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 山 县

宜山县地扼黔桂咽喉，龙江及黔桂铁路横贯全境，交通方便，经济发达。土特产有果蔗、红瓜子、

德胜红兰酒、乳鸽，均名闻区内外。这里，有纪念北宋时被谪贬于此的著名诗人“苏门四学士”之一

的黄庭坚的“山谷祠”，有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及其部将的白龙洞唱和诗石刻等文物胜迹，值得人们观

览凭吊。

位置面积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偏西，东与柳城、柳江两县接壤，东南界忻城县，南

至西南连都安瑶族自治县，西与河池市毗邻，西北与环江县相邻，北与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交界。

县境东西最大横距101公里，南北最大纵距70公里。总面积为3,463.19平方公里，合5,194,785

亩。其中水域面积为74.67平方公里，占总面积2.2%，陆地面积为3,388.52平方公里，占97.8%。

县治庆远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267 公里。

建置沿革 秦属桂林郡地。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置定周县，为建县之始。唐贞观

五年（631 年）改名龙水县，又置东玺县，并置粤州；贞观九年（635 年）又增置崖山县；建

封中改粤州为宜州；元和十三年（818 年）又增置洛曹县；唐代在今宜山县境内还有温泉、思

顺、蕃州、述昆共四个羁縻州。五代南汉裁东玺县入龙水县，其他仍旧。宋景祐三年（1036

年）撤崖山县，嘉祐七年（1062 年）撤洛曹县，均并入龙水县；宣和元年(1119 年)改龙水县

为宜山县，始得今名；温泉等四羁縻州仍存。元为宜山县，其他羁縻各州，元史不载。明仍为

宜山县，宏治五年（1492 年）析宜山县地置永定长官司、永顺正长官司、永顺副长官司三土

司，属宜山县管辖。清因之。道光五年(1875 年)裁废永顺副长官司，其地并入天河县。宣统

二年(1910 年)撤永定、永顺正长官司二土司，并入宜山县。解放后沿用宜山县名至今。

行政区划 辖庆远、怀远、三岔、德胜 4 个镇和北牙（瑶族乡）、拉利、石别、矮山、洛

东、流河、三合、祥贝、安马、龙头、拉浪 11 个乡。镇有居民委员会 8个，乡有村民委员会

184 个，自然村 2,238 个。全县共有圩场 32 个。县治庆远镇有 12,844 户，54,873 人。



人口民族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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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 年

增长%

比 18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52432 53972 65571 91304 74,1 69.2 39.2

总 人 口 217186 225779 301621 484961 123.2 114.8 60.7

性别

构成

男 238461

女 246500

地区

构成

城 镇 19930 20948 34194 65382 2?8.1 212.1 91,2

农 村 197256 204813 267427 419579 112.7 104.9 56.9

说明：1952 年以前无统计数。

1984 年全县人口 500,500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44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20.09‰。

1982 年人口普查，壮族 364,828 人，占总人口的 75.2%，汉族 98,193 人，占 20.2%，瑶

族 13,125 人，占 2.7%，仫佬族 6,867 人，占 1.4%其他 15 个少数民族共 1,948 人，占 0.25%。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境为土山丘陵和石山峰林的交错混杂地带，地势大致由南北两面向横贯县境中

部的龙江沿岸倾斜，南北高，中部低；西部高，东部低，自西向东倾斜。宜山盆地在中部，呈

长条状。

山 脉 北部为九万大山余脉，往东南延伸有才榄盏、昆岜狠、安对山、高暮山等。高暮

山为境内最高山，海拔 825 米。西南部为凤凰山余脉，有岜根柴、太阳山、多灵山、白面山等。

多灵山海拔 799.6 米，为境内第二高山。中部为低山丘陵，海拔在 500 米以下。龙江谷地海拔

在 200 米以下。当中隆起的虾公山和大洋山，海拔高度则分别为 655 米和 636 米。

河 流 以龙江河为主干，境内共有大小河流 295 条，其中季节性溪流 211 条，除都良河

外，余皆北河南流，南河北流，均汇入龙江，属西江水系柳江支系。龙江境内长 108 公里，年

平均径流量 132 亿立方米，小环江境内长 39.4 公里，年平均径流量 23.6 亿立方米。临江河（下

枧河）境内长 37.5 公里，年平均径流量 17.7 亿立方米。境内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为 28.48

万千瓦，可开发量为 19.30 万千瓦，已开发 9.85 万千瓦。有地下河 58 条，地下水点 89 处，

主要分布在三岔、流河、石别、北牙、龙头等乡、镇。年径流量为 4.35 亿立方米。

气 候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热量丰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

19.6℃-20.3℃。7月最热，平均气温 27℃-29℃，极端最高气温 39.9℃。1月最冷，平均气温

9℃-10.5℃，极端最低气温-2.9℃。年平均降水量 1,300-1,525 毫米，最高年 1,630 毫米，最

低年 904 毫米。4-9 月为雨季，降雨量占全年的 77.5%。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1,696.9 小时。气

象灾害有干旱、低温、洪涝、冰雹、大风、暴雨等，其中以“两旱”（春、秋旱）和“两寒”

（倒春寒、寒露风）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重春旱一般为十年出现三次，多出现在四、五月间。

1963 年最为严重，全县早稻仅插下计划数的一半，而亩产又仅为历年平均数的一半。重秋旱，



十年中有六次。多出现在 9月．倒春寒多出现在惊蛰后至三月下旬，每十年出现三、四次。寒

露风的出现，主要集中在 10 月 11-15 日、10 月 16-20 日。1984 年晚稻因受寒露风影响，总产

比上年减少 4,780 万斤。大风多发生在 3-6 月份，主要因冷峰南移过境形成，其风速多为 20-40

米/秒。冰雹全县几乎每年都有发生，但成灾一般为二、三年一次，出现时间多在立春至立夏

之间。

土 壤 有红壤、石灰土、水稻土，冲积土、紫色土、沼泽土六大类。红壤土类分布于龙

江河谷、洛东冲积平原、砂页岩低山丘陵、石灰岩岩溶盆地、谷地等处，总面积 152.33 万亩，

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29.3%。砂页岩丘陵红壤，多呈酸性至中性，表层有机质含量较低，含磷、

钾中等，质地粘重，大部分含砾石，是目前经营林牧业的主要土壤类型。石灰土类广布全县各

地，面积为 288.48 万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55.5%，其中，面极大、数量多的是棕色石灰

土，一般表土层有机质含量较高，为 3-4%，有的达 7%，含磷中量至高量，含钾高低不一，土

壤质地粘重，呈微酸至中性，宜于发展林牧业。水稻土类遍布全县，共有 35.47 万亩，占全县

总土地面积的 6.8%。占总耕地面积的 55.2%。其氮素含量较高，在 0.15%以上（即二级以上）

占 76%；有机质含量中等，宜于发展种植业生产。冲积土类主要分布在三岔、龙头及龙江、小

环江、临江河沿岸，大部分已被辟为稻田，共有 9.28 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1.8%。紫色土在

流河、祥贝、德胜等紫色砂页岩区有少量分布，面积 1,516 亩。沼泽土分布较零星。

资 源 矿藏有煤、锰、石灰石、褐铁矿、汞、磷、硫铁矿、水晶、重晶石、耐火泥等十

种。煤已探明的藏量为 4,678 万吨（除一较大煤床无资料外），至 1984 年已开采 91 万多吨。

锰总藏量约 1,640 万吨，其中化工锰 240 万吨，碳酸锰 1,400 万吨。至 1984 年巳开采碳酸锰

41.5 万吨，化工锰 0.67 万吨。野生动物有果子猩、麝香、穿山甲、金环蛇、银环蛇、眼镜蛇、

白花蛇等。野生植物有巴芒杆、云香竹和中草药材金银花、天冬、五倍子、使君子、土茯苓和

珍贵树种黄枝油衫。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为 14,884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25.8%，比 1983 年

增长 0.31%。1978 年以来平均年递增率为 3.91%。1984 年人均产值为 491 元，比 1978 年增长

43%。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总面积为 64.21 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12.4%。其中水田 35.46

万亩，旱地 28.75 万亩。农业人口 444,184 人，劳动力 167,457 人，人均有水田 0.8 亩，旱地

0.65 亩。水田，有保灌面积 29.56 万亩，其中旱涝保收面积 26.01 万亩，比解放前的 4.5 万

亩增加 5.5 倍。农业以水稻、玉米、黄豆为主。普遍改变了传统的一年一熟制，推行了稻、稻、

肥或稻、麦、肥或油的耕作制度。山区实行了玉米轮作或玉米、黄豆轮作制。1983 年全县早，

晚稻种植面积分别比 1952 年增加 7到 9 倍多。矮山、洛东两乡为自治区商品粮基地。经济作

物以甘蔗、花生为大宗，其次是木薯、蚕桑、水果、瓜类等。

全县有农业机械总动力 5.76 万马力，其中大、中拖和手拖共 1.637 台，2.48 万马力，农



用汽车 64 辆，0.5 万马力，其他农业机械 2.8 万马力。平均每百亩耕地有 9马力。

粮、蔗、油：从 1978 年到 1984 年的六年间，粮食平均年递增 3.39%，甘蔗递增 1.56%。

从 1981 年全面推行责任制到 1983 年，粮食生产比 1980 年增产 52.2%，总产由 1980 年的 2.7

亿斤跃到 1983 年的 4.11 亿斤，平均年递增率达 15%。1984 年因晚稻受寒露风影响，总产仅

36,290.58 万斤，比 1983 年减产 11.5%，但粮食收购入库，仍相当于 1978 年的 1.7 倍。1984

年种植糖蔗 35,924 亩，产量为 97,054 吨，比 1980 年增 21%，当年糖蔗收购入厂 73,332.5 吨。

1981 年冬种油菜面积 48,800 亩，比 1980 年增加 40,400 亩，总产油菜籽 177 万斤，当年油料

总产达 336.41 万斤，为历史最高水平，1984 油料总产 228.35 万斤（包括花生 166 万斤），比

1981 年减少 32.1%。随着养猪事业的发展，居民习惯吃猪油，因而油菜种植减少，所以当年国

家收购油料为 108.47 万斤，折油脂 42.61 万斤。六年来平均递减 4.3%。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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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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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4

1374

2

486

750

2

100

52.6

0.1

18.6

28.6

0.1

8507

5476

123

1219

1673

16

100

64.4

1.4

14.3

19.7

0.2

11038

7355

311

1352

1956

64

100

66.6

2.8

12.3

17.7

0.6

10821

6512

327

1431

2452

99

100

60.2

3.0

13.2

22.7

0.9

27.2

18.9

165.8

17.4

46.6

518.7

-2.0

-11.5

5.1

5.8

25.4

54.7

4.09

2.93

17.70

2.71

6.58

35.49

说明：①1952 年前无统计。

②1952 年产值按 70 年不变价计，1978 年-1984 年各年产值按 1980 年不变价计，由于两个不变价

不同，因此 1984 年不能与 1952 年增长数相比。

林 业 境内气候水土适宜松、杉生长，一般每株能年长高一米。1980 年全县有林面积

91.35 万亩，覆盖率 17.37%，人均有林 2.27 亩。立木蓄积量为 194.39 万立方米。历年人工造

林 54 万亩，其中国有林 23 万亩，以马尾松为主，杉木次之，为解放前的 36.5 倍。按林木种

类分，有用材林 51.62 万亩、薪炭林 16.96 万亩、防护林 20.44 万亩、经济林 2.32 万亩，特

种用材林（含古迹、风景及观赏林木）0.01 万亩。境内有 4 个国营林场、3 个苗圃、97 个乡

村林场。1984 年木材产量 17,327 立方米，其中原木 12,757 立方米，小规格材 4,570 立方米。

当年造林 33,591 亩，其中国营的 1,925 亩。同年交售林产品有油茶子 2,464 担，油桐子 591

担，松脂 4,900 担。另外七十年代引进的黑荆树已种植 1万亩，并通过技术鉴定，今后将为栲

胶厂提供大量原料。全县尚有宜林荒地 75.6 万亩，另有石山 119 万亩，绝大部分可封山育混

交林，发展林业潜力很大。

牧 业 全县共有牧草场 119.98 万亩，牧草产量高，适口性较好，载畜量潜力大，有利发

展牧业生产。1984 年耕牛年底存栏 10.67 万头，其中能役使的耕牛 77,243 头。每年有商品菜



牛 4,000 头。有马 2,000 匹。同年生猪饲养量为 28.23 万头，国家收购 1.3 万头，自宰 7.12

万头，年底存栏 19.81 万头，出栏率为 42%。祥贝、北牙两乡素有养羊习惯，1984 年山羊存栏

2,788 只。

副 业 有种养、采掘、加工、运输、服务等项。1984 年全县有专业户、重点户、经济联

合体共 5,617 户，其中：种植业专业户 1,653 户，养殖业 74 户，加工业 42 户，运输业 52 户，

服务业 13 户，商业联合体 15 户。全县农村商品生产产品计有黄麻 75 吨左右，蘑菇万余斤，

鸡 40.4 万只（有万只饲养户），鸭 20.02 万只，鹅 2,229 只，养蜂 350 箱，优良造纸原料巴芒

抒，云香竹采伐 11.3 万担（最高为 1978 年达 21 万担），采摘药材金银花（干品）280 担（最

高曾达 560 担）、千年健（宜山历史上的贡品）3,580 斤，其他植物药材十数种，采集量 1 万

斤左右。并加工动物药材白花蛇干 682 斤，麝香仁 165 克，竹蜂 42 斤，鸡内金 161 斤。采掘

各种矿产 14.77 万吨。

渔 业 境内鱼类生长季节达十个月以上，江河特产的鳜鱼、岩鱼、竹鱼、青鱼、钩鱼及

船丁鱼，素为席上佳品。原有可养水面 2.63 万亩，其中水库 13 个，17,670 亩，山塘 8,207

亩，河沟 423 亩。过去利用率不高，鱼产量低。1981 年以来，因地制宜，退耕还渔，开扩鱼

塘，发展养鱼专业户重点户，因而放养面积逐年扩大，产量不断上升。1984 年放养面积 24,264

亩，其中国营 12,117 亩，专业户、重点户放养 12,148 亩。已建立 5个乡、镇商品鱼基地，有

养鱼重点专业户 3,698 户。1984 年商品鱼总产量为 14,758 担，比 1980 年的 1,900 担增长 6.76

倍，其中放养产量 13,270 担，江河捕捞 1,488 担，居河池地区各县之冠。全县尚有可开发养

鱼的冷底田、冲槽地、沼泽地、荒塘、河沟、低洼零星地共 12,816 亩，还有众多的江汊河湾，

有利于人工增殖，发展渔业潜力极大。

土特产品 黄豆：为传统产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种植面积扩大，总产和单产不断

提高，1981 年产 844 万斤，1984 年达 1,249.28 万斤，比 1981 年增长 48%。品种有六月黄、

八月黄（珠豆）等。六月黄以其蛋白质含量高、上市早的特有优势，一向为各方所争购；珠豆

历来畅销梧州、广州。黄豆已打入国际市场，远销日本。

果蔗：1984 年种植 4,238 亩，产量 22,853 吨。皮紫肉白，株高茎粗，节稀疏、肉软脆，

汁多清甜，俗称“老奶吃得动”。远销贵州、重庆、北京、上海等省市。

红瓜子：为农村传统商品，其特点是颜色鲜红，子粒饱满，瓜仁肉厚，脆甜味香，向为食

品工业的上乘原料。强调“以粮为纲”的年代，一度濒临绝种，三中全会后恢复种植，1984

年种植面积达 10,135 亩，供销社收购量达 605,400 斤，很多农民因而致富。

红兰酒：为广西传统名酒之一，产于德胜镇，已有三百余年历史。以红兰草浸汁配上优质

大糯米为原料，用德胜之井水和传统工艺酿制而成。酿成后存于岩穴中一年以上，然后取其透

明酒液装瓶上市。其性淡凉，味甜，馥香，具有天然红色，能散淤止血，有滋阴补肾，强健身

体之功。1962 年曾获广西名牌产品称号，1984 年被评为金区优质产品。最高年产量 180 吨，

常年产量 48 吨。

乳鸽：鸽体均匀，肉质鲜嫩，味美，富营养，为宴席佳肴和营养佳品，乃本县外贸出口传



统产品。最高产量 1980 年达 23.6 万只，常年产量 10 万只左右。

石灰：“建设牌”石灰，是用本县石灰岩石生产的优质产品。酸中不溶物、氢氧化钙、八

十目通过率，均超过国家颁布的质量标准。粘性好，色泽白，不翻黄，是建筑优质材料，还可

作净水、制革和生产轻质碳酸钙之原料。年产万吨以上，远销港、澳及欧洲，年创汇达 20 万

元。

杨梅栲胶：是宜山栲胶厂以杨梅树皮为主要原料生产的制革工业的鞣皮剂，也用作钻井泥

浆稀液剂，锅炉防垢除垢剂。具有冷溶性好，渗透快、沉淀少、颜色浅、结合力强、成革好等

特点，质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曾获广西优质品奖。年产千余吨，畅销全国各地及东南亚等国

家。

怀远风妒：为传统工艺产品，采用怀远白膏泥掺和谷壳灰制坯焙烧雨成，造型美观。炉身

围编铁丝网，能承受五十公斤以下压力，耐高温，烧时火旺。曾远销港、澳和东南亚一带。现

年产 5.5 万个，产值 7万元。

龙头扁柑．盛产于龙头乡大石山区各村屯。果硕大、产量高，一般株产百余斤至数百斤不

等，丰产株可达千斤。分厚皮、薄皮两种，色泽鲜黄，多汁，味清甜。生长时间长，可挂果到

春节前后收获。1965 年收购量曾达 1,400 余担，畅销区内外。可惜在“农业学大寨”、“反对

商品化”运动中，果树被砍掉，产量骤降。现仅龙头有少量销售，需大力恢复和发展。

古龙梨：独产于祥贝乡古龙村，皮呈浅黄色，富光泽，个大核小，肉细嫩，质脆、渣少汁

多、甜中带微酸，爽口不涩，有香蜜甜味。个重约半斤，大者达一斤二两。过去年收购量曾达

四万余厅。在区内水果市场上久有名望。

狗皮：本地狗皮具有毛短、质软、色泽鲜艳等特点，适宜做装饰挂毯，在国际市场上深受

用户欢迎。1974 年销售 1.3 万张，居同年全国县级销售量的第二位。现年销 2千余张。

槟榔芋：庆远特产。年产 10 万斤。芋形均匀，个重二斤至四斤，含水量较其他芋种低，

含淀粉 10-25%。蛋白质 2.5%。切开有槟榔花纹。煮熟揭锅即有阵阵香味散发，食之香味芬芳，

酥松可口。《十万个为什么？》一书，称赞它是有名的品种。

水 利 1984 年有水利工程 1,572 处，其中蓄水工程 462 处，总蓄水量为 13,712.65 万立

方米；引水工程 354 处，渠道长 757.2 公里，正常引水量为 17.91 立方米/秒；提水工程 489

处，装机容量 9,121.5 千瓦，3,853 马力，水轮泵 322 台。总灌溉面积 29.56 万亩，比建国前

扩大 5.5 倍。水土保持治理面积共 34 万亩。人畜饮水工程 222 处，解决了历史上 6.76 万人和

2.06 万头牲畜的饮水问题。

工 业 1949 年县内仅有数十户手工业作坊。1984 年全县工业总产值 4,063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22.4%，比 1983 年增长 6.9%。县办全民所有制工矿企业有农机、氮肥、制糖、印刷、

染织、食品、酿酒、农药、水泥、玻璃、煤矿等 18 家，职工 3,698 人，产值 2,951 万元，占

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72.6%。县管集体企业有塑料、工艺美术、五金、综合制品、皮鞋、纺织配

件、建筑材料、服装等 14 家，职工 2,556 人，产值 463 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 11.4%。乡镇

企业有 260 个，职工 3,219 人，个体手工业 352 户，669 人，产值共 649 万元，占 15.97%。全



县主要工业产品年产量：机糖 9,607 吨，水泥 3,756 吨，煤 141,594 吨，棉布 169 万米，酒

3,562 吨，化肥 18,610 吨，打谷机 937 台，皮鞋 2.98 万双。优质产品有海罗蚊帐布。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2 年 1978 年 1983 年 1984 年
1978 年

以来递

增率%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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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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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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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比

1978 年

增长%

比

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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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总产值

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37.8 100 3320

2760

560

100

83.1

16.9

3800

3190

610

100

83.9

16.1

4063

3208

855

100

79

21

22.4

16.2

52.7

6.9

0.6

40.1

3.42

2.54

7.31

说明：①1950 年无统计数。

②1952 年产值按 1970 年不变价计，1978 年-1984 年各年产值按 1980 年不变价计，由于两个不变价

不同，因此 1984 年不能与 1952 年增长数相比。

境内自治区属厂矿有：维尼纶厂、玻璃钢厂、轴承厂、机床厂等 14 家，职工 12,586 人。

维尼纶厂是目前广西唯一的维尼纶原料厂家，设计年产维尼纶短纤维 1 万吨，1984 年试产 3

千多吨。河池地区属的有配件厂、砖厂、皮革厂 3家，职工 1,004 人。获优质产品称号的有配

件厂的飞翔牌 195 型柴油机活塞肖。

电 力：解放初期只有庆远、怀远这两处有火力发电，装机 104 千瓦。1984 年全县已建有

水电站 80 处，装机 91 台，功率 9.85 万千瓦。其中拉浪电厂装机 3 台，5.1 万千瓦，洛东电

厂装机 2台，4.5 万千瓦。已架设高压输电线路 417.2 公里，低压线路 109 公里。农村负荷变

压器 220 台/18,325KVA，动力负荷 10,215 千瓦．工业负荷变压器 23 台/55KVA，动力负荷 2,260

千瓦。1984 年境内发电量为 41,967 万度，其中县属小电站发电量为 140 万度。县内有 64.5%

的村屯已用上电，总用电量为 12,187 万度。还规划开发水电 14 处，装机 32 台，功率 94,475

千瓦。

交 通 以陆路为主。1984 年全县共有公路 35 条，长 579.84 公里，其中渣油路面 82 公

里。有各种汽车 587 辆。全县 15 个乡镇有 14 个巳通汽车，另有三合乡只通火车。每日有宜山

至南宁、桂林、玉林、柳州、金城江及 4个邻县的对开班车，还有金城江至融水、至罗城，环

江至南宁，罗城至南宁的对开客车经过本县。日发客车约 50 班次，货车通过量为每日 1,200

辆。1984 年客运量 243 万人，货运量 191,257 吨。黔桂铁路境内长 96 公里，设有十个站。其

岔（三岔）罗（城）支线，经县境三合乡长 10 公里，设有一个站。境内还有各种专用铁道 24

公里。1984 年境内铁路客运量为 128.8 万人，货运量 131.5 万吨。同年民间运输客运量 20,341

人，货运量为 739,028 吨。水运：历史上县内三条主要河流均可长年通航，小环江有载重 1.5

吨的木船百余只，航行在怀远至拉稿之间；临江河有 1-5 吨的木船十余只运货载客，航行于庆

远、古龙之间；龙江有 15 至 25 吨的大型木船 250 只航行于怀远、庆远、三岔、柳州、梧州之

间，呈百舸争流之势，水运极为繁忙。解放后三条河都修筑了栏河坝，船只只能分段通航。小

环江有载重 5吨的木船行驶于北关、佑岸及佑岸、拉稿之间；龙江有载重 5吨的机客船行驶于



庆远至柳城三界河段；临江河有载重 5吨，60 个座位的旅游机客船行驶于庆远、中枧及中枧、

古龙之间。

邮 电 解放前有邮政局 2 个，邮政代办所 8 处，乡村信柜 4处，电信局 1个，乡村电话

总机 6 座，单机约 60 部。1984 年有邮电局、所共 24 个。邮路总长 1,780 公里。县城安装有

自动电话交换机 500 门，电话机 469 部，农村安装电话机 680 部；载波电话终端机 30 部。县

城电话线路达 23 杆程公里，明线线路长度 91 对公里，电缆长度 9.4 皮长公里。农村电话线路

总长 539 杆程公里，明线线路总长 951 对公里，电缆长度 5.5 公里。

商 业 1984 年有商业网点 7,608 个，从业人员 11,467 人。其中国营 108 个，1,688 人；

供销合作社网点 300 个，1,080 人；其他集体（含合作店组）网点 31 个，194 人；有证个体商

业户 71,69 户，8,505 人，其中城镇有 3,445 户，4,410 人，农村 3,724 户，4,095 人。社会

商品零售总额为 10,709 万元，比 1978 年增加 120%。个体商业户和营业额均居河池地区各县

首位。集市贸易成交额 2,723 万元。庆远镇是县内最大的集市，平时赶街人数为 3万，旺季达

6万人，是国家工商局物价司物价重点统计点，1984 年市场成交额为 1,541 万元，占全县总额

的 57%，比 1978 年增加 2.7 倍。其次为怀远、北山、三岔、屏南圩场，平时各有数千人赶圩，

旺季分别达 1.2-2 万人。北山圩有传统牛市之称，圩日有 100-500 头上市。出口商品主要有粮

油、食品和畜牧土特产品及矿产品，此外，还有金银花、黄麻、猪肠衣、羽毛、篙竹、盐水蘑

菇、柠檬胚等共十余种。

财政金融 1984 年财政总收入 2,114.5 万元，其中预算收入 1,686 万元，上年结转 46.9

万元，一次性补助收入 301.9 万元，预算外调入 80 万元。总支出 2,289 万元，其中预算支出

1,195 万元，上交自治区 1,065.5 万元，地区企业税利结算支出 0.1 万元，填补国库券 1.7 万

元，结转下年 26.7 万元。支大于收 174.2 万元，为年终赤字。1984 年全县城镇储蓄 1,806 万

元，比 1981 年增长 153%。农村存款 539 万元。农贷发放 892 万元，比 1978 年多 716 万元，

收回贷款 440 万元，比 1978 年多收回 300 万元。

人民生活 1984 年人均产粮 832 斤，农民人均收入 183.59 元，比 1978 年增加 111.58 元，

增长 154.9%；职工人均年收入（按就业人口计）1,050 元，平均月收入 87 元（含工资、奖金

和各种补贴），比 1978 年人均收入 510 元增长 1.05 倍，比 1983 年增长 38.7%。1984 年全县有

自行车 7万多辆。当年度销售中档商品有：自行车 8,303 辆，比 1978 年多销 5,063 辆；手表

16,062 块，比 1978 年多销 12,036 块；缝纫机 4,490 架，比 1978 年多销 3,239 架；电视机 882

台，收音、收录机 2,880 台，呢绒 3,000 米、绸缎 6,700 米。农村建房 6,900 户，41 万平方

米，其中楼房 3万平方米。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全县有初中 2所，学生 450 人，教师 52 人；小学 42 所，学生 36,000 人，

教师 395 入。境内有省立庆远高中，学生 300 人；有铁路中学，学生 700 人。1984 年有高中 7

所（单位办 6所），完中 5 所，有高中学生 2063 人；当年毕业生 730 人，升入大专 96 人，升



学率为 13.2%，县办城镇和农村附设职业高中班各 1 处，开设家用电器专业，学生 68 人；初

中 25 所（单位办 4 所），有初中学生 9,462 人；县办农、林初中各 1 所，学生 219 人，小学

206 所（单位办 13 所），教学点 364 处，学生 63,552 人。中小学教职工共 3,906 人，其中专

任教师 3,454 人，文化程度为：大专 495 人，中专、高中 2,007 人，初师、初中 950 人。有幼

儿园 10 所（单位办 7 所，个人办 1 处），独立班 17 处，在园幼儿 4,290 人。幼托教职工 136

人。县办教师进修学校 1所，教职工 21 人。教师中有全国模范班主任 1名，区优秀教育工作

者并出席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表彰大会的 1名，区模范班主任 6名。自治区和河池地区设于境

内的学校有：河池师范专科学校，宜山师范学校，水电技工学校，地区农校和铁路中学。

1982 年人口普查，全县有大专文化的 1,717 人（含在校 638 入），高中 30,904 人，初中

74,435 人，小学 172,502 人，十二岁以上不识字者 93,970 人。每万人中拥有大专文化程度的

36 人，高中 647 人，初中 1,557 人，小学 3,609 人。

科 技 1984 年有科委、科协及农科所、林科所、农机研究所、科技情报所，科学技术资

料室等科技单位。还有农、农机、林、畜牧水产、电力工程、中医、中华医学、数学、物理、

土木建筑等专业学会，以及热处理协作队、技术开发联合会、科技咨询服务部、科普创作小组、

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和六个乡镇科普协会等群众组织。共有会员 480 人。1979 年至 1984 年

有科研成果 24 项，其中荣获自治区优秀科技成果奖 5项。推广应用农业区划和土壤普查成果，

实行因土种植、因土施肥、因土改良等技术措施，经济效益在 1981 年即达 180 万元，增产粮

食 1,442 万斤，应用沸腾炉渣代替稀土和用于冶控渗料项目，不仅列入国家科研课题，而且在

1981 年用于生产 500 标号水泥 17,000 余吨，总产值达 93 万元。至 1983 年评定技术职称的有：

工程师 6人，技师 3人，农艺师 7人，畜牧兽医师 2人，主治医师 11 人，助理工程师 62 人，

助理农艺师 35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12 人。有医师 86 人，农业技术员 35 人，兽医技术员 15

人，工程技术员 115 人，医士 252 人。在册科技干部共 887 人。

文化艺术 1984 年有文化馆 1个，文化站 12 处。业余文艺队 125 个；工人文化宫、电影

院、剧院各 1个，电影站 10 个，放映队 88 个；录象放映点 10 处；书声 2间，乡镇发行网点

34 个，图书发行量为 123,776 册；图书馆 1个，藏书 37,136 册，乡镇图书网点 5个；县实验

剧团 1个。有文联、作协、剧协、书协、影协、美协及民间文学研究会等组织。县办文艺刊物

《宜苑》向全国发行。县幼儿园编演的表现少数民族儿童生活情趣的舞蹈《碰蛋》，在全国评

比中获节目奖第三名。

1984 年有广播站 1 个，乡镇广播放大站 12 个，50 瓦电视差转台 1 个，农村及厂矿还有

10 瓦差转台 9个。

卫 生 1949 年有医院 1个，分院 3间，医务人员 30 人，病床 20 张。1984 年有县医院、

防疫站、血防站、妇保站、皮防站、中医院等医疗卫生机构 6个，乡、镇卫生院 11 个，医疗

点 8处。共有医务卫生人员 448 名，其中主治医师 11 名，设病床 A41 张。有乡村医生 232 名，

接生员 565 名。1984 年底已婚育龄妇女 69,199 人，节育 42,466 人，占 61.36%。解放后扑灭

了天花、霍乱等传染性疾病。流行性疟疾己得到控制。历史上流行的血吸虫病，从 1953 年开



始，经大力防治，消灭中间宿主钉螺面积达 510 万平方米，治愈病人 15,792 人，至 1972 年已

达基本消灭标准。流行于德胜等地的丝虫病，经过三十年的反复查治，共治疗病人 7,926 人，

1980 年经区、地、县联合考核，亦达基本消灭标准。河池地区防疫站、第一医院均设在宜山，

有医务人员 235 人，病床 255 张。

体 育 1983 年有灯光球场 5个（均有固定看台，最大的有座位 4,500 个），400 米跑道运

动场 2 个，200 米跑道运动场 5 个，篮球场 315 个，排球场 44 个，足球场 3 个，旱冰场、游

泳池各 2 个，棋类房 1 个。兴建中的体育运动中心，面积六万五千平方米。曾向自治区输送

11 名运动员，其中周福强已进入国家体操队。北牙、三岔两乡分别在 1981、1983 年被评为自

治区农村体育先进单位。各乡、镇都成立了武术辅导站、点。1982 年和 1983 年参加广西区武

术比赛，有 2人分别获少年南拳第一名，传统拳成年组第一名。学校体育锻炼达到《国家体育

锻炼标准》的有 10,128 人。1981 和 1984 年两度被评为全区施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先进

县，受到区体委的奖励。1984 年韦金恒参加全国第一届伤残人运动会比赛，分别获 50 米蝶泳

和自由泳第二名，夺得银牌两块、铜牌一块，有四名运动员参加广西第二届工人运动会，获

5,000 米、10,000 米赛跑两块金牌，跳远、三级跳远各得铜牌一块。有六名运动员代表地区参

加自治区第三届少数民族运动会获“大象拔河”团体赛和个人赛两个第一名。有一人获得国家

篮球一级裁判员称号，二人获国家田径一级裁判员称号。

文物胜迹
山谷祠 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号山谷）于公元 1104 年 5 月被谪贬宜州（今宜山），次年

病逝于县城小南楼。后人为纪念他传播文化之功，在城西（今轴承厂内）立祠崇祀。祠始建于

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 年），现存祠宇三间，内有山谷自画像及自画像赞真诗石刻一块，历代

修祠碑三块，是地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白龙洞石达开诗石刻



白龙洞 位于城郊北山（会仙山）山腰，距城一里。唐代以来即为游览胜地。洞中有石龙

盘伏，鳞甲宛然；石钟乳琳螂满目，皆成物象。洞壁有唐、宋以来历代摩崖石刻六十余幅。有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及其部将唱和诗石刻，是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洞外有翼王亭及翼王

点将台等建筑。

龙隐岩 在城南五里南山麓，有洞轩敞如屋，洞壁有龙形钟乳。下有潭，潜通地下河。上

下层叠，纵横连络，全长约一里。岩前有宋代余靖、方信儒、张自明等名人题刻。有宋沙世坚

镇压茆难（毛难）莫文察的碑记，是研究少数民数地区历史之珍贵史料。

香山寺遗址 位于城西（今保育院），为宋代宜州通判赵抃讲学处。寺舍早圮。明代在寺

侧建有香林书院。寺前平地怪石环立，有门有峡，有峰有嶂，甚微而幻。峰上有树，池中有石，

历来有梵王天、观音阁、菩提路、普陀崖、燃灯门、朝阙石、嘘云岫、滴翠亭，名香山八景。

有明代石刻十余幅。1927 年辟为公园，增建八角楼及中山纪念塔，向为游憩之所。惜在“文

革”中（1968 年）被毁。现仅存楼、塔及普陀崖、燃灯门等景物。

古城峒 在城东北三里。宋理宗宝祐三年（1255 年）知宜州云拱在此筑城屯兵。因山垒石，

四壁削立，襟江带河，固若金汤，名曰铁城。后人称古城峒。分内外两城，有关隘、营垒，内

容万灶，面积约 4平方公里。东西两山峭壁间分别刻有《宜州铁城颂》、《宜州铁城记》大型摩

崖石刻。

刘三姐故乡——下枧村 位于城北 5公里临江河（下枧河）畔，村庄依山傍水，其山多姿，

其水碧绿，山水融合，备极优美。江边崖壁上有壮族歌仙刘三姐打柴的扁担，村前有对歌台等。

附近是抗日期间浙江大学分校遗址。这一带已辟为游览区。

下枧风光

仙女岩 在城西南 9公里岩口村后分大岩和上、下岩。上岩内有深潭小河，可泛舟游览，

亦可拾级探胜。洞中有洞，或连或邻，共长约二千米。洞内景物，千姿百态。大岩中有一景，

宛若仙女出浴，冰肌玉骨，婀娜多姿，故名。翼王石达开都曾在此攻打守岩团练，抗日战争期

间宜山沦陷时地方青壮年曾在此力抗日军之袭击。

怀远革命烈士纪念塔 位于怀远镇江西岭，建于 1966 年。塔正面为桂西北人民解放军第

五团（后改都宣忻解放总队）政治委员莫江白烈士的墓碑。



著名人物
左 雄(1906－1930) 三岔人。中共党员。1929 年参加红军，1930 年随红七军到怀远镇。

后被派回县城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不久被捕，同年 12 月被害。

谢 骙(1910-1944) 庆远镇人。南宁军校第三期毕业。曾在桂军任连长、营长。后任安徽

省霍丘县长。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 4 月到达苏区参加新四军。曾任行署科长、军区

参谋长，苏北泗阳县长兼大队长。1944 年 4 月带队追击日寇，在激战中牺牲。

罗素仙(1024－1949) 女。庆远镇人。曾就读于庆远中学、柳庆师范和香港达德学院。1949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桂西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团。担任“凤红区政务委员会（行政组

织）”妇女委员，发动和领导群众反“三征”，组织武装斗争。1949 年 5 月底，第五团两个大

队在大塘拦截敌人军车与国民党 48 军直属队发生遭遇战，不幸中弹牺牲。

兰建业(1960－1980) 矮山乡六坡村人。壮族。共青团员，民兵副班长。1980 年 1 月 2 日

生产队仓库起火，有六个小孩被困其中。兰冲入火区先将小孩全部抢救，接着又抢运物资，因

油桶燃烧爆炸而牺牲。团中央授予他“学雷锋树新风模范青年”荣誉称号。1984 年团中央又

把他列为全国共青团十大英雄之一。

黄 莺(1912－1938) 龙头乡九磨村（今划入都安）人。广西省立第十一中学毕业后入柳

州航校学习飞行。抗战初期任中尉飞行员。1938 年 3、4 月在河南归德两次空战中曾击落敌机

4架，毙敌酋加藤大佐。7月 18 日在南昌与苏联志愿机队会合，同敌机群空战，救出被敌机紧

迫几陷绝境的苏联志愿机领队巴比洛夫上校之座机。而在此时被尾追的敌机击中，壮烈牺牲。

冯 京(1021－1094) 字当世，北宋大臣。鄂州咸宁人，祖籍宜山。祖墓在县城龙江北岸

天门拜相山（又名状元山）。自乡举、礼部以至廷试皆第一。历任翰林学士、知开封府，神宗

时，任枢密副使，进参知政事，哲宗时，以太子少师致仕。宜山城内曾建有三元祠纪念之。

冯 俊(1430－1496) 字士彦。宜山人。明天顺四年（1460 年）举进士，历任刑部浙江司

主事，福建、湖广按察副使，都察院右列都御使，巡抚四川。为人秉性刚毅，执法不畏权势，

为官清廉。

重要事件
徐霞客来宜考察 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于崇祯十一年（1638 年）阴历二月十七日到宜山进

行岩溶考察，历时一月，踏勘了白龙洞等二十多个山洞，并登了多灵山。对宜山的奇特溶洞、

江河源流、山脉走向、茂密森林以及明末戊午（1618 年）灾变后的凋敝景况记述甚详，均载

于其游记中。

翼王石达开驻师宜城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自南京出走后，1859 年阳历 10 月 15 日回师攻

占庆远（今宜山），设翼王府于府衙内（今县委大院）。驻师八个多月，攻取思恩、河池等地，

打击豪绅势力，将粮食、耕牛等分给各族人民，至今民间仍流传有翼王的故事。

红七军两次过怀远 1930 年 4 月 16 日，红七军占领怀远镇。后分两路进入思恩（今环江

县）。同年 11 月 11 日，红七军十九、二十两个师七千多人又占领怀远。后向天河方面前进。



红七军路过怀远，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扩大红军的影响，至今在群众中仍留下亲切的记忆。

浙大、黄埔四分校迁宜 1938 年 8 月中和 11 月初，国立浙江大学和黄埔第四分校先后迁

来宜山。曾配合地方开展抗战宣传活动。1939 年 12 月 25 日，李济深等来宜主持军校十五期

毕业典礼。次日浙大校长竺可桢请李氏等到浙大向全体师生作抗战形势演讲。世界著名物理学

家李政道博士当时在宜山浙大上学。

围歼日寇于平定隘口 1944 年冬，日本侵略军陷宜山，12 月 24 日，一大批日寇向围道村

进犯。该村群众联合附近的抗日自卫武装千余人，在平定隘口一带围歼敌军。经两昼夜激战，

击毙击伤日寇二百余人，缴获军事物资及轻重武器一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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