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仫佬族自治县，聚居着约占全国仫佬族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仫佬

族。境内矿藏丰富，广西罗城矿务局就在这里。香菇、桐油远销国内外。西、中、南部岩溶地形极为

发育，剑江一带的峰林、瀑布，吸引不少区内外游人。

位置面积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东北邻融水苗族自治县，东南交柳城县，西南连宜

山县，西北接环江县。县城东门镇，南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326 公里。全境东西最大横距 68.2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64.8 公里，总面积 2,618 平方公里，合 3,927,000 亩。其中陆地 3,837,760

亩，占 97.7%；水域 89,240 亩，占 2.3%。

建置沿革 1952 年 8 月，原罗城、天河 2县合并成罗城县。1983 年 8 月 30 日，经国务院

批准，改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天河县始置于唐贞观四年（630 年），县治在东乡中里旧县村（今四把乡里胜村旧县屯）。

历代隶属之州、府、道虽有更改，而县名沿用至解放初期不变。

罗城县秦属桂林郡地。汉至南朝齐皆为潭中县地。梁于其地置黄水县，为建县之始。隋开

皇十一年（591 年）增置临牂县。大业初废临牂、黄水，并入义熙县（今融水）。唐武德四年

（621 年）复置临牂、黄水 2 县，又置安修县；贞观十三年（639 年）撤安修县并入临牂县；

天宝元年（742 年）并黄水、临牂 2县为武阳县。五代因之。宋开宝五年（972 年）置罗城县，

始得现名；熙宁七年（1074 年）废为镇，属融水县；崇宁元年（1102 年），又置武阳砦、罗城

堡；翌年，废罗城堡置乐善州（乐善砦）；旋废，仍属融水县。元因之。明洪武二年(1369 年)

复置罗城县。清咸丰七年(1857 年)，大成国起义军攻占罗城，改县名为朝阳县；十一年（1861

年）清军占罗城，又复名罗城县。沿用至解放初期。

行政区划 现设东门、四把、天河、怀群、兼爱、乔善、纳翁，宝坛、黄金、龙岸、桥头、



小长安 12 个乡及东门镇。下辖 127 个村（街）民委员会，2,140 个自然屯。有大小圩场 18 个。

1984 年，县城东门镇 3,854 户，21,762 人。

人口民族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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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36717 37075 40866 52936 44.2 42.8 29.5

总 人 口 164591 170984 182687 294530 78.9 72.3 61.2

性别

构成

男 80812 83776 91298 151487 87.5 80.8 65.9

女 83779 87208 91389 143043 70.7 64.02 56.5

地区

构成

城 镇 40345

农村 254185

说明：1950 年、1953 年、1964 年的人口统计中，均缺城镇和农村人口资料。

1983 年统计，全县总人口 302,019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7.9‰。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15.4 人。

1982 年普查统计，仫佬族有 69,236 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 23.5%；壮族 126,262 人，占

42.9%；汉族 94,092 人，占 31.9%；瑶族 2,623 人，占 0.9%；侗族 1,277 人，占 0.4%；苗族

924 人，占 0.3%，其他回、毛难、满、水、蒙古、土家、黎等族共 115 人，合 0.04%。全县少

数民族人口共 200,438 人，占 68.05%。

自然条件
地 形 西北高，东南低，县中部南北向呈鲤鱼背状拱起，向东、西两侧倾斜。西北部主

要为中山剥蚀地形，冲沟极为发育，山坡植被茂密，是主要森林区。东北及东南部主要为溶蚀

堆积平原及剥蚀丘陵地形，地面起伏平缓，耕地连片集中，是水稻主要产区。中部及西南部主

要为溶蚀峰丛洼地及岩溶低山地形，群峰林立之间有规模不大的洼地及小平原分布，耕地小片

而分散，是黄豆、玉米主要产区。

山 脉 本县山脉由西北部、中部、东南部 3 大石山带组成，大致由北向南延伸。西北部

石山带属九万大山余脉，海拔 1,000 米以上的高峰 10 余座，最高是雨平山，海拔 1,468 米；

中部石山带，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峰 3座，最高是清明山，海拔 1,425 米；东南部石山带山峰均

在 800 米以下，最高峰是海山，海拔 768 米。

河 流 主要河流有 3 条：一是武阳江，属珠江流域柳江水系一级支流，其东支发源于龙

岸北源村的烟洞和太和村的旧县一带，西支发源于融水苗族自治县三防乡的洞马一带；其本身

又有 7条小支流，全长 78 公里，集雨面积 1,335 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 49.5 立方米/秒，

天然落差 1,010 米，入融江；下游可通小木船。二是东小江，属珠江流域柳江水系二级支流，

发源于环江县东兴乡旧洞一带；其本身有 4条支流，全长 111 公里，集雨面积 1,442 平方公里，

多年平均流量 39.5 立方米/秒，天然落差 1,290 米，汇入龙江。三是小环江，发源于兼爱乡纸



厂山一带，全长 25 公里，集雨面积 87 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 2.87 立方米/秒，天然落差

395 米，汇入中州河。这些河流水力理论蕴藏量为 11.387 万千瓦。已探明的地下河有：小江、

拉冲、华张、小公凤、归安、思兰、地源等 12 条。这些地下河，最长的 20 公里，最短的 4

公里；积水面积最大为 76 平方米，最小为 18 平方米；水位最深为 75 米，最浅为 8 米；最大

流量 0.8 立方米/秒，最小 0.02 立方米/秒。主要分布于小长安、东门、桥头、四把、天河、

怀群等乡。其中小江地下河为最长，全长 20 公里，发源于东门乡榕木村寨洲屯，出露于天河

乡北江村小江河屯。积水面积 76 平方公里，正常流量为 0.5-0.8 立方米/秒，水位深埋 35-45

米。这些地下河水，有的已被抽来灌溉、饮用。

气 候 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严寒期短，无霜期长，一年四季

均可栽种作物。据 1957 年以来的气象观测资料统计：县城历年平均气温 18.9℃，最高是 1963

年 19.5℃，最低是 1984 年 18.1℃；最热 7月，平均气温 27.1℃，极端最高气温 38℃；最冷

1月，平均气温 8.9℃，极端最低气温-4℃。历年平均降雨量为 1,380.8-1,791.2 毫米，最多

年为 1,867.6 毫米，最少年为 1,113.2 毫米，雨季集中在 4月中旬至 9月上旬。历年平均日照

时数 1,388.8 小时，夏季最多，年平均 485.6 小时；秋季次之，年平均 459 小时；春、冬最少，

分别为 225.9 小时和 218.4 小时。历年平均霜冻日数为 9.3 天，平均初霜日为 12 月 9 日，平

均终霜日为 2月 11 日，初、终日间隔 62 天，无霜期 303 天。主要气象灾害有：倒春寒，出现

于 2 月下旬至 4月上旬，造成早稻烂秧；寒露风，出现于 10 月下旬，危害晚稻扬花、授粉、

灌浆；冰雹，出现于 2 月至 5 月，对春种作物、人畜房屋都造成威胁；暴雨成涝，发生于 5

月至 10 月，淹没作物，冲毁简易堤坝；干旱，春、夏、秋、冬都可能出现，影响作物种植、

生长及部分山区人畜饮水。

土 壤 全县土壤共有水稻土、红壤、黄壤、石灰（岩）土、冲积土等 5大土类和 14 个亚

类、39 个土属、82 个土种。水稻土面积 213,890 亩，占总面积的 5.5%，主要分布于龙岸、黄

金、小长安等乡，宜种水稻；红壤面积 1,932,995 亩，占 50.3%，各乡都有分布，宜种玉米、

黄豆等；黄壤面积 287,312 亩，占 7.4%，主要分布于怀群、兼爱、乔善、纳翁等乡，宜种玉

米、黄豆、木薯等作物；石灰（岩）土面积 1,151,512 亩，占 30%，主要分布于东门，桥头、

东门镇、四把，天河等乡，宜种玉米、黄豆、高梁；冲积土面积 13,605 亩，占 0.3%，主要分

布在龙岸、黄金、小长安、天河沿河一带，宜种水稻、油菜、蔬菜。

资 源 矿藏：地质部门已查明的有煤、锡、铁、钨、铜、磷、重晶石、石灰石等 20 余种。

其中储藏量较丰富的煤 10,106 万吨，铁 5,110.046 万吨，铜 14,887 吨，锡 6万吨，钨 4,701

吨。水力：地表水径流总量多年平均值为 22.74 亿立方米，地下水径流总量多年平均值为 1.01

亿立方米；水力发电可开发量为 4.125 万千瓦，水力资源潜力很大。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3 年为 6,438 万元（不包括罗城矿务局），比 1952 年增长 255.9%，比

1978 年增长 22.8%，比 1982 年增长 9.6%。人均产值 217 元，比 1952 年增长 128.42%，比 1978



年增长 38.74%。自 1978 年以来工农业总产值年递增率为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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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6

1090

92

226

166

2

100

69.16

5.83

14.34

10.53

0.14

3699

2601

68

563

462

5

100

70.32

1.84

15.22

12.49

0.13

4773

3093

249

772

647

12

100

64.80

5.22

16.17

13.56

0.25

5333

3226

477

879

734

17

100

60.50

8.94

16.48

13.76

0.32

238.38

195.96

418.48

288.94

342.17

750.00

44.17

24.03

601.47

56.13

58.87

240.00

11.23

4.3

91.57

13.86

13.45

41.67

7.60

4.40

47.64

9.32

9.70

27.73

农 业 1983 年农业人口 273,931 人（劳动力 99,885 人），耕地面积 313,424 亩，人均 1.14

亩。其中旱地面积 102,215 亩，水田 211,209 亩。保水田面积由 1952 年的 26,000 亩，增加至

144,431 亩。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282,453 亩，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13,297 亩（不含自留地）。水

田以种稻为主，其中双季稻 148,482 亩，占水田总面积的 70.3%。旱地以种玉米为主，其中双

季玉米 7,910 亩，占旱地总面积的 7.7%，部分玉米地间种黄豆、红薯，一年三熟。

农机：1983 年拥有各种农机总量 14,485 台，共 34.018 马力，平均每亩耕地有 0.1 马力；

分别是1973年 8,698台、8,953.1马力的1.67倍和 3.8倍，比刚有农业机械的1965年的 1,185

台、1,174 马力，分别增加 11.23 倍和 27.98 倍。其中拖拉机 873 台，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10.9

马力；排灌机械 1,442 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 1,506 台。全县抽水、碾米、植保、脱粒、长途

运输等项农业作业，使用农机的程度已达 80%以上。

粮、油、蔗：1979 年以来连续 5年粮食获得增产。1983 年，总产量 19,744 万斤，创历史

最高水平；是 1952 年的 2倍，比 1978 年增产 3,848 万斤，增长 24.2%。比 1982 年的 19,596

万斤增长 0.75%。油料总产 7,653 担，比 1978 年增加 3,744 担，增长 95.8%。糖蔗总产 13,948

吨，比 1978 年的 11,733 吨增长 18.9%，比 1982 年的 7,972 吨增长 74.9%。

林 业 全县宜林地 158 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40.3%。1983 年有林面积 665,931 亩，覆

盖率为 15%，绿化程度达 42.1%。主要为天然杂木林，其次为人造杉、竹林和飞机播种的松林。

立木蓄积量约 120 万立方米，年砍伐量为 1,000 立方米。主要树种有：香椿、檫树、水青岗、

红楠、黄楠、白椎、红椎、黄杞、红樟、山樟、红绸、红花油茶、假桂皮、厚皮香、鸦头梨、

枫杨、光皮华、白克木、新木羌、扑树、杉树、马尾松、云南松、李、桃、枣子、小叶红豆、

金丝李、油茶等。1983 年县办有青明山、渔西、平英 3个林场及东门苗圃。3个林场的面积为

11.9 万亩，可栽树 1,190 万株。

牧 业 1983 年生猪饲养量 174,609 头，年底存栏数 117,138 头，比 1978 年的 103,506

头增长 13.2%；出栏肉猪 57,491 头，比 1978 年多出 4,950 头。牛年底存栏 62,448 头，比 1978



年的 52,828 头增长 18.2%。马 1,389 匹，比 1978 年的 640 匹增长 117.03%。

渔 业 全县有可供养鱼的山塘、水库、池塘水面 5,759 亩，比 1978 年的 3,280 亩增加

2,479 亩。1983 年养鱼水面 5,013 亩，比 1978 年的 2,468 亩增加 2,545 亩，增长 103.1%；成

鱼产量 2,698 担，比 1978 年的 1,261 担增加 1,437 担，增长 113.9%。主要鱼种是草鱼、鲤鱼、

鲢鱼、鳙鱼及各种河鱼。县办有国营地州、龙潭、龙岸 3个鱼种场，1983 年人工孵化鱼苗 2,200

万尾。近两年进一步开发水库、河叉、稻田、池塘养鱼，并引进尼罗罗非鱼、埃及塘角鱼等热

带鱼种及三角蚌、褐纹冠蚌肉珠类品种，产量逐年有所提高。

副 业 主要是饲养牲畜、家禽及种果树、种菜。近年来陆续出现一批种蘑菇、木耳、香

菇，种桑养蚕，加工食品、竹木器物、铁木农具、成衣首饰和经营饮食服务、商业、运输业、

建筑业等的个体户和联营户，并呈现日益发展的好势头。

土特产品 黄金茶叶：年产量 700 担左右。主要产于黄金、宝坛、龙岸等乡，尤以尧仁山

的清明茶、白露茶为最佳。色鲜味香，回味甘凉。曾远销港澳、南洋。

香菇：年产量 600 担左右，产于县境西北大山区。以冬季自然长出的花菇、冬菇为最佳。

肉厚味香，久煮不化，富于营养，是配制佳肴的上品。远销国内外。

蒜苔：主要产于东门、四把等乡。中秋下种，清明前后收苔。味香甜可口，与大蒜同有预

防流脑、流感之功效，是优质配菜。远销东北、港澳。年产量 20 万斤，销量 18 万斤。

蜂蜜：产于县境西北大山区。以冬蜜为最佳。色泽白中带黄，凝如油脂，清甜滋补，解热

消炎，冲水饮用或配方入药皆有显著功效。年产量约 2万斤，销售 1.8 万斤。

板栗：主要产于东门乡山区。果实香甜松酥，蒸、炒、炖均可，是优质配菜。年产量约 5

万斤，销量 4万斤。

生姜：各乡山区均有出产，尤以东门、黄金为最盛。是调味佳品，亦可入药。年产量 80

万斤，销量 78 万斤。

桐油：年产量 15 万斤，全销。盛产于县境西北山区，是重要的工业原料。曾远销区内外

及港、澳。

煤罐：仫佬族传统产品，以当地盛产的白泥、煤矸石、焦炭等为原料，经捣碎、拌合、制

坯、过釉锻烧而成，有 20 多个品种。耐煤火腐蚀，用以煮饭具有特别香味，隔夜不会发馊。

年产量约 5万个，销量 2万个。

水 利 全县水利设施全为解放后所建。现全县有水利工程 3,089 处，总库容量为 8,625.19

万立方米，有效库容量 6,618.84 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162,488 亩。其中中、小型水库 53

个，总库容量为 8,356.9 万立方米，有效库容量 6,381.6 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38,589 亩。

引水工程 657 处，正常引水流量为 18.96 立方米/秒，有效灌溉面积 67,574 亩。提水工程 803

处，有效灌溉面积 55,983 亩。防洪排涝工程 12 处，排涝面积 8,900 亩。

工 业 解放前全县除了一些个体户使用原始工具，沿袭落后工艺，生产些粗土布、粗皮

纸、小农具、煤砂罐、草席，以及经营挖煤、榨油、制糖、酿酒、碾米、缝纫、制粉、制豆腐

等手工业外，现代工业一无所有。解放后至 1983 年已办有酒厂、印刷厂、粮油加工厂、食品



加工厂、自来水厂、木材加工厂、水泥厂、氮肥厂、砖厂、农机修造厂、汽车修配厂、锡矿、

铁矿、水电站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 20 家，职工 8,491 人，产值 815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

值的 73.75%。1978 年以来，工业企业进行调整，九龙煤矿、红岗锡矿、磷肥厂、105 厂和铗

厂先后下马，1983 年工业总产值因此比 1978 年下降 28.4%。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有水泥厂、

铸造厂、农具厂、化工厂、综合厂、炮竹厂、工艺厂、编织厂、服装厂、镜画厂、食品厂、锡

矿、煤矿、钨矿、锑矿、水电站、五金社、车缝社等 132 家，总产值 176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

产值的 15.93%。

1969 年自治区办的罗城矿务局，就在本县内。共有插花、塘北、藕塘、四把、呼略、桥

一、桥二等 7个生产矿。该矿主要特点是煤层薄，地质条件复杂。广大干部职工不怕困难，坚

持科学办矿，1983 年全局产原煤 256,956 吨。

1983 年全县有水力发电站 140 座，装机容量 3,715 千瓦，年发电量 424 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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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180

53

100

77.25

22.75

1543

634

909

100

41.09

58.91

1100

495

605

100

45

55

1105

494

611

100

44.71

55.29

374.25

174.44

1052.83

-28.4

-22.1

-32.8

0.45

-0.2

0.99

-6.5

-4.9

-7.6

注：不包括自治区属罗城矿务局的产值。

交 通 岔（山岔）罗（罗城）铁路通过县境中部和南部，设有甘棠、新印、东门、桥头

4个站及石门乘降点。1983 年客运量约 15 万人次，货运量约 70 万吨。枝（湖北枝城）柳（柳

州）铁路通过县境东部，设有双蒙、芦笛 2个站和牛鼻乘降点，境内约长 10 公里。公路全长

572.3 公里，有客车 15 辆，货车 245 辆、789 吨位。1983 年客运量 90 多万人次，货运量约 14

万吨。全县 13 个乡镇都通汽车，79%的村庄通班车。通往外县的有罗（罗城）宜（宜山）、罗

（罗城）融（融安）2条公路。每天客车从罗城至南宁、从罗城至桂林各互相对开一趟。

邮 电 县邮电局 1个，邮电所 13 个（其中矿务局 4个），邮电职工 145 人。邮路总长 1,172

公里。农村电话线路总长 689 杆程公里。乡乡通电话、通邮。安装有会议终端机、12 路载波

电话增音机以及单路、3路农村电话载波机。全县共安装电话总机 9部，单机 416 部，均为自

动电话，县城明空电话线已改为地下电缆。

商 业 1983 年全县商业网点有 1,463 个，职工 2,847 人。其中国营 67 个，职工 997 人；

供销合作社网点 124 个，职工 397 人；集体 24 个，职工 136 人；个体 1,248 户，从业人员 1,317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3,742.82 万元，比 1978 年的 2,622.43 万元增长 42.72%。另农村集市

贸易成交额1,237万元。农副产品收购总额1,198.25万元（其中出口商品收购总额3.98万元），

比 1978 年的 694.28 万元增长 72.59%。

财政金融 1983 年全县财政收入 280 万元，支出 760 万元，超支部分由上级财政扶持。全



县城乡储蓄总额 533.6 万元，其中城镇储蓄存款 376.6 万元，农村储蓄存款 157 万元，分别比

1978 年增长 265.28%和 40.43%。发放农业贷款 244.4 万元，比 1978 年增加 71.75%；当年回收

累计 208.6 万元，比 1982 年增加 93 万元。

人民生活 1983 年，全县人均有粮 680 斤，比 1978 年增加 136 斤。农民纯收入人均 95.85

元，比 1978 年增加 1.09 倍。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 60.60 元（包括奖金和补贴），

比 1978 年的 37.7 元增加 60.7%。农村中各种专业户、重点户已发展到 6,818 户，约占全县总

农户的 10%；已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 218 个，从业人员 1,500 多人。1979-1983 年，农

民建房竣工的 24,953 间，面积 655,614 平方米，投资 1,478 万元；其中 1983 年竣工房屋 4,260

间，面积 108,566 平方米，投资 308.38 万元。1983 年销售：自行车 5,796 辆，比 1978 年多

销 5,028 辆；缝纫机 3,525 架，比 1978 年多销 3,223 架；手表 12,500 块，比 1978 年多销 11,184

块；电视机 210 台，电风扇 850 台，这两种商品，1978 年在市场上还很少见。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仅有小学 4所，教职工 43 人，在校学生 980 人；中学 1所，教职工 16 人，

在校学生 245 人。1983 年有小学 136 所，下有教学点 551 个，在校学生 44,861 人（其中仫佬

族 11,203 人），教职工 1,964 人（其中仫佬族 458 人）；中学 15 所（其中高中 1 所、完中 5

所、初中 7所、农业中学 2所），在校学生 6,155 人（其中仫佬族 1,869 人），教职工 586 人（其

中仫佬族 120 人）；教师进修学校 1所，学员 368 人，其中脱产学员 65 人，业余函授学员 303

人；幼儿园（班）51 班，在园幼儿 1,498 人，教职工 96 人。建国后至 1983 年，升入大学的

高中毕业生 510 人，其中仫佬族 176 人。

社会扫盲和职工业余教育近年来也有所发展。12-45 岁的文盲、半文盲，建国初期约占总

人口的 90%，1983 年已下降到 33%。县师范（教师进修学校）开办八年来，共培训在职小学教

师 500 人。1983 年参加业余文化补习的城镇职工有 2,139 人。

科 技 县设有农业科学研究所、农业机械研究所、林业科学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和科技情

报站，各乡镇都设有农业技术推广站。县科学技术协会下分设农、林、工、水电、农机、商业

经济、珠算、农业区划研究等学会及科普创作、植保、青少年科技辅导等协会，还有中华医学

会罗城分会，共有会员 857 人。各乡镇也建有科技普及协会，会员 473 人。全县有工程师、农

艺师、畜牧兽医师、主治医师、主管药师、技师 23 人，助理工程师、助理农艺师、助理畜牧

兽医师、医师 167 人，技术员 329 人。其中仫佬族科技人员有 103 人。此外还培养了农民技术

员 329 人。1980 年县科委研制 SHN 电石英管远红外器件成功，1982 年获自治区科研推广成果

四等奖；县畜牧水产局坚持长期进行人工授精配种母猪，受精率达 81.5%，杂交猪种出栏率达

65%以上，获自治区 1983 年科技成果四等奖；县医院 1977 年至 1983 年医治大面积烧伤，治愈

率达 94%。1982 年至 1983 年，获国家民委、劳动人事部、农牧渔业部、林业部、教育部及中

国科协表彰的科技人员有 10 人、教师 2人。农村卫生科普橱窗获自治区一等奖和全国二等奖。

县科协被评为自治区和全国农村科普工作先进单位。



文化艺术 1949 年，只有县图书馆 1 个，藏书不多，读者寥寥。1983 年，有县文化馆 1

个，乡镇都设文化站。有县图书馆 1个，藏书 23,672 册，各乡镇文化站均设图书室。有县新

华书店 1个，各乡镇都有发行点，1982 年发行图书 877,246 册。县城有电影院、剧院各 1座，

各乡镇都有电影院，共有放映单位 68 个。此外，还有县文工团、工人文化官、农村业余剧团、

民办电影队及录像播放站等。七十年代后期至 1983 年，业余文艺工作者发掘、整理和创作了

不少民族民间文艺作品。仫佬歌《八月十五来走坡》、《我家住在龙潭边》被评为全国少数民族

优秀歌曲。版画《仫佬乡情》曾在英国伦敦布什大厦展出。仫佬族诗人包玉堂的长篇叙事诗《虹》

和《歌唱我的民族》、《凤凰山下百花开》等诗集，博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取得文学界的好评。

有县广播站 1个，各乡都有转播站。1978 年以来，各乡镇和厂矿先后建起了电视差转台 17 座。

东门镇平均 4户就有 1台电视机。无线电收音机已普及城乡。

卫 生 1949 年，天河、罗城 2县各有卫生院 1所，没有病床，卫生人员 10 人。1983 年，

县设有人民医院、中医院、防疫站、血防站、妇幼保健站各 1个，各乡都设有 1个卫生院，大

部分行政村及较大的学校、厂矿都办了卫生所。全县共有公办卫生机构 33 个，病床 540 张，

有医务人员 753 人。其中主治医师 13 名，医师或相当医师的卫技人员 604 人，其他 142 人。

集体或个人经营的卫生机构 198 个，共有乡村医生 200 人。1982 年曾被卫生部誉为计划免疫

先进县，1983 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卫生单位。全县育龄夫妇 34,707 对，实行计划生育的 20,307

对，节育率为 58.5%，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夫妇 628 对。

体 育 民族民间群众性的传统体育活动项目有舞龙、舞狮、武术、抢花炮、打陀螺、田

径、球类等。1977 年以来有 128 名运动员被选拔参加全区性的体育比赛和全国性的少数民族

体育运动会。被评为全国优秀体工教师的 1人。县业余体校先后为自治区体工队输送了 5名运

动员，其中有 2名已成为区体育队教练。

特殊风俗 仫佬族特有的节日有：农历正月初一“买新水”；三月三庆“婆王诞”，给新生

的男孩“报丁”；四月八庆“牛生日”，敬“牛栏神”，让牛休息一天并喂给五彩糯饭；五月五

请道师“巡船驱虫”；六月二敬“三界公爷”；六月六祭“雷神”；七月七“迎祖先”，七月十四

“送祖先”等。最独特的是“依饭节”和“走坡节”。“依饭节”过去是全村杀猪㓥鸡，蒸糯米

团等全村聚餐，活动一天一夜。这个节日有庆贺当年好收成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

意，但也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今已逐步从简。“走坡节”是仫佬族青年男女社交活动的一种形

式，主要通过走坡对歌来寻求对象。县人民政府根据广大仫佬族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决定每年

农历八月十五日为仫佬族“走坡节”。

居食：住房多为砖瓦结构的矮楼建筑。各户都于堂屋中或厨房内掘地为炉（俗称地炉），

烧煤煮食，冬天还可围炉取暖。煮饭菜烧茶水习用当地特产的煤罐。食粮以大米为主，辅以玉

米、红薯、芋头等杂粮。喜食酸辣食品，几乎每餐必备。

文物胜迹
旧县城遗址 坐落在距县城西南 20 公里的四把乡里胜村旧县屯。系唐代天河县始建时县



治所在地，是县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古城遗迹，基址至今犹存。依山处有岩洞，分上下 2

层，下层有明代嘉靖乙己年闽人余馨题书的摩岩石刻诗一首。诗云：“谁将鬼斧无量力，凿破

洪荒半壁天。山鸟四时调好韵，石龙千载吐寒涎。云根不老菩提树，岩畔初开太乙莲。为爱边

方景奇绝，刊诗留与百灵传。”

泉水生潮 小长安乡门豆村后山下有小泉自石罅中流出，每日必潮涌 3次。潮涨时较常流

之水约增长二、三倍，经数分钟后始徐徐缩小仍复如常。日日如此，无稍差错。

剑江风光 西距县城 35 公里。怀群乡剑江一带，群山耸立如林。峰丛间镶嵌着千万块盆

状溶蚀洼地和回环其间的怀群河，河水清澈晶莹，簇簇孤峰挺拔苍翠，清流倒映，山光水色十

分秀丽。著名的才龙瀑布、旦兴瀑布、尧河瀑布、肯才瀑布等，高达数十米以至百米，宛似一

条条银河从天飞落，奔腾咆哮，声震林壑。这一带的绮丽风光，曾吸引不少区内外游人。

剑江风光

铜 鼓 兼爱乡旦兴、大勉 2 个壮族村庄各保存 1件。面径分别为 48.4 和 48.2 厘米，高

分别为 27.2 和 27 厘米。鼓面中心有太阳纹十二芒，芒间为坠形纹和心形纹。鼓身合范痕四道，

对称双耳两对。鼓面及鼓身均饰以回纹、乳钉纹、符录纹、栉纹、云纹、弦纹、三角形纹、同

心圆纹等。系明、清时代制作。该村群众，至今每逢喜庆佳节击以为乐，遇丧葬则击以助哀。

铁 鼎 系四把乡姚村群众祖辈流传下来的物品。其高 70 厘米，口径 56 厘米，三脚，脚

饰龙含珠纹，鼎身饰纹巳剥蚀无痕，仅余五道圆箍形条纹。形似鼎但无双耳，且较通常所见古

鼎高而深，现存古鼎中罕见此类型。

著名人物
韦一平(1904－1945) 壮族。四把乡短洞村人。1923 年投身革命，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随红七军北上中央苏区，途中曾 6次负伤，先后担任过红军班、排、连、团长，中共中央

苏北地区特委书记，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兼浙西特委书记和浙西军分区政治

委员等职。1945 年 9 月率部北渡长江时光荣牺牲。

周钢鸣(1909－1981) 龙岸街人。1926 年随军北伐。1932 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

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救亡日报》

及《人世间》、《国民》、《作品》等杂志的编辑、副主编、主编。解放后历任广西省文教办公室



副主任、文化局局长、广东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等职。发

表过《论文艺改造》等论文集和长篇小说《浮沉》等。

潘 宜(1960－1981) 仫佬族。东门乡上凤立村人。1979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0 年

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任通讯连架线排一班副班长。1981 年 5 月在反击入侵法卡山越军的战

斗中，为保障有线电联络畅通无阻，先后 14 次冒着敌军炮火抢修线路，最后一次被敌炮弹炸

伤左腿，仍忍着剧痛，抓着路旁茅草爬着前往抢修，正当他找到线路故障接线时，被敌炮弹片

击中头部和胸部，壮烈牺牲。师党委给予追记一等功，广州军区授予“英雄电话兵”称号。部

队党委根据他生前的申请，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李德山(1868－1911) 龙岸乡人。同盟会员。1911 年率广西革命志士数十人参加“三·二

九”黄花岗起义，随同黄兴率 200 余人攻进两广总督衙门，打死督署警卫队指挥官金振帮管带。

后被反扑而来的千余名清军包围，李中弹被俘。1911 年遇害。

吴渭滨(?－1950) 小长安乡柳木村人。年青时即以武装贩运或包运鸦片，抢劫烟帮和掳

掠村镇而臭名昭著。抗日战争前期，投靠桂系，出任国民党军队校官。1942 年回罗城，任柳

（城）罗（城）融（县）3县联防办事处主任、罗城县参议长。任职期间，开赌场、制枪械、

造假币，与 3县的大小匪首勾结，无恶不作。罗城解放初期，他又为首组织“桂西反共救国军

司令部”，发动土匪大暴乱，妄图负隅顽抗。1950 年被人民政府活捉，召开公审大会枪决。

重要事件
罗城人民的反清斗争 清顺治四年至十二年(1647－1655)，本县农民梁国材等率众起义，

与明末农民军将领郝永忠、李定国等部汇合，袭击罗城、柳城、融县、柳州等地，杀罗城知县

许鸿儒及驻防副将沈邦清，与清廷相持达 9年之久。又：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罗城

反清会党首领朱小日等，汇合挺进广西的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李文茂部及回师广西的太平军

将领孔亚福、赖裕新等部，攻占罗城、天河等县，改罗城县为“朝阳县”。

红七军标语

红七军北上过罗城 1930 年由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军政委邓斌（邓小平）率领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北上途经罗城，在天河、四把两地分别击溃尾追的桂系韩采凤独立师和前

堵的覃连芳督导师。红军沿途写标语、贴布告、集会讲演，宣传发动群众，打开官府金库、财

主粮仓，救济贫民，在罗城播下革命的火种。四把乡白马村至今仍保存有红军的题壁标语。

冷洞坳上歼击日本侵略军 1944 年 12 月至 1945 年 5 月，日寇占领罗城期间，中共桂北临

时工委领导的“抗日警卫队”和“镇国战工队”配合地方抗日自卫队，先后对日本侵略军及汉

奸发动 17 次攻击，杀死汉奸 2名，俘获 2名，毙伤日军百余名。其中冷洞坳战斗，一举歼敌

60 名。

邓小平、胡耀邦同志分别到罗城视察 1958 年秋，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临罗城视察。1959

年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也到罗城视察。他们把党中央的关怀带给罗城各族人民，激

励大家沿着党指引的道路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山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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