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 浦 县

合浦县濒临北部湾，海产资源丰富。所产珍珠闻名中外，被称为“南珠”，质量居世界之冠。境内

有广西最大的珍珠养殖基地－合浦珍珠养殖扬。文昌鱼、儒艮为世界稀有珍贵动物。这里还有广西最

大的三角渊（南流江三角洲）和最大的盐场（竹林盐场）。土特产品珍珠首饰、双耳沙煲、乌贼、对虾

及炮竹、烟花均在国际上久负盛名。

位置面积 合浦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北部湾北岸。东界博白县及广东省廉江县，

南连北海市，西邻钦州市，北接灵山、浦北县。县治康州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227 公里。

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94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54 公里，总面积 3,062 平方公里，合 4,593,000

亩。其中陆地 4,374,716 亩，内陆水域 218,284 亩。另有滩涂、浅海面积 1,833,412 亩。

建置沿革 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置合浦郡并合浦县。汉建武十九年(43 年)合浦

郡治迁至合浦县。三国吴黄武七年(228 年)更合浦郡名珠官郡，孙亮时复称合浦郡，合浦县均

属之。唐贞观八年（634 年），合浦郡改称廉州，合浦县仍属之。宋开宝五年(972 年)置石康县，

太平兴国八年（983 年）撤合浦县并入石康县，咸平元年（998 年）复置合浦县。明洪武七年(1374

年)再并合浦县入石康县，洪武十四年（1381 年）又复置合浦县，成化八年（1472 年）撤石康

县并入合浦县。清因之。民国元年（1912 年）撤廉州府，合浦县先后隶属钦廉道等。民国二

十年（1931 年）后直属广东省。1949 年 12 月 3 日解放，县名沿用至今。1952 年改属广西省。

1955 年划归广东省。1965 年重新划拨广西壮族自治区至今。

行政区划 现设廉州、石康、常乐、公馆、南康、西场、山口等 7个镇和环城、党江、乌

家、沙岗、福成、营盘、白沙、沙田、石湾、曲樟、闸口等 1I 个乡。下辖村（街）民委员会

315 个，自然村 3,521 个。1984 年县治廉州镇有 11,573 户，47,156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全县人口 89.8 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294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20.16‰。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中，汉族有 843,853 人，占总人口的 99.57%；壮、瑶、苗、京、

侗、回、黎等民族共有 3,605 人，占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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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447 119632 144655 177432 49.79 48.31 22.66

总 人 口 437197 459614 557097 847458 93.84 84.38 52.12

性别

构成

男 240644 256859 305746 451111 87.46 75.63 47.54

女 196553 202755 251351 396347 101.65 95.48 57.69

地区

构成

城 镇 53414 60614 68369 79604 49.03 31.32 16.43

农 村 383783 399000 488728 767854 100.07 92.44 57.11

自然条件
地 形 地势自北向南倾斜。东北、西北为丘陵，南部沿海为台地和滨海小平原，南流江

下游为冲积平原。沿海多港滩。

山 脉 境内山岭多系六万大山余脉，自县东北部蜿蜒伸向中部和东南沿海。以五点梅最

高，海拔 554 米；其次为矮嶂，海拔 496 米；其余较大的山岭有烟墩岭、观音岭、白石岭、金

鸡岭、五梅梳、天鹅岭、陂岭顶、古楼嶂等，均在 300 米以下。从西北部伸入县境的低丘山脉，

均在海拔 100 米之下。

河 流 境内有大小河流 93 条，均注入北部湾。最大为南流江，发源于北流县大容山，从

曲樟乡入境，经常乐、石康、石湾乡后，分为 3支：一支流经总江口，在党江乡分 3处入海；

一支经上洋、沙岗后入海；另一支经周江、廉州至环城乡的烟楼入海。南流江在县境内长 82.5

公里，于出海处形成网状河系，仅 6-8 月大水期或海水涨潮时可通航。其他河流东有洗米河、

白沙河，分别在英罗港与榕根港入海；东北有公馆河流入铁山港；西有西场河和大风江，分别

在鲎港和大观港入海。这几条河流除大风江外均是小河，不通航。

南流江三角洲 呈桨状，面积 550 平方公里，为广西最大的三角洲。顶部起自常乐镇，由

东北向西南延伸 50 余公里，平均海拔 4米，近代沉积厚度在 10 米以上。地势低平，水网密布，

水、土、光、热条件优越，是广西重要的稻谷、廿蔗、花生产区。外沿多岛屿、滩涂，适宜海

产养殖和捕捞。

港 湾 境内海岸线长 393.2 公里，海岸弯曲，形成许多港湾。以铁山港为最大，它深入

内陆的水域约 550 平方公里。其次是营盘、沙田、英罗、榕根、大观港和白龙港，均属小渔港，

无多大航运价值。

气 候 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气温 22.40℃。7月最高，平均气温 28.2℃；1月最

低，平均气温 13.9℃。极端最高温 37.4℃，出现在 1965 年 7 月；极端最低温-0.8℃，出现在

1975 年 12 月。无霜期最长 365 天，最短 316 天，平均 358 天；霜期最早出现在 11 月 25 日，



最晚终止在 2月 12 日。年均降雨量 1,668 毫米，年均降雨日 108 天。年均风速 3.2 米/秒，最

大风速 30 米/秒，阵风达 12 级以上。近三十年，遭受过 5次 12 级以上的台风袭击，发生过 1

次 3.5 级、烈度为 5度的地震。主要自然灾害为台风、洪水、干旱和低温阴雨。

土 壤 全县分为水稻土、砖红壤性红壤、砖红壤性赤红壤、潮土、沼泽土等 5 个土类。

一般旱地以海积红壤土、海积红沙土为主；水田多为潴育潮泥田，黑泥散田，咸、淡酸田等。

潮泥田、黑泥田特点是土层深厚、含有石英沙粒和大量有机质，宜种水稻、花生、黄红麻等作

物；主要分布在北部、中部和东南、西南沿海。上述地区也星散地分布着低产而又难于改造的

烂湴田，冷底田，咸、淡酸田，其低产原因主要是瘦、薄、咸、酸，易漏水跑肥。

资 源 矿产：已探明的矿藏有铝矾土、玻璃砂、石膏、钛铁矿、黄铁矿、富铁矿、重晶

石、煤等 10 多种。铝矾土藏量近 2亿吨，有几千万吨玻璃砂和数以百万吨计的石膏和富铁矿。

北部湾海底还蕴藏着大量石油。水产：全县有内陆淡水可养殖面积 18.9 万亩，浅海、滩涂可

养殖面积 22.4 万亩。宜于亚热带和热带鱼类生长，现有淡水鱼类 50 多种，其中经济鱼类 20

多种；海水鱼类 750 多种，其中经济鱼类 70 多种。稀有珍贵鱼类，有儒艮、文昌鱼、中国鲎；

珍贵贝类，有闻名中外的“南珠”。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 45,390.83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7.43 倍，比 1978

年增长 50.19%，比 1983 年增长 1.16%。1978 年以来年递增 7.01%。人均产值 1984 年为 51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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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0.5

2784.7

70.4

1572.5

458.8

154.0

100

55.3

1.4

31.2

9.1

3.1

18604.9

9598.0

1476.8

3403.4

2548.2

1578.6

100

51.59

7.94

18.29

13.7

8.48

26993.6

15237.2

1250.7

4651.0

4032.5

1822.2

100

56.45

4.63

17.23

14.94

6.75

26717.8

14948.8

955.1

5087.1

4140.9

1585.9

100

55.95

3.57

19.04

15.5

5.94

430.1

436.8

1256.3

223.5

802.5

930.0

43.61

55.75

-35.33

49.47

62.50

0.46

-1.02

-1.89

-23.63

9.38

2.69

-12.96

6.22

7.66

-7.01

6.93

8.43

0.08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面积 1,127,075 亩，农业人口 798,914 人（其中劳动力 559,000

人），人均耕地 1.41 亩。水田总面积 638,824 亩，旱地 162,832 亩，坡地 325,419 亩，有效灌

溉面积 690,940 亩，旱涝保收田 592,800 亩。五十年代以来，为实现粮食自给，围海造田 10

万亩。随着水利设施不断增加，不少旱地改为水田，扩大了粮食种植面积，同时进行了耕作制

度的改革，目前基本实现稻－稻－红薯轮种，一年三熟。

1984 年，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13,789 台，184,490.99 马力，比 1978 年的 88,374.16 马力



增长 1.08 倍。现有农机总动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16.36 马力，比 1978 年的 7.76 马力增加

了 1.1 倍。

粮、蔗、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六年间粮食年递增 3.88%；糖蔗年递增 11.26%；

油料年递增 20.38%。1984 年，由于粮食的比价较低，农民减少了种植面积，同时全县遭受风、

旱等自然灾害，粮食产量为 56,350.18 万斤，比 1983 年减 11,490.92 万斤，下降 16.94%，但

仍比 1978 年增 11,512.58 万斤，增长 25.68%。糖蔗总产 6,227,015 担，比 1983 年增 718,774

担，增长 13.04%；比 1978 年增 3,031,669 担，增长 94.87%。油料总产 483,728 担，比 1983

年减 98,668 担，下降 16.94%。糖蔗收购入厂 244,517 吨；油脂收购 91,900 担，相当于 1978

年的 17.41 倍。

林 业 除广西钦廉林场设在县境外，本县还办有山口、公馆、营盘 3个林场。1984 年全

县造林面积54,241亩，年底有林面积2,145.837亩，占总土地面积46.72%，森林覆盖率达30.6%。

1984 年被评为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立木蓄积量 565,714 立方米，主要是松林和桉林。人工

栽种的经济林除橡胶、八角、玉桂和竹类外，还有菠萝、柑橙、香蕉、龙眼、荔枝、菠萝蜜等．1984

年水果总产 88,424 担。

牧 业 全县大牲畜主要是牛，用于耕作劳役，1984 年底有牛 120,826 头，主要家畜是猪，

1984 年生猪总饲养量 505,884 头，年底存栏 357,588 头，出栏肥猪 148,296 头。家禽饲养量

5,007,621 只，年末实有家禽 2,704,720 只。

副 业 主要是养猪和鸡、鸭、鹅，搞淡水养殖、浅海捕捞，竹织及加工烟花炮竹，此外

建筑业还是农户一项收入很大的副业。

渔 业 1984 年有国营养殖场 3个，职工 300 人，养殖水面 198,002 亩（含海水养殖面积

6,249 亩），年产成鱼 19,611 担。社队集体养殖水面 1,500 亩，年产成鱼 5,200 担。1984 年拥

有渔船 794 艘，总吨位 11.776 吨，2.905 马力。另有竹筏 4,929 个。海、淡水产品产量 410,844

担。

珍珠人工插核

土特产品 南珠：产于福成至山口海面。粒大，圆润晶莹，凝重结实。不但是高级装饰品，



而且是名贵药材，有去翳明目、消炎生肌之功能。汉代以前早有采珠，历史上有“合浦珠还”

的故事。境内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珍珠养殖场”，是广西规模最大的珍珠养殖场，该场 70

多人，分设 3个队 2个组，养殖面积 230 亩，主要培殖马氏珠贝幼营和生产海水有核人工珍珠

和天然珍珠。该场生产的人工珍珠，质量甚佳。1984 年全县生产珍珠 75 市斤，比 1983 年增

20.46 倍。

儒艮：俗称美人鱼，产于沙田乡淀洲海面一带。儒艮形似海牛，体长 1.5-2.7 米，皮肤灰

白，脂肪层丰厚，油可入药，还可提炼高级润滑油；肉质软而味美，皮可制革，为国家保护的

珍贵稀有动物之一。

中国鲎：境内沿海均产。它是由已绝迹的三叶虫演化而来，故人们称之为活化石。其血液

含铜离子，可制“鲎试剂”，能快速、准确地检测人体内部组织是否有病菌感染；在制药和食

品工业中，还可用它作毒素污染监测剂。鲎的肉和卵还是美味食品。

文昌鱼：俗称扁担鱼，生长在沿海一带，通常钻在粗松的沙滩里，仅露出头部。全身无色

透明、肌节明显，左右两侧扁，身体两头尖中间宽。在生物学上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又是海味

珍品，被列为世界珍贵稀有动物之一。

牡蛎：又叫蚝，生长在西场镇沿海。肉味鲜美，营养丰富。壳可入药，有潜阳固涩、化痰

软坚功能。用牡蛎可制成蚝豉蚝油，畅销国内外。

乌贼：俗称墨鱼，境内沿海均产。营养价值高，每百克鲜肉中含蛋白质 17 克，脂肪 1.7

克，维生索 A100 国际单位，还含有钙、磷、铁、核黄索等人体所需的物质。从其内脏中提取

的内脏油是制革的原料之一。眼珠可制眼球胶，是上等胶合剂。其骨中药名为海漂蛸，治溃疡、

外伤、妇科病。乌贼干品远销国内外。

对虾：产于沿海，而以营盘乡居多。肉味鲜美、营养丰富，每年都有大宗干、鲜品及虾油

远销国内外。

海马：又名龙落子，是珍贵药材，有健身、催产、镇痛、强心、散结消肿、舒筋活络、止

咳平喘的功效。有“北方人参，南方海马”之说。

炮竹、烟花：有几百年的生产历史，品种繁多。炮竹，有单响和双响、连环响等品种，都

具有响声清脆、宏亮等优点。烟花，有 200 多种；有地面燃放的，水面燃放的，还有低空及高

空燃放的。1984 年全县产烟花炮竹共 30.66 万箱，远销美、欧及亚洲的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赤江双耳沙煲：造型美观，坚硬耐用，并耐高温。1982 年获国家优质产品奖，多次被评

为广州商品交易会先进陶器优质产品和广西名牌产品。远销香港和日本、美国、加拿大等 18

个国家和地区。

青刀豆、糖水菠萝、烤鸭、狗肉等罐头：县罐头厂生产。质量上乘，装璜美观。远销美、

法、澳大利亚、叙利亚等国。

珍珠首饰：为县工艺美术厂名牌产品。用南珠制造的项链、戒指、耳环等饰物，造形美观、

大方，富有民族风格。该厂还生产精巧别致、玲珑剔透的角雕和首饰盒。均远销国内外，深受

国际友人欢迎。



水 利 全县水利工程设施均是建国后兴修的。1984 年情况见下表：

水 利 工 程 概 况 表

项 目
工程

处数

装机

台数
功 率

总库容

(万立方米)

有效库容

(万立方米)

可排灌

面积(亩)

正常引水量

(立方米/秒)

蓄水工程 总 计 829 194815.1 106306.3 591578

其 中:合浦水库 1 10930O 67700 412662

洪湖水库 1 70300 30000 140136

引 水 工 程 410 165078 32.76

排灌工程 总 计 385 462
灌:54439
排:3900

其 中:电力排灌站 130 183 2284 千瓦
灌:20222
排:3900

柴油机抽水站 226 230 2696 马力 17746

水 轮 泵 站 29 49 1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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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05

310.83

32.22

100

90.6

9.4

11617.1

9290.6

2326.5

100

79.97

20.03

17876

15799

2077

100

88.38

11.62

18673

16851

1822

100

90.24

9.76

5343

5321

5555

60.74

81.38

-21.68

4.46

6.66

-12.28

8.23

10.43

-3.99

工 业 1949 年以前，县内工业非常落后，除了一些私营的炮竹、铁器作坊之外，县城仅

有 1 台 7千瓦照明用发电机组。至 1984 年底，全县工业企业已有 259 个。主要工业企业有：

日榨 1,500 吨的大型糖厂 1 间，日榨 580-850 吨的中型糖厂 2 间，年产万吨以上的水泥厂 4

间，年产千吨的磷肥厂 1间，此外还有机械、轧钢、农机、原盐、罐头、食品、酿酒和水产品

加工、棉麻纺织、橡胶制品、制革、造纸、印刷、陶瓷等工业企业。

1984 年底国营工业企业有 18 间，职工 5,012 人，产值 10,179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的 54.5%。集体企业有 11 个，1,977 人，产值 5,369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28.75%。乡

镇企业 240 个，职工 16,995 人，产值 3,063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16.4%。个体工业，

产值 62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0.33%。

1978 年以来，达到部颁标准的产品有机制糖、麻袋、罐头、双耳沙煲、棉布、米酒、红

砖等。

合浦县原盐生产已有二千多年历史。1984 年原盐产量达 63,910 吨。境内的竹林盐场是广

西最大的盐场，全场辖 4个分场、17 个工区，24 个附属厂、队、车间。年产原盐能力 85,000

吨。主产原盐、盐精及氯化钾、氯化镁。1984 年全县共有大小炮竹厂 28 间，其中以合浦县炮

竹厂规模较大，有职工 590 人，分设烟花、炮竹、割纸、机修 4个车间，建筑面积 28,000 平



方米。

电力：1984 年全县除少部分乡、镇使用县内小水电站和广东茂名市电厂的电外，均使用

西津水电站的电。1984 年有 35 千伏安降压变电站 6座。全县配电变压器 315 台，35,685 千伏

安，全县用电最高负荷 7,500 千瓦。

交 通 以陆路为主，全县有公路 67 条，总长 1,103 公里，约为 1949 年的 167 倍。1984

年共有各型汽车 1,337 辆。除了与四邻各县都有汽车相通外，班车可直达南宁、玉林、湛江和

广州等地。客运量 512.63 万人次，客运周转量 21,181.92 万人公里。货运量 11.25 万吨，货

运周转量 910.4 万吨公里。水上运输有拖船 4条，295 马力。其他船只共 33 艘，1,085 吨位。

1984 年货运量 48,891 万吨，货运周转量 7,029,154 万吨公里。

邮 电 1984 年有邮电局、支局、邮电所共 23 个；邮路单程长度 3,182 公里。315 个村均

通邮。农村电话线路 1,339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27 条，共安装单机 921 部，增音站 1个。1926

年县城开始设立民用电话站，1938 年设民用无线电站，现有收发讯机 4部。

商 业 1984 年有国营、集体商业网点 482 个，从业人员 5,670 人。其中国营网点 179 个，

从业人员 2,306 人；集体网点 303 个，从业人员 3,364 人。另有个体商业网点 8,122 户，从业

人员 10,551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20,212 万元，比 1978 年增 1.28 倍，比 1983 年增 18.17%。

集市贸易额 6,306 万元；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6,250 万元；出口商品总值 2,493.75 万元，比 1978

年增 48.26%，比 1983 年减 628.25 万元。

财政金融 1984 年全县财政收入达 3,764.4 万元；自筹收入 159 万元。财政支出 3,756

万元，自筹支出 141 万元。全县城乡储蓄额 3,503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2.77 倍：其中农民存

款 2,234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7.18 倍。农贷款发放 5,675 万元，当年累计回收 2,988 万元。

人民生活 1984 年农民人均有粮 597 斤，比 1978 年增长 35.68%；农民年平均收入 275 元，

比 1978 年增长 3.92 倍，比 1983 年增长 29.65%。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均月工资 86.5 元（含

奖金及各种补贴），比1983年增长41.22%，比1978年增长74.71%。1984年共销售自行车19,027

辆，比 1978 年多销 12,271 辆；手表 23,360 块，比 1978 年多销 19,065 块；缝纫机 7,307 台，

比 1978 年多销 5,621 台；电视机 2,020 台；电风扇 2,212 台。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全县仅有中学 12 所（其中私立中学 3所），简易师范 1所；小学 522 所，

学生 63,400 人，教职员工 2,448 人。1984 年有师范学校 1 所，学生 507 人，教职员 91 人；

卫生学校 1所，学生 898 人，教职员 172 人；普通高中 8所，学生 3,941 人，教职员 320 人；

初中 49 所，学生 19,375 人，教职员 2,217 人；农业中学 12 所，学生 1,286 人，教职员 217

人；单位办的高中 1 所，初中 4 所，学生 556 人，教职员 88 人；小学 321 所，学生 115,459

人，教职员 5,278 人。小学入学率为 96.4%。幼儿园 44 所，在园幼儿 7.779 人，教职员 234

人。

电大学生 50 人。函授学生 84 人。1977 年至 1984 年高中毕业 4,195 人，升入大学 1,405



人，占 33,49%。

境内有钦州地区糖业技工学校。

科 技 有农科所、林科所、农机研究所、畜牧良种场各 1 个。各乡、镇有农业技术推广

站。全县已建立中医、医学、护理、公共卫生、防痨、药学、数学、物理、化学、水产、农机、

机械、林、农、畜牧兽医、经济作物、会计、科普美术创作等学会协会 18 个，会员共 900 人。

至 1984 年已评定技术职称的有 1,003 人，其中工程师 38 人，技师（中级）4人，助理工程师

105 人；农艺师 25 人，助理农艺师 82 人；畜牧兽医师 8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20 人；主治医

师 19 人，医师 221 人，医士 481 人。自 1978 年至 1984 年的 7年中，《白僵菌杀虫炮防治松毛

虫》和《灯光捕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获农牧渔业部奖 2 项，林业部奖 2 项，轻工部奖 1

项，自治区科技奖 25 项，广东省科技奖 1项。

文化艺术 1984 年有县文化馆 1 所，乡、镇文化站 18 处。县图书馆 1 所，藏书 90,424

册。县工人文化官 1 所，县少年阅览室 1 所，县城有电影院 1 所，剧院 1 所，露天电影院 2

所。全县乡、镇有电影院 7处，电影放映队 192 个（其中国家办 18 个，民办 150 个，厂场办

24 个）。县粤剧团 2个。县新华书店 1个，工作人员 28 人，乡、镇发行点 18 个。县有广播站

1个，职工 33 人；乡镇有广播放大站 17 所，32 人，村委会广播室 25 个，维护员 47 人。电视

转播站 2个，差转台 8座。

卫 生 1949 年，县有医院 1 所，卫生院 1 所，还有几间私人开的诊所。至 1984 年县有

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所、防疫站、鼠疫站、药品检验所等 6个单位，还有精神病院、

麻风院和地区卫生学校门诊部。各乡、镇及村委会共有卫生所 18 所、保健站 10 所、农村医疗

站 292 所，学校医务室 5个。全县共有病床 1,174 张，各类医务人员 1,616 人，其中主治医师

19 人，药剂师 8人，检验师 5人。另有私人开设的诊所 10 间，医务人员 24 人。1984 年实行

计划生育的有 67,844 人，占全县育龄妇女 81,386 人的 83.36%。

体 育 全县有大型体育运动场 5 个，小型运动场 34 个，篮、排、足球场 488 个。1984

年组织篮、排、足、乒乓球赛 5次，中、小学运动会 10 次，驻军、市、县际球赛 6 次。业余

体校有 7 个班。解放以来向省（区）、解放军队输送运动员 59 人，向体育院校输送学生 100

多人。有 4人达健将级、20 多人达一级运动员。有 4人破全国纪录，20 多人破省（区）纪录。

在 1983 年和 1984 年自治区级比赛中，获金牌 20 枚、银牌 15 枚、铜牌 11 枚。有 6 人代表广

西参加 1984 年全国少年田径分区赛，获 1个第二名，3个第三名。

文物胜迹
东坡亭 位于廉州镇东北隅、合浦县师范学校内。宋元符三年（1100 年），苏东坡从儋州

量移廉州时曾住此。亭为清代建筑，重檐，歇山结构。亭内有苏东坡石刻像及历代文人迁客题

咏碑刻。碑刻书法有行书、真书和隶书，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亭边有东坡湖，碧波荡漾，鸢

飞鱼跃。夏日，湖上菱茨丰茂，游人喜荡舟采菱，满湖歌声、笑声，别有一番景色。为县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东坡亭 大 士 阁

大士阁（俗称四牌楼） 在山口镇南 6公里的永安村内。宋初建，明洪武初年重建，历年

均有修葺。为亭式楼阁，该阁全是铁木穿斗结构，双檐，歇山顶，无一砖一石一钌。两亭相连，

四柱厅为中心，中间无天井相隔。是研究南方古建筑的重要实物资料。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海角亭 在廉州镇西南隅、廉州中学内。北宋时为纪念盂尝太守“去珠复还”的政绩而建，

后经多次修缮和重建。为亭阁式结构，重檐，歇山顶，红墙绿瓦，飞檐凌空。宋元符三年，苏

东坡移廉时曾为海角亭书写“万里瞻天”4个大字。亭内四壁陈列古碑，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福成下窑遗址 在廉州镇东南 21 公里处的小山岗一带。宋代陶瓷窑址。现存古窑 5 座，

窑与窑之间相距 20-30 米。地面散布及堆积有较多黄釉陶瓷片、砸缽、石槌和窑砖等。瓷片多

样而精致，对研究南方陶瓷艺术及合浦对外通商贸易有很高价值。属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合浦珍珠城遗址 在廉州镇东南的白龙村。始建干明洪武初年，历代均有修葺．为正方形，

周长 330 丈，高 1丈 8尺。城墙内外砌青砖，中间的填充物为一层黄土一层珠贝，层层夯实。

城有东西南 3个门，城门有楼。历代采珠太监都驻扎于此，城内有采珠公馆、珠场巡检署、盐

场大使衙门、宁海寺、太监坟及纪功碑等。该城地上地下、郊外及城墙上均是珠贝，可见当年

采珠之盛。是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昌塔 在康州镇南 3公里的小山丘上。建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塔高 34 米，为

7层空心叠涩密檐砖塔。每层有坤门和风门相对，从底层到顶层，有梯阶盘旋直上。造型稳重

挺拔、宏伟壮丽。塔身白色，角边及拱门边均涂蛛砂，朴素美观。是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合浦古墓群 在廉州镇东南 3公里处。为汉代古墓群，约千座以上。有土坑墓和砖坑墓 2

种。陪葬器物丰富，近年出土的有铜凤灯、铜屋、玛瑙、琥珀及陶器等上千件，这些文物对研

究我国南方的文化以及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贸易关系、友好往来提供了实物史料。属自治区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台浦特支旧址 在廉州镇阜民南路 52 号（原“有生”商号），为两层普通楼房。1938

年 4 月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也称中心支部）建立于此。是县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著名人物
张进煊(1908－1968) 白沙乡人。别名张猛。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联盟。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曾任中共合浦县工委书记、《时事周报》编辑、中共南路特委委员、

茂名工委书记。解放后任合浦县委书记。

陈铭炎(1911－1945) 曲樟乡人。中山大学毕业。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惠阳

县委组织部长、东莞县委书记、东江特委驻东莞特派员、东江纵队前线特委组织部长等职。1945

年 8 月光荣牺牲。

李符清(?－?) 廉州镇人。字德舆，号载园。清乾隆丁酉拨贡，顺天举人。曾任东鹿县知

县、直隶深州知州。长于折狱。著有《海门经义文钞》、《棠荫笔记》、《海门诗钞》。

罗侃廷(1886－1916) 总江口人。原名罗人炎，字绰双。早年毕业于北京军需学校，后参

加辛亥革命，1911 年任廉州起义军司令，1912 年到香港进行反衰活动。1916 年秘密运送炸弹

时被捕，壮烈牺牲。

陈铭枢(1889－1965) 字真如。曲樟乡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同盟会会员。北伐时，

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1929 年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1930 年所部

改编为第十九路军，“一·二八”事变时，在上海英勇抵抗日本侵略军，后代理国民党政府行

政院长。1933 年参加由李济深等在福建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中国国民党革命

委员会成立后，曾任中央常务委员。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65 年在北京病逝。

苏建今(1889－1973) 乾江人。又名廷銮，别号曼陀罗庵主。精于医，亦长书法、金石。

曾留学日本。解放后，任北海中医院副院长、北海市二届人大代表、广东省政协委员、北海市

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北海支部主任等职。著有《中医今释》、《妇科医案》、《石鼓文扶桑摹

本考证》。

岑镇澜(1891－1968) 廉州镇人。字观海。精于医术，擅长书画、金石。解放后，曾任广

东省人大代表，广西人大代表，合浦县政协常委，合浦县第五届人民委员会委员，合浦中医院

负责人、内科主任。著有《妇科约旨》、《海畲医案》。

蔡达如(1900－1968) 廉州镇人。善绘花鸟、工山水人物，用色绚丽，雅俗共赏。五十年

代曾写飞鸽四屏条，在广东省展出时备受美术界赞赏。

重要事件
廉州反正 武昌起义后，合浦也于 1911 年农历九月二十七日宣告起义。罗侃廷任廉州起

义军司令，起义军分路围攻县衙门、镇台衙门，毙分统杨尊任。起义后成立革命政府。

合浦米案 1939 年冬日寇在钦州登陆后，钦县、灵山、南宁接连失陷，人民处于水深火热



之中。这时，合浦的汉奸、奸商、地主、恶霸互相勾结，在各圩镇大量抢购粮食及其他战略物

资运往涠洲岛等地资敌，一时粮价暴涨，人民生活陷入困境。中共合浦县工委根据中共广东南

路特委的决定，发动群众开展反奸商运米资敌和反对汪（精卫）派汉奸的斗争。3月，通过廉

州救亡团体组织了西场、沙岗、廉州等地群众数千人向县政府请愿，要求取缔汉奸、奸商运米

资敌和平抑米价。4月上句，西场区委在西场圩召开反汪、反奸商运米资敌的群众大会，受到

镇压，4人被捕。愤怒的群众包围镇公所两昼夜，以示抗议。400 多人还前往廉州向县府请愿，

罗剐等 6名请愿代表被捕。同时，小江区委也在小江召开 2,000 余人的群众大会，并将截获奸

商外运的大米平粜。寨圩和公馆也先后召开了反奸商运米资敌大会。小江、龙门、多蕉等地群

众还纷纷起来拦截奸商偷运的大米。一时，反汪、反运米资敌的群众运动遍及全县城乡。此即

为有名的“合浦米案”。

合浦起义 1945 年 2 月，根据中共南方局指示，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锄奸斗争，

合浦的党组织发动南康、白石水（现属浦北县）、小江（现属浦北县）、西场、灵南（现属灵山

县）、党江等地 700 余人举行武装起义，攻下白石水乡公所等 9个据点，缴获轻重机枪 2 挺、

长短枪 200 多支、弹药和军用物资一批。起义后，先后建立合浦大队、小江大队和西场大队等

革命武装。

合浦县解放 1949 年 12 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四野战军南下部队，在粤桂边纵

第四支队和各区中队，以及广大民兵、群众的配合下，追歼溃逃于合浦境内各地国民党暂编第

五、第六军和六十三军残部。3日解放廉州镇。4 日解放北海。共歼敌五千一百多人，缴获大

批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至此，除涠洲岛和斜阳岛外，合浦县宣告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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