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宾 阳 县

宾阳县扼桂中南铁路、公路交通枢纽，是南宁市的北面门户。境内宾阳－武陵山前平原肥沃宽坦，

河网密布，是广西主要的粮、蔗、花生生产基地之一。传统的手工业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工艺精美；

瓷器、壮锦、竹编制品等畅销国内外市场。

位置面积 宾阳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偏南，东邻贵县，南接横县、邕宁，西连武鸣，

北靠来宾，西北和上林县毗邻。

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60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68 公里。总面积 2,314.31 平方公里，合

3,471,465 亩。计陆地 3,367,765 亩，水域 103,700 亩。县治宾州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直

线 67.5 公里。

建置沿革 秦为桂林郡辖地。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始建领方县，治地在今芦圩

乡古城村。唐贞观五年（631 年）在领方县地置宾州，下辖岭方、琅琊、思千、安城 4县，治

所均在今宾阳县境。自五代以至宋、元、明、清，虽有升、降、并、析，然宾州之名基本不变。

民国元年（1912 年）改宾州为宾县，其后改为宾阳县。解放后，仍置宾阳县。1958 年 12 月一

度与上林县合并，称宾林县，次年 5月恢复原建置至今。

行政区划 宾阳县现辖 18 个乡：陈平、高田、思陇、太守、新桥、芦圩、河田、新宾、

四镇、邹圩、大桥、武陵、中华、古辣、露圩、黎明、和吉、洋桥；3个镇：宾州、黎塘、甘

棠。下有村民委员会 206 个，街民委员会 20 个，村民小组 6,638 个，自然村 1,782 个。全县

有大小圩场 35 个。县治宾州镇有 10,899 户，49,785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全县总人口 766,189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331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 17.83‰。

据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县汉族人口约占 82%，少数民族约占 18%。少数民族中有壮

族 127,014 人，瑶族 1,230 人，其余苗、侗、水、仫佬、毛难等族共 366 人。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 9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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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527 91740 107443 136667 59.8 49 27.2

总 人 口 375119 396411 465527 728584 94.2 88.8 50.5

性别

构成

男 188505 199207 235636 372025 97.4 86.8 57.9

女 186614 197204 229891 356559 91.1 80.8 55.1

地区

构成

城 镇 39104 18323 33821 58303 49.1 218.2 72.4

农 村 336015 378088 431706 670281 99.5 77.3 55.3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境东、南、西三面山脉绵亘，北面石灰岩孤峰散立，中间形成一个不闭合盆地。

以宾（阳）贵（县）公路为界，盆地以北多为溶蚀平原，土层瘠薄；以南则是宽坦肥沃的冲积

扇平原，即宾阳——武陵山前平原。全县除东西两端较高外，南部以白花山一带地势较高，分

别向北向南倾斜。河流因地势分属红水河、郁江两水系。

山 脉 东部的镇龙山，是广西弧形山系的弧顶，整座山脉跨宾、贵、横 3县，由东向西，

主峰位于宾、贵交界处，海拔 1,140.4 米，是全县最高峰。西部有大明山余脉，由西北向东南

延伸入境内；还有西－东走向、海拔 1,004.1 米的白凿山。西南部是白花山，山体星西北－东

南走向，山脉长 43 公里，宽 13 公里，主峰海拔 703.6 米，山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渐过渡为丘陵、

山前平原，河流星放射状流贯平原地区。县境北部和东北部则为石灰岩残峰，散立于溶蚀平原

之上。此外，县内海拔在 800 米以上的山峰还有：大妈山、名山、钟鼓山、小圣山。

河 流 全县河流共 38 条，多发源于县境的山脉，共长 706.7 公里。正常流量 59.25 立方

米/秒，枯水流量 26.59 立方米/秒。河流流向：县南高田、陈平、露圩乡及甘棠镇的河流由北

向南汇流入横县、邕宁县内的郁江；县西思陇乡的河流由东向西汇流于武呜县内的天马河，然

后注入右江。境内其他河流多从白花山、镇龙山发源后，流贯山前平原，向北汇入县内的清水

河，再流至来宾县纳入红水河。

气 候 本县境在北回归线南缘，处低纬度地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为20.9℃，

1 月最冷，平均气温 11.5℃；7 月最热，平均气温 28.1℃；极端最高温度 38.1℃，极端最低

温度-0.2℃。年平均降雨量为 1,595.3 毫米，最多达 2,003 毫米，最少为 1,183 毫米。6-8 月

份雨量占全年的 49%。年平均降雨日 168.6 天，日最大降雨量 204.7 毫米。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1,567.8 小时；以 7、8、9月最强，平均 190 至 200 小时，2、3月最弱，平均 56 小时。年均

霜日 5 天，有霜年占 88%，一般出现于 12 月至次年 2月。主要气象灾害有暴雨、春旱、倒春



寒、寒露风、台风、冰雹等。

土 壤 全县土壤成土母质有 8种，沙页岩成土最多，占全县总面积的 42.96%，分布于西

南和东南部低山丘陵区；其次是红土母质成土，主要分布在中部平原；花岗岩成土，多在昆仑

关一带；紫色页岩成土，分布于甘棠、和吉、邹圩等乡镇；河流冲积成土，主要分布于沿河两

岸和平原地区；洪积成土，一般在山前的冲积扇；石灰岩成土，分布于东北部的黎明、和吉、

邹圩一带石灰岩组成的残峰平原；砖质页岩成土，分布在新宾至大桥公路两旁的狭长平坦地带。

全县土壤分 6个土类,16 个亚类。其中水田分 7个，亚类比较肥沃的潴育型水稻士占 69.7%。

旱地分 6个亚类，粘性土占 73.5%；自然土壤土层深厚，比较肥沃，适宜发展林业，特别是竹、

松、杉、油茶等经济林。

资 源 金属矿有黄铁、钨、铜．钼、铋、铅、锌、锰、锑、金、银、褐铁、磁黄铁等。

非金属矿有石灰石、重晶石、石英、毒砂、铝土、瓷土、煤、磷、钾等。其中，黄铁矿储量约

347 万吨，石灰石储量 5,000 万吨以上。现已开采的有 7种。全县河流水力理论蕴藏量为 10,276

千瓦，可开发利用的 4,706 千瓦，现已开发利用 2,329 千瓦。黎塘、黎明、和吉、洋桥、邹圩、

大桥、古辣等乡镇的岩溶区内，地下水丰富，有 6个富水地段，11 条地下河,2 个较大地下泉，

枯水自流量 2.1 立方米/秒，且具有埋藏浅、年变幅小、水力坡平缓等特点。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33,605.37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11.62 倍，比

1978 年增长 59.75%，比 1983 年增长 4.13%。1978 年以来，年递增 8.12%。人均产值 1984 年

为 438.6 元，比 1949 年增长 5.18 倍，比 1978 年增长 42.74%。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面积 846,248 亩，其中水田 600,814 亩，旱地 245,434 亩。农

业人口 688,426 人（劳动力 311,313 人），人均耕地 1.23 亩。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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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总产值

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2501

1913

8

437

125

18

100

76.5

0.3

17.5

4.9

0.7

14451

8692

116

1072

4492

79

100

60.1

0.8

7.4

31.1

0.6

22395.5

13020.4

518.4

2617.4

6044.3

195.1

100

58.1

2.3

11.7

27.0

0.9

22876.3

12809.1

400.9

2308.2

7151.4

206.6

100

56.0

1.8

10.1

31.2

0.9

814.7

569.6

4911.0

428.2

5621.0

1047.7

58.3

47.4

245.6

115.3

59.2

161.5

2.1

-1.6

-22.7

-11.8

18.3

5.9

8.0

6.7

23.0

13.6

8.1

17.4

1984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用拖拉机 5,082 台，77,700 马力，比 1974 年分别增加 15.88

倍和 9.39 倍。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9.18 马力，比 1974 年增加 9.68 倍。

粮、油、蔗、麻；1978 年以来，6年间粮食递增 1.95%，油料增递 3.33%，糖、蔗递增 16.44%。

1984 年，由于气候反常，粮食总产仅达 54,918 万斤，比 1983 年的 68,968 万斤减少 20.37%。



油料略有增加，总产 1,300.19 万担，比 1983 年增长 0.55%；糖蔗总产 181,434 吨，比 1983

年增加 52,643 吨。黄红麻总产 7,862 担，比 1983 年增加 6,654 担。粮食收购 12,240 万斤（贸

易粮），比 1978 年增长 83.54%，油脂收购 5,165 担，比 1978 年减少 1,991 担；糖蔗收购 106,946

吨，比 1978 年增加 85,133 吨；黄红麻近年多由农民自销。

林 业 全县现有宜林地 134 万亩，有林面积 81.1 万亩，占宜林地的 60%，立木蓄积量 78.5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 23.89%，绝大部分为松、杉等用材林。1984 年、全县造林 31,112

亩，其中用材林 26,148 亩，经济林 23,80 亩。

牧 业 1984 年全县存栏耕牛 82,262 头，其中水牛 67,388 头，黄牛 14,874 头。生猪年

末存栏 184,223 头，当年出栏 98,291 头，肉重 1,498.9 万斤。

副 业 集体和家庭副业均较兴旺，县内农户普遍饲养猪、鸡、鸭、鹅，部分农户还养羊、

兔、蜜蜂，种植果树、香蕉、果蔗、蘑菇、药材等。宾阳的手工业索称发达，为集体和家庭传

统经营的主要副业之一。1984 年副业总产值 7,151 万元。全县已出现各种专业户（包括种养）

981 户，年总收入 896 万元。

渔 业 全县可养鱼水面 69,710 亩，其中池塘 17,779 亩，山塘、水库 51,290 亩，水坝

622 亩。1981 年产鱼 213 万厅，1983 年 319 万斤，1984 年 337.86 万斤。有县办鱼苗场 1处，

年孵化鲈、鲢、鲤、草鱼和引进的尼罗罗非鱼苗 4,000 万尾。此外县内不少农户也孵化鱼苗。

除供应本地外，这些鱼苗还远销云南、贵州。泥鳅、塘角鱼的家庭人工养殖亦在发展。

土特产品 酸梅：多产于陈平、高田、思陇一带，年产约 55 万斤。果形圆整、皮薄肉厚、

味酸带甜，可生吃，亦可制盐坯、果酱、梅干等。1964 年至 1983 年，年收购 20 万斤左右，

全部加工成话梅出口。

哂烟：主要产于洋桥、和吉、邹圩、黎明一带，年产约 320 万斤。以色黄、油份足、香气

浓、吸味佳见长，尤以邹圩的芋蒙烟为上乘。

黑皮果蔗：呈棕黑色，甜脆多汁，清肝润肺。主要产于黎明、大桥、新宾、四镇等乡。1984

年总产 36,000 万斤，远销北京、郑州、石家庄及东北各地。

木薯：主要产于陈平、高田、思陇，河田、武陵、中华、古辣、露圩、甘棠、黎明、和吉、

洋桥等乡。木薯淀粉含量高，粘性强，是淀粉工业的重要原料，还可用于制作粉条、葡萄糖等。

1980 年供销社收购干片 900 万斤，出口 680 万斤。

壮锦：宾阳壮锦质地结实，图案艳丽，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全县现从事壮锦生产有 3

个工厂，职工 170 多人。主要产品有被面、床毯、头巾、台布、背包、壁挂、窗帘、地毯等

20 多种，畅销新疆、四川、北京、陕西、天津等地，出口到美国、日本、加拿大及东南亚，

年出口金额 10 多万元。

竹编制品：宾阳竹编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凉席、提篮、花扇、油帽、纸伞等都是受到人

们喜爱的日常生活用品。早在六七十年代，竹编卫生罩、花篮、六角簸箕、桃子扇等就以造型

别致、工艺精美而打入国际市场，远销欧美、西亚、东南亚诸国。1984 年，全县已有外贸竹

编专业村 30 多个，竹编专业户 3,000 多户，从业人员 10,000 多人。1978 年以来随着市场需



要创新品种 300 多个，产品销售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成交额 1,300 多万元。1983 年在全国

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专厂建设成果展览会上，宾阳竹制品受到好评，获外经部颁发的《荣誉证

书》。

宾阳壮锦 宾阳竹编

瓷器：宾州瓷已有 300 多年历史。1984 年，全县除国营企业外，从事手工业瓷者有碗窑，

六思、王明等 40 个自然村，2,253 户，从业人员 7,244 人，年产碗、盘、碟、羹匙等 6,700

万件，产值 536 万元。产品以保持传统、价廉实用著称。

水 利 1947 年，全县仅有水坝 133 座，车坝 20 多处，山塘 17 口，满灌 103,400 多亩。

1984 年，已拥有中型水库 4 座，小型水库 123 座，小塘库 634 座，水坝 266 座。有机、电灌

站和水轮泵站 251 处。各灌区建成千、支、斗渠 2,703 条，总长 2,372 公里，附属工程 4,951

座，其中控制闸 338 座，泄洪闸 205 座，斗门 2,367 座，渡槽 302 座，反虹管 15 座。总计有

效灌溉面积 622,200 亩，其中水田 545,410 亩，比 1947 年增加 4倍多。

工 业 1949 年以前，县内有私营的电力、制鞋、纺织、火柴、大米加工等小型工厂 10

多间。至 1984 年，全县有印刷、纺织、制糖、粮油、副食品加工、酿酒、机械、水泥、水泥

制品、氮肥、磷肥、农药、有色金属等国营工矿企业(含自治区、地区直属厂矿) 40 间，职工

8,694 人，年产值 9,920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92.46%。其中自治区黎塘水泥厂 1982 年

建成，现有职工 1,237 人，1984 年水泥产量为 35 万吨，产值 2,175 万元。地区黎塘瓷器厂有

职工 1,178 人，生产瓷器 80 多种，产品内销东北、华北、西南、中南等省区，外销东南亚及

非洲、拉美国家，年产值 320 万元。县属的 27 间厂矿，1984 年产值 3,056 万元。其中最大的

大桥糖厂，有职工 796 人，设计能力日榨原料蔗 1,500 吨，1984 年产值 665.98 万元。

1984 年，县管集体企业 20 个，职工 3,262 人，产值 283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2.64%。

乡镇企业 65 个，1,989 人，主要从事机械铸件、水泥、石灰、陶瓷器、砖瓦、竹编、铁木农



具、副食品加工等，产值 407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3.8%。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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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162.85

161.42

1.43

100

99.1

0.9

6585.0

3835.4

2749.6

100

58.2

41.8

9878

6170

3708

100

62.5

37.5

10729.1

6007.6

4721.5

100

56.0

44.0

6488

3622

330072

62.9

56.6

71.7

8.6

-2.6

27.3

8.5

7.8

9.4

电力；1984 年，全县总发电量 447 万度，其中小水电站 4 处，装机容量 1,580 千瓦，发

电量 152 万度。全县现有 35 千伏安区域变电站 6座，主变电压器 8台，容量 12,630 千伏安；

共有交压器 438 台，23,525 千伏安。用电装机负荷 16,000 千瓦，有 10 千伏以上的输电线路

558 公里，年供电量 2,743 万度，用电量 2,343 万度。已有百分之六十的村庄用电照明。

手工业 宾阳手工业历史悠久，“宾州布”、“宾州瓷”清代已有盛名。芦圩列为广西四大

镇之一，解放前，宾阳已是广西农村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县份。1947 年，全县有 2,047 户经营

手工业，产品有布匹、纱线、丝绸、壮锦、成衣、布帽、毛巾、纸伞、油帽、草席、皮件、木

器、竹器、铁器、陶瓷器、牙刷、毛笔、粉笔、镜画、首饰等。1954 年，经营手工业户数为

17,587 户，占全县总户数 19%。手工业者 37,290 人，产值 437.47 万元，主要产品 298 种，花

色品种632种。1984年，会县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有504个村，占全县自然村总数的28.2%；21,858

户，占全县总农户数的 17.07%；71,828 人，占全县农村人口的 10.38%。主要产品增至 490 种，

花色品种 1,300 多种，总产值 5,274.83 万元。其中瓷器、竹编制品、织锦除传统的家庭手工

生产外，解放后还建立了规模较大的工厂从事专业化生产，产量、质量都不断提高，品种也在

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深受欢迎，除满足国内需求外，还出口到国外。

交 通 以陆路为主。铁路：湘桂铁路途经黎塘、露圩等 6个乡镇，长 52 公里；黎（塘）

湛（江）线以黎塘为起点，向东延伸，县内长 15 公里。两线在境内设车站 6处，其中黎塘有

南北两站，是广西铁路交通中转站之一，共有到发线和调牵线 37 股道，年发送旅客 70 万人次，

货物吞吐量 150 万吨。公路：全县现有公路 31 条，392 公里（其中渣油路面 124 公里），比 1949

年增长 3.9 倍。拥有各种汽车 1,200 多辆。21 个乡镇全部通车。1984 年交通运输部门客运量

317.33 万人次，比 1983 年增长 21.34%，货运量 13.11 万吨。

邮 电 1984 年，全县有邮电局、支局、所 19 处，鄙路长 2,178 公里。全县 21 个乡镇、

206 个行政村及部分自然村通邮。共安装电话单机 1,383 部，其中乡村 1,022 部，电话线路 908

杆程公里。

商 业 1984 年全县有商业网点 7,778 个，从业人员 18,385 人。其中：国营网点 178 个，

从业人员 2,432 人；供销社网点 355 个，从业人员 1,312 人；集体网点 747 个，从业人员 6,129

人；个体网点 6,498 个，从业人员 8,512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5,910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23.87%。集市贸易额 8,853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293.12%,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5,799 万元，



比 1978 年增长 15.56%。农业生产资料纯销售额 1,818 万元，比 1983 年略有增加。

财政金融 1984 年全县财政收入 1,558 万元，比 1983 年的 1,414 万元增长 10.2%。财政

支出 1,381 万元，比 1983 年的 1,255 万元增长 10.04%，是财政盈余县之一。全县城乡储蓄额

3,644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48.85%；其中农民存款 1,434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45.9%。农贷

年末余额 2,187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78%；累计收回贷款 1,376 万元，比 1983 年减少 11.98%。

人民生活 1984年农村人口平均有粮 499斤，比 1983年减少 150斤。农民人均收入 265.94

元，比1983年增加45.58元。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基本工资53元，比1983年增长15.2%。

集体企业职工人均月基本工资 41.8 元，比 1983 年减少 5.6%。1984 年收入超过 1万元的农户

有 1,061 户。1983 年自产粮交售给国家达 1万斤以上的 112 户。1984 年共销售自行车 18,872

辆，比 1983 年增销 4,302 辆，比 1978 年增销 18,681 辆，销售手表 19,000 块，比 1983 年增

销 3,800 块，比 1978 年增销 15,600 块；销售缝纫机 7,062 架，比 1983 年增销 2,530 架，比

1978 年增销 5,450 架；电视机、电扇 1978 年销售数量为零，而 1984 年分别销售 2,513 台和

5,598 台，比 1983 年分别增销 1,276 台和 838 台。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全县有小学 664 所，学生 26,530 人。1984 年增至 1,192 所，学生 110,417

人，入学率为 96.1%。芦圩乡四通小学语文科进行“以阅读为基础，以作文为中心，读写结合，

精讲多练”的实验，取得显著成绩，多次出席全国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研究会，校长王瑞廷被评

为自治区模范教师，教师陆锦芝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1949 年全县有完全中学 1所，初中 3

所，学生仅 2,217 人。1984 年，则有完全中学 7 所，高中 1 所，初中 56 所，学生达 20,893

人。宾阳中学教师舒文中被评为自治区模范教师，所著《勾股数组》、《幻方》两书，为国内外

同行所称道。此外尚有农业中学 2所，教师进修学校 1所，并在 4所完中设立了职业高中班。

1984 年全县升入大中专的学生有 409 人。

科学技术 1984 年全县有农业科学研究所、林业科学研究所、农业机械研究所、科技情报

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病虫害预测预报站、农业良种繁殖场等 13 个科技单位，各类专业技

术干部 2,000 多人，其中具有中等以上职称的科技人员 34 人。还建立了水利学会等自然科学

学（协）会 17 个。清平水库科学灌溉试验一水田“浅薄湿晒”的省水增产灌溉技术，每亩用

水量由六十年代建库初期的 801 立方米（粮食年均亩产 530 斤）下降到 1974 年的 400-500 立

方米（粮食年均亩产超千斤），年均减少水库放水量 3,600 万立方米左右，获国家农委、国家

科委精神奖；此外，土壤普查成果应用、新宾壮锦麻毯厂用黄红麻试制地毯、黎塘糖厂研制高

效脱水机等 13 项科研成果获自治区奖。

文化艺术 1984 年，全县有文化馆 1间，文化站 15 处，文化室 48 个；县图书馆 1间，下

设农村集体借书点 7 个，藏书 5 万多册；电影院 5 间，电影队 121 个。还建了电视调频塔 1

座。县办的《宾阳报》，发行量达 2万份。1981 年甘棠文化中心被评为全国农村文化工作先进

单位。

卫 生 1949 年仅有县卫生院 1间，分院 4间，医务人员 20 人，病床 20 张。至 1984 年，



全县已有县医院、妇幼保健站、防疫站、血防站、皮防站、药检所等共 6个县辖医疗卫生单位

及乡镇卫生院 13 间，共有医务人员 1,594 人，病床 752 张。另有农村医疗点 331 个，乡村医

师 525 人，村卫生员 1,205 人。县内可进行胃切除，脾脏切除、子宫瘤摘除等手术。1968 年 7

月，县医院张剑翘等医师为古辨乡彭秀仙成功切除了患 20 多年重达 114.4 斤的大肿瘤。在防

治地区性的传染病方面亦进行了大量工作，控制了血吸虫病和麻风病等顽症。1984 年，全县

实行计划生育的有 51,257 人，占育龄妇女的 58.4%，有 1,771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县有业余体校 1所，自 1979 年以来，向自治区体工大队和体校输送了各个项目的

运动员 29 名。1984 年，全县中学生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有 8,732 人。同年，运动员甘健

获全国少年乙组 200 米自由泳银牌；盲人运动员巫保云 1人夺得全国盲人 200 米自由泳金牌、

400 米自由泳银牌、200 米混合泳铜牌各 1 枚；其他运动员共获自治区比赛金牌 7 枚、银牌 4

枚、铜牌 4枚。

文物胜迹
迴风塔 位于宾州镇合岭村后的龙岭。清光绪二年（1876 年）建。塔高 7 丈，宽丈余，

共 7层，塔顶悬铜钟 8只（已堕一只），风动钟响，声音清脆悦耳。

昆仑关 位于县城西南 19 公里与邕宁县交界的昆仑山东侧，故名。因地势天险，唐元和

十一年（816 年）垒石为关，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古战场。建有抗日阵亡将士公墓、

纪念亭、塔和牌坊等。古关址在今纪念亭东南侧。

南 桥 又名太平桥，在宾州镇三联街前。建于明洪武六年(1373 年)。崇祯年间及清雍正

十二年（1734 年）曾两次重修。桥为方青石砌成，两侧有精致的浮雕，为县内尚存的古建筑

物之一。

著名人物
廖 原(1913－1977) 原名廖玉才。宾州镇天堂里人。1937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到安徽抗日。1940 年参加新四军，在豫皖苏边区历任淮北行署、邳睢同分区、苏南二专署

财政处长、局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解放军三野一纵、九兵团的供给部长，经历解放华东的诸

次战役。解放后曾任中共广西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工商厅长、财政厅长、财委副主任、

省委财贸部长、省人委秘书长等职。

江恒游(1958－1984) 大桥乡老塘村人。1976 年 3 月应征入伍。1978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任广西军区边防某部侦察队长期间，带队出色地完成侦察任务 27 次，先后 7 次受到上

级嘉奖，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两次。1984 年 3 月晋升为副营职。同年 8月 23 日在执行侦察

任务中英勇牺牲。被广西军区追记一等功，广州军区授予“侦察英雄”的称号。

梁瀚嵩(1886－1949) 字浩川。黎明乡新梁村人。壮族。辛亥革命时加入同盟会，参加广

西学生军北伐援鄂。1914 年入保定军校，毕业回桂后任旧桂系排、连、营长，南宁造币厂厂

长。1924 年投入新桂系任团长，参加北伐战争，升任副师长。1929 年调广西教导师，晋升中

将师长，后任广西民团副总指挥，南宁、桂林、武鸣、宾阳等区民团指挥官兼行政督察专员等



职。抗战时期，受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影响，支持抗日，对我党地下工作有所支助。1946

年曾到南京会见董必武、李济琛。回乡后，积极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将自存的枪枝、

弹药交我游击队使用。1948 年参加民革，对桂系军政人员开展策反工作。1949 年 5 月 30 日被

国民党广西当局围捕杀害。1984 年自治区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卢炎山（1881－1947 年) 黎明乡黄茶村人。1901 年入陆荣廷部当兵，后任团长、少将旅

长。1920 年在广东莫荣新部任混成旅长时，澳门葡萄牙当局越界筑堤，侵犯中国主权，卢受

命为全权代表与葡方谈判，葡督先以重金笼络，遭责斥，继而强词夺理，并以武力威胁，卢即

调所属 3 个团布防于澳门半岛周围，并对澳门停供淡水，葡方被迫停止筑堤。1925 年后，在

广东钦廉八属任职。1931 年回桂，任参军，曾兼宾阳区民团指挥官。1942 年还乡，创办私立

开智中学，支持录用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技师任教。

施正甫(1882－1960) 中华乡上施村人。桂林法政学堂毕业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加

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负责联络同志和筹募款项工作。曾参加 1911 年 3 月 29 日的

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后，在旧桂系任招抚使等职。1924 年出席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1937 年任广西省参议会常驻议员。1948 年后去官闲居。

陈良佐(1887－1968) 武陵乡白沙村人。1911 年入广西讲武堂，后进陆军大学。1916 年

毕业后，历任新旧桂系部队排、连、营、团、旅长，中将参谋长等职。1935 年起先后任靖西、

武鸣县长，梧州、桂林行政区督察专员兼民团指挥官。1938 年任安徽省民政厅长。1943 年回

桂，先后任合山煤业公司经理、广西省民政厅长、代省主席。1947 年冬，宾阳县长秦镇制造

所谓“共产党暴动案”，逮捕宾阳政界、教育界人士 20 多名，陈良佐等及时赶至宾阳处理该案，

后被捕者获释。1948 年加入民革。解放后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1955 年

任广西省林业厅长。

周 杰(1901－1961) 原名周永杰。武陵乡云梯村人。1927 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后，回乡建立中共宾阳支一部，任书记。1928 年为县委委员。1944 年 11 月日军第

二次入侵宾阳期间，在武陵区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打击日寇。1950 年到中共宾阳地委统战部、

土改委员会工作。1953 年调扶绥县中学任教师。

重要事件
北宋昆仑关之战 朱皇祐五年(1053 年），宋将狄青统兵南下驻宾州，与广源州壮族首领侬

智高在昆仑关激战，侬智高败退，所部被宋军追杀五千余人。邕州城遂为狄青所占。

抗日战争中的昆仑关之战 1939 年 12 月 4 日，日寇占领昆仑关。为组织反攻，国民党政

府迅速调集了四个集团军的兵力，以杜聿明第五军为主力，于 18 日凌晨向踞守昆仑关的日军

第五师团发起进攻。当地的群众纷纷输送粮食、运送弹药、抢救伤员，支援前线部队作战。双

方经过 13 天极其惨烈的鏖战，国民党军队终于 31 日占领了昆仑关。这一战役，共毙伤敌寇五

千余人，国民党军队亦伤亡达 1万多人。

宾阳沦陷和人民的抗日 1940 年和 1944 年，宾阳曾两次沦陷于日军之手，被杀害群众达

5,512 人。1945 年 3 月 15 日的上顾村惨案中，日军采用奸淫、火烧、砍头、剖腹等极其残忍



的手段，一次即杀害村民 117 人。日军烧杀抢掠的暴行，激起人民群众的愤怒反抗。从 1944

年至 1945 年，在中共宾阳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宾阳人民奋起抗击日寇，共进行大小战斗 50

余次。其中由黄猷、蓝保然领导的抗日义勇队，于 1945 年 1 月 5 日在长车村袭击日军，击毙

日官佐 4人，士兵 4人并缴获其护送之机密文件。

黎塘战斗 1949 年 7 月中旬，粤桂边人民解放军十九团武工队和民兵，与国民党宾阳县自

卫队、省保安团一个连战于黎塘一带，先后打死打伤敌人 30 多人，缴获一批武器，并一度包

围黎塘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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