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 江 县

环江县是毛难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大、小环江，流贯南北，土地肥沃，牧场广阔，特产丰富，

“环江菜牛”、“宜北香猪”、“川山凉席”、“长北香糯”名闻远近，是全国商品牛生产基地之一。煤、

铁、滑石、铅锌、石灰石等矿藏量较多，盛产无烟煤的自治区属红茂矿务局就在境内。

位置面积 环江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东邻融水、罗城，南接宜山、河池，西与南丹

隔打狗河相望，北与贵州省的从江、荔波毗连。县治思恩镇，南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334 公里。

县境南北最大纵距 90 公里，东西最大横距 89 公里，总面积 4,553.49 平方公里，合 6,830,235

亩。计陆地 6,781,705 亩，水域 48,530 亩。

建置沿革 唐贞观十二年(638 年)于境内置环州，于州下同时置思恩、正平、福零等 8县，

后又在环州东北地区设羁縻抚水州。宋初改置羁縻环州（领思恩等 2县）、羁縻镇宁州（领福

零等 2县），废正平等 4县入之；熙宁八年（1075 年）废环州、镇宁州，所辖各县皆并入思恩

县，又先于天禧元年（1017 年）改羁縻抚水州为羁縻安化州（领抚水等 4县）。元又废羁縻安

化州，将其地并入思恩县。明为思恩县。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将思恩北境地区五十二

洞，中州、上、中、下三里地带划设安化厅。民国元年(1912 年)，改为安化县，思恩县不变，

民国二年（1913 年）又改安化县为宜北县。1951 年 8 月，思恩、宜北合并为环江县至今。

行政区划 现设大才、水源、、上南、川山、下南、木论、大安、长美、明伦、东兴、龙

岩、驯乐 12 个乡；思恩、洛阳、上朝 3 个镇。下辖 140 个村，2,606 个自然屯。全县还有大

小圩场 23 个。县治思恩镇有 5,873 户，30,155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全县总人口 291,330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 64 人。人口自然增

长率 16.19‰。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有壮族 216,649 人，占 77.6%；毛难族 31,609 人，占 11.1%；



汉族 23,866 人，占 8.5%；苗族 2,443 人，瑶族 2,073 人，布依族 1,553 人，仫佬族 427 人，

水族 422 人，蒙古族 8人，回族 20 人，彝族 6人，侗族 7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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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73 36726 38054 50?23 40.39 36.75 31.98

总 人 口 134023 154289 156971 279177 108.31 80.94 77.85

性别

构成

男 65686 75792 76176 145405 121.36 91.85 90.88

女 68337 78497 80795 133772 95.75 70.42 65.57

地区

构成

城 镇 2584 4389 5996 16405 534.87 273.78 173.6

农 村 131439 149900 150975 262772 99.92 75.3 74.05

自然条件
地 形 地处云贵高原的东南麓，为黔中高原南部边缘的斜坡地带。总地势北高南低，全

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面积为山地，四周山岭绵延；中部偏南为丘陵，略成盆地；西与西北部群

山是高原之余脉，多为石山；东北部为苗蛉山脉九万大山之一部分，多为土岭。地貌类型复杂

多样。大致有山地、丘陵、峰林谷地、蜂丛洼地、羽形河谷、台地等。

山 脉 境内有 3条主要山系：东北部属九万大山之一部分；较为有名的有子台山、老龙

岭、羊角山等，子台山最高，海拔 1,500 米。中北部属老纸厂山脉，以老纸厂山为主峰，海拔

1,410 米。此外，大冒顶、石板山等，海拔在 800-1,410 米之间，是大小环江河的分水岭。西

北部属金坳山脉，以见送岭为最高，海拔 1,300 米。全县以东兴乡标山村境内的无名峰为最高，

海拔 1,693 米。长美乡八福村拉现河床为最低，海拔 149 米，相对高差 1,544 米。

河 流 境内集雨面积 1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共 130 条。其中主要有：大环江，发源于贵

州的三都，自北向南流经县境中部 5个乡、镇，长 147.2 公里，总流域面积 2,850 平方公里；

小环江，发源于贵州从江宰便，流经境内长 94.1 公里，总流域面积 2,328 平方公里。六十年

代以前，大环江、小环江水路交通便利，舟楫往来甚密，为本县贸易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

件。六十年代以后，下游多处兴建高水头大坝，舟楫绝迹。另外，打狗河，经过县境 26 公里，

水流湍急，运输不便。

县境有地下水 403 个水点，地下河有 16 条。地下水点流量为 2.03 立方米/秒，地下河流

量为 4.35 立方米/秒。总流量为 6.38 立方米/秒，目前尚未开发利用。

气 候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其中，南部边缘地带属南亚热带北缘，中南部地区属中亚热

带谷地气候，北部地区为中亚热带山地气候。年平均降水量 1,389.1-1,750.3 毫米。年降雨日

在 137-182 天之间。年平均无霜期 290-330 天。初霜日为 12 月 26 日，终霜日为 1 月 30 日。

年平均气温为 16.9℃。7月份最热，平均气温 27.9℃。极端最高温 38.7℃，出现在 6-9 月份；

1月份最冷，平均气温为 10.1℃。极端最低气温-5.2℃，出现在 12 月到次年 2月份。主要气



象灾害有旱、涝、风、雹，旱灾尤为严重。如 1963 年 4、5、6 月份只降雨 148.3 毫米，比 1958-1980

年的 23 年间同期平均降雨量减少 410.6 毫米，8、9、10 月份也只降雨 185.2 毫米，比上述年

份同期减少 200.1 毫米。当年全县早、晚稻失收 1O 多万亩，粮食减产 3,456 万斤。涝灾和雹

灾也很厉害。1982 年 3 月 14 日夜间，南部地区的下南、水源、城管、思恩等社镇 18 个大队

出现大风、冰雹，受灾 3,000 余户，损坏房屋 1万余间，毁坏玉米等农作物数千亩，财产损失

折币 170 余万元。

土 壤 据 1980 年土壤普查，全县分为红壤、黄壤、石灰岩土、水稻土、黄泥土、棕泥土、

潮泥土、石砾土等 8个土类，19 个亚类，35 个土属，77 个土种。土壤中分为耕作土壤和自然

土壤 2大部分。耕作土壤中以水稻土壤、草地土壤为主。水稻土壤占全县土壤总面积的 3.67%，

其中淹育型有 13 个土种，共 52,977.8 亩，主要分布于山丘梯形阶地、台地、谷地上部，潴育

型有 17 个土种，共 121,162.1 亩，凡水利灌溉条件好，种植水稻历史长的梯形阶地、谷地下

部，冲槽中部及河谷地带均有分布；旱地土壤占全县土壤总面积的 0.99%。其土质疏松易耕作，

宜种豆类、玉米和红薯等。自然土壤有 3个土类，5个亚类，6个土属，12 个土种，占全县土

壤总面积的 91.69%，其中红壤占自然土壤面积的 38.4%，主要分布在县境中部一带 500 米以下

的山丘，宜种杉、松、油茶、油桐、柑桔果等，亦适宜牧草生长；黄壤占自然土壤面积的 23.6%，

主要分布在县境东部、北部和西部 700 米以上的中（低）山的中上部，适宜杉、毛竹、油茶、

油桐和牧草生长；石灰性土占自然土壤面积的 38%，主要分布于西南部的下南、水源，西部的

川山，南部的城管，中部的明伦、大安等乡的石灰岩地区，宜种牛尾树、香椿、园柏、乌桕、

板栗、棕榈和竹类，以及豆科牧草等。

资 源 矿藏：全县有煤、石油、铁、锰、铅锌、铜、锑、锡、镉、铋、银、汞、硫、磷、

石膏、重晶石、石棉、水晶石、滑石、瓷土、白云石、方解石、石灰石等 25 种。煤矿储量 6,836.99

万吨；铁矿储量 413.6 万吨；铅锌硫铁矿储量 2,292.9 万吨。目前巳开采 8种，即煤、铁、铅

锌、石棉、石灰石、瓷土、滑石、方解石。野生动物：据不完全统计，本县野生动物共有 88

种，分属 15 个目，37 科。其中属于国家保护动物的共 15 种，计二类保护动物 1种：黑叶猴，

又名乌猴；三类保护动物有 14 种：猕猴（即广西猴）、短尾猴、大灵猫、小灵猫、金猫、穿山

甲、林麝（即獐子）、鬣羚、水鹿、蟒、白鹇、原鸡、金鸡等。野生植物（含中草药）主要有：

木耳、香信、灵香草、皂角刺、龟别甲、罗锅底、红花倒水莲、黄花倒水莲、续断、岩连、黄

连、石壁青丹、香青芚、高山枫、香茅草、穿地枫、大小钻、白龙芚、千金子等。水能：主要

蕴藏于大环江、小环江及其 26 条支流。大环江境内段落差为 227 米，年均径流量 62.75 立方

米/秒。小环江境内段落差 352.6 米，年均径流量为 39.45 立方米/秒。以上干支河流水能蕴藏

量为 10.1548 万千瓦，可开发利用量为 3.196 万千瓦，占总蕴藏量 36.4%，现己开发利用 0.36

万千瓦，仅占可以开发利用量的 9.7%。宜林地：全县宜林荒山、荒地共 1,050,799 亩。牧场：

本县牧场广阔，巳办平原和陈双 2个国营牧场。拥有 15 万多亩的马口洞草场，已列为重点开

发地区，1980 年建立了马口洞商品牛基地。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 7,356.7 万元，比 1952 年 971.95 万元增长 6.57 倍，

比 1978 年 4,246.5 万元增长 73.24%，比 1983 年 7,125.5 万元增长 3.24%。1978 年以来，六

年间年递增率为 9.59%。人均产值 271.76 元，比 1952 年增长 1.23 倍，比 1978 年增长 55.04%，

比 1983 年增长 1.74%。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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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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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7

657.6

8.3

172.2

29.2

0.4

100

75.79

0.96

19.84

3.37

0.04

3073.5

1844.9

94.9

499.4

631.9

2.4

100

60.02

3.09

16.25

20.56

0.08

5813.5

2914.2

458.8

939.0

1475.5

26.1

100

50.13

7.89

16.15

25.38

0.45

5934

2985

435

1030

1457

27

100

50.30

7.33

17.36

24.55

0.46

583.9

353.9

5141.0

498.1

4889.7

6650

93.1

61.8

358.2

106.2

130.6

1025

2.06

2.43

-5.47

9.69

-1.25

3.65

11.59

8.35

28.88

12.82

14.94

49.69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面积 330,063 亩，农业人口 256,930 人（劳动力 101,119 人），

人均耕地面积 1.28 亩。其中水田 250,259 亩，旱地 79,804 亩。旱涝保收田 138,300 亩，占耕

地总面积 41.9%。

1984 年全县有各种农业机械 2,454 台，总动力 40,654 马力，比 1978 年 31,120 马力增长

30.63%，投入耕作的农机总动力 11,882 马力，比 1978 年 9,406 马力增长 26.34%,平均每百亩

耕地占有 3.6 马力。

粮、油、蔗：1984 年全县粮食总产 17,241 万斤，比 1978 年增长 16.53%，比 1983 年增长

1.95%，六年间递增率为 2.58%；粮食收购 1,569 万斤，比 1978 年增长 32.52%,比 1983 年增长

15.37%。1984 年，油料总产 17.42 万斤，比 1978 年增长 39.47%，比 1983 年增长 24.28%，1978

年以来递增率为 5.7%；油脂收购 8万斤，比 1978 年增长 300%，比 1983 年下降 50%。1984 年

糖蔗总产 16 万担，比 1978 年增长 180.32%，比 1983 年增长 29.20%，六年来递增 18.74%。糖

蔗收购 9,200 担，比 1983 年增长 2.22%。

林 业 1984 年全县有林面积 2,143,663 亩，其中松木林占有林面积 12.68%，杉木林占

8.21%，杂木林占 14.05%，油桐林占 1.71%，油茶林占 3.27%，竹林占 0.73%，其它经济林占

0.09%，防护林占 10.79%，疏木林占 5.05%，灌木林占 43.42%。全县绿化程度达 31.38%，除疏

林地和灌木林外，森林覆盖率为 16.46%。立木蓄积量 380.81 万立方米，其中松木 839,114 立

方米，杉木 94,831 立方米，杂木 1,283,449 立方米，防护林 1,234,501 立方米，疏林 356,241

立方米。县办华山和爱山 2个国营林场，经营林地面积共 327,450 亩，实有松木林、杉木林、

杂木林、竹林、油桐、油茶共 165,040 亩。1984 年共有林场干部、职工 262 人，年创产值 26



万元，利润 6.3 万元。

牧 业 大牲畜主要用于劳役，少量作肉用。1955 年和 1965 年创办平原和陈双 2个牧场，

引进国外良种牛，开始为群众提供优良种畜和精液。1977 年，自治区定本县为商品牛基地后，

牛的饲养量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78 年牛的存栏数为 53,219 头，1983 年就发展到 68,530 头，

1984 年又发展到 72,063 头，比历史土产量最高的 1955 年年末存栏数 70,257 头还多 1,806 头。

生猪饲养量 1984 年为 155,289 头，年末存栏数 113,520 头，出栏数 41,769 头，比 1978 年出

栏数增长 11.96%，比 1983 年增长 3.51%。1984 年有马 884 匹，比历史最高的 1954 年 1,658

匹，下降 142.4%。羊 1,813 头，比历史上最高的 1980 年 2,979 头下降 64.31%。可见马和羊发

展的潜力还很大。

副 业 农民除了养猪、鸡、鸭、鹅、羊、兔、鱼外，还有养蜂，养蚕，育香菇，育木耳

和种植果树、果蔗、黄红麻、西瓜、黄豆、花生、茶叶、灵香革、土烟叶，编竹器、凉席，织

壮锦等。1984 年蚕茧总产 1,097 担，比 1978 年增长 509%，比 1983 年增长 140.5%；土烟叶总

产 1,100 担，比 1978 年增长 628.4%，比 1983 年增长 5.96%；果蔗总产 8,291 担，比 1978 年

增长 791.2%，比 1983 年增长 52.6%。

渔 业 全县山塘、水库和池塘 244 个，总面积 5,953 亩，其中适宜养鱼的有 3,542 亩。

1984 年养鱼面积 998 亩，年产成鱼 44.57 万斤。全县有大、小河流 130 多条，面积 42,577 亩。

据调查，有淡水鱼类品种达 100 余种，其中有捕捞价值的为 57 种，较常见的经济鱼类 23 种，

特有珍贵水产有山瑞、水鱼、白鳝、斑鱼等。历史上，古宾、翠山、标山、为才、城皇、驯乐、

上朝等处的河道是多种经济鱼类经常摄食、回游、产卵场地。解放初期仅在环江、驯乐、长美、

东兴、龙岩、江口等码头，每年鱼类捕捞量都在 6万斤左右。可是，自六十年代以来，由于大、

小环江主流下游高水头大坝层层阻拦，影响鱼类在鱼季往来，加上对毒鱼、电鱼、炸鱼等破坏

水产资源的行为制止不力，河道鱼的产量不断下降。近年来，江河捕捞年产最高也只在 550-600

担之间。此外，全县尚有 51,533 亩稻田适宜养鱼，近年来，每年也只放养 2.6 万亩，仅占宜

养鱼面积的 50.45%，年产鱼 2,000-3,000 担之间，发展渔业的潜力还很大。

土特产品 环江菜牛：主要产于本县西部的上南、中南、下南、木论等石山地区。为毛难

族人民用传统的“圈养”、“囤肥”方法饲育黄牛而成，故又称“毛难菜牛”。是广西著名特产。

其肉浅红凝重，肥瘦相间，不膻不腻，肉质细嫩，鲜美可口，有“肉中上品”之称。环江是全

国商品牛基地县之一，年产环江菜牛约 3,000 头，畅销区内外，还远销港、澳，销量最多达

1,600 头（1981 年）。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菜牛的饲养量和出栏数发展较快，但外贸部门的

收购量却不断下降，到 1984 年，只收购 116 头。其原因是收购价低于市价，农民不肯卖给外

贸部门。另外，出口时港澳按头收税金和护理费。环江菜牛个子小，内重仅在 150-300 斤之间，

按头收税，经济上花不来。

川山凉席：多产于川山乡一带，故名。是壮族人民传统的优质手工产品。用生长在高寒山

区阴坡森林中的油竹青皮编织而成。油竹表面鲜亮、光滑、纤质细韧、柔软。编成的凉席具有

凉爽舒适，卷藏方便，图案美观，雅致大方，轻巧耐用等特点。一般年产保持在 1万张左右，



年最高收购量 6,400 余张，是环江传统的出口商品，曾多次荣选为民族工艺品，送北京和广交

会展览，受到用户欢迎。

宜北香猪：产于县内东北部原属宜北县的明伦、驯乐、龙岩、东兴等山区。这种猪毛黑，

体圆腿细，肉质脆嫩，肥瘦适中，经白切蘸料，特别清香，鲜美可口，吃而不腻．经配方烤制，

更是上等佳肴，为各种宴会和大型筵席的珍品，驰名区内外。1984 年约产 43,000 头。

环江番糯：环江番糯以其特有的醇香、鲜美、膨软而驰名。多产于驯乐、明伦、龙岩、东

兴等乡的边远山区。一般年产量 80 万斤左右。其品名繁多，有“蜜蜂糯”、“牛毛糯”、“大鹏

糯”、“秤砣糯”、“冷水糯”等 10 余种；有白、红、黑 3色。其中最受赞誉的是高山林区的苗

族传统产品“长北香糯”。这种香糯蒸熟后，油光欲透，香而不腻，存放几天后依然膨软如初，

可谓糯中之“王”。此种产品，多年来都是供不应求。

水 利 解放前，全县包括自然保水田在内有保灌面积 20,900 亩，仅占总耕地面积的 6.12%。

建国后到 1984 年止，兴建水库 26 座，总库容量 1,629 万立方米，有效库客 468 万立方米；塘

坝 284 座，总库容量 874.3 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734.8 万立方米；引水工程 6,334 处，正常流

量 16.94 立方米/秒，提水工程 556 处，7,487 马力（不包括水轮泵马力）。其中柴油机、电动

机 366 台，7,487 马力；水轮泵 190 处，204 台。1984 年全县有效灌溉面积 16.69 万亩，保证

灌溉面积 13.83 万亩，比解放前增加 5.85 倍。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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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1949 年，全县仅有 6个私营小型铁锅厂和零星个体铁木器加工、织布、洗染、酿

酒等手工业和手工操作的农副产品加工作坊，从业人员约 200 人。1984 年县办有氮肥、铁矿、

铅锌矿、水泥、滑石粉、农机、电站、木材公司、酿酒、印刷、自来水、被服、副食品、大米

加工、粮食加工等 18 个国营王矿企业，共有职工 1,449 人，产值 1,117.35 万元，占全县工业

总产值的 78.54%。其中较大的是氮肥厂，始建于 1969 年，现有职工 353 人，1983 年产值达

203 万元，1984 年在停产改建的情况下，产值还达 121.6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8.55%。

1984 年县、乡两级集体企业有 41 个单位，职工 1,249 人，产值 278.15 万元，占全县工

业总产值 19.55%。还有个体工业，产值 27.16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1.91%。

在县境内还有自治区属的红茂矿务局，下辖 6 个矿区，现有干部职工 11,290 人，年产无

烟煤约 60 万吨，1984 年创产值 1,605 万元。是我区最大的无烟煤基地。河池钢厂，始建于 1967

年，1970 年投产，1984 年全厂有干部职工 1,349 人，年创产值 911 万元。雅脉钢厂，于 1969



年建厂，1971 年投产，年产钢 816 吨 ,1984 年全厂有干部职工 693 人，产值 175 万元。

电力：1984 年有小水电站 67 个，总装机容量 3,484 千瓦，发电量 1,187.74 万度。另外

还从县外输进 230 万度。全县年总用电量 1,417.74 万度，其中农业用电 350 万度。农村有 96

个村已用电，占全县农村的 68.57%。

交 通 解放前，只有从宜山县的德胜到环江县城长 21 公里的公路，陆路运输靠肩挑和马

驮，水路靠木船和竹排，全无机械运输。1984 年，全县有公路 41 条，总长 755.1 公里，为 1949

年的 36 倍，其中黑色渣油路 72.1 公里。还有矿山公路 96 公里，机耕路 258 公里。全县有各

种汽车512辆，15个乡、镇都通了车，其中14个乡、镇每日都有班车往返，占全县乡镇的93.33%。

55 个村通汽车，占全县总村数的 39.3%, 52 个村通班车，占全县村数的 37%。与宜山县、河池

市、柳州市和南宁市均有班车往返，还有由河池市到贵州荔波县的班车经过本县。1984 年环

江县汽车站完成客运量 970,000 人次。汽车站和县直各单位完成货运量 715,089 吨，货运周转

量 12,231,935 吨公里。

县内有黔桂铁路支线 2条：金（城江）红（山）支线以上朝为终点站，并从途中的洛阳站

分出洛茂线，直至贵州省境内的茂兰区（属红茂矿务局管辖）。两支线呈“丫”形，纵贯县境，

途经火车站 8个，全长 103 公里。

邮 电 全县有邮电局、支局、邮电所 17 个，共有干部职工 172 人。各局所都开办了电报、

长途电话业务。邮路总长 467 公里，架空明线 1,141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3条，共安装电话单

机 390 部，121 个村通电话，占全县 140 个村的 87%，1984 年全县邮电业务总量 26.5 万元。

商 业 1984 年，全县商业网点共 1,693 个，从业人员 3,061 人。其中国营商业网点 111

个，干部、职工 967 人；集体网点 282 个，从业人员 461 人；个体商业网点 1,300 个，从业人

员 1,833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3,722.31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98.61%，比 1983 年增长 8.26%；

集市贸易成交额 1,360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46.24%；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1,063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75.12%，比 1983 年下降 3.63%；出口总额 31.6 万元，比 1978 年下降 62.2%，比 1983

年下降 25%。主要出口商品有菜牛、兔毛、羽毛等。

财政金融 1984 年全县财政收入 281 万元，自治区补贴 684 万元，上年结余 176 万元，共

1,147 万元，全年支出 1,029 万元，结余 112 万元。全县城乡储蓄额 579.4 万元，比 1978 年

增长 1,18 倍。其中农民存款 211.4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7.16 倍，比 1983 年增长 13.05%。

农贷款发放 836 万元，比 1978 年多放 5.1 倍，累计回收 358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83 倍。

人民生活 1984 年农民人均吃粮 527 斤，比 1978 年增长 16.3%，比 1983 年增长 1.7%；人

均收入 146.77 元，比 1978 年增长 159.4%，比 1983 年增长 51.8%。1984 年全民所有制企业职

工月平均基本工资 54.91 元，比 1978 年增加 15.78 元，比 1983 年增加 9.25 元；集体企业职

工月平均收入 77.36 元（含奖金），比 1978 年增加 36.63 元，比 1983 年增加 22.18 元。1984

年销售自行车 3,337 辆，比 1978 年多销 1,657 辆；手表 12,718 只，比 1978 年多销 11,464

只；缝纫机 2,824 台，比 1978 年多销 2,171 台，电子管收音机 25 部，半导体收音机 1,197

部，录音机 215 部，电风扇 405 台，洗衣机 142 台，电冰箱 1台，电视机 634 台。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初，全县有初级中学 2 所，学生 205 人，教职员 25 人；小学 137 所，学

生 6,035 人，教职员 299 人。1984 年全县有高中 6所，学生 842 人，初中 17 所，学生 7,188

人，教职员共 548 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有 221 人，评上全国和自治区优秀班主任各 1

人；小学教师进修学校 1 所，学生 45 人，教职员 15 人；职业中学 1 所，学生 100 人；小学

154 所，学生 44,390 人；小学教师 1,950 人，其中公办教师 1,318 人，民办教师 632 人，初

中以下文化程度有 125 人。全县 7-11 周岁学龄儿童 40,423 人，入学 35,559 人，占 87.97%。

幼儿园 9所，入园儿童 1,213 人，教员 91 人。自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历届高中毕业生 6,817

人，升入大学 322 人，占 4.72%。

科 技 1984 年有农科所、科技情报研究所 2个科研单位。有农、医、畜牧兽医、水电、

农机、农业经济等学会以及珠算协会、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等组织。思恩、下南、水源、东

兴、川山等地也成立有科普协会。1980 年至 1984 年，有科研成果 16 项，其中，获自治区科

技奖 3项。一是“环江菜牛育肥及探讨”，该项目总结了环江菜牛的育肥方法，并探讨了传统

菜牛育肥方法同现代新技术结合的问题，以及饲养老残牛，以大大提高牛肉的产量和质量的办

法。二是“马口洞草场资源调查成果应用”，这个项目是应用全县草地调查成果，采取扶持“重

点养牛户”发展养牛生产的形式，开发利用具有 15 万亩面积的马口洞草地资源，初步建成马

口洞养牛基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三是“国产丙硫苯咪唑对耕牛肝片吸虫疗效的扩大试验”，

本项目写出的《国产丙硫苯咪唑治疗耕牛片形吸虫中间试验》、《国产丙硫苯咪唑对耕牛肝片吸

虫病疗效的扩大试验》、《国产丙硫苯咪唑对我区小牛绦虫的驱虫试验》3篇论文，分别在《中

国兽医杂志》、《广西兽医科技》杂志、《广西农业科学》杂志上刊登，是一项优秀科研成果。

1984 年有农业畜牧技术员 171 人，工程技术员 26 人，助理工程师 29 人，助理农艺师 26 人，

助理畜牧兽医师 18 人，助理会计师 6人，助理统计师 2人，助理经济师 2人，医师 82 人，工

程师 4人，农艺师 7人，畜牧兽医师 4人，主治医师 5人。

文化艺术 有县文化馆 1个，乡镇文化站 13 处，县图书馆 1个，藏书 3万册。县电影院 1

个，乡镇电影院 3 个，电影放映单位（包括流动放映队和固定放映场）78 个。县新华书店 1

个，发行点 15 个，发行图书 64,377 册。乡镇广播站 13 个，电视差转台 5 个。由毛难、壮、

汉族业余作者共同译编的《毛难族民间故事集》己于 1984 年出版。由 5名业余作者集体翻译

整理的毛难族叙事诗《枫蛾歌》获 1979-1982 年全国优秀民间文学作品三等奖。

卫 生 1949 年，全县只有 2个小卫生院，没有病床。1984 年，有县人民医院、妇幼保健

站、防疫站、皮防站、卫校 5个单位。有乡镇卫生院 11 所（其中：中心卫生院 2所）。农村卫

生室 108 个。全县有病床 218 张。各类医务人员 329 人（其中：主治医师 5人，药剂师 2人，

检验师 1人，医师 82 人），获得国家民委、科委表彰的 1人。受过训练的接生员 98 人，村卫

生员 169 人。全县育龄妇女 37,593 人，实行计划生育的 15,887 人，占 42.26%。有 931 对夫

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有球场 114 个（其中：篮球场 111 个，排球场 2 个，小足球场 1 个）。1984 年全

县举行篮球、乒乓球、羽毛球以及田径、象棋、康乐棋、射击、自行车慢行等项比赛，还组织

毛难族的“同顶”、“同填”、舞龙、舞狮等民间体育活动。1984 年参加自治区第三届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同顶”、“同填”比赛，荣获第二名的 2 项，第三名的 1项。“萌芽杯”游

泳赛，获第一名的 4 项，第二名的 5 项，第三名的 2 项。1984 年梁继糯参加全国少年儿童游

泳赛，获金牌一枚，铜牌一枚。他还参加国家队出席在香港举办的亚太地区分龄组游泳锦标赛

夺得金牌 2枚，为祖国争了荣誉。1984 年向自治区输送运动员 3人。

特殊风俗 庙节：每年农历五月间，毛难族都要举行规模盛大的一年一度的庙节。下南乡

分上团和下团分别活动。节日那天，几乎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穿上盛装，带着五色糯米饭和粉蒸

肉，前来参加“敬庙”活动，以表达毛难族人民对其养牛始祖的缅怀和敬意。接着将一头菜牛

牵到三界庙前杀死，剥皮，取内脏，然后整头牛供在三界庙前，表示全乡（村）人民的虔诚敬

奉。集体供奉之后，各家各户便用五色糯饭、粉蒸肉和刚从田里扯回的几株禾苗，以及用五色

糯米饭捏成无数颗手指头大小的团粒，密密麻麻地插粘在柳枝或竹枝上（象征着果实累累），

一起供奉毛难山乡饲养菜牛的创始人“三界仙”，以祝愿当年五谷丰登。同时，还用包着粉蒸

肉的一团五色糯饭喂牛，表示酬谢它一年拉犁拖耙的辛劳。敬庙过后，已经成家的妇女们便携

儿带女，用发多（毛难语，一种灌木阔叶，用以包糯米饭，幽香耐软）包着五色糯饭和粉蒸肉，

装在最精致的竹篮里，回娘家与父母兄弟姐妹团聚，让他（她）们品尝自己亲手蒸制的节日食

品，以此表达骨肉之亲。未婚的青年男女，则利用这一节日，三五成群地谈情说爱，或对歌，

愉快地开展各种方式的社交活动。以寻找自己中意的终身侣伴。

文物胜迹
烈士亭 位于县城东环江中学后面的望峰山上，1956 年为纪念革命烈士而建。亭呈六角形，

直径 5米，高 5米，红柱飞檐，庄重肃穆。

烈士亭

著名人物
潘 若(1915－1980) 原名儒宗。壮族。洛阳镇文雅村人。1937 年参加“广西学生军”，赴



华中宣传抗日。1940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六合抗日民主政府第三科科长，淮南苏皖

边区文化界抗敌协会编辑、特派员。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编辑科长，广州市人民政府秘书厅副主

任，《广州日报》社副社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卢 焘(1882－1949) 原名启焘，字寿慈，号亮畴。壮族。明伦乡明伦村人。1905 年加入

同盟会。1911 年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毕业。1916 年任护国军东路支队第二团团长，参加讨

袁。曾任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长，被孙中山聘为大本营高级军事顾问及高级参谋。抗战时任贵

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等职。1949 年 11 月任贵阳治安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 11 月 14 日被国民

党特务谋杀。

区希范(?－1045) 壮族。今洛阳镇人。宋代进士，试礼部，后被黜。庆历四年（1044 年）

和白崖酋长蒙赶及荔波的少数民族密谋，择日起兵反宋，推蒙赶为帝，区正辞（希范叔）为奉

天开基建国柱王，希范为神武定国令公、桂州牧，以区丕绩为宰相。率众一千五百人，破环州，

劫州印，攻破带溪砦、普义砦、镇宁州等处。庆历五年（1045 年）朱仁宗命京师转运按察使

杜杞为广南西路转运按察使兼安抚使，率兵至环州，诱降其众，遂擒希范，剖其腹，绘为五脏

图。

莫梦弼(1852－1884 年) 壮族。明伦乡龙水村人。光绪八九年间，聚众数千人，起兵反清，

自称顺德王，传檄四方。广西巡抚即派臬司李秉衡带军到思恩查办，并调湘军会剿。光绪十年

（1884 年）四月，莫战败，奔入古州，被叛徒出卖，遂遭杀害。

重要事件
红七军路过本县 1930 年 4 月，红七军第一纵队在总指挥李明瑞率领下，从德胜进驻思恩

县城。次晨，与尾追敌五十七师（韩彩凤部）打了一仗，毙敌三、四十人，然后经大安、宜北

县城过驯驻进入贵州；同时，军长张云逸率军部及第二纵队，从东江转入思恩的五圩（温平街），

经水源、川山上贵州，在荔波县的板寨与第一纵队会师。之后于 4月 30 日攻克榕江，缴获黔

军大量物资。随即经福禄镇、三防、产儒进入宜北县，驻县城七八天后，又经永权转入思恩县

的地蒙、洛阳、水源回河池。红军经过时，军纪严整，宣传革命形势，并镇压了一些民愤极大

的贪官污吏。当时，思恩、宜北 2县参加红军的就有 200 人左右。

抗击日军的几次战斗 1945 年 3 月 29 日夜，日本侵略军约 170 多人，入侵水源乡西里村

洛善屯。30 日晨，水龙抗日自卫联队从两面山上包围洛善屯并向日寇发起攻击，激战数小时，

毙伤敌 13 人，把日寇赶走。同年 5月，日寇从大安向县城方向移动，传溪乡抗日游击队和大

安乡一部分群众武装，于大安塘官坳埋伏。当日寇经过时，突然向敌方夹击。打死日寇 11 人，

打伤 2人，缴获三八式步枪 8枝，军骡 8匹等，余敌狼狈逃窜。6月，思恩抗日自卫第一联队，

在文化乡肯猫屯打死日寇 3名，缴回被日寇掳去的财物一批，步枪 6技。这几次战斗的胜利，

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志，灭了敌人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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