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 宾 县

来宾县历史悠久，考古学家发现的麒麟山人遗址，证明两万年前就有了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湘

桂铁路纵穿南北，与横贯东西的红水河交汇于县中。县境地广物丰，盛产黄豆、花生、甘蔗等经济作

物；煤、锰矿藏量丰富。白糖、皱纹卫生纸、圆枝腐竹等产品远销区内外。世界第四座铁路斜拉桥，

自治区第一座拱箱型来宾公路桥横跨红水河上。红（锰矿）黑（煤矿）白（蔗糖）黄（黄豆）绿（林

业）是县经济发展的五大优势。

位置面积 来宾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居红水河下游南北两岸。东接象州、武宣，

南连贵县、宾阳，西界上林、合山，北与忻城、柳江接壤。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84 公里，南北

最大纵距 87.6 公里，总面积 4,364.182 平方公里，合 6,546,273 亩。计陆地 6,296,888 亩，

占 96.19%；水域 249,385 亩，占 3.81%。县治来宾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185 公里。

建置沿革 现今县的行政区域，是 1952 年由原来宾、迁江县合并组成。合并前的来宾县

地，秦属桂林郡地，汉至隋，隶属关系屡有变更。唐初始置怀义县，天宝二年（743 年）为来

宾县，定名至今未变。合并前的迁江县汉、隋属领方县地，唐为羁縻恩刚州，宋改迁江县，元

至民国因之。

行政区划 现辖 21 个乡：北五、良江、三五、小平阳、五山、陶邓、大里、石陵、平阳、

溯社、桥巩、良塘、七洞、城厢、蒙村、寺山、石牙、南泗、高安、大湾、正龙；3个镇：来

宾、迁江、凤凰。下设村（街）民委员会 256 个，辖自然村 1,614 个。县治来宾镇 4,957 户，

23,512 人。

中央、自治区、地区直属单位在县境内有：来宾冶炼厂，八一锰矿，红河农场，维都林场，

来宾、凤凰、迁江华侨农场，黔江示范畜牧场等十多个单位。八一锰矿建于 1959 年 8 月 1 日，



目前年处理矿石 10 多万吨，最高年产量达到 20 万吨。

人口民族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 9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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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75274 80837 99320 121464 61.36 50.25 22.29

总 人 口 348396 366500 467571 706982 102.92 92.90 51.20

性别

构成

男 170616 179502 231935 359005 110.42 100.00 54.78

女 177780 186998 235636 347977 95.73 86.08 47.67

地区

构成

城镇 17912 23000 36577 26398 47.38 14.77 -27.82

农村 330484 343500 430994 680584 105.93 98.13 57.91

1984 年，全县总人口 734,370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68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14.50‰。

据 1982 年统计，有壮族 478,773 人，汉族 222,630 人，瑶族 3,893 人，苗族 1,238 人，

水族 117 人，侗、仫佬、毛难、回、京、彝、蒙古、布依族等共 331 人。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境位于桂中盆地南沿，广西“山字形”构造前弧，属岩溶地貌。以石山峰地－

平原为主，南北略高，中部较低。背斜与向斜，构成岭盆相间，形成低山区、丘陵区、洼地、

谷地、小平原等地形，一般晨布方向均受构成线和岩性影响。

山 脉 境内山脉为广西十大山系中的瑶山支系支脉，其分布与平原并举，多为中山、低

山及丘陵。西北部伦桃山，海拔 687 米，为全县最高峰。

河 流 属珠江水系，大小支流均汇入红水河，红水河自西向东横贯县境中部，为县内主

要河流，流经县境河段全长 162 公里，常年流量 2,180 立方米/秒；1902 年洪水期最大流量

22,300 立方米/秒，相应水位 89.82 米；旱年，如 1963 年 3 月枯水期流量为 240 立方米/秒，

相应水位 57.92 米。较大的支流有清水河、北三河、凤凰河，止马河、河敏河、南泗河、龙洞

河；二级支流有合江河、龙旺河、古塔河、龙降河等。

气 候 北回归线穿过县境，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长冬短，雨量集中在 5至 7 月，年平

均降雨量 1,370.9 毫米，最少 832.6 毫米，最多 1,904 毫米。年平均日照 1,750.4 小时。年平

均气温 20.7℃，极端低温-3.3℃，极端高温 39.3℃。年无霜期平均 327 天。年均蒸发量 1,711.6

毫米，最大年份达 2,060 毫米，蒸发量大于降雨量。主要自然灾害有冰雹、狂风、暴雨、旱涝、

霜冻、倒春寒等。1981 年 2 月 15 日县境中部的来宾华侨农场、桥巩和东部的蒙村、南泗等公

社出现狂风和冰雹，受灾严重的有 10 个大队、26 个自然村和 1个农场，1,438 户，房屋倒塌

29 间，损坏 56 间，死伤 10 多人，农作物受损达 7,455 亩，供电、电讯设备损失达 21 万多元。

1981 年 2 月 9 日晚有 16 个公社出现特大暴雨，水灾影响 122 个大队，1,475 个产队，21,591

户，403,098 人；房屋倒塌 722 间，冲垮山塘水库 7处，受灾农作物达 135,237 亩，粮食损失



约 1,520 万斤。1976 年春出现倒春寒，全县烂秧损失谷种达 426.6 万斤。

土 壤 平原台地为红壤和冲积土，土山丘陵地区主要是山地红壤，石山峰林地带以黑色

石灰土和棕色石灰土为主。耕地土壤主要有潮泥田、泥肉田、红黄泥田、鸭屎土等。旱地土层

较浅薄，一般厚度为 10-12 厘米。水田、旱地土质酸碱度多为中性，部份为酸性，土壤肥力较

低，种植水稻、玉米、花生、黄豆、果树等作物须多施磷、钾肥。

资 源 矿产：有锰、煤、铁、重晶石、滑石、石膏、土红、铝土等。锰主要分布在凤凰、

北五、大湾、正龙、城厢、南泗、高安、蒙村、寺山、良江、三五、良塘、七洞等乡镇，藏量

约 105 万吨。煤主要分布在平阳、迁江、泡水 3 个煤田，藏量约 10,936.9 万吨。硫铁矿主要

分布在蒙村、寺山、石牙、小平阳、城厢、良塘、石陵、迁江、溯社、平阳等乡镇，藏量约

55 万吨。重晶石主要分布在蒙村乡的甘卦、洪江、古潭等村，藏量约 69 万吨，滑石主要分布

在南泗乡的六五村和蒙村乡乡银峡村等地，藏量约 72 万吨。石膏主要分布在城厢的莆田村一

带。土红矿主要分布在迁江、陶邓、三五等乡镇。地下水：有地下河 23 条，3 个富水地段，

并有大量泉水、溶潭、水溶洞、水溶井分布，己查明地下水口（凌泉）17 处，常年总流量

8.04~11.14 立方米/秒，估算全县地下水年储量 2.76 亿立方米左右。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年工农业总产值16,759.90万元，比1950年的2,882.4万元增长4.81

倍，比 1978 年的 13,921 万元增长 20.39%,比 1983 年的 16,991 万元减少 1.36%。1978 年以来

年递增 3.14%。人均产值 228.22 元。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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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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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2.0

2451.0

2.0

299.8

5.4

14.2

100

88.41

0.07

10.81

0.19

0.51

11045

8466

116

898

1540

25

100

76.65

1.05

8.13

13.94

0.23

14030

10572

112

1613

1688

45

100

75.35

0.80

11.50

12.03

0.32

13076.9

9417.65

27.39

1744.90

1829.67

57.29

100

72.02

0.21

13.34

13.99

0.44

371.7

284.2

1283.3

482.0

33845.6

302.9

18.40

11.24

-76.39

94.31

18.81

129.16

-6.79

-10.92

-75.54

8.18

8.39

27.31

2.85

1.79

-21.3811

.71

2.91

14.82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总面积 1,327,352 亩；其中水田 592,782 亩，旱地 734,570 亩；

有效灌溉面积 360,417 亩，旱涝保收田 256,970 亩，农业人口 690,355 人（劳动力 258,783

人），人均耕地 1.92 亩。

1984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13,669 台，93,986 马力，比 1965 年的 1,360 台，10,794

马力，分别增加 9.05 倍和 7.71 倍。现有农机总动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7.08 马力，比 1965

年的 0.79 马力增加 7.96 倍。其中各种拖拉机 2,797 台，45,876 马力。



粮、蔗、油、黄豆，花生：1982 年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总产 51,251 万斤。1984

年粮食产量 43,623.74 万斤。1978 年以来，六年平均递增 1.66%。1984 年，甘蔗总产 107,257

吨，蔗糖税收总额占全县总税收的 44.26%。油料产量 2,495.75 万斤，比 1983 年增长 15.22%。

黄豆产量 1982 年为 4,447 万斤，创历史最高水平，1984 年产量 2,800.73 万斤，比 1978 年增

长 3.95 倍。花生连续五年增产，1984 年总产 2,263.09 万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林 业 全县现有林面积 35.24 万亩，平均每人有林 0.51 亩，森林覆盖率 5.4%。立木蓄

积量 258,280 立方米，主要是松林和杉林，其次是油茶、油桐等经济林；近年来柑桔、橙子、

柿子等果树有所发展。落实林业政策后造林 24,102 亩。县直属有铁帽山、青峰、老虎㟖 3 个

国营林场，营林面积共 7.79 万亩。

牧 业 全县用于耕作劳役的主要牲畜是牛，1984 年底有耕牛 150,861 头。主要家畜是猪，

1984 年底生猪存栏 219,951 头，当年出栏肥猪 101,864 头。

副 业 1984 年全县乱业产值 1,829.67 万元，集体和个人除种养外，还主要从事农副产

品加工，烧砖瓦石灰、运输和采集野生植物等副业。1984 年收购金钱草 19.1 万斤，价值 9.09

万元；芦苇、铁苇 215.18 万斤，价值 8.99 万元；龙须草 82.66 万斤，价值 6.61 万元。

渔 业 1984 年全县可养鱼水面 6.1919 万亩，其中池塘 1.1532 万亩，山塘水库 5万亩。

成鱼产量 146.87 万斤。县有国营鱼苗场 1个，养殖水面 81 亩，人工繁殖鱼苗 2,500 万尾。

土特产品 黄豆：1982 年，全县种植黄豆 34.29 万亩，产量 4,447 万斤，占全区总产量

43,228 万斤的 10.29%。

圆枝腐竹：县豆制品厂出产，蛋白质含量高，色泽鲜艳，口尝有天然香味。1984 年畅销

河南、广州等 20 多个省市，并打入香港市场。当年销售量 13 万斤，收入 22 万元。

蓖麻：近年全县年产量 20 多万斤。来宾出产的蓖麻籽，颗粗粒壮，含油量高达 45-50%，

其品神曾被全国野生植物油料研究所列为样品之一。

黄红麻：1978 年，全县种植 3.39 万亩，麻皮总产 294.13 万斤。本县是自治区划定的麻

种生产点之一，种子远销河南、四川等地。近几年来引进的青皮三号，麻籽亩产高达 80 斤左

右，麻皮纤维好，韧性强。

绉纹卫生纸：县造纸厂出品。以 100%蔗渣浆原料制成，具有舒适、柔软、吸水性强的特

点，产品行销区内外。

木头鱼：身长 2寸左右，椭圆形，粗如小指，鳞细而薄，肉质肥厚，刺细雨柔。剖之腹中

有一小虾。木头鱼煎炕有油润，色鲜黄，肉细嫩，味香甜，清朝时曾为贡品。产地良江凌，今

产量稀少。

水 利 建国前，来宾是干旱地区，仅在一些小河上装有竹简水车及利用一些地下泉水灌

溉农田约 4万亩。

1984 年全县已建成水利工程共 993 处，渠道总长 1,501.5 公里。其中：水库 137 处，有

效库容 17,966 万立方米；引水坝 124 处，有效流量 19.6 立方米/秒；内燃机站 417 处，装机

417 台，7,600 马力；电灌站 243 处，装机 325 台，30,0804 千瓦；水轮泵站 69 处，装机共 98



台。还有水力发电站 3处，装机共 5台，770 千瓦。全县水利设施有效灌溉面积 50.25 万亩，

旱涝保收面积 33.05 万亩。同时，还兴修了人畜饮水工程，解决了 15.15 万人和 6.76 万头牲

畜的饮水问题。

平阳八角龙电灌站，于 1974 年 9 月建成，投资 142.07 万元，灌溉面积 2.4 万亩。该电灌

站渠道水面高程 105.1 米，干渠长 13.85 公里，支渠长 22 公里。其中干渠拱桥一段，高 7.5

米，宽 2.4 米，长 1,000 米。

平阳八角龙水渠

工 业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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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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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占

%

比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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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71

39

100

64.55

35.45

2876

1377

1499

100

47.88

52.12

2961

2063

898

100

69.67

30.33

3683

2511

1172

100

68.18

31.82

3248.18

3436.62

2905.13

28.06

82.35

-21.82

24.38

21.72

30.51

4.21

10.53

-4.02

1950 年以前，县内仅有一些小手工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作坊。1984 年底，国营厂矿企业有

迁江糖厂、来宾糖厂、造纸厂、制药厂、水泥厂、印刷厂、砖瓦厂、农机修造厂、汽车修理厂、

水厂、大米厂、食品厂、糖果食品厂、东江煤矿、毛服煤矿、泡水煤矿、县锰矿共 17 个企业，

职工 3,391 人，产值 2,574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69.89%。其中最大的企业是迁江糖厂，

职工 1,412 人，日榨甘蔗 2千吨，年产值 1,476.68 万元。

县管集体企业 8个，职工 393 人，产值 102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2.77%。

乡镇企业 211 个，6,086 人，总产值 822.88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22.34%。其中产

煤 22.64 万吨，产值 407.52 万元；采锰 6.07 万吨，产值 191.21 万元。

电力：1984 年，自治区电网给全县供电 4,610 万度。有 35 千伏安降压变电站 18 座，35,060

千伏安；配电变电站 572 座，配电变压器 602 台，49,180 千伏安；用电装机负荷 47,153 千瓦。

全县有 35 千伏的输电线路 200.81 公里，6-10 千伏配电线路 728.8 公里。已有 22 个乡镇政府

所在地、170 个自然村用电。

交 通 湘桂铁路自北向南纵穿县境，中经 10 个站，长 83.4 公里，1984 年 10 月已由单

线扩建为复线。来（来宾）合（合山）铁路自县城往西延伸至合山市境，县境线路长 41 公里，



1972 年 9 月窄轨巴改为宽轨。此外，县境还有各种专用铁道 27.4 公里。1984 年客运量 93.12

万人次，货运量 63.28 万吨。

1984 年，县境有公路 24 条，总长 566.41 公里，比 1949 年的 55 公里多 9.3 倍，有各种

汽车 797 辆。24 个乡（镇）政府和 32 个村民委员会所在地皆通班车。1984 年客运量 215.53

万人次，货运量 6.26 万吨。

自西而东横贯县境的红水河全线通航。1984 年全县有拖驳 12 艘，机帆船 61 艘，货运量

8.71 万吨。

邮 电 1984 年，全县有邮电局 1个，支局 13 个，邮电所（代办所）15 个。邮路单程总

长 2,580.27 公里，全县各乡村全部通邮。农村电话线路 1,444.41 杆程公里，载波线路 33 条，

安装单机 753 部。1979 年县城设置自动电话机，装机容量 600 门，1984 年有用户 250 户。

商 业 1984 年，全县有商业网点 4,011 个，从业人员 8,087 人。其中国营网点 235 个，

从业人员 1,937 人；集体网点 303 个，从业人员 2,045 人；个体商业网点 3.473 个，从业人员

4,105 人。社会商品销售总额 10,651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66.69%。集市贸易额 4,325 万元。

生产资料销售 1,287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59.68%，其中化肥销售 41,685 吨，比 1978 年增长

42.66%。

财政金融 1984 年，全县财政收入 1,071.43 万元，财政支出 1,306.91 万元。1984 年，

全县城乡储蓄额 2,253.4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6.45 倍，其中农民存款 879.43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4.56 倍。农贷款发放 2,036.71 万元，当年收回 1,169.78 万元，回收率 57.43%。

人民生活 1984 年，人均有粮 594 斤，油 34 斤，蔗糖 37 斤，存款 30.68 元。全民所有制

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 76.08 元（含奖金和补贴），比 1978 年增加 32.78 元；集体企业职工人均

月基本工资 48.58 元，比 1978 年增加 12.87 元。1984 年，共销售自行车 11,243 辆，比 1978

年多销 5,517 辆；手表 19,600 块，比 1978 年多销 15,937 块；收音机(收录机)2,373 台，比

1978 年多销 111 台；电视机 869 台，电扇 2,321 台，缝纫机 5,466 台，洗衣机 30 台。1984

年建房面积 139,504 平方米。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全县有县立初中 2 所，学生 344 人，教职工 38 人；私立初中 1 所，学

生 210 人，教职工 17 人；小学 127 所，学生 4,296 人，教职工 175 人。1984 年，全县有中级

师范 1所，学生 188 人，教职工 39 人；普通中学 54 所，学生 16,886 人，教职工 1,549 人；

农业高中 1所，学生 133 人，教职工 12 人；小学 243 所，学生 95,840 人，教职工 3,712 人（其

中民办教师 2,501 人）；幼儿园 10 所，入园幼儿 4,674 人，幼教职工 177 人；托儿所 14 所，

入托婴幼儿 2,057 人，幼教职工 144 人。1979－1983 年历届高中毕业生 9,790 人，升入大学

378 人。

1983 年全县城镇职工不及初中文化程度的 1,976 人，达到高中文化程度的 329 人，达到

大学文化程度的 341 人。小学教师 1,211 人，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 674 人，中师文化程度的

537 人；中学教师 1,549 人，达到大专文化程度的 145 人。1978－1984 年，组织小学教师 1,632



人、中学教师 31 人到县、地区以上学校进修学习；参加中师函授学习 109 人；专科函授学习

47 人，（毕业 35 人），本科函授学习 4人。荣获全国优秀班主任称号 1人，自治区优秀班主任

称号 2人。

科 技 现有县科技情报所、农业科学研究所、农业机械研究所 3个科研单位。县内有农

学会、林学会等 16 个学会和 1个珠算协会。18 个乡镇成立了科普协会。1978－1983 年科学研

究成果有 48 项，其中有 7项获自治区奖。1983 年，全县有工程师 4人，农艺师 5人，畜牧兽

医师 1 人，主治医师 9；助理工程师 48 人，助理农艺师 29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10 人，助理

统计师 1人，医师 165 人；工程技术员 108 人，农业技术员 68 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38 人。

十四年来，自治区和中国科学院在小平阳乡进行花生品种区域、栽培、微肥等项试验，已

获成功。其中“粤油 551”良种，1983 年获自治区科委、农业厅授予科技成果三等奖和四等奖。

文化艺术 现有文化馆 1个，乡镇文化站 16 个；文物管理所 1个；图书馆 1个，藏书 33,298

册；新华书店 1个，1983 年有发行点 29 个；县电影院、文化宫、露天影场各 1个，乡镇电影

院 8 个；县广播站 1个，乡镇转播站 24 个，电视差转台 1座。县文工团 1 个，创作有《特推

卖棍》（壮戏）、《男大难婚》（彩调）、《贵客》（彩调）等剧目，获地区、自治区奖。

壮师戏：从广东传入来宾，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壮师剧的唱本，故事性强，每个唱

本，就是一首长诗，剧情多数是以喜剧结束，表演动作简单而别有风趣，唱词押腰韵、脚韵、

内韵，有诗意，唱腔简单纯朴，音乐旋律优美，服装简单朴素，乐器用蜂鼓、钹和锣，音域不

宽。目前全县已有 120 多个壮师剧队，分布在全县 24 个乡镇。

卫 生 1949 年，有县立医院 2 所，医务人员 17 人。1984 年，县直属的有人民医院、中

医院、防疫站、妇保站、卫校、医疗器械修理所、皮防站等 7个单位。乡镇卫生院 20 所，农

村医疗站 13 个，校医务室 4个。全县有病床 511 张，医务人员 1,620 人。实行计划生育的有

42,490 人；占全县育龄妇女的 64.64%，有 1,602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县成立有田径、武术等 5个体育协会。1977 年以来向国家输送动运员 1人。被评

为自治区先进体育工作者 2 人。全县体育达标人数 34,204 人，国家三级裁判员 4人，国家二

级篮球教练员 1人。

文物胜迹
麒麟山人遗址 麒麟山位于县城西约 15 公里，桥巩圩北面，海拔 125 米，山脚有一岩洞。

1956 年 1 月 14 日，在该山洞内发现一个人类头骨的颅底部份化石，属新人阶段的男性老年个

体，没有明显的原始性质，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晚期，距今约两万年。伴生动物化石有鹿牙、猪

牙、肢骨碎片以及少量的斧足类壳和大量的腹足类壳，还有打制的石器。麒麟山人类化石的发

现，有助于对现代人种的起源和分布问题的研究。麒麟山人遗址现属国家文物保护点之一。

蓬莱洲 位于县城东约 16 公里，城厢乡二沟村附近，系红水河中一孤洲，长约 500 米，

宽 250 米，相对高度 30 米。该洲宛若轻舟浮水，景色秀丽，身临其境有如置身“蓬莱仙境”，

故名“蓬莱洲”。南畔石壁有一大碑刻，书法遒劲，刻工颇精。旧志记载，水涨时，洲不能没，

有“蓬莱砥柱”之称，“凉秋水落，滩声闻数里”。唐宋时曾为严州、象州郡治。如今洲上多柑



果竹林，为来宾园艺分场。

麒麟山人头骨颅底部分化石

龙洞山 又名白云洞，在县城西南约 3公里的来宾冶炼厂附近，海拔高 125 米，山势突兀，

形如覆钟，春阴雨天，山上云雾缭绕，形似蛟龙腾飞之状，故此得名。山多洞，洞洞相通，内

有通天洞可达山顶。洞内有寺庙，相传创建于元明，清代重修，已毁，其遗迹及碑刻尚依稀可

辨。洞内宽敞阴凉，山脚溪水环抱，登上山顶，远山近水，县城薪姿，尽收眼底。

鳌 山 位于县城东南约 25 公里，寺山乡东北面。其地群山环抱，有时雾海茫茫，隆起的

高峰宛如大海中游动的鳌鱼，故名鳌山。海拔高 458 米。于西面半山建有 7座楼台古寺，创建

于明万历年间，寺内雕龙画凤，金碧辉煌，过去被毁，现已重修。寺后石壁小缝中有泉水流出，

涓涓不息，储于 2穴中，四季不枯。山景秀丽，气候宜人。

金蜂山 金峰山又名寺山，位于县城东南约 26 公里，靠寺山圩西边。孤山屹立，海拔高

155 米。其石山峭壁，自南北两面远望，端整若屏，西面望之如圭，东面望之似笏。山半腰东

北面有两个岩洞，一洞穿过山背，漏入天光，相传为北宋探花权凤读书处。曾建有金峰寺，已

毁。北侧山脚下“龙口泉”，泉水清澈可饮，还可灌良田 2,000 多亩。建国后，于东面山脚下

建革命烈士纪念碑。

文辉塔 文辉塔位于县城西约 30 公里，迁江镇东北面，靠红水河北岸。塔高约 20 米，分

为 7层，八角形，立锥体，基石砖筑，结构牢固，塔壁四周雕刻花草图案，今图案已模糊不清。

始建何时待考。相传明万历年间(1573－1620 年)为黄文辉重建，故名“文辉塔”。

著名人物
杨德华(1903－1982) 原名杨必升。蒙村乡那�村人。1930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以国民

党河南商城县长和湖北英山县长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0 年到延安学习，后在中

央统战部、中央军委工作。1945 年国共谈判时，随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南京、上海等地做统

战工作。1948 年到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任统战部长、滇桂黔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建国后，

先后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法院院长、省民政厅长、省政法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后调

到浙江、四川、云南等省工作。1961 年退休回桂林，1982 年 1 月病逝于上海。

黄奠中(1906-1949) 壮族。寺山乡中福村人。原名黄榜金。1949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游击队，先后任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来宾县独立大队副大队长、来宾县人民解放同志会副会



长兼武工队副队长等职。1949 年 11 月 23 日，率领游击队于蒙村乡大岭村伏击溃退的国民党

军队，在指挥战斗中光荣牺牲。

甘化民(1914－1969) 又名甘若频。大湾街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桂平参加党的

地下革命活动，任交通员。1942 年 8 月回大湾一带开展地下革命活动。1949 年任柳来象边区

来宾县解放委员会主席。建国后历任来宾县人民政府秘书、税务局长、副县长、宜山专区油脂

公司经理、粮食局副局长、专署计委平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韦建勇(1960－1981) 壮族。石牙乡古本村人。1979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1 年 5

月 11 日在云南扣林山反击越南侵略军的战斗中光荣牺牲，荣立二等功；昆明部队追认他为共

产党员，授予他“能文能武的好战士”荣誉称号。

谭公炳(1520－?) 壮族。迁江北三（今七洞乡）人。曾于北三一带组织有数千壮族人民

参加的起义队伍，号称“刬马军”。攻打州县，屡败官兵。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 年）与友军

一起，先后攻入来宾、武宣、平南、贵县、南宁以及广东的清远、三水等县、州城。万历五年

（1577 年）十二月，明王朝用重兵镇压，“刬马军”失败，谭公炳下落不明。

蒙志仁(1884－1952) 良江乡罗村人。历任国民党军队营长、团长、纵队副司令、司令；

1945 年任迁、来、武、象四县民团副司令兼来宾县县长；1949 年任柳州警备副司令兼迁、来、

武、象四县联防剿共司令。建国初任来宾县治安委员会主任，后因进行颠覆活动，于 1950 年

被镇压。

重要事件
日机轰炸迁江 1938 年 8 月 30 日上午，日本飞机分两批 17 架次，飞抵迁江镇，共投弹

200 余枚，死伤 50 多人，炸毁民房 130 余间，闹市盐埠衡被夷平，财物损失一千万元（国币）

以上。

东汉塘事件 1945 年 5 月 20 日，一批日军闯进凤凰乡东汉塘村，奸污妇女，掳掠财物，

杀人放火。全村 60 多户，有 108 人被惨杀。

七洞、良塘乡进攻战 1949 年 4 月 24 日，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武装游击队 400 多人，分

头进攻国民党七洞、良塘乡公所，按原计划于当天解放了七洞；而良塘方面因敌有备，又遇大

雨，部队开进受阻，我军主动撤退。

血战五山 1949 年 10 月 29 日，我粤桂边区十九团直属营游击队 60 多人，攻击国民党五

山乡公所。敌保安大队夜援，我主力受包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方遭受重大损失，有

34 位指战员光荣牺牲，20 多人身负重伤。是役歼敌 20 多人，伤敌 30 多人。

白山伏击战 1949 年 11 月 22 日，柳来象边区地下游击队二中队，在白山火车站南端撬开

铁轨，断路伏击南逃的国民党军列车。这一仗歼敌数十人，伤敌众多。缴获步枪 300 多支，重

机枪 10 挺，轻机枪 8挺，高炮 4门，山炮 12 门，八二追击炮和六○炮 14 门，以及大批弹药、

通讯器材、药品等军用物资。

水龙村围剿战 1949 年 11 月 23 日，我柳来象边区地下游击队二中队，得知国民党柳州警

备部队一连在水龙村宿营，遂连夜赶往，将敌包围。次日敌缴械投降，游击队缴获步枪 64 支，



轻机枪 2挺及一批弹药。

洛春之战 1949 年 11 月 26 日，国民党迁江县长吴其嵩率领县警 150 人和广西省保安队 1

个营，退守三寨乡（今平阳乡）洛春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迁江南河游击

队，于 12 月 17 日向敌进攻，打死打伤敌军 20 多人，除吴其嵩等数人逃跑外，其余军警官兵

全部被俘；缴获重机枪 3挺，轻机枪 30 挺，步枪 300 余支。我军牺牲 2人。

供稿：来宾县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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