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 南 县

平南县地跨浔江两岸，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商品粮基地之一，近年粮食收

购额在 1.5 亿斤以上。适于亚热带经济作物的发展，土特产品繁多，桂皮、桂油、桂圆肉、淮山片、蘑

菇、蜜枣、烟、三黄鸡、河山石灰、麻袋、竹编制品等皆有大宗出口。有黄金、铀等重要矿产。北部

鹏化山区是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发生过“花洲首义”、“迎主之战”、“官村大捷”等重要

事件。

位置面积 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居浔江中游。东邻藤县，南接容县，西靠桂平县，

北与金秀瑶族自治县、蒙山县相连。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51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110.5 公里，

总面积 2,987.73 平方公里，合 4,481,595 亩。计陆地面积 4,350,695 亩，占总面积的 97.08%；

其中山岭约占 65%以上，其余则为平原和台地。水面 130,900 亩，占总面积的 2.92%。

县治平南镇，西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312 公里。

建置沿革 秦属桂林郡地。汉、三国属苍梧郡猛陵县。约在晋穆帝时（345－361 年），始

于县境置武城县。南朝梁元嘉二年（425 年）改武城为武林县。隋开皇十九年（599 年）分武

林地增置隋建县。唐除武林、隋建二县外，贞观七年（633 年）又增置平南（为得名之始）、

大同、西平、归政、秦川五县。十二年（638 年）废秦川入平南，归政入西平。天宝元年（742

年）改西平为阳川县。永隆二年（681 年）置思唐州，下辖武郎、思和二县，开元二十四年（736

年）改为羁縻州；建正元年（780 年）复改正州。五代依旧。宋开宝四年(971 年)改思唐州为

思明州。五年（972 年）撤武林、隋建、大同、阳川四县，并入平南县；又废思明州。六年（973

年）撤思和县并入武郎县。祐嘉二年(1057 年)撤武郎县并入平南县。元、明、清、民国不变。

1949 年 12 月 3 日平南解放，沿称平南县至今。

行政区划 现设 12 个乡：平山、大新、寺面、大坡、大洲、镇隆、环城、安怀、大鹏、

国安、同和及马练瑶族乡；7个镇：平南、大安、武林、六陈、丹竹、官成、思旺。下辖 235



个村民委员会，12 个街道居民委员会，7,389 个居民小组。全县有大小圩场 27 个。

县治平南镇，1984 年底有 8,062 户，44,847 人，其中城镇居民 22,601 人。工厂 23 个。

人口民族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53 年 1964 年 1982 年

第一次

人口普查

笫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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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00 112400 134621 168378 61.6 49.8 25.1

总 人 口 461900 488871 578870 903994 95.6 84.8 56.0

性别

构成

男 271225 316388 480773 77.3 52.0

女 217646 262482 422521 94.1 61.0

地区

构出

城 镇 16252 37458 50817 212.7 35.7

农 村 472648 531352 852477 80.4 60.4

1984 年底平南县人口为 941,136 人，平均每平方公里 315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1.56‰。

民族：汉族 898,156 人，占总人口 95.43%；壮族 26,145 人，占 2.78%；瑶族 16,673 人，占

1.77%；还有苗、侗、蒙古、回、藏、仫佬、毛难、黎、高山等 9个少数民族 162 人。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境狭长，平面似蚕蛹。浔江横贯县中部，北部为山区，南部系丘陵，中部为平

原和台地。整个地势是北部高于南部，而北部、南部皆向中部浔江倾斜，南北河流皆汇入浔江。

沿着这些河流的走向，在县境形成一些狭长的平原和盆地。

山 脉 北部系大瑶山余脉，由金秀瑶族自治县分四支进入县境后，呈西北至东南走向排

列。一支自马练乡板冲至同和乡平塘，余三支均自大鹏乡起分别向丹竹镇、思旺镇、坡头伸延。

山势宏伟，峰峦重叠，与金秀交界的亚婆揽孙峰，海拔 1,581 米，是全县最高峰。南部为大容

山余脉，分四支进入县境后，呈西南至东北走向排列。一支自平山乡八桂起至大安镇竹南，另

一支自六陈镇旺冲起至新光岭，余二支均自镇隆乡起，一夹峙于河口河的两岸，一至下渡止。

大水山海拔 556 米，是南部的最高点，其余山峰皆在海拔 300 米至 500 米之间，形成了绵延起

伏的丘陵地。

河 流 以浔江为主干，共有大小河流 16 条，总长 385.9 公里，地表水年径流总量为 65.5

亿立方米。浔江自桂平江口镇流入，横贯县境中部，到丹竹镇白马圩流入藤县境内，全长 40

公里，江面平均宽达 750 米，长年可以通航载重 100 吨以上的客货轮，上溯可达桂平、南宁、

百色、柳州等地，下行可至梧州、肇庆、广州、香港，是全县土特产品出口和粮食物资调运的

大动脉，被誉为“黄金水道”。县境南部较大的支流有白沙江、慈边河、寺面河、大坡河等，

皆注入浔江。白沙江发源于桂平沙坡，在本县境内流长 49 公里；历史上舟楫自武林口溯航可

直达桂平县界，但自五十年代后期起，由于水利设施的拦截，河床淤积等原因，已不通航。正

由于生态破坏，森林的大面积消失，上游水土流失严重，据甘年来的测定资料，河床每年升高

0.11 米，每逢大雨，水和沙一起溢出，埋没良田。据统计，白沙江流域每年有 500 亩左右农



田被不同程度沙埋。白沙江的沙患水害，急待治理。县境北部较大的支流有思旺河、大鹏河、

同和江、崛江、秦川河、状元河、乌江等，均南汇浔江。同和江发源于金秀瑶族自治县观音山

南麓，入县境后，经马练、同和两乡，流入藤县后注入浔江。在县境共长 59 公里，原为水路

交通要道，由于电站陂坝的不断兴建，现在巳为公路交通所代替。由于上游森林面积减少，蓄

水防洪功能减弱，1982 年 5 月同和江山洪暴发，仅同和乡受灾损失稻谷即达 306.7 万斤。大

鹏河在县境流长 38 公里，落差达 270 余米，加之该处雨量充沛，水力资源为全县之冠。思旺

河源于金秀瑶族自治县龙军山南麓，在县境流长 52 公里。

气 候 北回归线横穿县境中部，加之南北皆有山岭作为天然屏障，形成了一个南北气流

交换的小气候环境，其特点是光照丰富，温暖湿润，夏长冬短，夏湿冬干的亚热带季风气候，

给农业生产一年三熟带来了良好的条件。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1,711.7 小时，年平均总辐射为

106.7 千卡/厘米，年际变化稳定。1至 4月日照百分率小于 30%，月日照时数不足 100 小时；

7至 10 月日照百分率大于 50%，月日照时数均超过 190 小时，这对作物，特别是水稻和甘蔗生

长十分有利。年平均气温 21.1℃；7月最热，平均 33.3℃；1月最冷，平均 9℃；解放后极端

最高气温为 39.5℃（1971 年 7 月 22 日），极端最低气温为-1.8℃（1963 年 1 月 15 日）。全县

气温的分布特点是以浔江两岸为中心，向南向北逐渐递减；即中部平原高于南部丘陵，而南部

丘陵又高于北部山区，中部与北部温差常在 0.4℃-2.2℃左右。以候（五日为一候）平均气温

统计，县境夏季长达 182 天，冬季仅有 29 天，春秋则各为 77 天。县境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

量在 1,600 毫米左右，平均降雨日数为 166 天。但雨量分布不均，年际变化也较大。县境降雨

的基本趋势是自北向南递减，北部山区年平均降雨 1,700-2,100 毫米，中部平原约 1,600 毫米，

南部丘陵约 1,400 毫米。夏半年（4-9 月）占全年雨量的 80%，冬半年（10 月－下年 3月）仅

为 20%，容易出现春旱和秋旱。县境主要气象灾害有水灾、旱灾、风灾、冰雹、低温霜冻等。

水灾是本县主要灾害之一，分洪涝和山洪暴发两种。因地处浔江中游，洪涝大小往往取决于浔

江水位的高低。一般水位达到 29 米就会出现中涝，农田被淹 1.5 万亩以上；32 米酿成大涝，

农田被淹 2.5 万亩以上，34 米则为特大涝，被淹面积高达 3.4 万亩。自 1951 年至 1980 年，

县境发生中等以上洪涝 25 次，平均每年 0.8 次。大涝以上 7 次，差不多四年一遇。山洪暴发

主要在北部、南部山区，以同和江与白沙江为害最烈。1981 年 5 月 9 日至 11 日，大、暴雨 3

天，白沙江山洪暴发，受淹农作物 86,228 亩，冲毁农田 7,053 亩，倒塌房屋 2,718 间，冲垮

河堤 5,407 处，冲毁桥梁 110 座，损失仓储稻谷 20 多万斤，化肥 2.5 万斤，还有人畜伤亡。

干旱是本县另一重要灾害，据 1954 年至 1980 年统计，27 年中共发生春旱 15 次，秋旱 21 次，

共 36 次，平均每年发生 1.3 次。其中重旱有 21 次，大致 4年发生 3次。1980 年 9、10 月间，

37 天滴雨未下，虽有水库可供提水浇灌，全县水稻仍有 36.7 万亩受旱，占总面积的 69%。县

境年平均大风（八级以上）日数 5.6 天，龙卷风、台风的破坏性最大。1980 年 11 月 26 日晚

在平南镇河口发生的一次强烈大风，32 公分直径的大树、16 公分直径的钢筋水泥电杆皆被吹

折，造成桂民“302”号特大海事，附近农作物损失很大。冰雹在全县均可能出现，浔江沿岸

则为相对集中地带。1965 年 4 月 9 日凌晨，大新，镇隆、大安、丹竹等乡镇遭冰雹，一般大



如鹅卵，甚至有几十斤，上百斤者。当时有 1,480 个生产队受灾，砸毁房屋 220 间，人畜均有

伤亡，损失农作物 9千多亩。

土 壤 北部山区主要有砖红壤性红壤、红壤、山地红壤、黄红壤、黄壤、草甸土；南部

丘陵有砖红壤性红壤、红壤、紫色土；中部平原主要是水稻土和旱地土。红壤是全县最多的一

种土类，共 276.7 万亩，占陆地总面积的 63.6%，其土层很薄，肥力较低。紫色土共 60.7 万

亩，占陆地的 14%，宜于经济作物和林木的生长。水稻土面积约 55 万亩左右，占陆地的 12.6%。

旱地土约 16 万亩，占 3.7%。其它土类或亚类，数量都不多。在水稻土中，淹育型水稻土共 69,471

亩，占 12.66%；潴育型水稻土共 434,631 亩，占 79.26%，是水稻土中最好的一种；潜育型水

稻土有 31,160 亩，占 5.68%。旱地土中，红壤土 8万亩，占 49%；宜于发展果木和旱地经济作

物；红沙土 3.5 万亩，占 22%，赤红砂土 3.7 万亩，占 23%；河流冲积土 1万亩，占 6%。

资 源 矿藏：主要有石灰石、红沙石、花岗岩、铁、锰、铜、铅、黄金、黄铁、磷、重

晶石、白泥、铀、石英等 10 余种，巳列为国家开采项目的有黄金和铀矿。石灰石储量较多，

共 40 亿吨，质佳石美，含钙高达 54%以上，烧制的“河山灰”洁白无渣。石灰石、石灰远销

广东、港澳，已开采 1亿吨左右。红砂石储量在 20 亿吨以上，是很好的建筑材料，民间用以

制作石板、石磨、石柱、门坎、门窗柱、磨刀石等，产品畅销区内外。花岗岩储量 30 亿吨，

系斑状花岗岩，为优质建筑装饰材料，其色肉红或灰白，绿色花岗岩质地特优，有很大开发潜

力。

野生动物：较珍贵者有水獭、猴子、黄猄、豹、穿山甲、果子狸、眼镜蛇、金环蛇、银环

蛇、红毛鸡、鹧鸪、鹌鹑等。野生鱼类约 110 种，主要为鳔、�、鲩、鲤、鲮等 5种。尚有名

贵鱼类中华鲟、三来鱼（鲥鱼）、黄官鱼、水鱼、花鱼、鲈鱼、桂花鱼、鱼佥鱼等。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 40,037 万元，比 1949 年的 1,841 万元，增长 20.75

倍；比 1978 年的 27,344 万元，增长 46.42%，比 1983 年的 39,189 万元，增长 2.16%。1979

年至 1984 年年递增率 6.5%。1984 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 425 元，比 1949 年增长 9.73 倍，比

1978 年增长 34.48%（注：以上产值数均按当年价计算）。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面积 715,652 亩，其中水田 551,469 亩，（含旱涝保收田 46 万

亩），旱地 164,183 亩。农业人口 885,304 人，农业劳动力 413,015 人，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有

耕地 0.8 亩，每个农业劳动力只负担耕地 1.73 亩。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农田水利设施的改

善，科学技术的进步，耕作制度也随之改变，现种植双季稻为主，粮食单产也不断提高。近年

来，因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经济作物，水稻种植面积相应减少。1984 年粮食作物种植面

积比 1983 年减少 54,249 亩，经济作物则增加 42,046 亩。

1984 年末，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为 15.6 万马力，比 1983 年增长 3.15%。有农用大、中型

拖拉机 379 台，小型拖拉机 4,544 台，机耕船 782 艘，农业动力机械 4,755 台。1984 年机耕

面积共 47.09 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65.8%，比 1983 年提高 2.9%。全年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

为 2,278.6 万斤，比 1983 年增长 7.53%；每亩耕地平均施用化肥 32 斤，比 1983 年增加 2斤。



粮、油、蔗：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六年间粮食递增 3.7%，油料递增 28%，甘蔗递

增 12%。1984 年粮食总产量 65,819 万斤，比 1983 年减少 17.32%，比 1978 年增长 18.1%。油

料总产 1,251.4 万斤，比 1983 年增长 11.47%，比 1978 年增长 37.8%。甘蔗总产 400,235 担，

比1983年增长0.32%，比1978年增长40%。1984年收购原粮16,589万斤，比1983年增长3.56%，

比 1978 年增长 40%。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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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总产值

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1731.6 100 20479

13417

717

2849

3401

95

100

65.5

3.5

13.9

16.6

0.5

28306

18321

797

6070

2843

275

100

64.7

2.8

21.4

10.1

1.0

29415

17389

1114

8059

2575

278

100

59.1

3.8

27.4

8.8

0.9

1599 43.6

29.6

55.4

182.9

-24.3

192.6

3.9

-5.1

39.8

32.8

-9.4

1.1

6.2

4.4

7.6

18.9

-4.5

19.6

说明：表内数字以当年价格计算

林 业 全县有林面积 241 万亩，占山地面积的 88.4%。据 1982 年普查，现用材林以马尾

松、杉木为主，计有马尾松 117.37 万亩，杉木 23.35 万亩，阔叶树 6.53 万亩。经济林木有油

茶 7.2 万亩，玉桂 2.5 万亩，八角 0.6 万亩，茶叶 2.4 万亩，桉树 0.3 万亩，竹子 2.7 万亩。

立木总蓄积量 168.8 万立方米，用材林蓄积量为 90.8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 25.62%，绿化

程度 47%，森林年生长量 17.89 万立方米。近年来，松、杉、竹等用材林和玉桂、八角、甘榄、

油茶、油桐、柑、橙等经济林木有所发展。

牧 业 牛用于耕作劳役，1984 年末存栏 63,709 万头，比 1983 年增长 3.96%，比 1978 年

增长 20.9%。其中水牛占 71.73%，黄牛占 28.27%。主要家畜是猪，1984 年总饲养量 381,357

头，比 1983 年 321,450 头增长 18%，比 1978 年增长 38.5%，年末存栏 35.28 万头，比 1983

年增长 3.26%；出栏肥猪数 30.1 万头，比 1983 年增长 30.36%，出栏率为 92%。1984 年鸡、鸭、

鹅等家禽饲养量约 500 万只左右，其中鸡 360 万只，鸭 138 万只。

副 业 农村副业除饲养猪和家禽、捕鱼外，还有种蘑菇、木耳、香菇，加工豆制品，酿

酒，碾米，竹器编织，木器制作，打铁，打石，挖矿，淘金，建筑以及种菜，养蜂等。1984

年有建筑队 48 个，从业人数 2,880 人。淘金 70 个点，约 800 人。1984 年纯副业产值 2,029

万元，比 1983 年减少 9.7%。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产业结构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

各种专业户，经济联合体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1984 年全县有“两户一体”约 6,500 户，

比 1983 年增加 4倍多，农村经济正由自给自足向商品化发展。

渔 业 全县可养殖水面 6.02 万亩，以放养草、鳔、�、鲤、鲮为主，1984 年鲜鱼总产

量 35,839 担，比 1983 年增加 1.02%。县境江河纵横，天然饵料丰富，浔江及其主要支流是优

越的鱼苗孵化场，每年鱼苗捕捞量在 14,500 万尾以上。年平均输往区内外的鱼苗有 150-200



万尾，出口港澳及东南亚等地的鳔、�、鲩、鲤等鱼苗每年在 21-146 万尾之间。

土特产品 优质米；是本县出口的大宗商品之一，以“文科占”、 “05 占”、“团黄占”、

“特眉”等品种最好，米粒透明、细长、有油质。主要产地在大安、丹竹、安怀、环城、镇隆、

大新、思旺等乡镇。自 1975 年至 1984 年，平均年出口 5,107 吨，最高年出口 13,380 吨。

蜜枣：主要产于环城、大安、丹竹、镇隆等乡镇，选用规格一致的鲜枣以白糖饯制而成。

平南蜜枣铺肉松化，肉厚核细，色泽鲜明，面起糖霜，是平南传统之上等果品。主销于港、澳

和东南亚等地区，最高年出口量为 301 吨。

桂圆肉；本县盛产龙眼，尤以环城、思旺、大安、大新、丹竹、镇隆等乡镇出产较多。1984

年元果产量 300 多万斤。经烤晒去壳而成桂圆肉，其色泽黄亮、肉厚透明，泡开成梅花状，是

滋补佳品。畅销于区外及港澳等地。

烟叶：已有悠久的种植历史。产于丹竹的珠砂楞烟叶，其色金黄，香味兼优。大安加工的

齐丝烟，烟丝匀细齐整，烟味芳香，曾远销港澳和东南亚等地。1984 年种植烟草面积 13,994

亩，比 1983 年增长 44.1%；总产量为 30,922 担，比 1983 年增长 46.04%。

桂皮：传统出口大宗产品之一，自 1952 年至 1984 年，平均年出口 253 吨，最高年出口

598 吨。产于六陈、大坡、寺面、平山等乡镇。其味香辣，棕色鲜明，含油率高达 6%以上。桂

皮有油桂、企边桂、板桂、桂通、桂碎之分，可调味和作药用。平南桂皮远销美国、西欧、日

本、港澳等地区，长期不能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

桂油：以桂叶蒸制而成，美味芳香，深琥珀色，含柱醛 80~85%，用途很广，可制高级化

装品、糕点、糖果、饮料，医药上可作肠胃兴奋剂和杀菌剂。产区主要在六陈、平山、大坡、

寺面等乡镇，年产量在 20-30 吨左右。主销英国、法国和香港等地区。最高年出口 11 吨。

厘竹：主要产于北部山区之马练瑶族乡及同和乡，年产量 250-300 吨。用于制作活动篱巴、

蚊帐竹、鱼薄等。畅销于欧洲及东南亚市场，以英国销量最大。年出口 120 吨左右。

淮山；又叫山药，既是中药材，又是副食品，用途很广，产于全县各地。1984 年种植 7,176

亩，产量 43,100 担，产值 560 万元。平南淮山片和光山条，除在国内销售外，还远销港澳、

日本，深受外商欢迎。

半夏：主产于官成、环城、丹竹、大安、镇隆、大新、思旺等地。半夏入中药材，具有降

逆止呕、燥湿化痰、消痞散结之功效。1984 年种植 7,971 亩，产量 797,100 担，产值 558 万

元。销往河北一带。

乌江甜笋：因产于平南镇乌江村而得名。其培育方法独特，长笋时用浮泥遮盖，笋不露地

面，故笋肉洁白、甜嫩爽口。此笋即挖即炒，不用漂水，特具清香；如煲燉肉类，则煲燉 10

小时食用仍然脆口。年产量 1,000-2,000 斤左右。

水柿：是本县出口大宗水果产品之一。产于六陈、大坡、平山、寺面等乡镇。作水果鲜食，

清甜可口，营养丰富。亦可制柿饼、柿片、杮糕，并可酿酒、作醋。最高年产 100 多万斤，远

销港澳市场，每年出口 200 余吨。

柑子：有柳蜜柑、大红柑、温州柑、潮州柑、椪柑、蕉柑、四会柑等品种，主产于本县新



桥农场、安怀、环城、同和等地，年产量在 400 万斤左右。柳蜜柑、大红柑，柑肉橙黄，汁多

渣少，清甜美味。远销港澳等地区，每年出口 77-100 吨。

柚子：主要产地为同和、平山、寺面等乡。以 1952 年至 1984 年统计，年产 300 至 450

万只。平南柚子的特点是皮薄肉厚，味甜汁多。柚皮可作菜食及制柚皮糖和香料，药用有健胃

止痾之效。历年畅销区内外，年平均向港澳市场出口 20 多万只。

西瓜：主产于丹竹、安怀等地，年产量在 400 万斤左右，以无子西瓜为优。每年出口香港

市场约 400 吨。

猪肠衣：用新鲜猪小肠刮制加工而成。上有三色（白色、乳色、粉红色），下有二色（黄

白色、灰白色），产于金县各地。畅销西德、丹麦、英国等国，年出口约 10 万条。

蘑菇：1958 年开始室内种植蘑菇，每年栽培面积在 17-20 万平方米之间，产量 500 吨左

右。主要销往港澳市场和欧洲、加拿大、南亚等地区，年出口量为 200-450 吨。

三黄鸡：平南三黄鸡以个体小及嘴、脚、毛皆黄为特征，胸脯丰满，肉嫩骨脆，味香爽口，

是宴席佳品，出口港澳和东南亚地区，驰名中外。获 1984 年国家经委荣誉证书，国家银质奖。

自 1951 年至 1984 年，平均年出口 889,000 多只。

活猪：平南土猪品质优良，英特点是瘦肉较多，香浓可口，产于全县各地。自 1952 年至

1984 年，平均年出口 20 多万头，主销港、澳市场。

活杂水产：是平南出口港澳市场的名贵食品，有生鱼、塘角鱼、娃娃鱼、山瑞、水鱼、金

头龟、鹰咀龟等，年平均出口 73 吨左右。

水 利 解放前仅有一些简易的石堰塘坝引水灌溉，可灌溉面积约 32,000 亩左右，亦有以

天车及水车提水灌溉的。现有蓄水工程 2,805 处，总库容 5.18 亿立方米，有效库容 3.19 亿立

方米，可灌溉面积 46 万亩，引水工程 422 处，灌溉面积 2.9887 万亩；排水工程 275 处，装机

296 台，灌溉面积 11.46 万亩。兴建防洪堤 6处，长 96 公里，闸门 76 座，可防洪保障面积 28.1

万亩。在白沙江的治理中，先后建设了六陈水库枢纽工程、六陈电站、六陈东、西干渠、龙角

水库、武林防洪闸、白沙江改河工程等项目，基本上解决了南部地区平原的用水和供电，保证

了大新等乡农业生产长期持续增产。

工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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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 100 6865

4828

2037

100

70.3

29.7

10883

7814

3069

100

71.8

28.2

10622

7733

2889

100

72.8

72.2

9609 54.7

60.2

41.8

-1.9

-1.0

-5.9

7.5

8.2

5.9

说明：表内数字以当年价格计算

1949 年仅有私商办的铸镬厂和火柴厂两家，工人 170 人左右；另有从事制豆腐、烧酒、



粉丝、编织、木器加工、打铁、蓝靛、蔗糖、纺织等家庭手工业。产值 109.4 万元。1984 年

底，国营工矿企业有：麻纺厂、氮肥厂、磷肥厂、水泥厂、石灰厂、农机一厂、农机二厂、卷

烟厂、印刷厂、电机厂、外贸加工厂、平田副食厂、果菜加工厂、饲料厂、酒厂、陶瓷厂、自

来水厂等 20 家，共有职工 4,519 人。1984 年产值 5,330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50.2%。

其中较大的麻纺厂，有职工 1,680 人。集体工矿企业 1984 年产值 4,884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0.2%。其中小刀厂生产的三利小刀，是平南传统的名牌产品，1983 年 11 月在全国刀具行业 19

个厂家评比中，荣获第一名。平南水暖器材厂生产的挂花牌自动延时自闭大便器冲洗阀，在全

国同类产品中名列前茅，远销中东、南亚等 14 个国家和地区，深受用户欢迎。农民联办工业

总产值为 218 万元，个体工业总产值为 190 万元，比 1983 年的 13 万元增长 13.6 倍。1984 年

各类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税金总额共 810 万元，比 1983 年减少 654 万元，下降 44.6%。

电力：1984 年全县各电站总装机容量共 17,072 千瓦，装机 296 台，总发电量 3,151 万度。

其中小水电 24 处，装机 46 台，装机容量 1.69 万千瓦。装机容量最大的是六陈电站，装机 5,200

千瓦；其次是燕滩电站，装机 3,750 千瓦；还有福船电站，装机 2,000 千瓦。这 3座电站是全

县的骨干电站，接连新黎、 官成、武林、大峡口等电站组成平南地方性电网。电网装机容量

为 1.94 万千瓦。

全县有 35 千伏线路 143.87 公里，10 千伏线路 525.5 公里，低压线路 780 公里。有 35 千

伏升压台 3座，升压变压器 3台，总容量 14,500 千伏安；35 千伏降压变电站 7座，降压变压

器 9 台，容量 11,980 千伏安；10 千伏配电变压器 546 台，容量 37,625 千伏安。1984 年全县

农村用电量 1,377 万度，比 1983 年增长 2.61%。

全县电力供应以水电为主，旺水季节供电情况较好，枯水季节则严重不足，对工农业生产

影响甚大。目前已开始并接南柳电网，预计 1986 年第三季度可接通供电。

交 通 以陆路为主，到 1984 年底有公路 22 条，其中干线 6条，总长 610 公里，黑色渣

油路 10 公里。有各种汽车 512 辆，比 1949 年增长 52 倍多。全县 19 个乡镇每天都有客车往返；

可通汽车或拖拉机的村有 3,210 个，占全县自然村的 80%。1984 年汽车客运量 240 万人次；货

运量 18,875 吨，周转量为 8,222,069 吨公里。县城每天有对开客车发往南宁、桂林、柳州、

玉林、鹿寨、蒙山、象州、藤县太平、贵县、桂平、容县、北流等地，共 70 多个班次。货车

约 1,500 台次。水路运输每天有 10 多班客轮往返于浔江航道，上至南宁、柳州，下至广东各

地。1984 年客运量为 30 万人次；货运量为 18 万吨。另有木质渡江客轮 14 艘，马力 276 匹，

载运量 10,619 吨。

邮 电 有邮电局、支局、所共 22 处，邮路单程总长 2,417.4 公里。全县通邮的自然村占

85%。农村电话线路 1,513.8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48 条，共安装单机 814 部。1979 年 5 月县

城安装了自动电话，到 1984 年装单机 600 部。1984 年营业额为 94 万元。

商 业 1984 年全县有商业网点 5,587 个，从业人员 10,390 人。其中国营网点 135 个，

从业人员 2,264 人；集体网点 19 个，从业人员 98 人；农村代购代销店 268 个，从业人员 411

人；个体网点 5,165 个，从业人员 7,619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 16,962 万元，比 1983 年增



长 17.58%。集市贸易额 6,000 多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66.84%。销售化肥 87,050 吨，比 1980

年增长 6.1%。1983 年出口商品收购总额 2,358 万元，比历史最高的 1978 年增长 35.92%。

财政金融 1984年全县财政收入1,878万元，财政支出1,752万元。全县城乡储蓄额5,424

万元，比上年增长 43.23%；其中农民存款 2,751 万元，比上年增长 44.87%。农贷款发放 5,150

万元，比上年增长 66.83%；农贷款收回 3,744 万元，比上年增长 19.81%。

人民生活 1984 年全县人均吃粮 531 斤，比 1983 年减少 32.1%。农民每人年平均收入 261

元，比 1983 年增长 23.11%。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月均工资 83.8 元（含奖金和各种补贴），比

1978 年增长 70%，比 1983 年增长 38.2%。集体企业职工月均工资 57.8 元，比 1978 增长 65%，

比 1983 年增长 33.2%。人民经济生活得到了改善，1984 年共销售自行车 10,992 辆，比 1978

年多 4,288 辆；手表 28,200 只，比 1983 年多销 8,000 只；缝纫机 7,098 台，比 1983 年多销

2,152 台；电视机 784 台，比 1980 年多销 736 台；电扇 3,543 台，比 1983 年多销 1,326 台。

文 化
教 育 建国前，全县仅有完全中学 1所，初中 1所，高中学生 270 人，初中学生 900 人，

教职员 94 人。小学 506 所，学生 26,863 人。1984 年，县有中等师范学校 1 所，参加进修教

师 60 人，教职工 47 人。高中 7所，完全中学 1 所，初中 27 所，计高中学生 4,829 人，初中

学生 28,401 人，中学教职工 2,553 人（其中公办教师 1,696 人，民办教师 857 人）。农业中学

2所，学生 175 人，本年毕业生 52 人，教职工 31 人。小学 242 所，学生 139,434 人，教职工

5,789 人（其中公办教师 2,552 人，民办教师 3,237 人）。1984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 1人。

电视大学 1 班，学生 29 人。全县入托幼儿 2,267 人，学前班儿童 1,568 人。1980 年至 1984

年全县高中毕业生共 10,342 人，考取大专院校 972 人，中专 776 人。

平南中学教学大楼

科 技 县有农科所、林科所、农机研究所、气象站、农业技术推广站、土肥站、病虫测

报站、农机推广站、畜牧兽医站、种苗站、种畜场和种子公司等 12 个科技单位，各乡镇村都

有相应组织。还建立了农、林、水电，医、机械、畜牧、化工、农机、电子、数学、物理、心

理等 12 个专业性学会，共有会员 820 人。平南水暖器材厂生产的桂花牌延时自闭武冲洗阀，

荣获 1984 年自治区科技成果三等奖。

1984 年有各类自然科学专业技术人员 547 人，其中主治医生 6人，工程师 13 人，农艺师



9 人，兽医师 1 人，助理工程师 80 人，助理农艺师 50 人，助理兽医师 15 人，医师 173 人；

工程技术员 64 人，农业技术员 127 人。

文化艺术 1984 年县城及大安镇有文化馆各 1所，各乡镇有文化站 17 处。图书馆 1 个，

藏书 10 万余册。文物管理所 1个，设文物展览室 1 间。县城有工人俱乐部 1个，电影院、影

剧院各 1所；乡镇电影院 2 所，影剧院 33 所。全县有电影队 111 个。县专业剧团 1 个。县新

华书店有发行点 21 个，职工 63 人。有乡镇广播放大站 17 个。全县有电视机 4,985 部，录音

机 4,585 台。

卫 生 1949 年有卫生院 l所，医生与工作人员 11 人，病床 6张。1984 年有县人民医院、

中医院、妇幼保健站、防疫站、药品检查所等 6个县辖医疗单位，乡镇卫生院 16 所，村卫生

室 280 所，学校医务室 9所，机关、工厂医务室 16 所。全县有病床 628 张。医务人员共 1,565

人，其中，西医师 136 人，中医师 37 人，护师 3 人，中药师 3 人，检验师 4 人，其他技师 3

人，主治医生 5人，受过训练的接生员 368 人。1983 年育龄妇女 147,484 人，已节育 95,271

人，占育龄妇女的 64.6%。1984 年领取独生子女证的有 465 对。

体 育 县城有体育场 1 个，有田径场、游泳池、篮、排、足球场等。金县有篮球队 110

个，运动员 3,720 人；篮球场 1,175 个，其中灯光球场 111 个，县城灯光球场可容纳 5-6 千观

众。有业余体校 1所，重点培训青少年运动员。历年来，共向国家和自治区级运动队输送运动

员 27 人，向体育院校和区专业队输送学员 66 人。运动员吴安妮获 1958 年自治区乒乓球女子

单打冠军，胡耀仁获 1974 年全国少年田径赛 800 米跑第三名，韦春平获 1978 年自治区第四届

运动会 52 公斤级举重总分第一名，徐道通、徐道旺兄弟连获 1980 年、19 81 年全国武术观摩

表演大会表演优胜奖。据 1984 年统计，全县各乡镇 60%的青年职工经常参加体育活动。

文物胜迹
畅 岩 位于县城西 20 多华里处。石山一座，平畴突起，山麓有岩宽敞如屋，故名畅岩。

系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少年读书处。时二程之父程珦作宰龚州（时平南县为龚州治所），

廷周敦颐（濂溪）教读两子。留有印心事、莲花池等遗迹。穿穴而过为文昌岩，循石径可探三

宝岩、飞鼠岩、遇仙岩诸胜。畅岩又是境内重要的古文化遗址，保存着新、旧石器时代的文物。

挹翠山 在县城东北 1里，有土山九节，为县治的屏障。此山景色秀丽，登巅远眺，周围

数 10 里景物尽入眼底。相传此山产挹翠草、蛇黄石，可治肿毒及小儿惊癎等症，因而得名。

现岭上建有革命烈士纪念碑。

黄花岗五烈士纪念碑 位于县城郊罗冲桥畔。1911 年（宣统三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孙

中山、黄兴等为首组织和领导广州起义，进攻两广总督衙门。是役有 28 名平南籍爱国志士参

加，牺牲的有韦统淮、韦统玲、韦树模、书荣初、林盛初（均是丹竹都兴村人）等五人。民国

二十四年（1935 年），邑人建立平南五烈士纪念碑，碑基上镌刻五烈士的籍贯、年龄和事迹，

以永志缅怀。

阆石山 在县城西北 48 公里的大鹏乡沙垌村背。石蜂如笋，高插云表，四围皆峭壁，唯

一径蜿蜒至其巅，登眺者四顾苍茫，云生足下。半山有石室，南汉状元梁嵩曾读书于此。



黄花岗平南五烈士纪念碑

游鱼洲 在县前大江中，春夏淹没，秋冬水涸始见。洲形如游鱼，秋未冬初常有大群鸿雁

飞集于此，上下翱翔，声闻数里。明朱抗清名将袁崇焕家居平南时，作有《游雁洲》诗。

著名人物
李修其(1872－1928) 平山乡七村人。又名仲爵、时炯。清末秀才。曾赴日本留学，回国

后在本乡新隆创办蚕业学校。1925 年冬，投身农民运动，任平南县农协筹委会常委。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后，李回到新隆继续开展农运，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7 年 8 月中旬，新隆工

农民主政府成立，李出任主席。是年 12 月下旬，在反“围剿”战斗中英勇牺牲。

苏国忠(1903－1927) 丹竹镇人。1922 年在省立梧州二中读书，当选为“梧州市学生联合

会”执委，后加入共青团、中国共产党。1926 年冬在平南任乐群小学校长，带领师生在县城

等地搞革命宣传，发动群众反对县当局的横征暴敛，领导了“反百货捐”斗争，并取得胜利。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县当局诱捕，1927 年 5 月中旬被害于狱中。

梁嵩(?－?) 鹏化里龙街人（今大鹏乡）。字子高，一字仲邱。南汉白龙元年（925 年），

中进士第一（状元）。因不满南汉统治者刘酷虐无道，乞谢职归。归里时于东壕圩（今平南

白马圩）溺死。

张 澯(1461－1519) 城西厢一里人。字仲湜，别号泾川。明成化十四年(1478 年)进士。

历任礼、吏、户、兵四部尚书，参赞机务，献策切中时弊。正德十年(1515 年)被诬辞归，定

居全州。博学善著述，所著甚富。

袁崇焕(1584－1630) 字元素，又字自如。白马圩人，祖籍东莞。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进士。崇祯帝即位后，于崇祯元年(1628 年)四月被超擢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兼管登、

莱、天津军务，委以抗清重任，并多次重创清军。后皇太极施行反间计，被诬以“谋叛欺君”

之罪，处以磔刑。

蒙得恩(1806－1861) 大鹏花王水马铃村人。1850 年 3 月参加拜上帝会，并在花王水一带

发展会众，先率领大鹏会众赴花洲团营，10 月下旬开赴金田。清兵围攻花洲，洪秀全等被困，

蒙复回军救援，至思旺圩，断敌后路，与胡以晃等内外夹击，大败清军，遂迎接洪秀全上金田。



蒙在太平军中身经百战，累树功勋。洪秀全“爱其才能，嘉其功绩”，杨韦内讧后，封赞王，

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掌理朝政，总理国事。

胡以晃(1816－1856) 官成新平人，后迁入花洲山人村落户。1849 年 12 月在桂平结识洪

秀金、冯云山，并邀至花洲山人村家中。协助洪、冯在花洲一带组织拜上帝会，聚众五千余，

进行操练，积极准备起义。清兵侦知，3次进剿，皆为所败。旋随洪、冯带领会众至金田会师。

后在太平天国起义中，率队东征西讨，累建奇功，晋封豫王。

甘 曦(1877－1925) 原名德蕃。清末秀才。六陈人。曾游学日本，任梧州法政讲习所教

席。时值地方水灾，曦请政府拨款赈济，人多感之。1910 年在桂林被举为广西咨议局正议长。

善诗文，著有《瓠诗文钞》等多种。

蒙 志(1887－1940) 镇隆乡社垌村人。字炳忠，号道征。1918 年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在

旧桂系军队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后投奔黄绍竑，擢升为师长。抗战时期随黄至浙

江，在保卫金华战役中，于萧山重创日寇，获国民党中央嘉奖。旋晋升为中将，任钱塘江前敌

总指挥。不久病逝于金华。

韦树模(1889－1911) 丹竹镇都兴村人。从小与族人统淮、统铃、荣初和石灰塘村林盛初

意气相投。后与李德山相识，以教习武术为名，设馆招致豪侠之士，鼓吹革命。辛亥(1911 年)

农历 3月，相率赴香港或广州，廿九日随黄兴、赵声举行起义，进攻清粤督署。因众寡不敌，

与韦统淮、韦统铃、韦荣初、林盛初等同时殉难，后殓葬于黄花岗，为参加黄花岗起义的平南

五烈士。

重要事件
花洲首义 花洲在县城北约 60 华里，地处大鹏、马练瑶族乡交界处，四面群山环抱，一

冲蜿蜒而入，地势十分险峻。洪秀全、冯云山于 1849 年 12 月到山人村胡以晃家后，即以花洲

作为中心据点，发展“拜上帝会”组织，建立鹏化山区根据地。1850 年农历六月间，洪秀全

在花洲向各地会众发出会师金田的团营令。鹏化山区各地会众陆续齐集花洲，受到清兵和地主

团练的不断围攻，洪秀全、冯云山、胡以晃等率领数千会众重创敌人，顺利实现了花洲团营，

从而揭开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序幕。现有大血坪战场、营盘、上帝坪、造军械处等遗址。

“迎主之战” 鹏化山区“拜上帝会”众在花洲团营后，引起了清地方政府的惊恐，他们

侦知洪秀全、冯云山还留在花洲，以浔州协副将为首的清军与当地团一一起，于 1850 年 11

月包围了花洲，欲图困死洪、冯。在金田的杨秀清等得知消息后，派出蒙得恩带领三千多人马

赶到思旺，从后背攻袭敌人，花洲会众趁势杀出，前后夹攻，彻底击溃了清军的围攻，迎接洪

秀全胜利到达金田。这次战役，史称“迎主之战”。

官村大捷 1851 年秋农历八月，太平军主力到达官村，清军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广西提督

向荣率领 1万多清兵和大批团练，在官村、莫村一带扎营堵截，妄图全歼太平军主力。太平军

先头主力 1万多人，经思旺西岭尾直插官村，以偏师迫近莫村，接应主力作战。时清军扎营未

稳，在太平军两面夹击下，官村清军溃退，伤亡惨重。当晚肖朝贵又率队伍猛攻莫村，清军遂

全线溃败。



反百货捐斗争 1927 年 1 月 1 日，北河八里团练总局在城厢征收百货捐，向人民进行勒索，

农民、商人罢市两天，税警开枪打死、打伤农民各 1人。城厢群众群情激愤，一时聚集三千多

人，抬尸向反动当局示威游行。慑于群众威力，八里团总逃走，县知事答应惩办凶手，取消百

货捐。

新隆起义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平南农协执委、共产党员李修其，回家乡劳五

区新隆圩建立农民武装，继续闹革命。不久，上级党组织又派来陈平、宁培英等人，建立了中

共劳五区区委会。农历八月中旬，区农会改组为新隆工农民主政府，选举李修其任主席，李荫

阶任副主席，农军改为红军，李立名为红军队长，陈平为军事指导，宁培英为政治指导。同时

积极开展反土豪劣绅的斗争，攻打平山团局。1928 年 1 月 17 日，国民党政府调集军队进行围

攻。经三天两夜的激战，宁培英、李修其、陈平、卢有权（女）、高鹏鹍等惨遭杀害，起义失

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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