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 宣 县

武宣水陆交通方便，黔江航道贯穿县境，公路通达柳州市和象州、贵县等地。县境盛产稻米和油

料作物。朗村烟叶、金龙茶叶以其品质优良而著称。生姜产量多，被人们誉为“姜乡”。矿产资源丰富，

其中锰、铅锌、滑石、重晶石藏量尤多，石英矿质地优良。

位置面积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柳州地区南部。东靠金秀瑶族自治县，西邻来宾县，

南与桂平、贵县接壤，北连象州县。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43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68 公里，总面

积 1,739.45 平方公里，合 2,609,175 亩。其中陆地 2,551,815 亩，占总面积的 97.8%；水域

57,360 亩，占总面积的 2.2%。县治武宣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234 公里，距柳州市 95 公里。

建置沿革 秦属桂林郡地。汉晋先后为郁林郡中留县、中溜县、桂林县、中胄县地。南北

朝宋、梁、陈皆为桂林郡治所在地。唐武德四年（621 年）称武仙县，因境内有仙人山而得名。

宋、元因之。明宣德六年（1431 年）改武仙为武宣，并自此定名。解放后，自 1952 年 9 月至

1961 年 12 月，武宣县与象县合并，称石龙县。1962 年撤销石龙县，恢复武宣县。

行政区划 现辖东乡、河马、三里、二塘、黄茆、金鸡、桐岭、通挽、禄新、思灵 10 个

乡及武宣镇。下属 142 个村民委员会和 6个街道居民委员会，487 个自然村。另有 10 个圩场。

县治武宣镇，共 2,871 户，15,060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全县总人口 321,086 人，比 1982 年增长 5.15%。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20.21‰，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85 人。据 1982 年统计，全县共有壮族 201,044 人，占总人口

的 65.8%；其次是汉族，104,200 人，占总人口的 34.1%；其他少数民族有瑶、侗、苗、回、

彝、水、黎、京、仫佬、毛难、布依、维吾尔等，共 118 人，仅占总人口的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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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61 35455 43894 53240 54.94 50.16 2129

总 人 口 156741 160919 193732 305362 94.82 89.76 57.62

性别

构成

男 78234 81062 97388 157288 101.05 94.03 61.51

女 78507 79857 96344 148074 88.61 85.42 53.69

地区

构成

城镇 5783 5340 11554 26833 364.00 402.49 132.24

农村 150958 155579 182178 278529 84.51 79.03 52.89

自然条件
地 形 黔江自西北向东南斜穿县境，把全县分成东北和西南两个部分，地势均向中间的

黔江倾斜。东北部为丘陵山地；西南部为丘陵平原，其间多岩溶石山。按照河流和丘陵的自然

走向，县境形成了三处长形盆地和两片丘

陵平原：即大琳盆地，东乡－五福盆地，通挽－桐岭盆地，从金鸡乡沿武（宣）石（龙）

公路到武宣至勒马为一片丘陵平原，从古禄至甘棠为一片丘陵平原。

山 脉 东北部丘陵为大瑶山余脉，入县境后分南北两交，北支趋古晴山过鸡冠山；南支

则入东乡兵坪山。西南部丘陵由贵县绿桑大岭蜿蜒而来，入县境后分驾仙岭、象岭、秀才岭 3

条余脉。县内以东乡的强盗冲顶最高，海拔 1,300.5 米。其次是通天岭，海拔 1,164 米；檐滴

山，海拔 1,085.1 米；双髻山，海拔 1,004.1 米．其余山峰皆不足千米。

河 流 全县大、中、小河流共 106 条。干流为黔江，属西江水系，在县境西北由柳江和

红水河汇流而成，并自西北向东南贯穿县境，全长 122 公里。由于上游源远流长，集雨面积宽

广，故水能资源丰富，流经县境的年径流量达 1,340 亿立方米。因黔江河床低，河岸高陡，过

去一直不能直接自流灌溉农田。自七十年代建成龙从、武农、朗村、樟村 4个电灌站后，始能

利用故水为农业生产服务，有效灌溉面积 10.33 万亩，实际保灌面积 2.13 万亩。县内汇入故

的 7 条较大支流：石祥河、大琳河、三里河、东乡河，豪江河、武来河、马来河，合计总长

395.2 公里，集雨面积 1,794 平方公里，年径总流量 12.95 亿立方米。县境西南岩溶地区内，

还有上桥、思龙、三里、龙从、王村、上堂等 6 条地下河，总流程 45.5 公里，枯水期出口流

量 1.24 立方米/秒。现已利用地下河及地下水 103 处，引用流量为 4.08 立方米/秒，灌溉面积

25,766 亩。

气 候 武宣地处低纬度，在北回归线上，属亚热带气候区。据 1965 年至 1980 年资料，

年平均温度 21.2℃。1月最冷，平均气温 11.5℃，极端最低气温-1.2℃（1967 年 1 月 17 日和

1969 年 2 月 6 日）；7月最热，平均气温 29.1℃，极端最高气温 39.1℃(1980 年 7 月 10 日)。

年平均降水日数 162 天，降雨量在 1,160 至 1,500 毫米之间，雨季多集中在 4-9 月。年均日照

时数为 1,849.9 小时，日照率 42%。年平均有霜期 36 天，无霜期 329 天，一般初霜始于 12 月



下旬。降雪较少，三五年一见。本县主要气象灾害是旱灾、水灾、倒春寒、寒露风、冰雹等。

旱灾多为春旱和秋旱，据 1950 年至 1980 年的 31 年统计，春旱一般在 4月至 5月上旬，平均

1.7 年一春旱；秋早在 8月中旬至 10 月上旬，平均 1.5 年一秋旱。1963 年是罕见的大早，全

年降雨量仅 785.7 毫米，山塘、水库及小河干涸，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 65-70%，粮

食减产 44.3%。水灾分内涝与外涝，内涝以 6月份最多，1977 年 6 月 26 日，石祥等 4个大队

暴雨 4小时，降雨 211 毫米，房屋倒塌 38 间，受淹农作物 3,620 亩。外涝多集中在 6、7月份，

最严重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五月十一日，黔江水位高达 66.4 米，沿河汪洋如海。其

次是 1976 年 7 月 12 日，黔江水位 63.9 米，冲坏房屋 1,535 间，淹农作物 56,508 亩。倒春寒

出现于 2月下旬至 3月，早稻育秧常受冻伤烂掉。据 1965 年至 1979 年资料，寒露风的最早终

止期是 9月 21 日（1976 年），最迟终止期是 11 月 6 日（1979 年），晚稻抽穗扬花时，常因遭

寒露风袭击而减产。冰雹多发生在东乡、三里两乡，1964 年 4 月 6 日晓 8 时，东乡、三里、

武宣 3乡镇降冰雹约 2分钟，大如饭碗，小若指头，打坏农作物 4,146 亩，毁坏房屋 716 间。

土 壤 县境水田土类，主要是潴育型水稻土，占水田总面积的 51.54%；盐渍性水稻土占

25.38%，淹育型水稻土占 20.21%。全县水田多属中等以上肥田，但缺磷、钾严重，缺磷面积

达 78.2%，缺钾面积达 80.7%。旱地土类，主要是红壤土，占旱地总面积的 65.25%；砖红壤性

红壤占 20.72%，洪积土占 7.27%。旱地肥力多在中等以下，缺磷严重，低于 3 PPm 的占 88.2%

的面积；也严重缺钾，低钾面积占 73.6%。这些旱地宜种玉米、黄豆、花生、甘蔗、木薯、红

瓜子、黄红麻等。

资 源 矿藏：县境有锰、铅锌、滑石、重晶石、白云石、铜、金、石灰石、三氧化二铁、

化工锰、镜铁、石英、方解石、褐铁、黄铁、磷等矿藏 16 种。锰矿藏量共 273 万吨，品位 15°

-35°。铅锌矿藏量 719 万吨，铅为 0.8°-5°，锌为 2.8°-10°。滑石（粉红色）主要分布

于武宣镇和禄新乡，随地都是。重晶石藏量 530 万吨，品位 40°-97°，生产的重晶石粉远销

国外。白云石分布甚广，含氧化镁 21°-24°。铜藏量 1万吨。金（砂金）分布于三里、上江

一带。石灰石遍及各乡，合二氧化钙 50°-54°。三氧化二铁藏量约 5 万吨。化工锰藏量 19

万吨。褐铁矿藏量 49.9 万吨，品位 30°-55°。黄铁矿藏量 132 万吨，品位 28°-45°。磷矿

藏量不多。以上各种矿藏资源均已开采。镜铁矿藏量未探明，品位为 65°-70°。石英矿分布

甚广，藏量未探明。方解石数量极多，难以估计。植物：计有数百种，森林以松、杉为主，药

材和造纸原料极为丰富。动物：有 100 多种，较珍贵的有穿山甲、眼镜蛇、鹧鸪、鹌鹑、毛鸡、

蛤蚧等。水猴、娃娃鱼为稀有动物。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3 年工农业总产值是 10,422.63 万元，比 1950 年增长 3.15 倍，比 1978

年增长 83.9%，1978 年以来递增率 12.96%。1983 年人均产值为 291.51 元，比 1950 年增长 82%，

比 1978 年增长 19%。

农 业 1983 年全县耕地面积 507,357 亩，其中水田 236,062 亩（旱涝保收田 187,600 亩），

旱地 271,295 亩。农业人口 295,611 人（劳动力 115,913 人），人均耕地 1.71 亩。自五十年代



以来，随着农田水利设施的改善，不少旱地改为水田，一造改种二造（水稻），并推行稻－稻

－豆（或绿肥）耕作制，促使地力和粮食单产不断提高。

1983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3,541 台，76,170 马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15 马力，

其中耕作机械每百亩耕地占有 5.5 马力。

粮、油、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五年间粮食递增率 5.14%，油料递增率 6.01%，

糖蔗递增率 55.9%。1983 年粮食总产 24,118 万斤，比 1982 年增长 8%，比 1978 年增长 28.49%，

比 1950 年增长 292%。油料总产 897.11 万斤，比 1982 年增长 48.46%，比 1978 年增长 33%，

比 1950 年增长 205%。糖蔗总产 154.592 万担，比 1982 年增长 16:2%，比 1978 年增长 224%。

1983 年粮食收购 5,849 万斤，比 1982 年增长 38%，比 1978 年增长 178%，油脂收购 146 万斤，

相当于 1978 年的 2.5 倍。随着农业结构的逐步调整，粮食种植面积有所减少，1984 年粮食总

产 21,345 万斤，比 1983 年减 11%；油料总产 938.26 万斤，比 1983 年增长 4.5%，糖蔗总产

165.21 万担，比 1983 年增长 6.9%。1984 年粮食收购 3,505.6 万斤，比 1983 年减 17.6%；油

脂收购 110.64 万斤，比 1983 年减少 24.3%。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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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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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6 100 4154.6

3024.7

70.1

886.3

148.0

25.4

100

72.8

1.7

21.3

3.6

0.6

7450.4

4715.2

108.1

1538.5

970.1

118.5

100

63.3

1.5

20.6

130

1.6

8536.6

5527.3

42.4

1840.9

1022.1

104.0

100

64.7

0.5

21.6

12.0

1.2

425.7 105.5

82.7

-39.5

107.7

590.4

308.9

14.6

17.9

-60.8

19.7

5.4

-12.2

15.5

12.8

-9.6

15.7

47.2

33.0

林 业 全县宜林面积 1,173,023 亩，有林 502,003 亩，占宜林面积的 42.8%，森林覆盖

率为 19.7%，立木蓄积量哄 564,311 立方米。现有森林主要是松、杉，竹和阔叶混交林，还有

油茶、李、柑、柿等经济林。县内禄峰山林场自 1957 年创办以来，现有用材林面积 57,247

亩。该场 1976 年建立的杉木种子园 500 亩，巳列为中央林业部的联营点。1978 年自治区在禄

峰山林场召开林木良种现场会，参观了杉木子代鉴定等十余个项目。

牧 业 县内大牲畜主要是牛，用于耕作劳役。1983 年底耕牛存栏 45,333 头，比 1982 年

增长 9%，比 1978 年增长 10.27%。1984 年底存栏 52,900 头，比 1983 年增长 16,7%。自治区属

的黔江种畜场，占地面积约 135 平方公里，职工 380 人，主要饲养牛羊等种畜。

副 业 农民家庭副业主要是养猪，1983 年饲养 98,906 头，比 1982 年增长 8.2%，比 1978

年增长 269.3%；出栏肥猪 51,725 头，出栏率为 52.3%。1984 年全县养猪 81,400 头，比 1983

年减少 17.7%。农民除养猪外，还养鸡、鸭、鹅、兔、蜂和从事竹具编织等。

渔 业 全县可养殖水面 21,983 亩，其中池塘 8,858 亩，水库 13,125 亩。以养鲤、鲢、



草、鳙鱼为主。1983 年成鱼产量 7,511 担，比 1982 年减少 26.9%。1984 年养殖面积 6,646 亩，

产成鱼 7,604 担，比 1983 年增长 1.24%。

土特产品 朗村烟叶：以产于二塘乡朗村得名。朗村烟柄长叶厚，油润鲜黄，冬不脆，春

不湿，四季柔软，气味醇香，吸后稍有甜喉甘嘴感觉。柳州南江卷烟厂以百分之二十朗村烟掺

卷，产品畅销东南亚各国。

金龙茶：产于东乡金龙山。泡开芽叶葱嫩如生，清香爽口，健胃提神，沏三巡而味不淡。

解放后产制曾处于中断状态，近年有所恢复，现正在扩种发展之中。

生姜：可用于医药，也可作烹调佐料，经加工能提取姜油，制成姜片、姜粉、姜糖等。武

宣素有“姜乡”之称，盛产于东乡、桐岭两乡，1984 年产姜 50 万厅。政府正在大力扶助种姜

业，预计今后将有更大的发展。

红瓜子：武宣红瓜子籽粒均匀饱满，色泽鲜红。1984 年产 150 万斤。以三里乡所产为最

优。

武宣红瓜子 胭 脂 李

胭脂李：外蒙白霜，皮青透红，成熟时果肉殷红发紫，味甜鲜美，系武宣传统特产水果，

远销广州、香港等地。现已有计划发展，种植了 390 亩，因多系新株，挂果尚少，预计 1986

年以后可年产 10 万斤以上。

枣子；盛产于县城附近，是武宣传统特产水果。著名的金

黄枣，销往梧州、广州等地。年产枣果 20 万至 25 万斤。

柑子：以龙山厚皮柑著名。全县年产柑果 15 万斤以上。

泗姑洲沙田柚：产于黔江中之泗姑洲。由于河渊之特殊生长条件，品质特优，泗姑洲沙田

柚每个重达 2至 3厅，顶尖底平，皮薄肉软，果质清甜，多汁无渣。年产约 6,500 个(130 担)。

柿子：以二塘大琳产量最多，全县年产柿子果 40 万斤。

龙眼：武宣龙眼皮薄肉厚，清甜可口。产地遍及全县各地，尤以东乡、三里、二塘等乡为

多，年产 10 万斤。

沙梨：外呈褐色，皮薄肉沙，果质清甜如蜜，全县年产沙梨果 16 万斤。

水 利 1949 年县内仅有小型水坝 80 佘处，均为石灰结石而成，可灌溉农田 17,800 余亩。

此外，则为零星引用山泉，或用风车提水灌溉。建国后，大力兴修水利，现全县有蓄水工程



828 处，其中水库 58 处，山塘 570 处，总库容 15,28l 万立方米，可灌溉面积 126,512 亩，保

灌面积 111,688 亩。最大的石祥河水库总库容量 7,700 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3,487 万立方米，

灌溉渠道 98 公里，灌溉面积 6.1 万亩，保灌面积 5.42 万亩。引水工程 918 处，引水流量 12.57

立方米/秒，灌溉面积 71,484 亩。排灌工程 278 处，其中电力排灌 128 处，装机 186 台，18,657.6

千瓦，灌溉面积 21,328 亩；柴油机抽水站 117 处，装机 119 台，1,766 马力，灌溉面积 3,891

亩；水轮泵站 33 处，装机 41 台，灌溉面积 1,975 亩。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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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1949 年县内只有陶瓷、榨油、制面、酿酒、车缝、小农具等手工业。1984 年工业

总产值为 2,210 万元，其中轻工业 1,290 万元，占 58.4%；重工业 920 万元，占 41.6%。国营

厂矿企业有农机修造厂、汽车修配厂、锰锌矿、矿粉厂、氮肥厂、水泥厂、构件厂、糖厂、陶

瓷厂、副食品加工厂、禄峰山木材加工厂、大米加工厂、自来水厂、印刷厂、电池厂等 16 个，

共有职工 2,134 人，年产值 1,932.99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87.46%。其中最大的是糖厂，

有职工 539 人，年产机糖 4,328 吨，产值 431 万元。其次是锰锌矿，有职工 561 人，年产值

261 万元。

县管集体所有制企业，1984 年共 6家，职工 537 人，年产值 109.93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

产值的 4.97%。

乡镇企业，1984 年计 123 个，从业人员 3,934 人，年产值 167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的 7.6%。

个体手工业，1984 年 140 个，年产值 29 万元。

武宣县农机修造厂为自治区确定的同类企业的重点厂。1972 年以来生产的 6NF-8 型打米

机，体积小，耗电少，生产力强，出米率高，价格合理，适合集体和个体户使用。年产 3,000

台，1985 年自治区评为一等品。该厂 1973 年试制成功的球墨铸铁，耐温耐磨，生产的丰收－

37 型拖拉机行星齿轮架、机架，是区内仅有的产品，质量过关，享有声誉。

电力：全县有小水电站 32 处，装机 34 台，总容量 912 千瓦，年发电量 88.36 万度。其中

较大的松响电站，装机容量 840 千瓦/4 台：乐梅水电站，装机容量 300 千瓦/2 台。1972 年 3

月武宣接通柳南电网的西津水电之后，全县城乡已基本普及用电。现有 110 伏安区域变电站一

座（在武宣城，属柳州供电公司辖）。拥有 35 千伏安降压变电站 5 座，35 千伏安配电变电器

18 台，用电装机负荷合 302,964 千瓦。全县有 3-10 千伏变压器 240 台，装机容量共 19,865



千伏安。

交 通 1949 年县内交通以黔江水路为主。建国后大办运输，兴修公路，水陆交通有了很

大发展。全县现有公路 10 条，总长 210 公里，其中黑色渣油路 38 公里。有各型汽车 223 辆，

其中载重货车 187 辆，大客车 12 辆，各种小型车 24 辆。全县 11 个乡镇全部通了班车，1984

年客运量 122.17 万人次，货运量 148,000 吨。武宣有开往柳州、南宁、象州、来宾、贵县等

地的专程往返班车，还有柳州至捂州、柳州至北海、柳州至玉林等十几趟对开客车经过，公路

交通十分便利。

黔江流经本县金鸡、黄茆、二塘、武宣、三里 5个乡镇，枯水期最低水位 32.3 米，四季

通航。1984 年货运量为 71,791 吨。柳州至梧州，柳州至广州的往返客轮都从武宣经过，乘船

也很方便。

邮 电 全县有邮电局、支局、邮电所 10 所。邮路长 1,127 公里，全县基本村村通邮。农

村电话线路 371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10 条，共安单机 229 部。现有收发讯机 3台。

商 业 1984 年全县有商业网点 1,209 个，从业人员 3,644 人。其中国营商店 57 个，从

业人员 803 人；供销合作社网点 173 个，从业人员 803 人；集体合作店 64 个，从业人员 827

人；农村代购代销店 4个，从业人员 9人；个体有证商业网点 911 个，从业人员 1,202 人。1084

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和批发总额 4,400.5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35.8%，比 1978 年增长 86.1%。

出口商品收购总额最高是 1982 年，共 482.8 万元；1983 年 218.73 万元，比 1982 年减少 55%。

财政金融 1984 年财政收入 593 万元，财政支出 591 万元，稍有结余。全县城乡储蓄颧

605.6 万元，比 1983 年的 659 万元减少 10%。其中农民存款 360.6 万元，比 1983 年的 242 万

元增长 67%。农贷发放 1,126 万元，比 1983 年的 467.2 万兀增长 140.9%。累计收回 510.7 万

元，比 1983 年增长 6.75%。

人民生活 1984 年人均有粮 707 斤，比 1983 年增长 9.7%，比 1978 年增长 2.6%。农民人

均收入 187 元，比 1983 年增长 66.6%，比 1978 年增长 76.4%。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年基

本工资 890 元，比 1983 年增长 20.1%。集体企业职工人均年基本工资 714 元，比 1983 年增长

28.6%。1984 年全县出现专业村 19 个。各种专业户 6,121 户，其中种植业 2,274 户，养殖业

277 户，手工业 640 户，运输业 195 户，商业 255 户，服务业 256 户，其他 1,224 户。开发性

联合体 3个，承包荒山 1,180 亩。全县还涌现年收入一万元以上的冒尖户 17 户。1984 年全县

销售自行车 7,417 辆，比 1978 年多销 5,280 辆；手表 8,500 块，比 1978 年多销 7,480 块，缝

纫机 3,317 架，比 1978 年多销 2,710 架；电视机 920 台，比 1983 年多销 741 台；电风扇 719

台；洗衣机 127 台。1984 年城乡新建住宅 13,265 万平方米，其中干部职工住宅增加 1.573 万

平方米，城乡居民增加 11.672 万平方米。

文 化
教 育 1950 年，全县有初中 2所，学生约 650 人。完小 9所，初小 155 所，学生 1,838

人。

1984 年全县有完中 1所，高中 2所，学生 1,533 人；初中 25 所，学生 8,190 人；农业中



学 2 所，学生 380 人；教师进修学校 1所，学员 90 人。共有中学教职员 846 人，其中专职教

师 544 人。小学 117 所，学生 45,565 人，共有小学教职员 1,870 人（合民办教师 1,083 人），

其中专职教师 1,638 人。幼儿园 21 所（含学前班），入园儿童 1,312 人，幼托教职员 48 人。

1984 年恢复的武宣县壮文学校，在校学员 36 人，教职员 5人。

科 技 全县有农科所、林科所、农机研究所、科技情报研究所等 4个科研单位。乡镇设

有农业技术推广站。县内已建立农学会、林学会、畜牧兽医学会、机械学会、气象学会、医学

会、珠算学会、会计学会、水电学会、数理化学会、科普协会等 11 个组织，共有会员 332 人。

自 1972 年以来，有科研成果 57 项，其中“趋利避害搞改制，推广良种黄豆连年大丰收”获自

治区协作奖。现有各类专业科技人员 241 人，其中工程师 4人，主治医师 4人，农艺师 6人，

会计师 1人，统计师 1人；助理工程师 46 人，医师 72 人，助理农艺师 28 人，助理畜牧兽医

师 8人，助理会计师 1人；工业技术员 51 人，农业技术员 13 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6人。

文化艺术 县文化馆 1个，职工 8人，乡镇文化站 9个，职工 10 人，共藏书 11,661 册。

县图书馆 1个，职工 5 人，藏书 20,214 册。县影、剧院各 1座，乡镇电影院（场）7处，电

影放映队 69 个，共有职工 54 人。县文工团 1个，17 人，乡（镇）村业余文娱队 44 个，队员

1,234 人。业余创作组 18 个，62 人。业余美术组 6 个，132 人。专业、业余文艺工作者创作

文学剧本 27 个，其中彩调剧《夫妻情》获自治区创作三等奖，演出二等奖。县新华书店职工

8人，图书发行点 9个，1984 年发行各种图书 5.16 万册，图画 10 万张。县广播站职工 24 人，

乡镇广播放大站 8个，42 人，村广播室 12 个，维护员 11 人。全县有喇叭 18,240 只，扩音机

50 台。1979 年建 50 瓦电视差转台 1座。

卫 生 1949 年，只有县城 1间设备简陋的医院，其余都是私人开办的诊所和农村草医。

1984 年有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站、防疫站、皮防站等 5个医疗单位，乡镇有卫生

院 8所，厂校医务室 10 个，农村卫生室 85 间。全县共有病床 244 张，各类医务人员 403 人（其

中主治医师 4人，药剂师 3人，主管技师 1人），受过训练的接生员 796 人。1984 年全县育龄

夫妇 39,236 人，实行计划生育 15,387 人，占育龄夫妇 39.2%。有 575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

证。

体 育 全县有灯光球场 64 处，其中县城 10 处。400 米田径运动场 1 处。旱冰场 8 处，

其中县城 3处。1984 年，全县组织 12 个文明村篮球赛 1 次，各种球类、棋类赛 24 次，中小

学田径运动会 9次。县中学生手球队在基层冠军赛中获自治区第一名，获全国第六名。县体校

男子篮球队参加自治区比赛成绩第一，素质第三、总分第二。历年来向上输送运动员 27 名，

其中黄恩往成为国家健将级中长跑运动员，曾多次获全国赛的金牌、银牌，4次参加国际比赛，

也荣获过银牌和铜牌。1977 年以来，先后受国家、自治区和地区表彰的单位共 7 个。有 5 人

被评为自治区或地区先进体育工作者。1979 年桐岭中学被评为全国体育推标先进学校。1983

年禄新、桐岭两公社被评为自治区体育先进单位。

文物胜迹
仙人山 在县西对河约 5里。传说唐朝贾鹏居此修炼，仙去，今有仙人石遗迹，石上有形



如人，武仙县因此得名。山畔有唐柳宗元题诗。诗曰：“寒江夜雨声潺潺，晓云遮尽仙人山；

遥知元豹在深处，下笑羁绊泥涂间”。

八仙寨 在县南 10 里的官禄村，四面环列八小山，若八仙然，故名。其巅有塘 30 余亩，

名八仙塘，又名龙潭，雨不涨，旱不涸，其深莫测，澄清无尘，水味甘美可饮。

仙 岩 在桐岭乡旺田村背，岩内有石若仙人企立，石液凝冱，玉雪晶莹，有泉飞溅成珠，

清雅宜人。相传明建文逊帝微行南下，云游到仙岩，遗诗三首刊石。

打铁岩 于架田村东龙殿山。始进岩口，有石乳如悬鱼，又有两柱排峙，柱上盘旋若云龙

花草。入数步，有清澈水流。有石阶高数十步，石纹如云烟，金碧辉映。上有石座，如殿阁、

石床，左右有石子若荔枝果，光色若金；其旁有石如风箱，故名打铁岩。回望岩口，一线天光。

瀑布泉 近通天岭处，泉出半山，高十余丈，水势磅礴，雄伟壮观。

著名人物
翁尧年(1899－1928) 东乡马台村人。1926 年参加东乡区农民革命运动，任区农民协会执

行委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为中共武宣县委负责人。1928 年 6 月 1 日被捕，21 日子

武宣县城英勇就义。

韦天强(1909－1948) 原名世刚，字近仁。东乡上平岭村人。壮族。1937 年 1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同年 3月任中共武宣县工委宣传委员。1938 年秋参加广西学生军，任地下党部书记。

1944 年任中共贺县特支书记。1947 年夏回东乡组织革命队伍，同年 10 月 23 日（农历九月十

一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二一纵队十二支队队长兼政委，率队攻占东乡、勒马，进攻三里

乡。革命失利后，转移到柳北工作。1948 年 3 月在罗城被捕，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江明彬(1916－1947) 桐岭街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贵县县委组织委员、

书记，贵县抗日游击队指导员。1942 年 10 月，任中共武宣特支书记。抗日时期，在桐岭组织

“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47 年 5 月复任中共武宣特支书记，6月任中共武

宣县工委宣传委员。同年 9月参加武宣的中秋起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二一纵队第二副政委。

11 月受党组织委派去来宾县大湾区开辟新游击区，途中不幸遇害牺牲。

萧朝贵故居

萧朝贵(?－1852) 东乡下武兰村人。壮族。早年家境贫苦，以种蓝、烧炭为生。清道光

二十五年（1845 年）加入拜上帝会。冯云山被捕入狱后，他假托天兄耶稣附体，与杨秀清一

同安定众心，营救冯云山出狱。1851 年 1 月参加领导金田起义，任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



将。同年 12 月在永安封为西王、八千岁。次年永安突围，曾率部在仙回岭大败清军，斩总兵

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又在桂林击毙清将鸟兰泰，进入湖南。7月，在进攻长沙时不

幸中炮，壮烈牺牲。

黄肇熙(1869－1942) 号晦馀。二塘樟村人。曾任梧州水上警察厅厅长，广西自治军第五

路军警备司令、陆军少将。民国元年(1912 年)任柳州统税局长时，趁镇压刘古香兵变之机，

贪污 40 万银元，置田 3,000 亩，年收租谷 80 万斤左右。

郭松年(1877－1950) 字椿森。桐岭雅岗村人。历任临时省议员、国会议员，广西督军署

秘书长、广东督军府少将参谋长。1934 年辞官回乡，霸占田地，高利剥削农民，年收租谷 30

万斤。解放后参加匪乱，被处决。

重要事件
明朝武宣农民起义 在大藤峡瑶民起义的影响下，武宣农民多次起义。明永乐三年(1405

年)，有黄田聚众起义；九年（1411 年），武宣农民又举义旗，隆庆六年（1577 年），韦明甫率

众攻武宣城；万历八年（1580 年），杨秀、刘子连又率队攻武宣城，杀监门，俘县令饶养浩，

夺库金。

太平天国洪秀全在东乡称天王 1851 年 3 月 8 日，太平军自桂平江口圩西进武宣，设大营

于武宣东乡。3月 23 日，洪秀全在东乡登极称天王。随后进军象州。

1926 年武宣农民运动 1926 年 11 月中旬，广西农讲所学员陈炳璋（桂林人）受省农民部

派遣，到武宣开展农运，同年 12 月成立通挽区农民协会，1927 年 5 月成立东乡区农民协会和

桐岭区农协筹委会。数月间，有 39 个村成立农协小组，会员约 2,500 人。

抗日时期红石滩伏击战 1945 年 1 月 25 日，东乡抗日义勇军 100 余人，在黔江红石滩伏

击日本侵略军 5艘军船和 12 只橡皮艇，毙敌 150 多名，打死日海军陆战队联队长向井立夫。

我方牺牲 3人，伤 4人。

中秋起义 1947 年 9 月 29 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武宣游击队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参加在

贵县达开乡举行的武装起义（起义时间逢中秋节，故名），反击前来镇压革命力量的贵县警察

和民团。起义后 20 余天，攻占了贵县中里、达开、龙山、山东石龙和武宣县通挽、桐岭、马

步，禄新，东乡等 13 个乡和勒马树。

供稿：武宣县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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