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 县

贺县山地广阔，森林覆盖率高，为自治区主要林区之一。矿产蕴藏量大，锡、钨、黄金矿品位较

高。河流自然落差大，水力资源丰富，列为全国第一批实现电气化县之一。县治八步镇，为桂东北及

湘、粤、桂边界地区的商业重镇。

位置面积 贺县位于桂东北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地带。东界广东省连山、怀集、封

开诸县，西连钟山、昭平县，南与苍梧县接壤，北与湖南省江华县毗邻。境内东西宽 74 公里，

南北长约 108 公里，总面积 5,147.20 平方公里，合 7,720,800 亩。计陆地 7,585,170 亩，占

98.24%；水域 135,630 亩，占 1.76%。县治八步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565 公里。中央冶金

部直属龙水金矿，自治区所属平桂矿务局的水岩坝矿、新路矿、里松矿和大桂山林场均在县境

内。

建置沿革 汉元鼎六年（前 111 年）于今贺县地置临贺，封阳二县，属苍梧郡。三国吴黄

武五年（226 年）增置建兴县，与临贺、封阳同属临贺郡。隋开皇十八年（598 年），改为桂蛉

县。南朝、隋时，临贺郡曾改为临庆国和贺州。唐武德四年(621 年)再置贺州，五代、宋、元

因之。明洪武十年（1377 年）改为贺县。清末分贺县置信都厅，民国初年改为信都县。建国

后，1951 年并信都县入贺县。

行政区划 贺县现辖 15 个乡：贺城、步头、莲塘、南乡、大宁、开山、里松、鹅塘、沙

田，水口、信都、灵丰、仁义、铺门和大平瑶族自治乡；6个镇：八步、贺街、信都、黄田、

桂岭、公会。下属村（街）民委员会 291 个，另有圩场 22 个。县治八步镇，1984 年有 9,824

户，44,616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全县总人口为 677,513 人，其中汉族 621,266 人，壮族 27,204 人，瑶

族 28,870 人，苗、回、满、侗、仫佬、蒙古、土家等民族共 173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32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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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14 93009 97924 118210 57.4 27.1 20.7

总 人 口 335510 402020 445768 662083 97.3 64.7 48.5

性别

构成

男 175219 207891 229744 340275 94.2 63.7 48.1

女 160291 194129 v 321808 100.8 65.8 49.0

地区

构成

城 镇 61368 57562 75971 23.8 34.3

农 村 340652 388206 586112 72.1 51.0

自然条件
地 形 属南岭山地丘陵区，为北高南低的阶梯形地势。北部山地较高，自东至北再至西

南端，山岭连绵，层峦迭嶂；中部有中山盘踞；南部亦多崇山峻岭。山间有南乡、桂岭、里松、

八步、公会、信都 6个小盆地。

山 脉 境内高山大岭多分布在北部和东西靠近边境两侧居中地段，略呈“品”字形。主

干姑婆山是萌渚岭尾闾，由湖南江华县蜿蜒伸入县境北部。向南延伸，有铜钟山、大平山、犁

头山，大桂山和瑞云山，其中马塘顶最高，海拔 1,787 米；向东南延伸，有芙蓉山、石鼓山和

金鸡山，其中横水顶海拔 1,469 米；向中南延伸有大瓮山、狗耳山等，海拔均在 1,000 米以上。

南端诸山海拔亦在 500 米以上。全境山地面积 6,206,145 亩，占总面积的 80.38%。

河 流 主要河流有贺江、临江、里松河和大平河，属珠江水系。贺江源于萌渚岭西面之

低谷，流经境内桂岭、大宁、贺城、信都、铺门等乡，流程 120 余公里，为西江五大支流之一。

临江源于富川县灵亭，流经八步、贺街，至浮山与贺江汇合。全境小河溪涧密布，集雨面积大

于 50 平方公里的河流计有 24 条。除大平河源于西南山谷流向苍梧县外，其余均汇贺江南流入

西江。

气 候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长酷热，秋多旱情，冬有霜冻，入春后低温阴雨天多，并

有倒春寒。年平均气温 19.9℃，极端最高温 38.9℃，极端最低温-4.0℃；月平均气温以 7 月

最高，28.7℃，1 月最低，9.4℃。年降雨量 1,535 毫米，年平均降雨日 171 天，雨季集中在

4-8 月。年平均日照时数 1,586.6 小时，日照时数 3月最少，7 月最多。主要气象灾害有：秋

旱、寒露风、倒春寒、强寒潮、冰雹、大暴雨和雷击。据资料记载，近二十六年来较大的水灾

7次。1980 年 6 月 20 日，信都镇附近连续下暴雨 9小时，总雨量 327 毫米，洪水淹没农田 1.8

万亩，损失颇大。

土 壤 全县有 8个土类，22 个亚类，60 个土属，177 个土种。丘陵和山地多属红壤、砖

红壤、黄壤、黄红壤、灌丛草甸土及冲积土，占总面积 80%左右，适宜松、杉、竹、茶、果等

林木及牧草生长。在水稻土中，潴育型土有 24.5 万亩，水、肥、气、热条件良好，主要分布

于贺江、临江、马尾河及其支流两岸谷地。境内土地资源的特征是：类型多样，熟化程度较高；



但由于地形复杂，成土母质各异，土壤肥力高低不一。

资 源 山林：现有森林面积 2,783572 亩，森林覆盖率为 36.05%。境内山地面积广大，

宜林、宜牧、宜农荒地多达 389.6 万亩，占山地总面积的 62%，开发潜力很大。水力：贺江、

临江和马尾河中上游，自然落差大，开发条件好。全县水力资源蕴藏量 24.3 万千瓦，可供开

发量为 16.72 万千瓦。矿藏：有锡、钨、铜、铅、锌、黄金、锰、钇钙、水晶、煤、铁、大理

石、钾长石等 10 多种，其中锡、钨、黄金矿品位较高。据部分矿点普查储量：锡 149,111.5

吨，钨 12,748 吨，金 8,866.64 公斤。此外，在滑水冲自然保护区，属国家保护的稀有珍贵树

种有树蕨，大果木五加、香花木、楠木等 16 种；珍贵鸟兽有金线鸟、毛冠鹿、金猫、林麝等

12 种。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 27,842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4.8 倍，比 1978

年增长 2l.6%，比 1982 年增长 0.3%，比 1983 年下降 1.3%。1978 年以来平均年递增 3.48%。

1984 年人均产值为 411 元，比 1949 年增长 1.7 倍，比 1978 年增长 9.9%，比 1981 年增长 6.8%，

比 1983 年下降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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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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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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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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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197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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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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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总产值

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4258

－

－

－

－

－

100

－

－

－

－

－

13941

8259

1782

1868

1993

39

100

59.2

12.8

13.4

14.3

0.3

17759

10178

1230

3067

3207

77

100

57.3

6.9

17.3

18.1

0.4

17797

9420

1264

3566

3464

83

100

52.9

7.1

20.0

19.5

0.5

318

－

－

－

－

－

27.7

14.1

-29.1

90.9

73.8

112.8

0.2

-7.4

2.8

16.3

8.0

7.8

4.15

2.22

-5.56

11.38

9.65

13.41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面积 627,616 亩，农业人口 601,477 人（劳动力 254,301 人），

人均耕地 1.04 亩。其中水田 424,186 亩，旱地 203,430 亩，旱涝保收田 358,676 亩，有效灌

溉面积 385,757 亩。随着水利设施的改善，不少旱地改成水田，一般实行稻－稻－豆（蚕豆、

豌豆）或稻－稻－肥的一年三熟耕作制。

1984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总动力 82,688 马力，其中耕作机械 37,322 马力。有大中

型拖拉机 293 台，手扶拖拉机 2,104 台，机耕船 34 艘，农用汽车 100 辆。现有农机总动力平

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13.2 马力，其中耕作机械每百亩占有 5.9 马力．1984 年全县机耕面积达

179,469 亩，占耕地面积 28.6%，平均每马力耕地 4.81 亩。

贺县历来以产粮为主。解放后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特别是近几年来推行生产承包责任

制，粮食增产幅度更大。1983 年粮食总产达 52,085 万斤，收购粮食 12,720 万斤，创历史最



高水平。有 6个乡被自治区列为商品粮基地。1984 年农业遭受严重灾害，粮食总产仍达 45,832

万斤。1984 年油料（不包括油茶）播种面积 52,617 亩，总产 109,200 担，油脂收购 5,000 担。

甘蔗种植历史悠久。1984 年种植面积 32,341 亩，总产 10.3 万吨，保证了日榨 800 吨的

信都糖厂能正常生产。另一座日榨 500 吨的八步糖厂，已建成开机试产，甘蔗种植面积将扩大

到 5万亩以上。

林 业 国营林场有：大桂山、黄洞，姑婆山 3处，经营面积 92.6 万亩。另有森林资源保

护站 18 万亩，乡村办林场 11 个。解放后开展了造林和封山育林。1967 年开始飞机造林（其

中大桂山林场于 1961 年就搞飞播试点），飞播 9次共造林 116.7 万亩，成林 55 万亩。仅 1978

年以来的七年时间，人工造林达 60 万亩（不包括大桂山林场），成活率 85%。全县现有森林面

积 278 万亩，比解放初增长 82%。森林覆盖率 36%，立木蓄积量 620 万立方米。三十六年来为

国家提供木材 180 万立方米，平均每年提供木材 5万立方米。由于大桂山和步头、仁义、信都

等乡的造林成绩显著，1983 年全国“南方飞播造林经验交流会”在贺县召开。

在现有森林面积中，用材林占 78%，经济林占 11%。油茶、油桐、茶叶是贺县传统产品，

现有油茶林 22 万亩，年产油茶籽 400 万斤；油桐七千多亩，年产桐籽 35 万斤；茶林万多亩，

年产茶叶 20 万斤。果树有沙田柚、柑、橙、李、桃、梅、梨、龙眼和板栗等，年产量 255 万

斤。毛（楠）竹，近年来每年向国家提供 33 万根。此外，还有松脂、香菇、木耳等林副产品。

牧 业 牛是主要的大牲畜，用于耕作劳役，1984 年全县共有 77,104 头。养猪历来是农

户主要收入之一，1984 年存栏 212,069 头，出栏 103,421 头；1978 年以来上调国家肥猪 23

万头，每年平均提供 3.3 万头。

副 业 农村家庭副业除养猪外，饲养家禽较普遍。1984 年鸡出栏 211.6 万只，鸭 21.1

万只，鹅 5.3 万只，还向国家提供蜂蜜 8万斤。近年来以商品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各种专业村、

专业户、重点户不断涌现，1984 年有专业村三个，301 户；新经济联合体 247 个，1,617 户，

专业户、重点户达 6,000 户以上，经营项目由种养转向建筑、交通、加工、服务、商业等。

渔 业 县有水产养殖场 1个，养殖水面 244 亩。1976 年开始人工繁殖鱼苗，除供应县内

外，还远销邻县邻省。全县有池塘 5,479 亩，山塘水库 28,173 亩。1984 年全县鱼类总产 13,604

担，比上年增长 8.8%，其中池塘产鱼 8,806 担，山塘水库产鱼 3,018 担，稻田养鱼产 21 担，

江河捕捞 952 担及家庭自养鱼产 807 担。

土特产品 八步红瓜子：鲜红饱满，粒大肉厚，籽仁洁白如玉，清香甘甜。清乾隆二十六

年（1761 年）起，便经由梧州、广州，销往东南亚各地，现已远销三十多令国家和地区。年

提供商品量 7,000-10,000 担。

信都三黄鸡：因羽黄、咀黄、脚黄而得名。肉厚嫩滑，皮脆骨软。清末便销往梧州、广州

及港澳一带。最高年出口 8至 10 万只。

大宁哂烟：产于大宁、南乡一带。该地山谷多，溪水密布，常年迷雾缭绕，所产烟叶厚，

呈金黄色，隐现浅绿色，烟味甘香馥郁，略有甜味。由于品质独特，驰名遐迩。

开山白毛茶：是自治区五大名茶之一。产于开山乡安和、东南等村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山



区。该地冬暖夏凉，云雾缭绕，溪水潺潺，加上采摘时间早，叶芽幼嫩，加工精细，产品白毛

显露，条索细紧、匀整，呈螺形卷曲，色泽黄翠嫩绿，香气清纯持久，滋味鲜醇回甜，汤色黄

绿清澈，别具风味。远销区内各市及广东，年销量约四五十担。

芳林马蹄：主要产于沙田乡芳林村一带，其特点是个大皮薄肉嫩，清甜脆口无渣，远销港

澳。

厘竹：主要产于步头、南乡、大宁、莲塘等乡。特点是实心、坚硬，年产约 4,000 吨，远

销西欧市场。

水 利 解放以来兴办的水利工程详见下表：

水 利 工 程 概 况 表

项 目
工 程

处 数

装 机

台 数

功 率

(马力)

总库容

(万立方米)

有效库容

(万立方米)

可灌溉面积

(万亩)

正常引水量

(立方米/秒)

排 灌 工 程

其中:电排灌站

柴油机站

水轮泵站

127

281

91

139

281

204

5788

4357

5.67

0.95

蓄 水 工 程

其中:水 库

塘 坝

74

313

40657

900

18592

900

29.12

1.98

引 水 工 程 574 13.29 31.7

1 千万立方米以上库容的水库有两处：（一）狮洞水库，在沙田乡狮南村，集雨面积 45.5

平方公里，总库容 1,720 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1,037 万立方米，灌溉面积 2.5 万亩。（二）沙

冲水库，在铺门乡河东村，集雨面积 80 平方公里，总库容 1,400 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331 万

立方米，灌溉面积 1.04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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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

－

－

100

－

－

8951

3884

5067

100

434

56.6

10450

4249

6201

100

40.7

59.3

10045

4187

5858

100

41.7

58.3

1703.4

－

－

12.2

7.8

15.6

-3.9

-1.5

-5.5

1.94

1.26

2.45

解放前全县只有化工、火柴、土陶、粗布、印刷、铁锅、铁木农具等几家小厂，各圩镇还

有些小手工业。现县办的全民所有制工业有化学、陶瓷、火柴、染织、机械、五金制品、制糖、

印刷、建筑材料、电力、食品等行业，共 24 个厂。1984 年有职工 3,610 人，产值 5,040.8 万

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50.2%。其中最大的光明化工厂，职工 331 人，年产值 1,035 万元。自



治区、地区在县的工业有机械、电力、化学等行业，共 8 个厂，1984 年有职工 3,947 人，产

值 3,198.2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31.8%。县管集体企业有竹木器、服装、皮革、塑料、针

织、轻工机械、五金、食品等行业，共 16 个厂，1984 年有职工 686 人，产值 417.2 万元，占

全县工业总产值 4.2%。1984 年乡镇企业有 151 个，包括采矿、建材、轻工机械、食品、化学、

竹木器加工等行业，职工 4,764 人，产值 1,329.4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13.2%。

近年来，光明化工厂生产的氯酸钾达到国家一级品标准，列为自治区名牌产品。火柴厂生

产的海鸥牌火柴，被评为国家优质品。陶瓷厂生产的罗汉碗，亦列为自治区名牌产品。

矿业：贺县矿产三大优势是锡、钨、黄金，其中锡矿开采历史悠久，闻名全国，远销海外。

现县内矿场有平桂矿务局属的水岩坝和新路锡矿，1984 年共有职工 3,846 人；主要产品产量：

锡 565 吨，锌 1,000.2 吨，锌合硫 629 吨，钨精矿 2,314 吨，钛白粉 724 吨，砷精矿 679 吨，

年总产值 1,027 万元。冶金部龙水金矿有职工 1,240 人，主要产品产量：金精矿 5,614 两，铅

精矿 5,318 吨，锌精矿 39.63 吨，总产值 357 万元。贺县民间采矿有悠久历史和丰富经验，1984

年全县有 23 个乡村采矿企业，民矿开采总产量为 12,625 吨。其中锡矿 606 吨，钨矿 24 吨，

黄金 18 两，铜矿 106 吨，铁矿 9,257 吨，铅锌矿 2,512 吨，硫铁矿 120 吨，总产值 560 万元。

电力：解放前仅有光明化工厂 1处小水电，装机容量 108 千瓦。现在县境内的水电站，除

梧州地区的合面狮电站装机容量 2.8 万千瓦外，县属水电站共 150 座 184 台，装机容量 20,443

千瓦，年发量 26,638 万度。其中骨干电站临江和黄洞电站，装机容量共 11,800 千瓦，年发电

量 6,023 万度。其次还有临江、光明、鱼跳、芳林、厦岛、云滕渡左岸等一批电站，有的巳与

合八线变电站（梧州地区电网）并网运行。全县有 20 个乡镇、百分之九十三的村、百分之六

十八的农户巳用上电。全县用电量 6,472 万度，人均年用电达 96 度。贺县已列为全国第一批

实现电气化县之一。

交 通 全县交通以陆路为主，现有公路 23 条，504.4 公里（含黑色渣油路 98.7 公里），

其中地方公路 18 条，230.5 公里，比 1949 年增长 7.5 倍。现有各类汽车 891 辆，比 1949 年

增长25.1倍。全县21个乡镇有l9个通班车，百分之七十六的村亦可通车。1984年客运量367.6

万人次，比 1978 年增长 2.2 倍；货运量 1,102.7 万吨，比 1978 年增长 4%。1984 年冬建成贺

县汽车站客运大楼，建筑面积 3,700 多平方米，可同时发 14 辆车。为了缓和县城与附近乡镇

之间的客运紧张局面，1977 年开始成立公共汽车公司。现有客运车 17 辆，日平均客运量 7,000

人次。水路可通航河道 220 公里，有船 264 艘，5,232 吨位，职工 1,166 人；其中机帆船 24

艘，1,565 吨，728 马力，年货运周转量 822.6 万吨公里。

邮 电 全县有邮电局 1个，支局 4 个，邮电所和代办处 17 个。邮路长 1,106 公里，所有

乡村都通邮。农村电话线路 1,200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20 条，全县安装单机 1,363 部。电报

电路 5条，长话线路 14 条。

商 业 1984 年全县有商业网点 4,537 个，从业人员 10,321 人。其中国营网点 168 个，

从业人员 2,044 人；供销社网点 610 个，从业人员 1,921 人；集体网点 50 个，从业人员 436

人；个体网点 3,709 个，从业人员 5,920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 13,167 万元，比上年增长



17.9%；农村集市贸易额 3,475.3 万元，比上年增长 12.9%。农副产品收购总值 3,781.4 万元，

比上年下降 14.8%。外贸收购出口总值 477.8 万元，比上年下降 27%。1984 年主要出口商品：

活鸡 4.5 万只，红瓜子 116.3 吨，厘竹 2,040 吨。

财政金融 1984 年财政收入 1,679.4 万元，财政支出 1,626.7 万元；县自筹收入 258.5

万元，支出 224.1 万元。自 1980 年财政实行分级包干后，五年共纯上交自治区财政 1,880.4

万元，平均每年纯上交 376.1 万元。

1984 年全县城乡储蓄额 3,318 万元，比上年增长 93.6%。发放工业贷款 1,429.2 万元，比

上年增长 78%；商业贷款 4,227.2 万元，比上年减少 2.8%；农业贷款 867.2 万元，比上年减少

30%，收回农贷 384.7 万元。

人民生活 1984年全县居民收入总额16,250万元，人均收入240元，比1982年增长31.7%。

其中国家职工人均月工资 86.58 元（含奖金、补贴），集体职工人均月工资 53.58 元（合奖金、

补贴），农民人均收入 183 元，1984 年出现万元户 250 户。1984 年全县人均吃粮 594 斤，居民

人均消费品购买力为 152 元。1984 年销售缝纫机 4,830 架，比 1978 年增 2.3 倍；手表 17,510

只，比 1978 年增 3倍；自行车 12,702 辆，比 1978 年增 1.1 倍；电风扇 1,906 台，比上年增

78.3%；电视机 959 台，比上年增 22.3%；洗衣机销售 848 台，收录机销售 1,162 台。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全县仅有中学 2所，学生 1,227 人；小学 43 所，学生 3,590 人。1984 年，

全县有中级师范学校 1所，学生 515 人，教职员 89 人。普通高中 7所，学生 2,293 人；农业

高中 1所，学生 223 人；职业高中 1所，学生 150 人；初中 33 所，学生 12,041 人。中学教职

员共 1,621 人。小学 277 所，教学点 406 处，学生共 87,433 人，入学率为 92.86%，教职员 3,941

人。学前班 110 班，学生 4,031 人，教师 110 人。幼儿园 27 所，入园幼儿 850 人，幼儿教师

39 人。1977 年至 1984 年考入高等学校 674 人，占考生的 1.77%。1982 年至 1984 年办业余小

学班 337 个，有 10,157 人（次）参加学习；开办文化补习班 169 个，有 6,512 人（次）参加

学习。

1984 年全县小学教师 3,368 人，其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1,089 人。中学教师 1,090 人，

其中大专文化程度 386 人。全县中小学教师中，有 1人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4人被评为自

治区优秀班主任。

科 技 县有农科所、林科所、农业机械研究所和科技情报所等科研单位，另有县农技站、

病虫测报站、水土保持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畜牧兽医站等科技单位，各乡镇亦有相应的组织。

全县巳建立农学会、林学会、水电学会、畜牧学会、农机学会、医学会、机械学会、土木建筑

学会、电器学会、情报学会、化工学会、数理化学会，青少年科普学会，质量学会等组织，会

员共 581 人。1978 年以来，取得科技成果 44 项，其中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项、自治区科技奖

6 项。至 1983 年全县有：工程师 20 人，工程技师 2 人，农艺师 15 人，畜牧兽医师 1人，主

治医师 18 人，主管医师 1 人，讲师 3 人，会计师 2 人；助理工程师 115 人，助理农艺师 52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23 人，医师 163 人，药师 8 人，护师 15 人，医疗技师 1 人，检验师 4



人，助理会计师 6 人，助理统计师 1 人；农业技术员 57 人，工程技术员 182 人，畜牧兽医技

术员 31 人。

文化艺术 县有文化馆 1所，乡镇文化站 21 处；县图书馆 1个，藏书 62,185 册。县文物

管理所 1个，发掘、征集文物近万件；其中有新石器时代的石铲，春秋时期的陶罍、陶釜、陶

罐、铜镈，战国时期的铜镞、铜斧、铜钺，西汉时期的金印、铜筒、铜镜、高圈足铜壶等。县

山歌剧团 1个，自创的山歌剧《挂牌》、《出嫁心歌》，获地区、自治区创作、演出、音乐、导

演奖。各乡镇现有业余文艺队 35 个。1984 年县成立了书法工作者协会，并举办了书法展览。

县新华书店有发行点 28 处。县城有工人化文宫 1个，电影院 2间，剧院 1间，露天影场 1座，

乡镇放映队 131 个（其中公办 14 个）。县电影公司曾于 1978 年获文化部授予“改革 16 毫米机

头光源和镜头”奖。还有县广播站 1个，乡镇转播站 16 个，电视差转台 7座。

卫 生 1949 年县有卫生院 1所，卫生所 2间，医务人员 32 人，病床 13 张，另有私人开

业医生 79 人。1984 年全县有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所、防疫站、卫校各 1所；乡镇卫

生院 17 所（其中中心医院 4所）。农村合作医疗站 248 处，校医务室 8个，厂矿医务室 31 个。

全县共有病床 726 张，各类医务人员 900 人（其中主管医师 1 人，主治医师 18 人，药剂师 8

人，检验师 4人，护理师 15 人，医疗技师 1人，受过训练的接生员 121 人，卫生员 431 人)，

个体开业医生 106 人。

贺县属全国三分之一卫生建设重点县之一，1982 年自治区检查评比，县妇幼保建所获总

分第一名，县医院和防疫站获总分第二名。1978 年因县麻风病防治工作成绩突出，受到国务

院的奖励。

1984 年全县实行计划生育的有 60,786 人（其中绝育 5,673 人），占育龄妇女 78,945 人的

77%。有 3,672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县有业余体校，设篮球、羽毛球、田径等训练班，学生 60 人，教练员 13 人（其

中二级教练员 2人，三级教练员 3人）。曾向自治区体工队输送运动员 13 人（其中运动健将 2

人），向自治区业余体校输送学员 14 人。解放以来，县共召开过五届综合性运动会，另进行过

单项比赛：田径 18 次，篮球 5次，乒乓球 4次，足球 2次，羽毛球 2次。全县有一级裁判员

9人，二级裁判员 30 人，三级裁判员 32 人。有全国优秀业余教练员 1人，全国学校传统项目

优秀教练员 1 人，全区优秀业余教练员 1 人。1980 年 1 人获全区少年田径赛男子全能比赛冠

军，1984 年 1 人获全国青年女子乒乓球锦标赛冠军。1982 年莲塘乡被评为自治区、全国农村

体育先进单位，有 4所学校受到自治区表彰。

特殊风俗 浮山歌节：农历四月二十六日和五月十九日在浮山举行，各族人民云集浮山，

人数多达数万，对唱、对歌，十分热闹。

盘王节：是瑶族人民纪念祖先的盛大传统节日，又称“做堂”。无固定时间，一般在每年

的秋后或春前进行，少则三日三夜，多达七天七晚。此期间杀牲设宴款待亲友，唱歌跳舞，青

年男女亦乘此机会物色自己的意中人。

土瑶风俗：土瑶是瑶族中比较古老的一支，人口有 3,600 多人，操较原始的瑶语，自称“阴



地棉”（意即在地瑶）。其服饰、风俗奇特，女子穿长衣和仅有六寸长的特短裤，头戴精制平头

木帽；男子穿仅有一尺二寸长的短衣，和宽大的长裤，头包白毛巾。男女都爱以五彩丝线作装

饰，喜结寨群聚。

土瑶姑娘

文物胜迹
乾亨寺铜钟 铸于南汉大宝四年（961 年），重 1,500 斤，高 4.4 尺，口径 2.5 尺。顶背

附有弓背两头龙纽，龙开口张牙，钟身镌字 1,288 个。原在桂岭乡梅桂村乾亨寺内，1963 年

迁至八步人民公园，属自治区重点保护文物。

古墓群 属自治区重点保护文物的有 3处。一在铺门乡河东村、河南村、龙桂村和六合村，

有古墓 300 多座，属战国至汉代古墓葬。二为英民古墓群，在今桂岭乡英民村的生疮岭、草马

捋和井头寨一带，有古墓 80 多座，属汉至六朝古墓葬。三为新村古墓群，在今黄田乡新村境

内的鹧鸪坪、油茶排、鸡爪岭、相思岭和火路界一带，有古墓 60 多座，属汉至六朝古墓葬。

浮 山 又名玉印山，在临、贺两江交汇处，巍然峙立于水中。山上有宋代建筑环碧亭、

浪沧亭和陈侯祠。历代名人题詠刻石颇多，其中有李济深的题诗和手书“浮山”二字。

梵安寺 在今铺门乡中华村，建于宋宣和年同。寺内有一株巳历千年的“凤尾草”，根如

盘龙卧地，茎叶似硕大的孔雀开屏。

桂花井 在贺街镇河西街中部偏南处，为明代建筑。井水清澈，因井边有一株古老的桂花

树而得名。井栏石圈内侧满布三四寸深的汲水绳痕。

明孝穆皇太后先人茔 在今桂岭镇善华村境内。太后姓纪，贺县桂岭人，是明孝宗朱佑樘

的生母，其墓在北京十三陵。此墓是朝廷为其先人所建，现尚存有石雕翁仲、石羊、石龟等。

石城遗址 在今铺门乡中华村，城四周环绕着高耸的石山，其状如盆，仅南北相对有两道

天然豁口，清代康熙年间举人陈腾䯄在两道豁口上筑城墙城门，至今保存完好。

著名人物
黄士韬(1899－1927) 化名韩略。莲塘乡新莲村人。中共党员。1919 年赴法勤工俭学，是



中共旅欧支部成员之一。1925 年到苏联学习，1926 年回国，任中共广西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长。

1927 年 10 月在梧州遭国民党杀害。

黄一平(1903－1980) 黄田新村人。原名黄启滔。1925 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 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8 年重新入党。曾任广西农运特派员，中

共广西特委委员。1929 年参加红七军，任团政治指导员、军前委委员，后为新四军五支队团

长，淮南四旅参谋长，东北一纵队三师政委，四十三军参谋长。建国后，历任华南军区第二副

参谋长，中南军区广东武装工作部部长，广东军区政委，广州军区副参谋长，中共广西壮族自

治区委员会常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自治区第四届政协副主席。1955 年授少将军衔。

于立群(1916－1979) 女。桂岭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和郭沫若在上海、

香港等地从事民主运动，并筹备中国妇女联谊会香港小组。她对书法颇有研究，是书法家。建

国后，曾任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林 勋(?－?) 桂岭人。宋政和五年(1115 年)进士。建炎初，献《本政书》十三篇、《比较

书》二篇，倡言以农为本，富国强兵的思想。为宋代广西唯一政论家。

于式枚(?－1916) 桂岭人，充当李鸿章幕僚十余年。光绪、宣统间，曾任京师大学堂总

办，广东学政，总理广西铁路，后任邮传部侍郎，曾奉使德国，为宪政考察大臣．后为国史馆

副总裁，编有《李文忠公尺牍》。

重要事件
岳飞曹成贺州之战 南宋绍兴二年(1132 年)，岳飞任潭州兼荆湖东路安抚使、都总管，闰

四月五日，岳军夜袭曹成在太平场(今贺县黄洞)3 万人的连营，大破曹军，曹成败走桂岭，凭

恃山险布阵以拒岳军。岳军在贺州城（今贺街）稍事休整后，于十二日出击，先破上梧关、北

藏岭，十五日在篷头岭与曹军决战，岳军获全胜，十六日岳飞乘胜攻下桂岭县城（今贺县桂岭

镇），曹成败退连州（今广东连县）。

陈金刚攻占贺城 1858 年 7 月 20 日，天地会首领陈金刚偕部将郑金率义军万余，由怀集

取道信都直扑贺县县城，围攻两月不下。后得四乡起义农民协助，合力团城，以地雷轰城，城

破，陈入城后杀邑令、两学典史、都司。又败官方援兵六七千于莲塘、茶庵等地。1859 年 8

月，清政府派蒋方伯偕前滇督刘岳昭率军压境，陈部不支，遂败退广东。

红七军在桂岭整编 1931 年 1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 3,500 多人，在总指挥李明瑞、政

委邓斌（邓小平）、军长张云逸的率领下，沿途击溃了国民党军的多处截击到达桂岭。在桂岭

进行了 4天整编后，于 1月 14 日晨北上中央苏区。

铺门人民抗日斗争 1944 年 9 月 15 日下午，日军一股，由广东沿怀集公路西袭，取道信

都、铺门，进逼梧州。铺门人民数百人与国民党信都县自卫总队第四分队配合，阻击敌人于河

东岸，激战 1昼夜。次日敌分兵扶隆、信都两路合围，被我阻击于福塔、五显渡地带。河东之

敌以密集炮火掩护强渡贺江，铺门遂陷。此役我方毙敌军官 1名，士兵数名，缴获驴马 10 余

匹，我 3 名自卫队员在肉搏中牺牲。16 日夜，敌人侵入铺门圩，烧杀掳掠，奸淫妇女，其状

惨不忍睹。



解放前夕马鼻之战 1949 年 11 月 21 日凌晨，国民党广西第一区专员虞世熙和专署保安团

两个营，分两路往芳林、栗木方向逃窜。其中芳林一路，被我游击队截击，虞弃车从右侧山路

逃往昭平，余敌被迫投降，游击队缴获汽车 2辆，军用物资一批。另一路到达马鼻时，被我贺

西游击队伏击，经 1天激战，俘敌营长以下官兵 120 多人，缴获轻机枪 7挺，步枪、冲锋抢、

卡宾枪、手枪共 100 余支，手榴弹 500 枚，各种子弹 1万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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