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城各族自治县

防城各族自治县依山临海，资源丰富。玉桂、八角、砂仁的产量，居于广西之首，盐、海产、珍

珠（南珠）、钛矿等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软玉石雕闻名中外，“茶族皇后”金花茶的分布面积居广

西首位。随着防城港的开放，南防铁路的建成，防城将成为西南诸省（区）商品的吞吐地，这是防城

经济发展独有的优越条件。

位置面积 防城各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北靠上思县，东与东北同钦州市毗

邻，西与宁明县接壤，西南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交界，南濒北部湾。县治防城镇，北距自治

区首府南宁市 172 公里。

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117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77公里，总面积3,564 平方公里，合 5,346,000

亩。计陆地 4,597,560 亩，占 86%，水域 748,440 亩，占 14%。

建置沿革 秦为象郡地，西汉为西于县地。东汉为封溪县地。南朝梁属黄州地。隋为钦州

辖地及安海县地。唐至明复为钦州辖地。清光绪十三年（1887 年）划钦州西部设防城县，为

得名之始，属广东省。民国因之。解放后，1951 年划归广西省，1955 年复归广东。1957 年分

防城为东兴、防城两个县。1958 年又把两县合并，定名为“东兴各族自治县”。1965 年划归广

西壮族自治区。1978 年 12 月，县治从东兴镇迁至防城镇，并更名为“防城各族自治县”至今。

行政区划 现辖企沙、光坡、茅岭、附城、江山、扶龙、那勤、垌中、板八、马路、那梭、

华石、那垌、松柏、滩营、平旺 16 个乡和防城、东兴、江平、那良、大菉 5 个镇。下属 215

个村（街），4,000 个村（街）民小组。县治防城镇，1984 年有 4,843 户，22,116 人。

人口民族 1983 年底总人口 410,819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15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9.05‰。

民族：1982 年全县总人口中，有京族 8,883 人，占总人口 2.2%，瑶族 11,100 人，占 2.8%，

壮族 83,000 人，占 20.7%，汉族 293,475 人，占 73.2%，其他少数民族 4,537 人，占 1.1%。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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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42784 39533 54979 81431 90.3 106.0 48.1

总 人 口 179692 191722 234998 400995 123.2 109.2 70.6

性别

构成

男 95227 101901 130207 214891 125.7 110.9 64.9

女 84465 89821 104791 186104 120.3 107.2 77.7

地区

构成

城 镇 27974 27163 36041 49478 76.9 82.2 37.3

农 村 151718 164559 198957 351517 131.7 113.6 76.7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境平面形状略呈菱形。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群峰挺拔，巍峨峥嵘；东南

部为丘陵、平原，紧靠北部湾。全境多山，小溪、江河多向东南注入大海。

山 脉 本县所倚之大山，山峦重迭，纵横交错，数不清，点不尽，故名之为十万大山。

山脉东西走向，横亘于两国（中国、越南）、四县（防城、钦州、上思、宁明）之间，北自钦

州、上思和防城交界的大龙山起，向西南延伸到防城、宁明和越南交界处的捕龙山止，全长

130 公里，最宽处约 20 多公里，为祖国南大门的一幅屏障。其主要山峰有 36 座，都在海拔 1,000

米以上。其中久宝山海拔 1,448 米，为群峰之最；次为捕龙山，海拔 1,358 米。峰巅四季云雾

笼罩，难见其真面目。此外海拔在 900-1,000 米的山峰还有 24 座。

河 流 境内江河，皆发源于十万大山南麓，流向东南，纵贯全县，注入北部湾。较大者

有北仑河、那梭江（下游江平河）、防城江、滩营江（下游茅岭江）等，可行驶 3-5 吨木船，

航线总长约 210 公里。

港 湾 本县海岸线长 212 公里，因属岩溶地貌，故形成许多海湾与良港。

珍珠湾：位于山心、 澫尾岛与白龙尾半岛之间，历史上以盛产天然珍珠而得名。湾内水

深澄清，风浪不大，水温适度，浮游微生物较多，海底是沙泥质，甚宜珠贝生长。

企沙港：位于企沙半岛南端。港口水道较深，船泊出入方便，接近北部湾的深水渔场。港

内水面宽阔，可以同时停泊几百艘机帆渔船；港的东南面环筑有防风大堤，植有防风林带，是

个优良的避风渔港。

企 沙 港

白龙港：位于白龙尾半岛，与企沙的石龟头炮台半岛隔海遥遥相望，形成一对蟹螯之势，



钳制着防城港的门户，控制东兴、防城两镇的海面入口。历史上是个军港，清政府曾在这里修

筑了 4座炮台，派军驻守，为祖国南疆海防的前哨阵地。

防城港：全国 14 个开放港口之一。详情另文介绍。

气 候 本县地处低纬度，属南亚热带湿热季风气候区。年平均太阳辐射量为 96.8 千卡，

平均日照时数为 1,561.3 小时。由于受北部湾海洋和十万大山山脉的影响，气候变化复杂。全

年平均气温 21.8℃-22.4℃。1 月最冷，月平均气温 12.8℃-14.8℃；7 月最热，月平均气温

27.6℃-29.1℃；年极端最高气温可达 37.8℃（东兴地区），年极端最低气温可降至 0.9℃至

-2.8℃。东兴和沿海地区无霜冻，北部山区无霜期一般在 350-360 天。四季常青，粮食作物可

以一年三熟。全县具有雨季长，雨量充沛的特点，为广西以至全国的多雨和暴雨中心之一。年

平均降雨量达2,822.9毫米，最高年降雨量达3,857.7毫米（1973年），最低年降雨量为2,174.7

毫米（1977 年）。平均年降雨（持续）天数为 176 天。

每年 5-10 月，县内都受到从西太平洋和南海来的台风侵袭。其中八九级台风每年两次，

11 级以上三年一次。在台风侵袭时，出现狂风暴雨、洪涝及风灾，给农、林、渔、牧等生产

及人畜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1980 年在白龙尾半岛登陆的台风，中心风力 10 级，阵风 11 级，

破坏海堤 102 处，4.23 万亩农作物受灾，损失粮食 291 万斤，崩塌房屋 624 间，摧毁经济林

木（橡胶、八角）、防护林木以及路树等不计其数。

土 壤 全县主要有黄壤、紫色土、赤红壤、风沙土、冲积土、水稻土、沼泽土等土类，

37 个土种。水田以沙泥田、杂沙泥田、成酸田、紫泥田、潮沙田、淡酸田、中潜底田为主。

旱地以红泥土、红沙壤土、潮沙土较多。黄壤和红壤均属酸性土，大多分布在县西北山区，面

积约 37,000 亩，占全县耕地 10%；其特点是土层较深厚，粘性大，保水保肥力较强，宜种甘

蔗和木薯。东南丘陵和沿海地区一带多为紫泥土和潮沙土，土层较肥沃，宜种水稻；面积约

203,500 亩，占全县耕地 54%。

资 源 主要矿产有锰、钛、钨、锡、铅、锑、铁、磷、云母、水晶、莹石、玻璃砂、陶

土、软玉（雕刻石）、铝等十多种，目前已开采 9 种。钛矿产于澫尾、巫头一带，它与锰、锡

均为优质矿，开采量较大。软玉产于扶隆乡北基，各种颜色均有，其石色鲜艳、光洁油滑，是

雕刻工艺品特别是雕刻印章的名贵原料。海产资源有各种鱼类 500 多种，虾类 230 种，其他贝

类、藻类等不计其数，其中经济价值较高，产量较多的有 200 多种。最主要的鱼类有鲨鱼、绸

鱼、鱿鱼、墨鱼、鲈鱼、赤鱼、石斑、鲚鱼、马母、鳝鱼等，介贝类有大鲎、螃蟹、对虾、龙

虾、海蜇、海菜、海蛇等。此外，沿海地区有盐田 1,200 多亩，年产盐近 3 万吨，产值 400

多万元。县境江河水能蕴藏量为 73.5 万千瓦，已开发利用 10,800 千瓦。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3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 13,333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5.5 倍，比 1978

年增长 24.9%，比 1982 年增长 1.2%。1978 年以来年递增率 4.5%。人均产值 1983 年为 333 元，

比 1949 年增 3.3 倍。比 1978 年增长 25%。



农 业 全县耕地面积 378,854 亩，农业人口 351,517 人（劳动力 138,03 人），人均耕地

1.08 亩。其中水田 231,845 亩，旱田 78,227 亩，坡地 68,782 亩。有效灌溉面积 226,200 亩。

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农田水利设施的改善，水稻由单季稻改为双季稻，粮食生产迅速发展，

单产也不断提高，近年来粮食平均亩产 430 斤。

1983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总动力 56,953.42 马力（不包括农场、林场），比 1970

年增长近 8倍。其中大、中、小型拖拉机 1,540 台，24,825 马力，平均每马力负担耕地 14.4

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粮、蔗、油的生产发展较快。1983 年粮食总产为 25,364.04 万斤，

比 1982 年增长 5%，比 1978 年增长 26%。甘蔗总产 894,871 担，比 1982 年减收 63%，比 1978

年增长 37%。花生总产 26,793 担，比 1982 年增长 8.2%，比 1978 年增长 60.1%。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78 年 1983 年 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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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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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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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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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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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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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总产值

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1974

1007

395

257

178

137

100

51

20

13

9

7

7318

3302

1634

856

824

702

100

45

22

12

11

10

9759

4617

1532

1823

1024

763

100

47.3

15.7

18.7

10.5

7.8

10221

4172

2095

2087

1225

642

100

41

21

20

12

6

417.7

314.3

430.3

712.0

588.2

368.6

39.6

26.3

28.2

143.8

48.6

-8.5

4.73

-9.64

36.75

14.48

19.63

-15.8

5.7

4.0

4.2

16.0

6.8

-1.5

八角林

林 业 现有山林面积 168.69 万亩，占全县总面积 36.6%，占山地面积 53.9%。森林覆盖

率 28.7%，立木蓄积量为 85.12 万立方米。在现有林中，经济林收入比重较大。玉桂、八角是

本县的著名特产，八角种植面积 213,500 亩，现有收面积 145,000 亩，最高年产量 63,093 担，



占广西八角总产量的三分之一；玉桂种植面积 130,000 亩，现有收面积 85,700 亩，最高年产

量 64,703 担，占广西玉桂总产量的二分之一。此外，橡胶、油茶、柑桔等，都大有发展前途。

推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后，毁林事件逐步减少，造林面积不断扩大。现有属县办的林场 5个，自

治区办的农场（以种植橡胶为主）4 个，油茶场 1 个、林场 1 个，经营面积达 25 万多亩。全

县尚有宜林荒山 107 万亩。

牧 业 县境山区草场多，沿海滩涂阔，共达 34 万多亩，对发展畜牧业生产十分有利。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合理调整畜牧业生产布局，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1983 年全县生猪存栏

142,065 头，比 1982 年增长 10.9%，比 1978 年增长 20.3%。耕牛存栏 62,107 头，比 1982 年

增长 5.3%，比 1978 年增长 7.7%。羊 650 头，三鸟 15 万多只。

副 业 大部分乡镇都有编织、酿酒、木器等行业。全县有两个较大型的制砖厂和分散在

山区乡镇的 100 多个小型砖瓦窑，还有季节性的蒸制玉桂、八角油的专业组。江平沿海的淘钛

矿每年收入约 20-30 万元。近年还出现许多建筑队，为城乡建设服务。1984 年副业收入占农

业总产值 12%。

渔 业 防城沿海属北部湾渔场，海产资源丰富。目前渔业生产采取深、浅海捕捞和咸、

淡水养殖相结合的方法，还有鱼礁诱捕的新捕捞技术。全县从事渔业的人数为 4,655 人。有机

动渔船 121 艘，11,971 马力；大风帆船五艘，载重 200 吨；还有许多 20 吨以下的小渔船。海

洋捕捞最高年产量 361,929 担。海水养殖面积 9,096 亩，养殖海参、对虾、珍珠、牡蛎、青蟹

等，青蟹销香港、澳门，鱿鱼干、沙虫、虾米、鳝肚、墨鱼干畅销全国。淡水养殖面积 15,450

亩，收获面积 5,000 亩，最高年产量 2,360 担。

白龙珍珠港是一个天然的珍珠繁殖场。解放后采用人工养殖法，使珍珠产量迅速提高，最

高年产量 65 斤，价值 58 万多元。这里出产的珍珠称南珠，誉满国际市场。

土特产品 茶叶；主要是红细茶和青茶。红细茶产于滩营乡，该地垌尾农场所产的红细茶

醇香可口，远销国内外，曾获自治区的名茶产品奖。青茶产于江平、东兴、附城等乡镇，亦是

遐迩闻名的优质茶叶。近年每年平均产、销量达 4,200 担以上。

砂仁：著名中药材，远销国内外。主要产于垌中、板八乡的壮山瑶寨。已种面积 7,200

亩，已收面积 3,250 亩，1984 年产值达 35.8 万元。

玉桂、八角：可作制香料和药物的原料。产于县内的各山区乡镇。其特点是含油比重高，

香味浓，远胜他地所产。最高产量年分分别占广西总产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

蛤蚧：产于县内各山区乡村的深山密林，年收购量为五千对左右。

金花茶：山茶科的常绿灌木植物。1960 年首次发现时，曾轰动世界花坛，被誉为“茶族

皇后”。金花茶的花色极其美丽，除了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外，还有很高的科研价值。可通过人

工把它的花粉传授给其他野花，使其更鲜艳。据不完全统计，全县金花茶分布面积约 40 万亩

以上，居于广西首位。

海特产品 海蜇：又名海母，腔肠动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具有降压、缩便的功能，其

成品是当今出口的热门货之一。最高年产量 35 万斤。产于江平、企沙、江山的海域。



中国鲎：俗称大鲎。肉可吃，壳可制家具，鲎血是检验特殊毒物的妙剂。产于北部湾海域，

夏秋之间较多。本县最高年产量达两万对以上。

螃蟹：俗称“螃蟹煲生地，清凉解炎暑”，是城乡人民爱吃的营养佳品。本县蟹多藏于坑

穴，故特别肥大，蛋白质尤富。产于江平、江山、茅岭、光坡、企沙和防城港的海域。四季常

有，包括人工养殖在内，年产量在 4-5 万斤以上。

大蚝：索有海上牛奶之称。由于防城蚝多在深水养殖，蚝肉肥大丰满，蛋白质含量高。鲜

蚝肉晒干成蚝豉干，远销国内外，颇受赞美。把蚝豉制成蚝油，是高级的蘸料。产于县内的光

坡、茅岭、江山乡海域。

海蛇、海马：淡晒干泡酒能治风湿骨痛。常饮海蛇、海马酒，可防脱发，延年益寿。县内

沿海均产。

泥猪：繁殖在海滩的石堆旁或间隙里，喜伏黏性泥土，大如拇指，形状象猪，故名。洗刷

干净用热水烫过后，和猪骨一起煲吃，可补肾、清热、治腰痛、提神、缩便。产于县内沿海地

区。

水 利 全县的水利工程基本是建国以来兴修的，现况见下表。

水 利 工 程 概 况 表

项 目
工 程

处 数

装 机

台 数

功 率

(马力)

总库容量

(立方米)

有效容量

(立方米)

可排灌面

积(万亩)

正 常

引水量

(立方米)

蓄 水 工 程 85 23532 18462 13.14

引 水 工 程 886 12.29 24.36

排 灌 工 程 总 计 588

其中：电力排灌站 3 4 46
灌 0.08
排 0.08

柴油机抽水站 235 235 2930 2.7

水轮泵站 350 386 0.6

此外，还筑有防洪堤 112.1 公里，保护面积 14.35 万亩，保护人口 3.9 万人。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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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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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

43.3

32.8

100

56.9

43.1

3357.0

2478.4

878.6

100

73.8

26.2

3574

3247

327

100

90.9

9.1

3199

2874

325

100

89.84

10.16

4103

6537

891

-4.71

15.96

-63.01

-10.49

-11.49

-0.61

-0.8

2.5

-15.3

工 业 1949 年县内仅有陶瓷、皮革、纺织、印刷、制盐等一些手工业作坊，从业人员 350

多人。1983 年底，国营工矿企业有：印刷、副食品加工、动力碾米、太器、编织、糖业、盐

业、香料、松脂、水电、自来水、农机、罐头、矿产、珍珠加工、玉桂加工、砖瓦制造等行业



48 个厂、场，职工 3,642 人，产值 2,737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76.5%。其中防城糖厂有

工人 250 人，日榨蔗量为 500 吨，1984 年产糖 3,700 吨，产值 403 万元。

1983 年底县管集体企业有职工 757 人，产值 461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12.8%。

1983 年，乡镇企业共 76 个，共有职工 1,675 人，产值 255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7.1%。

个体工业 370 个，产值 118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3.3%；其他项目产值 3 万元，占全县工

业总产值 0.3%。

1979 年以来，连续获得自治区优秀产品奖的有东兴镇的石雕产品，最高年销售量 5,500

多件，产值 11 万元，远销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博览会展出时，深受国际友人的赞赏。

还有芒编、刺绣、家具等新兴手工业，产品远销亚、非、欧等洲，深受外商欢迎。

电力：1983 年，全县有小水电站 71 处，装机容量 8,740 千瓦，总发电量 1,440 万度。有

35 千伏变电所 12 处 14 台，容量 15,180 千伏安，3-10 千伏 120 台，容量 18,415 伏安；变压

器 120 台，18,415 千伏安，用电装机负荷 8,740 千瓦。有 35 千伏以上的输电线路 160.8 公里。

3-10 千伏的 320.1 公里，其中国营农场 77 公里。年供电量 1,440 万度，用电量 1,440 万度。

80%的农户已用上电。

交 通 全县现有公路 35 条，长 665.6 公里（其中渣油路面 44 公里），比 1949 年增长 4.5

倍。有各种汽车 610 辆，还有大、中型拖拉机 240 台。据不完全统计，每年货运量可达 100

万吨以上。县城每天都有至北海、南宁、钦州、上思、湛江的对开班车。全县 22 个乡镇都通

了客车，1983 年包括公共汽车客运量约达 180 多万人次。全县有水运公司(站)5 个，内河通航

达 210 公里。1983 年有专业运输船 40 艘，共 3,095 吨位。从事水运工作 427 人，一般每年运

货量达 29,465 吨，比 1949 年增长 5-6 倍。随着防城港的对外开放，以及南防铁路的即将通车，

防城的交通运输将更加发达。

邮 电 县内有邮电局、支局、邮电所 22 处。县局有邮运汽车接发邮件，摩托车投送，农

村分支机构有自行车投递。邮路总长度；城镇 35 公里，农村 1,589 公里，比 1949 年增长 6.2

倍。电信方面，县局有无线电收发电报，有实线、载波通话。县话中继线电路 31 条，县话交

换机容量 280 门，市话用户单机 140 部，农话用户单机 672 部。邮电工作人员，包括技术干部

和工程师，现有 273 人，比 1949 年增长 11 倍。

商 业 1983 年有商业网点 1,038 个，从业人员 5,546 人。其中国营网点 323 个，从业人

员 3,862 人；集体网点 392 个，从业人员 1,254 人；个体网点 323 个，从业人员 430 人。全县

平均每 300 人有 1 个商业网点。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9,763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0.6 倍。集市

贸易额 257 万元。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3,317 万元，比 1982 年增长 23.5%。出口商品收购总额

788 万元，比 1982 年增长 12%。销售化肥共 31,354 吨，比 1978 年增长 71.9%。最大乡镇市场

是防城镇，其次是江平、那良、东兴等集镇。

财政金融 1983 年财政总收入 704.15 万元，总支出 1,544.36 万元。1981 年以来，每年

要上级补贴 700 多万元。1983 年上级实际补贴达 800 万元，占年度总支出的二分之一强。全

县城乡储蓄额 2,732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5.5 倍；1984 年农村存款 2,276 万元，比 1983 年



增加 15%。农贷 3,327.9 万元，比 1983 年增 1倍；工商贷款 2,772.8 万元，比 1983 年增加 36%。

人民生活 1983 年，人均有粮 628 斤，比 1978 年增加 172 斤，增长 36%。农民平均收入

202 元，比 1978 年增长 3.4 倍，比 1982 年增长 47.4%。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 60.6

元（合奖金和补贴），比 1978 年的 45.4 元增长 23.5%。1983 年，农村中出现户年收入超万元

的有 12 户。1983 年，全县共销售自行车 3,739 辆，比 1978 年增销 82%；手表销 2,660 块，比

1978 年增销 88%；缝纫机销 1,345 台，比 1978 年增销 70%；电视机销 388 台，比过去历年销

售总数还增 45%。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有县立完中两所，初中两所，共学生 380 人，教师 55 人；小学 116 所，

学生 9,300 人，教师 412 人。1983 年，有中等师范学校（教师进修学校）1 所，教师 20 人，

每年培训小学教师 100-150 人。完中 7 所，初中 21 所，学生共 12,319 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

2,392 人），教师 1,253 人（其中大专文化的 316 人）。小学 575 间，共有学生 58,246 人（其

中少数民族学生 10,991 人），教师 2,842 人。1981 年被评为自治区模范教师 1 人。全县有幼

儿园 4间，入园幼儿 1,082 人，教师 59 人。自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到 1983 年，考取大学的

845 人，考取中专的 1,355 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考取大学、中专的 210 人。

科 技 县内设有农科所、林科所、水产研究所和科技情报所。各乡镇均有农业技术推广

站。县有科普协会组织，会员 150 人。近年来，鱼礁养鱼（解决生态平衡，保护渔业资源）、

珍珠插核（能获高产）、八角矮化（可以早产多收）等项科研成果，受到自治区的奖励。1983

年，全县有高级工程师 1人，工程师 22 人，农艺师 15 人，畜牧兽医师 3人，主治医师 21 人；

有助理工程师 45 人，助理农艺师 37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10 人；有工程技术员 92 人，农业技

术员 86 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43 人，医、护士 364 人。在册科技干部共 895 人。

文化艺术 县有文化馆 1间，各乡镇均有文化站；有县图书馆 1间，藏书 5万多册。新华

书店 1983 年有发行点 20 处，发行图书 300 多万册。县城有电影院 2座，露天剧场 1座，各乡

镇有电影院（场）19 处，全县有电影放映队 45 个。1984 年文化馆、电影院、新华书店职工人

数共 150 人。此外，还有县文工团，各乡（镇）村有图书室、读报组、山歌组等，初步形成了

一个新型的文化网。

卫 生 1949 年县内只有设备简陋的医院 2所，医务人员 17 人，病床 10 张。1983 年，全

县已有综合性的医院 2 间、中医院 1 间，乡镇卫生院 19 间，村寨卫生所（站）130 多间，共

有病床 720 多张，还建立了防疫站、妇幼保健站、麻风院等医疗机构。有国家医务人员 560

人，超过解放前几十倍。近年来，私人注册开业的医生不断增加，1984 年达 90 多人。全县育

龄夫妇实行计划生育的34,559人，节育率67.2%。到1983年底，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夫妇有1,211

对。

体 育 建国以来成绩较显著。尤以游泳和足球最为活跃。除现行体育运动外，还有一些

独特项目，如龙舟、高跷、陀螺、捉鸭等比赛和表演。1983 年，全县有体育教师 91 人。县设



有体委机构。建国以来，先后向国家、广东、广西等专业队输送了田径、足球、游泳、水球、

篮球、排球、潜水等项目共 30 名运动员，有 5人获国家一级裁判员称号，有 4人获运动健将

称号。黄广良和邓军在第九届亚运会上获得金牌，被评为广西“十佳”运动员；邓军多次被评

为亚洲和全国“最佳水球守门员”；1人被选拔参加了 1984 年的奥运会；在体育教师中有 1人

被评为全国优秀体育教师。

特殊风俗 解放前京族男女青年有“对屐成亲”的习惯。即男方请媒人到女方求婚，双方

同意后，还要由媒人任意拿男子一只屐，包住悄悄带到女方家，再由女方家长任意拿出女儿一

只屐，与媒人站在祖宗厅前鞠个躬后轻轻放下。屐成对（一左一右）亲则成，否则散。解放后，

这种风俗已经改变。男女青年盛行恋爱、登记结婚。

文物胜迹
新石器时期贝丘遗址 江山乡的亚婆山、马栏基嘴和江平镇的交东及茅岭乡的杯较墩等处，

皆有磨光石斧、夹沙绳纹陶片、大量贝壳和其他石器出土。考古部门鉴定认为系新石器时期的

居民点，已列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潭蓬运河 位于江山乡潭蓬村和潭西村之间，当地群众称为“天威遥”，又称“仙人泷”。

河长约 3公里，宽数米，拦腰穿过江山半岛，沟通防城港和珍珠港。海水涨潮时，可通舟楫。

据五代人孙光宪的《北梦琐言》记载，是在唐代咸通年间(860-874 年)，安南节度使高骈募工

开凿的。运河凿通后，往来船舶不必绕过江山半岛而可直航防城、珍珠两港湾，不但缩短航程，

而且避开了江山半岛南端白龙尾的风浪搏击，使船舶安全航行。自十世纪起，安南独立，与宋

朝交恶，多次侵犯边境，“天威遥”就逐渐被废弃了。1934 年修筑潭蓬基围，运河东面海湾被

垦辟为稻田，海水被堵于大堤之外，不能进入运河。接着又在运河西北面的湾潭筑一道拦河坝，

凿渠引水灌溉潭蓬基围田，这条运河便成为引水渠的一段。1957 年修澫松水库时，也利用这

条运河作水渠，自流灌溉潭蓬围垦稻田 2,300 亩，为人民造福。1982 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公

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定名为“潭蓬运河”。

石龟头炮台 位于今企沙乡炮台村一个伸入北部湾数 10 米的小山丘上。炮台地处防城江

出海口的东面，与白龙炮台隔海相望，共同控制着防城江口和北仑河口，俗称“龟蛇守水口。”

该炮台圆形，上面设有 1个炮位，下面设有地下室、火药库等。据县志载：石龟头炮台建于清

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因当时倭寇常在我国沿海一带骚扰，清廷为了加强海防的守备，在

钦州至防城沿海一带建筑了几座炮台，石龟头炮台是其中之一。

白龙炮台 在今江山乡白龙尾半岛尖端，位于防城江与北仑河出口处之间。清光绪十三年

（1887 年）在这里的 4 个山丘上，分别筑了龙珍、白龙、龙骧、银坑等 4 座炮台，总称白龙

炮台。

那梭炮台 在那梭乡炮台村炮台岭上，光绪十六年(1890 年)清政府在此筑炮台，防御法帝

国主义从越南陆路入侵我国。现存有炮台遗址。

中越友谊大桥 位于我国的东兴边城和越南的芒街之间，横跨北仑河。1957 年，为了适应



中越两国人民交往日益频繁的需要而把原来一条小铁桥改建为石墩钢筋混凝土面大桥。1979

年 2 月 17 日我对越自卫还击战以后不久，越南当局两次用炸药把这座大桥炸毁。

中越革命烈士纪念碑 位于东兴镇人民公园。1958 年，为了纪念中越两国为共同抗击法帝

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而牺牲的烈士而兴建。纪念碑雄伟巍峨，傲然挺立。它是中越革命胜利

的象征，是革命先烈英雄业绩的记载，也是中越人民以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见证。

著名人物
刘镇夏(1921－1949) 光坡乡人。1944 年春参加革命，1947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

后任钦防农民翻身总队副总队长、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三支队二十团副团长、独七团团长等职。

1949 年 4 月上旬，因执行任务在江山乡鲤鱼江林潭村（今属附城乡），突然与一股敌人狭道遭

遇，发生战斗，敌众我寡，不幸中弹牺牲。

陈凤鸣(1925－1950) 化名吕剑。江平镇竹围村人。1943 年 7 月入党，1946 年后历任南

路人民解放军一团四营二连指导员、镇边县台峒乡支部书记、镇边县中心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

右江上游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长。1950 年 1 月 22 日率部配合南下大军堵歼从云南逃窜到镇边平

盂的蒋军嫡系第十七兵团刘嘉树残部，在战斗中不幸中弹负重伤，于同年 2月 25 日光荣牺牲．

刘永福(1837－1917) 清末著名抗法将领。名义，号渊亭。生于钦州古森洞小峰乡（今防

城那勤乡小峰村）一个贫苦家庭。八岁随父母迁往上思（详细情况见钦州市概况）。

杨瑞山(?－1899) 字锦屏。附城乡扫把岭村人。壮岁从戎，隶冯子材部，任萃字前军督

带。在御侮保边的镇南关——谅山战役中，英勇善战，屡立功勋。先后被委为钦州参将、琼州

总兵、广州水师提督。

陈济棠(1890－1954) 字伯南。河洲峒（今属松柏乡）望兴村人。历任国民党中央执委、

广东省主席、陆军一级上将。

重要事件
李士清领导的农民起义 太平天国革命前，防城一带曾广泛组织“天地会”等秘密社团。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李士清领导农民起义，先后攻下今县属的江平、黄竹等地。

防城之役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孙中山派黄兴率领革命军，进攻防城县衙门，占领

防城圩（镇），擒杀了知县宋渐元，大快民心。史称“防城之役”。

驱逐买办头子，惩治贪官污吏 1925 年在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

在东兴镇，群众赶走了帝国主义走狗、东兴买办头子朱采臣；声讨法帝枪杀碗厂工人邱华生的

罪行；清算了对抗工人运动的所谓“东兴改造社”，迫使工厂老板增加了工人工资。在防城镇，

群众最痛恨的贪官污吏、防城县法院院长陈宗珍被戴高帽游街。

中共防城县第一个支部建立 1925 年 10 月，中共党员钟竹筠(1906－1929)受党的派遣，

只身来到防城县东兴镇，住在丈夫的继父家，以经商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员。1927

年春，在东兴组建了中共防城县第一个支部——东兴支部。钟任支部书记。

日寇在企沙登陆 1938 年 11 月 15 日，日寇从企沙疏鲁登陆，入侵防城，进攻广西。敌人



在沿途奸淫劫杀，无所不为，防城县城内人畜骨血狼藉，粪秽满地。

那良起义 1945 年端午节，中共防城地下党组织领导了那良抗日武装起义。接着把队伍拉

到中越边境，与日本侵略军开展游击战争。这次起义有数百人参加，影响范围较广。

三光企起义 继那良抗日武装起义后，1947 年 5 月，防城党组织又领导沿海地区的三（波）、

光（坡）、企（沙）革命武装起义，宣布成立防城农民翻身独立大队。其后，以十万山为游击

活动中心的革命武装斗争，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逐步解放了广大农村和圩镇，先后建立了

乡、区、县人民政权。1949 年 12 月，本地革命武装配合解放大军解放县城，防城全境宣告解

放。

供稿：防城各族自治县县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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