壤一般分布

在海拔 800 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地带，黄红壤一般分布在海拔 800-1,200 米之间的山地，黄壤多

分布在1,200米以上1,500米以下的中山地带。其次为棕色石灰土，多分布在海拔1,000-1,500

米的岩溶石山地区。少量的灌丛草甸土，主要分布在 1,500 米以上的高山上部。水田土壤含 6

个亚类，其中沙泥田、潮沙田、潮泥田等潴育型水稻士占 85.1%，这类土壤大多水利条件较好，

熟化程度高，耕作性能好，宜种性广，容易培肥成高产田；其余淹育型、潜育型、沼泽型、侧

渗型、盐渍性水稻土保水保肥能力差，属低产田，占 14.9%。旱地土壤主要有黄红壤，占 31.83%；

石灰岩土，占 31.26%，黄壤，占 23.91%。以上耕地土壤总的来说性状较好，有机质较丰富，

但普遍缺磷、缺钾。

资 源 矿藏：有锑、煤、水晶、石灰石等。锑矿主要分布在马雄矿区。煤矿主要分布在

敢南、平坡矿区，蕴藏量 80 万吨，但含硫量较大，质量不高。水晶矿主要分布在石山区。石

灰石分布比较集中，数量多，质量也较好。珍奇动物：野生动物有 90 种。其中属国家二类保

护的珍贵动物有鬣羚；属国家三类保护的珍贵动物有猕猴、熊猴、短尾猴、黑叶猴、斑羚、林

麝、金猫、大灵猫、穿山甲、蟒蛇等；属国家三类保护的珍贵鸟类有白鹇、原鸡、长毛鸡、锦

鸡、白腹锦鸡等。此外还有豹、狗熊、花面狸等。水力：县内 27 条河流中，有开发利用价值

的 16 条，水力资源蕴藏量为 6.8 万千瓦，可开发利用 3.79 万千瓦，至 1982 年仅开发利用 1.02

万千瓦。其中开发利用价值最大的是冷水河，其次为冷平河。冷水河源于县境梅达村卡达屯，

从源头流至县城与者浪河汇合处，全长 23.1 公里，而天然落差达 484 米，年平均流量 6.04

立方米/秒，其中可利用落差 320 米，可开发水能 1.834 万千瓦。目前由国家、地方共同投资

兴建的冷水河 10 个梯级电站，已建成投产 5个，装机容量 8,400 千瓦。此外，作为黔桂两省

（区）自然边界的南盘江，水能蕴藏量达 276 万千瓦，水力资源之丰富为国内少有。目前正在

兴建中的天生桥水电站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电站分两级。设计总装机容量 240 万千瓦，



年发电量 135 亿度。电站建成后，其发电量将占整个红水河梯级电站总发电量的 22%，与著名

的葛洲坝水电站年发电量不相上下，相当于粤、桂、黔三省（区）1980 年水力发电量总和的

一倍半。届时，巨大的电能，将通过超高压输电线路并入西南和广西电网，源源不断地输向各

方，成为“南国的新动力基地”。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3 年工农业总产值 7,060.74 万元，比 1952 年增长 658.9%，比 1978 年

增长 24.59%，比 1982 年减少 3.4%。1978-1983 年五年间递增 4.5%。人均产值 1983 年为 243.52

元，比 1952 年增长 278.67%，比 1978 年增长 11.19%，比 1982 年减少 0.04%。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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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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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22

685.92

45.50

128.59

50.00

0.21

100

75.35

5.00

14.13

5.50

0.02

4923.3

2623.8

402.7

773.3

1116.8

6.7

100

53.29

8.18

15.71

92.68

0.14

6281.9

3427.0

528.0

916.3

1401.5

9.2

100

54.55

8.40

14.59

22.31

0.2

5929.6

3169.2

500.4

941.0

1310.4

8.6

100

53.45

8.44

15.87

22.10

0.14

551.4

362.0

999.8

631.8

2520.8

3976.2

20.44

20.79

24.25

21.69

17.34

27.19

-5.61

-7.52

-5.23

2.71

-6.50

-6.65

3.8

3.9

4.4

4.0

3.2

4.9

农 业 1983 年，全县耕地面积 386,743 亩。其中水田 103,904 亩，旱地 282,839 亩。旱

涝保收田 70,493 亩。农业人口 279,181 人（劳动力 115,980 人），人均耕地 1.39 亩。自六十

年代以来，随着农田水利设施的发展和改善，水稻耕作制已实行了“单改双”。

1984年，全县有各种农业机械1,727台，21,653马力，比1978年的23,681马力减少8.56%，

比 1982 年的 19,135.42 马力增长 13.16%。平均每百亩耕地有 7.5 马力，其中农耕机械 347 台，

4,946 马力，平均每百亩耕地有 1.72 马力。

粮、油：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玉米、小麦、豆类等。其中水稻品种 76 个，玉米品种 32

个，小麦品种 20 个，黄豆品种 5 个；油料作物主要有花生、油菜、芝麻等。从 1978-1983 年

的五年间，粮食年递增 3.6%。在 1979-1981 年连续三年增产 10.7%、0.19%、5.66%的基础上，

1982 年粮食产量达到 19,322 万斤，创历史最高水平。1983 年粮食产量 18,800 万斤，比 1982

年略减，但仍比 1978 年增加 3,627 万斤。油料产量 20.22 万斤（其中花生 4.01 万斤，芝麻

0.18 万斤，油菜籽 16.03 万斤），亦比 1982 年略减。当年粮食收购 1,140 万斤，相当于 1978

年的 175%，油脂收购（包括茶油）17 万斤，相当于 1978 年的 1.23 倍。

林 业 本县是自治区林业重点县之一，又是自治区油桐、杉木基地。全县林业用地 309.2

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 58.18%，现有森林面积 182.05 万亩，占林业用地的 58.88%。立木蓄积

量为 428.9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 34.31%（减除灌木林、疏林等则为 25.8%）。用材林主要



有云南松、杉、栎类、竹类、泡桐、红椿、心叶木宪、檫树、揪、树、银杏、杂木等，面积

113.21 万亩，占森林面积的 62.19%；其中银杏为珍贵孑遗树种，心叶木宪、檫、树楸、树为

珍贵优良树种；杉木是速生丰产树种，目前有 9.38 万亩，占用材林的 8.3%。从 1963-1981 年，

全县平均每年向国家提供木材 3,407 立方米。经济林有油桐、油茶、板栗、核桃、水果等，面

积 15.37 万亩，占森林总面积的 8.44%。以油桐、油茶为多。全县现有油桐面积 8.5 万亩，其

中有收面积 4.7 万亩。1983 年产桐籽 33,179 担，1984 年 36,458 担，创历史最高水平。隆林

矮脚桐、隆林米桐均为我区油桐中的优良高产品种。茶油是本县食油的主要来源，全县现有油

茶林 5.8 万亩，其中有收面积 3.9 万亩，平均年产油茶籽 6,586 担，1984 年为 11,430 担。此

外，还有疏林、灌木林和新造林 44.87 万亩，占森林面积的 24.64%。由于过去长期重粮轻林，

毁林开荒，以及采育失调等原因，森林资源已受到严重破坏，立木蓄积量在 1974-1981 年之间

下降了 17.9%，森林覆盖率也下降了 5.7%。目前，全县尚有宜林荒山 127.15 万亩。因此，认

真贯彻“以林为主，林牧结合”的方针，利用山区的天赋条件，今后重点发展林业生产，是改

变隆林贫穷落后面貌的关键。

牧 业 1984 年末，全县共有牛 78,461 头，比 1983 年的 71,102 头增长 7.54%；有马（包

括骡、驴）25,973 头，比 1983 年的 25,749 头增长 0.87%；山羊 34,910 只，比 1983 年的 35,198

只减少 0.8%；生猪年末存栏 116,350 头，比 1983 年的 122,568 头减少 5.07%，当年生猪出栏

36,100 头，其中向国家交售 4,646 头。自 1952-1983 年，全县共向国家交售生猪 277,749 头，

菜牛 19,991 头，菜羊 32,961 只。隆林地处山区，县内有着丰富的草场和牧草资源。全县共有

宜牧山地 213 万多亩，主要分布在海拔 800-1,700 米的山地之间。现有习惯牧地为 117.24 万

亩，仅占宜牧地的 55.04%。这些牧地按其特点划分为山地草丛草场、山地灌丛草场、疏林草

场、林间草场、石山零星草场等 9种类型。其中林间草场面积为 35.33 万亩；成片草场有 122

块，面积 40.1 万亩(1 万亩以上的有 7块)；野生牧草种类 35 种，其中以黄茅草、青香草、野

古草、石针芒、莠竹草．燕子草为最多。一般亩产牧草在千斤左右。若以目前饲养 1头黄牛需

草场 18.49 亩计算，全县宜牧地载畜量可达 115,197 头黄牛单位，目前实际载畜量仅 73,840

头黄牛单位，尚有潜力载畜量 41,357 头黄牛单位。目前草场未经改造，所以潜力载畜量应远

不止于此。加上隆林黄牛、隆林山羊、广马等优良畜种优势，在隆林推行“林牧结合”的方针，

发展以草食为主的畜牧业，亦是大有前途的。

副 业 县内各族农民普遍从事以种、养为主要内容的农副业生产，如种植果树、甘蔗、

黄姜、薏米、药材，培植云木耳，饲养猪、鸡、鸭、鹅、兔、蜜蜂等，并兼营建筑、运输、饮

食服务等业。据 1984 年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有各类专业户、重点户 2,220 户，占农户总数的

4.6%。1984 年，全县生产香蕉、沙田柚、柑、橙等水果 25,742 担，比 1983 年的 19,774 担增

长 30.18%；甘蔗 1,334 万斤，比 1983 年的 1,524 万斤减少 12.47%。

渔 业 全县有水库、山塘等可养殖水面 1,575 亩。因水面较少，还要靠扩大稻田养鱼来

发展渔业生产。1983 年，全县实际养鱼水面 3,098 亩，其中稻田养鱼水面达 2,180 亩。人工

饲养的鱼类品种主要有鲢、鳙、鲤、草等。野生水产品有娃娃鱼、甲鱼、青鱼、竹鱼、剑鱼、



鹰嘴鱼等数十种。1983 年全县淡水产品产量 250 担，1984 年增加到 324 担。

土特产品 隆林黄牛：为役肉兼用的优良牛种，以躯体高大、肌肉发达、力大耐劳著称，

具有粗放饲养、性情温驯、适应性好、抗病力强等特点。县内德峨、克长、蛇场、岩茶、者保

等乡的苗、彝族农户饲养量最多，质量也好。经测定，隆林黄牛的最大拉力可达 278 公斤，屠

宰率达 52%，胴体中骨胳比重小，肌肉占 29.46%，其役用效率及出肉率均高于一般黄牛。1982

年被广西畜禽品种志和图谱编辑委员会评定为广西的三个优良地方黄牛品种之一，并载入《广

西畜禽品种调查汇编》中。隆林是自治区商品牛产区之一，长期向桂东南、广东、香港等地供

应牛只。1983 年全县饲养量 45,817 头，1984 年增加至 50,087 头，比上年增长 9.32%。

隆林六白猪：是自治区七个优良地方猪品种之一。全县各地均有饲养，而以苗族聚居的德

峨、蛇场两乡为主要产区。其特点是体长身大，肉脂比例好，耐粗饲、耐寒、抗病力强，成活

率高。一般饲养一年体重可达 90-100 公斤，其肉质坚实，肉味鲜美。1984 年全县饲养量为

152,531 头，出栏肥猪 90%销往百色。

隆林山羊：是在本县自然生态条件下，经过历代农民自繁自养、长期培育而成的自治区两

个优良地方山羊品种之一。其特点是体大结实，四肢粗壮，适应性强，生长发育快，繁殖率高，

母羊乳房发达，可育成肉、乳兼用型良种。公羊最大可重达 85 公斤，母羊 67 公斤，阉羊 97

公斤。1984 年全县饲养量为 3.4 万多只，出栏 1.5 万多只。

广马：隆林广马属百色马品种中的中型马，具有体力强壮，性情温顺，粗食抗病，善跑耐

驮，乘挽拉力较强，适应性好等优良特点。是县内各族人民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畜力运输工具。

隆林是百色广马的五个存栏万匹县之一，1984 年末全县广马存栏 22,828 匹，比 1952 年增多

17,570 匹，比 1978 和 1982 年均减少 6,422 匹。因马种优良，近年外销种马较多，每年约向

滇、黔两省输出 1,000 匹左右。

隆林菜花鸡：因德峨、克长、蛇场等乡的苗族群众饲养最多，故又称“苗鸡”。经广西畜

禽品种资源调查组评定，为百色地区的两个优良地方鸡种之一，具有体大蛋大，生长快，耐粗

饲，适应性强，肉味鲜美等特点。产肉性能好，经屠宰测定，净膛率可达 78.2%。全县年饲养

量约 5万只，年销售量在 1万只左右。为本县大有可为的副业项目之一。此外，白毛黑肉鸡亦

是优良鸡种之一，它是制“乌鸡白凤丸”的主要原料，其性平，味甘，主治虚损诸病，被视为

滋补佳品。年饲养量约在 3,000 只左右。

隆林冬蜜：隆林地处云贵高原边缘的大山区，草木繁茂，山花长开，适宜蜜蜂的生长和繁

殖。县内的苗、彝、壮、汉、仡佬等各族人民，历来都有养蜂的习惯。秋冬以后天气干爽，山

花水分较少，这时出产的冬蜜，色泽乳黄，起沙粒，杂质少，十分浓稠，散发出阵阵清香，吃

起来特别甘甜可口，是蜜中之上品；加以其加工精细，纯净度高，故享有盛名，曾远销港澳，

出口东南亚、日本、欧州等地。1983 年国家收购冬蜜 228 担，最高年（1964 年）收购量达 613

担。

红臭牡丹：野生珍贵药材。经县妇幼保健站 1972 年以来临床应用实践证明，它对治疗子

宫脱垂具有独特疗效，其治愈率为 64.67%。有效率达 96.04%。



红臭牡丹

灵芝：野生木质真菌，状似蘑菇。具有强心、安神、保肝、治耳聋、利关节、益精气等作

用，临床用于治疗支气管炎、心绞痛、神经衰弱、高血压、肝炎等慢性病。历代医药学家都把

它看作滋补强壮、扶正固本的珍品。本县是广西出产灵芝最多、质量最好的县之一，1982 年

收购量达 124.9 担。

片糖：质量好，尤以革步片糖色味最为上乘，远销云、贵等地。最高年（1975 年）收购

量达 21,172 担。

烤烟：是本县主要经济作物之一。主要产区在德峨、隆或、克长、蛇场等乡，产量高，质

量居广西前列，仅次于云烟，可制作高级香烟。最高年（1978 年）收购量达 4,170 担。

葵花籽：香脆油多，质量可与东北葵花籽相比。最高年（1981 年）收购量达 1,792 担。

云木耳：高等食用菌，向来被人们称为“素中之荤”。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入口爽脆，

并具有滋补、润肺除尘作用。1979 年在全国供销总社召开的黑木耳评比会上，百色云木耳质

量被评为全国第一。本县是百色云木耳的主要产地之一，最高年(1982 年)收购量为 719 担。

薏米：煮吃糯性强而鲜香可口，是夏季很好的清凉饮料，若用于炖猪脚、排骨、鸡肉等，

则具有滋补之功效。入药健脾胃，清湿热。薏米是本县的大宗土特产品之一，远销港澳及东南

亚。

烤姜：主要产地在革步等乡，为黄姜去皮后，入烤妒慢火烤制而成。除具有与普通姜相同

的味质外，还具有肉厚、细嫩、鲜辣等特点，是上好调料及中药材。隆林烤姜为传统出口产品，

与西林烤姜齐名，年产量约 2,000 余担。

此外，县内沙梨乡的甜橙，蛇场乡的红花果，者保、者浪乡的冰脆李，德峨乡的甜梨等特

产水果，都以果汁多、味甜美而著称，在市场上有较高的声誉。

水 利 从 1952 年至 1984 年，全县共兴建各种水利工程设施 2,443 处，其中蓄水工程 87

处，总库容 2,394.5 万立方米；引水工程 2,272 处（主要是山沟引水渠），长 1,004.5 公里；

提水工程 84 处，电灌装机 94 台，容量 1,953.6 千瓦。以上水利工程设施总计有效灌溉面积

7.81 万亩。



工 业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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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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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20.16

－

100

100

－

743.96

394.07

349.89

100

52.96

47.04

1027

492

535

100

47.91

52.09

1131.2

532.8

598.4

100

47.10

52.90

5511.1

2543.1

－

52.05

35.21

71.01

10.15

8.30

11.84

8.7

6.2

11.3

注：乡镇企业和个体工业户产值未计入。

解放前，隆林没有工业。解放后，1952 年才办起一些为农业服务的小手工场和手工作坊，

如制作锄、刀之类的打铁手工场。到 1983 年底，全县已有锑矿、电业公司、煤矿、氮肥厂、

农机厂、汽车修配厂、水泥厂、水泥制品厂、砖瓦厂、采育场、森工站、酒厂、油厂、淀粉厂、

印刷厂、大米厂、饼干厂、自来水厂、食品公司等 19 个县属国营企业，共有职工 1,477 人，

产值 1,033.12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91.33%。其中最大的氮肥厂，有职工 347 人，年产

合成氨 4,005.6 吨，碳铵 2,527.89 吨，产值 225.05 万元。

1983 年底，共有县管集体企业 22 个，职工 413 人，产值 98.07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的 8.67%。有乡镇企业 54 个，从业人员 582 人，主要从事交通运输、建筑及饮食服务等业，

产值 66.92 万元。个体手工业 44 户，从业人员 88 人，营业收入 386,900 元。

电力：全县现有小水电站 120 处，装机 132 台，容量 10,273 千瓦；其中冷水电网 5 个水

电站，装机 12 台，容量 8,400 千瓦，1984 年发电量 2,011.75 万度；乡管电站 8处，装机 11

台，容量 1,720 千瓦；其余为乡村小水电。1984 年全县发电量 2,132.35 万度。有 35 千伏高

压线路 91.3 公里，10 千伏高压线路 675.5 公里；35 千伏配电交压器 6台，容量 3,280 千伏安；

10 千伏变压器 315 台，容量 17,307 千伏安。1984 年全县人平均用电 71.77 度。20 个乡镇，

已用电的有 19 个；178 个行政村，已用上电的有 138 个，占 77.9%；2,605 个自然村屯，已用

上电的有 1,318 个，占 50.6%；已有 20,840 户用电照明，占总户数的 44.2%。

交 通 解放前，隆林没有公路，交通闭塞。至 1984 年底，全县已有公路 14 条，长 414

公里，共有各种类型的汽车 163 辆，县内 20 个乡镇有 19 个通了班车。与县外交通，有公路东

至百色（境内长 59.5 公里）、南至西林（境内长 37 公里），西北至贵州省兴义县（境内长 51

公里），每日均有班车往返。1984 年全县客运量创最高纪录，达 413,643 人次，货运量为 7,389

吨，货运周转量 1,870,990 吨公里。

邮 电 1984 年，全县有邮电局、支局、邮电所共 18 所，邮路单程长 399 公里，农村投

递路线单程长 1,578 公里，各乡村都通邮。农村电话线路 948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10 条，共

安装电传打字机 5 台，三路载报机 1 台，双头发报机 1 台，电话单机 428 部，其中农村 256

部，载波（长途）电话 16 台。

商 业 1983 年全县有商业网点 464 个，从业人员 1,619 人。其中国营网点 287 个，从业



人员 1,346 人，集体网点 71 个，从业人员 147 人；农村代购代销店 55 个，从业人员 65 人；

个体商业网点 51 个，从业人员 61 人。社会商品零售额 2,382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5.67 倍。

又农村集市贸易成交额 334.1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28.27%。

财政金融 1983 年全县财政收入 215 万元，上级财政补贴 823 万元，上年结余 162 万元。

财政支出 1,131 万元。全县城乡储蓄额 404 万元，比 1982 年增长 157.16%，其中农民存款 108

万元，比 1982 年增长 56.5%。农贷发放 216.75 万元，比 1982 年增长 100.5%，当年累计收回

172 万元，比 1982 年增长 108.38%。

人民生活 1983 年，农业人口人均有口粮 574 斤，比 1976 年增长 5.9%。农民人均收入现

金 106.54 元，比 1982 年增长 24.7%。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 66.53 元（含奖金和补

贴），比 1982 年增长 8.16%。集体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 78.69 元，比 1982 年增长 19.10%。由

于农村普遍落实了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据 1982 年统计，全县粮食收入 1-2 万斤的有

近 500 户，现金收入千元以上的有 400 多户；到 1984 年，收入超万元的有 12 户。1983 年，

全县共销售自行车 2,031 辆，比 1978 年多 1,311 辆；销售手表 3,306 只，比 1978 年多 2,695

只；销售缝纫机 1,256 台，比 1983 年多 753 台；销售电机视 86 台。

文 化
教 育 1942 年，县内曾开办过 1 所“国民中学”，学生 100 多人，因经济无着，两年后

即停办。至解放前夕，县内只有 10 多所小学和一些私塾。1984 年，全县已有完全中学 2所，

教师 110 人，学生 1,635 人；初中 13 所，教师 177 人，学生 2,549 人。在 287 名中学教师中，

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有 115 人。小学 159 所，教师 1,207 人，学生 36,318 人；幼儿园 2 所，

幼托教工 49 人，入园幼儿 653 人。1978-1984 年共有高中毕业生 2,647 人，其中升入大学的

有 126 人。

科 技 现有农业科学研究所、农业机械研究所、科学技术情报所等科研单位，并建立了

农、林、畜牧、水电、农机、医学、电影、会计等学会（协会）组织，有会员 548 人。县妇幼

保健站用中药红臭牡丹治疗子宫脱垂的研究项目，获 1978 年自治区科技大会优秀科技成果奖。

至 1982 年已评定技术职称的科技人员有：农业技术员 34 人，工程技术员 52 人，畜牧兽医技

术员 15 人；助理农艺师 21 人，助理工程师 38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17 人；工程师 3人，农艺

师 5人，主治医师 3人。其中本县籍的少数民族科技人员占 13.6%。

文化艺术 有县文化馆 1所，图书馆 1所，工人文化官 1个，电影院 1座，县新华书店有

发行点 16 个。乡镇文化站 12 处，电影放映站（场）13 处，厂矿电影队 6个，民办电影队 65

个。全县有广播站 1 个，乡镇广播放大站 13 个，电视机 200 部，扩音机 13 部。县文艺队 1

个，24 人；1983 年作为乌兰牧骑武文艺队代表广西赴京参加会演，被评为先进集体，演出的

民族舞蹈《舂糍粑》、《拣田螺》、《乜面黛》，芦笙独奏《挂苗布》以及壮族三声部民歌演唱等

五个节目，均获这次会演的优秀节目奖。本县彝族诗人韦革新写的诗《金麦黄熟了》，获 1982

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卫 生 1951 年，全县仅有 1 间卫生院，医务人员 2 人。到 1983 年，已有县人民医院、

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皮肤病防治站等 4个县辖医疗卫生单位，还有乡镇卫生院 14 所，厂矿、

学校诊所 10 个。全县共有病床 247 张，医务人员 292 人，其中主治医师 2人，医师 40 人，药

剂师 2人，检验师 1人。本县藉少数民族医务人员有 28 人。此外，还有乡村卫生员 161 人，

接生员 832 人。至 1984 年，实行计划生育的有 10,094 人，占全县已婚育龄妇女 24,461 人的

41.27%，有 345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县城有灯光球场 2个，乒乓球训练室 1间，各厂矿、县级机关、中小学校都有篮、

排球场。有业余体校 1所。县内民族民间体育的主要传统项目有：苗族的爬竿、跳芦笙，彝族

的打磨揪，壮族的踩风车等。这些传统项目，近年来都先后在全国、全自治区的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中获奖。1979-1984 年，全县共组织各种球类和自行车赛 24 次，中学生田径运动

会 7 次，参加滇黔桂三省（区）接壤县篮球赛 5 次。壮族田径运动员李标林，在 1981 年全国

九省（区）中长跑比赛中获 3,000 米冠军和 1,800 米亚军。1971-1985 年，全县共输送 5名运

动员到自治区体工大队，其中壮、彝族各占 2名。

特殊风俗 “欧西”和“欧陶”：“欧西”即“踩月亮”，是苗族青年男女社交活动的一种

形式。每当农闲的月明之夜，小伙子们三五成群地弹着月琴，吹着洞箫，走乡串寨，去邀请姑

娘们出来相会。听到琴箫声的召唤，姑娘们会主动迎出村寨，和着曲调曼声轻唱，或互相对歌、

唱和。通过这种活动，男女青年可结识、交往，互赠礼物，确立恋爱关系。“欧陶”即“跳坡”，

是苗族人民欢度节日的传统娱乐活动。每年春节期间（农历正月初四到正月二十之间），苗家

的男女老少都要穿上节日的盛装，兴高彩烈地云集到附近的“坡场”上共度佳节。坡场从早到

晚，笙歌不断。当“爬竿”比赛开始时，场上更是欢声沸腾，笑语喧天。参加比赛的男青年，

要按规定动作爬上坡场中心竖着的一根高约二丈的光滑竿子。这时，青年们便团团围绕著竿子，

随着笙歇翩翩起舞，为比赛者助威喝彩。爬竿的优胜者，可以得到竿顶上挂着的作为奖赏的酒

和肉，而且会更多地得到姑娘们的青睐。

壮族“牛魂节”：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是壮族的“牛魂节”，壮语称“香温杯”（音译），意

即慰劳辛苦一年的耕牛。这天，家家户户都要清扫牛栏，让耕牛体息一天，并宰鸡杀鸭，包粽

子，做糍粑，用粽粑来喂牛，还举家合饮，隆重庆祝，以祈求耕牛平安，五谷丰登，迎接夏收

夏种的到来。

彝族和仡佬族的婚礼：彝族的传统婚礼，在新婚之夜，新郎不入洞房。来参加婚礼的青年

男女通霄对歌，以示庆贺。歌词内容多以爱情为主。次日上午，由男家设宴招待亲友后，还要

将新娘送回娘家。仡佬族的婚礼又另有特色，新娘入洞房后，主家用美酒敬贺宾客，三日内洞

房成为歌海，三朝后新娘回门。

辣椒骨：是隆林苗族人民喜爱的一种传统食品，多用猪骨制作，也有用鸡骨、牛骨、羊骨

的。其制作方法，是将骨头捣烂后，拌以辣椒、米酒、生姜和花椒等香料，经腌制而成。辣椒

骨味辣而不烈，香气馥郁，鲜酥油滑，其味无穷。



文物胜迹
冷水瀑布 在县城东南约 6公里的冷水河上。潜流经丛山底下的一条地下河流到梅达山，

突然汹涌喷出地面，越过层层峭壁，形成连绵 20 里的 72 幅大小瀑布，十分壮观。它们大致分

为 3股，其中第三股瀑布最为奇绝，先是冲上一突出的山崖，然后成抛物线飞流而下，人可站

在瀑布与石壁之间从容观赏这弧形下降的飞瀑。瀑布落入潭中，声如雷鸣。两旁的山峰，高耸

入云，古树参天，繁花似锦。是一处风景优美的游览胜地。

冷水瀑布

古城鲜花 在县城南约 5公里处。其地石山林立，气势雄伟，怪石嶙峋，峰回路转。尤多

奇花异草。春夏之交，繁花竞艳，香气袭人，常令游人流连忘返。相传三国时期盂获属下的一

个部落曾在此叠石为城，据险扼守，今仍有城墙残垣，因名之“古城”。“古城鲜花”为隆林八

景之一。

大洪豹林区 座落在县境西北部，北靠南盘江，由 20 余座起伏不平的重叠山峰组成，面

积 7,125 亩，海拔在 1,200-1,300 米之间。区内林海浩瀚，古木参天，悬崖峭立，岩石尖利，

勾藤攀延，流泉四溢，地理环境独特。森林为经过漫长自然演替而成的原始森林，而且保存有

典型的岩溶石山地区常绿阔叶混交林，是广西石灰岩山林的代表。林下木本、草本、藤本植物

生长茂密，种类繁多，有野生药用植物千种以上，为天然中药库。林区内栖息的野生动物，有

黑叶猴、林麝、鬣羚、果子狸，箭猪、黄狐狸等 13 种。目前县政府已对该林区施行保护性措

施。

古生物化石 在祥播乡安然村朗甲屯的岩洞中，1980 年曾发现猴、猩猩、长臂猿、华南豪

猪、鼠类、中国熊、大熊猫、剑齿象、亚州象，野猪、李氏野猪、中国犀牛等古生物化石 14

种，其中长臂猿化石在我区属不多见者。

隆林古彝文 本县彝族的文字属古彝文，系象形文字，多见于记载本民族历史、地理、医

药、经文等方面的书藉，解放前专为“毕么”（道公）所用，并不流行。但它对研究彝族古代

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发展有要重价值。现有关部门正在整理和研究中。



著名人物
杨宗德(1929－1985) 今德峨乡人。苗族。1952 年参加工作，1954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历任区长、副县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自治区第四届政协副主席、第五届政协常委、第四届

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自治区第一、二、三、

四届人大代表。

朱亚波(1921－1951) 今长发乡后寨村人。苗族。解放初期任乌梅村村长。1951 年在追剿

隆林残匪杨登鹏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陶 保(1874－1919) 今德峨乡弄杂村人。苗族。民国五年(1916 年)，由于地主豪绅勒令

农民铲掉玉米苗改种罂粟，激起了以陶保为首的德峨苗族人民的反抗，这一斗争很快得到县内

其他各族人民的响应，参加者达二万余人，并发展成为反对旧桂系政权的民族压迫及其苛捐杂

税的斗争。这一斗争持续三年，曾打败由旧桂系县长亲自率领的追剿部队，赶跑县长，迫使旧

桂系军队一度退出苗族地区，不敢再贸然向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征夫和摊派各种苛捐杂税。民

国八年（1919 年）冬间，陶保在今德峨乡磨基村与敌斗争中被害。

扬刚奶(1890－1931) 今德峨村龙洞丫口人。女，苗族。为反对桂系军阀对少数民族人民

的沉重剥削和繁重苛捐杂税，于民国二十年（1931 年）农历三月初四日率领县内苗、彝、壮、

汉、瑶各族群众二三百人，一举攻陷西隆县城，开牢放出被关押的群众四十余人。后由于民族

反动头子的哄骗诱捕，被国民党政府杀害。

扬福应(1888－1935) 今长发乡后寨村人。苗族。原苗族头领杨满之子，曾被国民党桂系

政府任命为西隆民团总指挥。后在西隆南部（克长、长发、德峨一带）苗族聚居区割地自据，

称霸一方，自封为苗王。所收烟杂税款多据为已有，少交甚至不交国民党西隆县政府，并曾率

众抗交烟税，因而与桂系政权矛盾日深。1935 年秋，桂系派军队包围和袭击杨福应，杨负重

伤后被俘，在押往新州途中死去。

杨登鹏(1909－1951) 今长发乡拱坝屯人。苗族。为杨福应之甥。杨福应死后。曾投靠西

隆北部匪霸陆尔福。后与桂系军阀勾结，为国民党政府征集粮食，收缴烟税，先后担任过长发

乡民团大队长、西隆县民团总队副总队长，田西县（今田林县）民团副司令等职。他仗势强迫

群众广种罂粟，私贩毒品，大发横财，并广置田产，购买枪枝弹药，称霸一方，残暴欺压各族

人民，成为当时西隆南部地区无恶不作的“南霸天”。广西解放前夕，杨曾被桂系委为桂西北

山区新编第四十八师副师长职。解放后，他纠合匪众，自称军长，扰乱地方，杀害群众，继续

与人民为敌，终于在 1951 年被我民兵击毙。

重要事件
龙登连父子率众反清 清嘉庆二年(1797 年)春，隆林彝族首领龙登连父子不堪残酷压迫，

领导县内各族人民进行反清斗争，以今德峨乡的亚稿、那地等寨为中心，兵分四路进军八达、

古障、蒙里、革步、蛇场、旧州、八渡等地。起义队伍所到之处，各族人民纷纷揭竿景从。义

军击溃清朝官兵，很快攻陷了八达、新州、旧州等城池州府，占领了西隆州全境和西林、田林



等地。先后同清两广总督觉罗吉庆、总兵彭承尧亲率的广东、广西两省官兵二万人激战于旧州、

八波及隆或、亚稿等地，给官军以沉重打击。后官府继续由广东增兵，于农历六月攻陷亚稿龙

军营盘。不久，龙登连之侄儿龙起风叛变，诱龙氏父子投诚，使龙氏父子及其他起义将领均为

清军所俘，并解往京城。这场历时四个多月的少数民族起义遂告失败。

石达开部攻占西隆 清咸丰十年(1860 年），石达开部将曾广依率众数万人由百色攻西隆，

守城清官兵溃逃。石部进入西隆后，发动群众进行反清斗争。地方反动势力对此极为仇恨，双

方时常发生战斗。不久，石部退出隆林，转入贵州境内。

西隆、西林烟案 1944 年秋，因日寇进攻而疏散到百色的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经费日绌，省

政府代主席陈良佐遂以“禁烟不力”为名，将原西隆、西林两县长撤职，换上其心腹黄琪、罗

成均接任，对两县私种之鸦片实行“寓禁于征”，课以重税的办法，大发横财。除个人中饱私

囊外，当时所收烟税折合黄金共达 1,700 多两。不久，此事被撤退到这一地区的中统、军统特

务得知，告到当时的高等法院，要“拿”西隆、西林两县长。陈良佐即以相当于 40 两黄金的

纸币贿赂了当时的法院首席检察陈锡瑚，事先以急电密告两县长。两天后，当法院派人到西隆、

西林“拿”人时，两县长早己逃之夭夭。事后，最高法院检察处只发了一纸“通辑令”，这个

轰动一时的西隆、西林烟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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