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 流 县

北流是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红八军军长俞作豫等革命烈士的故乡。城郊勾漏洞风景如

画，瑰丽神奇。县境盛产稻米、鲜鱼、水果。土特产北流荔枝、鸭塘鱼驰名中外。石灰石，瓷土储量

丰富；所产“虎头牌”高强水泥，闻名国内外；蟠龙瓷器白如玉、击如磬，被评为自治区优质产品，

远销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位置面积 北流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东南与容县和广东信宜、高州、化州等县

交界。西和西南与陆川县、玉林市接壤。北与玉林、桂平、容县等市县毗邻。县境东西最大横

距 50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140 公里。土地面积 2,485 平方公里，合 3,727,500 亩。县治陵城

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320 公里。

建置沿革 秦属象郡辖地。汉属合浦郡地。南朝齐武帝永明六年（488 年），置北流郡，始

有北流之名称。梁废郡为县，是北流正式建县之始。唐武德四至六年（621－623 年），先后增

置陵城、扶莱、罗卞三县，后又置峨石县，均属铜州辖地。贞观时改铜州为容州，后升为都督

府。宋太祖开宝五年(972 年)撤陵城、扶莱、罗卞、峨石等县，其地并入北流县，属容州。历

元、明、清、民国，仍称北流县，只是归属稍异，但多属玉林州（或区）辖。1949 年 11 月 28

日北流解放，沿前制，属玉林地区。

行政区划 北流县现辖 11 个乡：民安、西埌、勾漏、塘岸、大坡外、六麻、平政、新丰、

白马、清湾、石窝，5个镇：民乐、新圩、陵城、隆盛、六靖。下设村（街）民委员会 237 个，

辖自然村 4,427 个。另有大小圩场 25 个。

县治陵城镇，1983 年有 5,398 户，27,123 人。

人口民族 1983 年，全县总人口 837,839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337 人，人口自然增长

率 10.04‰。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汉族 816,452 人，壮、回、瑶、苗、侗等十多个民族共计 300



人。

北流是广西第二大侨乡，据 1980 年统计，全县旅居国外的华侨有 2,659 户，21,918 人；

居住于港澳的同胞 704 户，3,73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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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650 102797 125655 157624 75.82 53.34 25.44

总 人 口 385710 450797 536650 819020 112.34 81.68 52.62

性别

构成

男 212914 244384 286412 432483 103.14 76.97 51.00

女 172796 206413 250238 386537 123.70 87.26 54.47

地区

构成

城 镇 18723 213 52 26706 42.64 25.07

农 村 432074 515298 792314 83.37 53.76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属桂东南丘陵地区。北部，大容山山脉绵延，峰峦叠嶂，山势雄峻，地势最高。

山体南坡自北向东南和西南方向递降，至西牛岭以北过渡为地势平阔的北流盆地。中部，东为

天堂山，南为双头岭，西为石玉峰。东南西三面较高，中间稍低，其地势由南向北倾斜，形成

圭江谷地。南部，地形复杂。北面六里岭、双头岭横列，地势向南倾斜，分别形成白马、清湾

和六靖、石窝三个马蹄形小盆地。

山 脉 县北有大容山脉，主峰梅花岭，位于玉林、北流两县交界处，海拔 1,275.6 米，

是桂东南最高点。县城东北面有勾漏山脉和铜石岭，海拔在 200-400 米左右，多是石山；县中

部有西牛岭、双头岭和天堂山。其中天堂山位于北流与容县交界处，为云开大山支脉，西北－

东南走向，长 25 公里，宽 18 公里；传山顶有一池塘，后雅称天堂，山以其名，较高的山峰有

峨楼顶，海拔 1,269 米，无泥岭，海拔 1,261 米；均位于两县界。西面有石玉蜂。县南是云开

大山，蜿蜒于粤桂边境上。

河 流 境内较大的河流有 16 条，江河溪流遍布全县，总流域面积 2,523 平方公里。最大

河流为圭江，发源于平政乡的石城猫（山名），汇入容县绣江，从隆盛镇起可通木船，县城以

下可通机动船。其主要支流有二：新丰河发源于容县旺安村顶；六麻河发源于陆川县谢仙嶂，

总共控制流域面积约 1,475 平方公里，约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59.4%。另外，发源于大容山的

清湾江、白鸠江、六洋河汇入南流江，民乐河则汇入圭江；发源于云开大山的石窝河、六靖河、

白马河、清湾河汇入广东化州的沙陵江。这些溪流都较短，河床狭浅，每逢暴雨，山洪暴发，

河水泛滥，沿河两岸农田容易受淹。

气 候 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根据 1959-1980 年统计，年平均日照时数 1,769 小时，日

照率为 40%。年平均气温 21.8℃。极端最高气温 37.9℃（1979 年 7 月 29 日），极端最低气温

0.7℃（1963 年 1 月 6 日）。1 月最冷，平均气温 12.9℃，7 月最热，平均气温 28.4℃。由于

大容山、云开大山两道天然屏障的影响，县内南北温差明显，气温呈两头高中间低，双头岭一



线以南气温显著偏高。北部年平均气温 21.8℃，中部年平均气温 21.4℃，南部年平均气温

22.35℃。夏长冬短，无霜期长达 352 天。年平均降雨量 1,613.4 毫米。

自然灾害：主要是春秋旱、洪涝、寒害和冰雹。1959-1980 年 22 年的统计：春旱出现 31

次，平均每年 1.4 次，多在 3-4 月份；秋旱 42 次，平均每年 1.8 次，多出现在 9-10 月份；洪

涝主要是暴雨造成，150 毫米以上的有 3 次；寒害，早稻低温阴雨，春寒或倒春寒有 11 年，

最长一次达 23 天；晚稻寒露风大部分出现于 10 月中旬；冰雹：降雹有 11 次，较严重的有 6

次。其中 1976 年 4 月中旬的大风雨、大冰雹，波及 11 个公社 91 个大队 1,351 个生产队，打

塌民房 1,431 间，伤亡 27 人，毁坏禾苗、花生、黄麻等农作物达 23,516 亩，冲崩陂坝 830

处，水渠 287 处，桥梁 36 座。

土 壤 全县土壤主要分为水稻土、砖红壤性红壤土、紫色土、冲积土四个土类。水田以

黄泥田、潴育杂沙田、潴育沙泥田、沙士田、潜育沙泥田为主。旱地土壤以赤沙土、杂沙赤红

土、多砾土为主。中南部土壤主要为花岗岩、混合岩发育而成，大部分土壤为微酸性至酸性，

土层深厚、疏松易耕，适宜种植水稻。北部除大容山外，大部分为沙页岩发育土壤，呈中性至

微酸性，土层脊薄，或沙或粘，肥力较差。

资 源 全县矿产有丰富的石灰石、花岗岩、重晶石、滑石、陶土、瓷土、耐火材料和金、

银、铜、铁、硫磺、铅、锌、独居石、锆英石、铝土、锑、锰、锡等 20 种。目前已开采 14

种。其中硫磺矿储量为 140 多万吨，已开采 4万多吨。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29,871.98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9.5倍，比 1978

年增长 71%，比 1983 年减少 3.8%。1978 年以来年递增率 9.4%。1983 年人均产值为 373 元，

比 1949 年增长 5.48 倍，比 1978 年增长 65.77%，比 1982 年增长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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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9

1667

109

301

301

21

100

69.49

4.54

12.55

12.55

0.87

11938

8551

450

1627

185

23

100

71.64

3.77

13.63

10.77

0.19

23310

14187

1058

3948

3964

153

100

60.86

4.54

16.94

17.01

0.65

22614.6

13276.3

1109.0

3964.1

4112.5

152.8

100

58.71

4.90

17.53

18.19

0.67

842.7

696.4

917.4

1217.0

1266.3

627.4

89.47

55.26

146.45

143.65

220.04

564.13

_2.98

-6.42

4.82

0.41

3.75

-0.16

11.2

7.6

16.2

16.0

21.4

37.1

农 业 全县耕地面积570,090亩，占总面积15.29%，农业人口796,488人（劳动力405,300

人），人均耕地 0.71 亩。其中水田 517,851 亩，占耕地面积 90.84%，旱地 52,239 亩，占耕地

面积 9.16%。旱涝保收田 36.47 万亩，占水田面积 70.43%，有效灌溉面积 40.75 万亩，占水田



面积 78.69%。自六十年代以来，采取了大面积冬种绿肥和发展养猪积肥，提高土地有机质的

措施，实行稻－稻－肥，稻－稻－烟，稻－稻－豆(蚕豆、豌豆)的耕作制度，并推广杂交水稻

（种植面积占总面积 40-50%），使农作物的产量不断提高。

1983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18,800 台，120,097.8 马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21

马力，其中耕作机械每百亩耕地占有 6.6 马力。

粮、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五年间粮食年递增 7.6%。1983 年粮食产量创历史最

高纪录，达 79,495 万多斤，比 1981 年增长 35.2%；平均亩产达 1,648 斤，单位面积产量亦居

自治区首位。收购粮食 13,090 万斤，比 1978 年增长 68.66%。花生总产 581 万斤。收购油料

85,007 担。

林 业 全县宜林山地 208.92 万亩，占总面积 56.05%；有林面积 79.23 万亩，立木蓄积

量 105.99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21.9%。松、杉等用材林面积占有林面积 67.95%，经济林面

积占有林面积 32.05%。现有国营林（农）场 5个，其中最大的是六靖水冲农场，职工 819 人，

经营面积 12,000 亩，主要种植橡胶。1983 年，全县水果产量：荔枝 494 万斤，龙眼 165 万斤，

沙梨 12 万斤，三华李 37 万斤，柑橙 90 万斤，芭蕉 177.98 万斤。林副产品：木材 6,991 立方

米，八角 17.6 万斤，橡胶千片 747 吨，松脂 167 万斤，紫胶原胶 2,072 担，油茶籽 84.38 万

斤，玉桂皮 7,780 斤，油桐籽 6,748 斤。还有竹子、土纸等。

牧 业 县设畜牧兽医站、检疫站各 1个，有乡镇畜牧兽医站 15 个。大牲畜主要是耕牛，

1983 年底有牛 81,936 头。主要家畜是猪，1983 年底存栏 310,750 头。出栏肥猪 196,894 头。

全县共饲养母猪 25,809 头，仔猪远销外地。县办大容山牧场主要是养牛，牧草地面积 2.5 万

多亩。

副 业 农户普遍养猪，北部大多数农产养母猪。家禽以鸡、鸭、鹅为主。还有加工木器、

编织、酿酒，加工豆腐、饼干、米粉等加工业。建筑行业尤为兴旺，全县的建筑队伍达 13,800

多人，曾到七个省（区）承建工程，1984 年竣工工程面积 50 多万平方米，总产值 6,000 多万

元，总收入 1,128 万元，占全县乡镇企业总收入 33%。

渔 业 全县养殖水面 16,338 亩。其中国营水库渔场 7,516 亩，鱼塘 8,822 亩，1983 年

起鲜鱼产量达 250 万斤。全县还有鱼种场面积 417 亩，主要是繁殖鲢、鲈、鲩、鲮、鲤等鱼苗，

每年人工孵化鱼苗 900 万尾，除供应本县养殖外，销往广东较多。1983 年县科委试验场人工

繁殖本地塘角鱼成功，荣获自治区奖。

土特产品 荔枝：北流是广西出产荔枝最多的县分之一，种植荔枝历史悠久，品种有 42

个，主要有黑叶荔、大造、五月红、六月红、丁香、糯米糍、冰糖荔、桂味等。全县各地均有

生产，以新丰、隆盛、塘岸、民安等乡镇为多，现有荔枝树 128 万株，折合 42,900 亩，最高

年产量超过 600 万斤。县办国营荔枝场，有良种荔枝树 16,500 株，面积 2,300 多亩，是全国

最大的荔枝场，最高年产达 100 万斤。新丰乡黑叶荔，质优肉厚，核细、糖份高，清甜如蜜，

尤以大坡山的黑叶、六月红最驰名。塘岸乡马塘园的大造荔，味番而甜，摘下数日色味不交，

剥去皮后，用纸包裹不湿纸。1974 年，县办了小型自动化罐头食品厂，年产荔枝罐头



3,000-5,000 吨。

桂圆肉：有生晒、烘烤而成的两种，以生晒桂圆肉最优，色泽橙黄透明。桂圆肉味甘甜，

可入药，是滋养强壮身体的佳品。多产于民安、民乐、新圩、西埌、隆盛、六靖、石窝等乡镇。

全县年产量 30 多万斤。

沙塘肉蔗：产地在新圩镇沙塘村，年产量 1,700 吨，有青皮、黑皮两种。汁多清甜，肉松

脆口，吐出的蔗渣能自动松散，童叟能食，远销各地，素负盛名。

塘岸棉梨：年产 8.74 万斤。外形丰满，花纹幼细，皮薄肉脆，清甜如蜜，汁多无渣，削

皮后色泽不变，是解暑佳品。尤以和尚园棉梨最佳，远销港澳。

四大名茶：六麻上岑茶、平政白塘茶、分水窖山茶、民乐冻水茶，为北流历史上的四大名

茶。其特点是：泡后汤色明亮，味甘美，饮后口留清香。其中冻水茶产于民乐镇甘竹村大、小

冻水山上，汤味清香，泡后二十四小时内味色不变，茶具不粘胶，于满杯茶内投入五枚五分硬

币，茶汤仍不溢出，尤具特色。这四大名茶，在港澳市场久享盛誉。北流是全国茶叶生产基地

之一，最高年产茶叶 5,800 多担。

烤烟：盛产于县内 7个乡镇 94 个村。全县最高年产 1,000 多万斤，质量较好，叶色金黄，

燃性好，烟灰白，“北流 1号”、“北流 2号”品种曾在自治区推广。

花生油：县内西埌、新圩、民乐、勾漏、塘岸等乡镇盛产花生。全县年产花生油 200 多万

斤。油质特优，色泽清澈透明，芳香扑鼻，无杂质，不沉淀，储藏经久不变质，远销’广东、

港澳。其中西埌是区内著名的油乡。

鸭塘鱼：产于勾漏乡凉水井村鸭儿塘，该塘水面 40 亩，年产鱼三四千斤。塘内有明泉，

所产鲜鱼肉嫩鲜美，尤以鲮鱼为佳，最重者一二两。由于鱼长得肥，肠雪白，不用油烹调也无

腥气，煎后锅留油迹。与鸭塘鱼媲美的还有勾漏黄京山塘、西埌四哥塘和民乐清水塘等处所产

鲜鱼。

瓷器：北流早在宋代便盛产瓷器，窑址至今尚存。现北流瓷厂年产细瓷 1,000 多万件，远

销东南亚、非洲、北美等 25 个国家和地区。釉下青花瓷餐茶具，深受各地宾馆欢迎。北流陶

瓷建材厂生产的 150×150×5 毫米白色瓷片和贴花、壁画瓷片，年产 500 万片，质量居全区之

冠。

虎头牌水泥：以北流县水泥厂背靠虎头山而取牌名。年产“525”普通硅酸盐水泥 18 万吨。

国内小立窑生产高强水泥为北流首创。虎头牌水泥连续三年被自治区评为优质产品，1982 年

被国家建材局评为优质产品。

蟠龙铁锅：铸造历史悠久，早在清道光 24 年（1844 年），清政府即批准在蟠龙大牛岭采

矿开设铁厂，铸造铁镬，产品销售县内和捂州等地。解放后，北流县铁锅厂已发展为半自动化

小型锅厂，年产铁锅 22.5 万口。产品质量上乘，急冷急热适应性能好，强度高，表面光滑，

无沙眼，含硫少，不易生锈，托起拍之其声锒锒，薄而耐用，省燃料。

水 利 建国三十多年来，全县兴办的水利工程分为三个区：(1)云开大山南坡区，蓄水工

程 25 座，有效库容 1,714.2 万立方米；引水工程 82 处，正常流量 2.25 立方米/秒；提水工程



174 处，582 马力。(2)天堂山西坡区，蓄水工程 137 座，有效库容 2,299 万立方米；引水工程

143 处，正常流量 3.75 立方米/秒；提水工程 64 处，3,239 马力。(3)大容山南坡区，蓄水工

程 121 座，有效库容 4,682.9 万立方米；引水工程 32 处，正常流量 2.93 立方米/秒；提水工

程 385 处，6,041 马力。全县较大的水利工程有龙门、六洋、大贤、茂化等四座中型水库和分

水、民安水库联灌区。

全县水电工程 281 处，装机容量 19,653.2 千瓦。较大的电站有龙门、曲江、大村电站，

装机容量分别为 2,450、1,000 和 2,400 千瓦。还有坐落县北直属地区管辖的大容山水电站，

每年发电 5,813 万度。

工 业 1949 年，县内仅有 1 间年发电 29,319 度的火力发电厂和私人合办的碗厂、铁锅

厂以及一些手工业，从业人员 328 人。1983 年底，国营工矿企业有氮肥、水泥、瓷器、机械、

铁锅、松脂、轧钢、紫胶、陶瓷建材、罐头食品、汽车修理、酿酒、油毡、大米加工等 53 家

工厂。职工 4,473 人，总产值 5,285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68.34%。其中最大的是县氮

肥厂，有职工 677 人，年产合成氨 12,000 多吨，碳酸氢铵 40,000 多吨，产值 660 多万元；各

项经济技术指标均列自治区小氮肥厂之冠；1984 年产碳酸氢铵 60,000 吨，该产品评为自治区

优质产品，畅销两广。

1983 年，县管集体企业有轻工机械、自行车零件、被服、皮革、造纸、造船、工艺美术、

木器等 14 个工厂，从业人员 1,213 人，总产值 962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12.44%。乡镇

企业 79 个，从业人员 1,230 人，总产值 712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9.21%。

自治区的北流大风门水泥厂，年产水泥 5万吨。玉林地区的北流水泥厂，年产 12 万吨。

1979 年以来，获自治区奖励的优质产品有：北流县水泥厂生产的虎头牌高强水泥和普通

硅酸盐水泥（并获国家建材部奖）；县氮肥厂生产的碳酸氢铵；县瓷厂生产的 92 头釉下彩瓷餐

具，釉下桂林山水茶具；县机械厂研制的拖拉机气刹新工艺和生产的“370”粉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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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426

26

100

94.25

5.75

5530

3797

1733

100

68.66

31.34

7733

4967

2766

100

64.23

35.77

7257.4

3979.2

3278.2

100

54.83

45.17

1505.6

834.1

12508.5

31.24

4.80

89.16

-6.15

-19.89

18.52

4.6

0.8

11.2

注：此表工业总产值含自治区、地区企业产值。

电力：1983 年全县发电量为 4,093.15 万度，建成高压输电线路 740.58 公里，其中 35 千

伏以上 80.63 公里，3-10 千伏 659.95 公里，0.4 千伏以下的 1,361.4 公里。拥有变压器 529

台，容量达 61,670 千伏安，其中 35千伏安的 3台。用电量 6,911.5 万度，其中农用电量 2,253.1

万度，县办工业用电 4,658.4 万度。全县 16 个乡镇均供电；237 个村中有 204 个已供电，占

86%；4,424 个自然村中有 2,206 个已用上电，占 49.86%；全县用电照明或用电搞加工、维修



的户数已达 47,530 户，占 30.15%。

邮 电 1983 年，全县有邮电局 1 个，支局 12 个，邮电所 4 所，邮路单程总长 2,222 公

里，有 16 个乡镇 237 个村 2,229 个居民组通邮。农村电话线路 780 杆程公里，载波线路 23

条，共安装单机 1,786 部。1953 年县城开设电报业务，现有收发讯机 2台。

交 通 全县交通以陆路为主。1983 年全县有公路 42 条，总长 478.8 公里（其中黑色渣

油路 35 公里），比 1949 年增长 15.2 倍。1949 年全县仅有汽车 3辆，1983 年共有各种型号汽

车 496 辆（其中私人汽车 102 辆），全县 16 个乡镇全部通了班车。年客运量最高达到 221.2

万人次。货运量 114,379 吨。1983 年全县共有船只 101 艘，其中机动船 60 艘，总吨位 5,008

吨，全年完成货运量 130,193 吨。

商 业 1983 年有商业网点 8,714 个，从业人员 15,525 人。其中国营网点 268 个，从业

人员 5,334 人，集体网点 181 个，从业人员 877 人，农村代购代销店 226 个，从业人员 488

人，个体商业网点 8,039 个，从业人员 8,826 人。社会商业零售额 13,197 万元，比 1978 年增

长 57.88%。农副产品购销总额 5,059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40.27%。出口商品：食品类有优质

大米、生猪、家禽、鲜荔枝、桂圆肉、蘑菇、淡水活杂鱼、小活动物；轻工产品有水泥、瓷器；

畜产品有猪肠衣、羽毛；土产有芒、竹制品、蜂蜜、松香、香茅油、八角油、土纸等。收购总

值 1,277.7 万元，比历史最高的 1982 年增长 5.03%。

财政金融 1983 年全县财政收入 1,514 万元，预算外收入 275.6 万元。财政支出 1,456.57

万元，预算外支出 157.4 万元。收支略有节余。全县城乡储蓄余额 3,165.11 万元，比 1981

年增长 63.73%，其中社员年底存款余额 1,544.84 万元，比 1981 年增长 52.51%。农贷款累计

发放 2,826.78 万元，比 1981 年下降 9.24%，累计收回了 2,780.4 万元，比 1981 年增长 10.18%。

人民生活 1983 年，全县人均有粮 790 斤，比 1976 年增长 62.22%。农民平均收入 234.98

元，比 1981 年集体分配的 94.75 元增长 148%。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年工资 728 元（含补

贴），比 1981 年增长 5.35%，集体企业职工人均年工资 659 元（含补贴），比 1981 年增长 6.29%。

全县出现万元户327户。1983年全县共销自行车5,919辆，比1978年多销3,114辆；手表6,001

块，比 1978 年多销 4,204 块；缝纫机 1,213 台，比 1978 年多销 700 台；电视机 546 台。1983

年城乡居民购买各种型号汽车 102 辆，摩托车 309 辆，中型拖拉机 300 辆，手扶拖拉机 1,922

辆。城镇私人住宅竣工面积约 1.2 万多平方米，农村农民住宅竣工面积 27.39 万平方米。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全县有高中 1所，初中 2所，学生 6,412 人，教职员 370 人。1983 年，

有师范 1所，学生 256 人，教职员 48 人。卫校 1所，学生 145 人，教职员 49 人。高中 7所，

学生 3,323 人，教职员 499 人。初中 54 所，学生 18,375 人，教职员 1,437 人。农业中学 5

所，学生 337 人，教职员 29 人。小学 246 所，学生 115,902 人，教职员 4,900 人。城镇幼儿

园 3所，入园儿童 539 人，农村幼儿班 377 个，儿童 11,782 人，教职员共 300 人。教职员中，

有全国优秀体育教师 1人，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表先进工作者 1人，全国优秀班主任 1人，全

国优秀少年儿童工作者 1人，自治区优秀少年儿童工作者 6人，自治区优秀班主任 6人。此外，



在农民教育和职工业余教育方面也取得良好成绩。

科 技 县有农科所、林科所、农机研究所、医药研究所、茶叶研究所、白蚁防治研究所

6个科研单位和 1个科技情报科。16 个乡镇都设有农业技术推广站。还成立了农林、水电、畜

牧兽医、医学、数理化、硅酸盐、建筑、农机等学会 12 个，会员共 328 人。乡镇还建立了科

普协会，西埌乡科普协会 1984 年被评为全国农村科普先进集体。1983 年，全县有工程技术员

82 人，农业技术员 63 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10 人，医士 544 人。已评出职称的有工程师 17 人，

农艺师 7人，畜牧兽医师 1人，会计师 1人，统计师 2人，主治医师 4人；助理工程师 79 人，

助理农艺师 67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13 人，医师 733 人。

1979-1983 年，获自治区科研成果奖的有 13 项，其中突出的有；1、含硫配料方案生产高

强水泥熟料，获自治区科技成果一等奖。1978 年，县水泥厂试用这项科研成果，利润由 416

元增加到 34,649 元。1981 年起正式应用，创利润 1,170,100 元，1983 年创利润 1,437,000

元。2、杂交水稻制种和种植技术，获自治区科技成果三等奖；1975 年至 1983 年共制种 1,004

万斤；1982 年全县种植面积占水田 41%，粮食亩产超过 1,600 斤，总产 7.53 亿斤，增产 1.82

亿斤。

文化艺术 县有文化馆 1所，16 个乡镇均有文化站。县图书馆 1个，藏书 83,861 册。县

城有电影院、剧院各 1 所，县工人俱乐部 1 个，另有 9 个投影录象场。全县有乡镇电影院 15

座，电影放映场 46 个；民间业余剧团（队）247 个，共有人员 4,770 人，县文工团 1个 35 人。

县新华书店有发行点 16 个，人员 45 人。县有广播站 1 个，乡镇转播站 15 个，村广播室 20

个。县建立了 50 瓦的广播调频台 1座，10 瓦的电视差转台 1座。还有座落北流县的微波通讯

站 1座（自治区管）、244 电视差转台 1座（地区管）。

卫 生 1949 年，县有卫生院 1所，医务人员 11 人，病床 6张。1983 年，有县人民医院

1所，乡镇卫生院 16 所，村卫生所 237 间。此外还有防疫站、皮防院，妇幼保健站及各机关、

学校、厂矿的卫生所（室）共 26 处。全县有病床 565 张，医务人员 1,171 人。全县育龄妇女

实行计划生育的有 109,771 人，节育率 82.1%，到 1983 年底，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夫妇有 1,176

对。

体 育 群众性的体育活动项目有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田径、拔河、武术、游

泳、自行车、舞狮、舞龙等。1957 年以来，参加自治区各种项目比赛获奖运动员有 71 人，向

自治区输送运动员 13 人。北流县和民乐镇均被评为全国和自治区农村体育先进单位；还有被

评为全国优秀体育教师 1人。有一级裁判员 4人，二级裁判员 12 人。

文物胜迹
李明瑞、俞作豫烈士纪念馆 位于县城东北郊公路旁的田螺岭，占地 53 亩，建筑面积 810

平方米，落成于 1985 年 2 月 1 日。沿着 72 级台阶而上，一座 4米高的李明瑞、俞作豫烈士塑

象矗立在大理石座基上。

景苏楼 位于县城南。北宋元符三年(1100 年)，苏东坡离廉州北归，路经北流，作竹筏

下水往梧州，后人在原东坡舣筏处建“景苏楼”以纪念。楼分两层，地层廊壁镌东坡舣筏



图石刻，楼前有匾额“坡讪舣筏”。

景苏楼 勾漏山

勾漏洞 位于县城东北 5公里勾漏山脉主峰下，因洞勾、曲、穿、漏而得名。包括宝圭、

玉阙、白沙、桃源 4洞，全长 1公里。传说东晋葛洪在洞内“炼丹修道”，“故洞口有葛仙祠，

洞内有葛洪塑象。洞前有唐宋以来摩崖碑碣百余幅。洞内清邃幽深，钟乳石千姿百态，绮丽幻

奇。洞中有宽敞的大厅，也有仅能过人的走廊，还有地下暗河，水清可鉴。无数古今名人，都

曾到此游览吟咏，郭沫若写有“风景争衡临桂城”的赞誉诗句。

天门古迹 古称鬼门关，位于县城西 7.5 公里与玉林、北流两县之交界处。双峰对峙，中

成关门。古时到交趾，皆经过此关，南方多瘴疠，时人视为畏途，故谚云：“鬼门关，十人去，

九不还”。明洪武间，改称桂门关，宣德间复改为天门关。今有“天门关”真书三大字刻在石

壁上。

铜石岭 为游览胜地，位于县城东北 10 公里，圭江绕过山前。海拔 421.9 米，层峦耸秀，

巍峨壮观，石皆紫铜色。1966 年发现这里有废弃的冶铜矿井、炼炉、炼渣、铜锭和风管，考

定为汉至唐代的冶铜遗址，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铜 鼓 北流发现铜鼓很多，现存县文物管理所铜鼓 24 个，上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铜

鼓 10 个。最大的是六靖镇水冲庵大铜鼓，鼓面直径 166 厘米，鼓高 67.5 厘米，重 600 斤，是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铜鼓，号称“铜鼓之王”。在我国古铜鼓分类上被命名为粤系“北流型”（甲

型）。

北流农民运动讲习所 位于城东。1927 年国共合作时，为培养农运骨干而办，历时半载，

学员 83 人。并在此建立本县第一个中共党组织。旧址属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广西省特委机关办事处旧址 位于城郊西南 5里。1928 年 1 月，中共广东省委派朱锡

昂等一批党团骨干回广西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运、兵运工作。他们以黎家庄为据点进

行革命活动，建立中共北流县委，并在这里建立了省特委机关办事处。



著名人物
李明瑞(1896－1931) 号裕生。清湾乡侯山村人。毕业于广东韶关滇军讲武堂。1921 年参

加孙中山领导的讨伐桂、滇军阀的战争，任连、营、团长等职。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旅

长、师长、副军长，后任广西绥靖司令兼广西军事特派员。1929 年投身革命，参加和领导了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总指挥。1930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 年，在中央苏区任河西总指挥，统一指挥赣江以西的红七军、红二十军和红独立一师。

后任红七军军长。同年 10 月，被害于江西于都朱田村。

俞作豫(1901－1930) 字备予。平政乡岭垌村石梯口人。1920 年肄业于广州燕塘讲武堂，

历任定桂讨贼军排、连、营长。1926 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团长。1927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 月参加广州起义。翌年春奉派回广西工作，任中共北流县委书记。1929

年秋，任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大队长。1930 年 2 月 1 日，参加和领导龙州起义，担任红八军军

长，起义失败后出走香港，同年九月，在深圳被捕，就义于广州红花冈。

黄家谷(1902－1930) 字良田。清湾乡中龙村人。1925 年秋就读于广州国民大学时，加入

中国共产党。翌年参加北伐，任政治指导员。后转到叶挺部队工作，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广州起义。1928 年，随朱锡昂、俞作豫从香港回广西开辟工作，任中共北流县委委员，创建

白米党支部并兼任书记。1929 年俞作柏、李明瑞回桂主政时，任北流县代理教育局长兼师范

讲习所所长。1930 年春，任中共北流县委书记，11 月 28 日被捕，12 月 22 在玉林被杀害。

马 达(1903－1978) 原名陆诗瀛。新丰乡大村人。当代著名版画家。1930 年上海艺专毕

业。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失去关系。1932 年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倡导新木刻运

动。1937 年任武汉木刻界抗敌协会主席。1938 年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1941 年重新

入党。解放战争时到华北大学任教。建国后历任天津市文联党组成员、天津市美协主席、全国

美协理事，天津市五届政协委员、文化局顾问等职。

李绍昉(1791－1850) 字东阳，号晓园。清湾乡人。清嘉庆癸酉（1813 年）举人，己卯（1819

年）进士。参加宝和殿覆试，得一等一名，选庶吉士，授职国史馆编修。先后任河南道、浙江

道和云南道监察御史，都察院兵科、工科给事中，吏科掌印给事中等职，最后任浙江省宁波、

绍兴、台州三个道的兵备道。卒于桂林。

俞作柏(1889－1959) 字建侯，号起公。平政乡岭垌村石梯口人。1911 年加入同盟会，参

加广西学生军北伐，后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历任护国军参谋、连长、营长，广西讨贼军

统领、纵队司令、中路军指挥，广西省农工厅长等职。1929 年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同情革命，

要求中共派干部与之合作，后因反蒋失败，到香港闲居十年。1956 年从香港返广州，任广东

省政协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全国政协委员。1959 年卒于广州。

冯 振(1904－1983) 原名冯振心。民乐镇山围村人。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历任中学校

长、上海交大教授、无锡国专教务长、代理校长等职。抗战八年，他把无锡国专先后撤至长沙、

湘乡、桂林、北流等地，辗转万里，护校如家，坚持培育人材。解放后先后为广西大学教授、

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著有《说文解字讲记》、《荀子讲记》、《老子通证》、《七言绝句作法



举偶》等书。

梁朝玑(891－1969) 字逖俦。民安乡新荣村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历任国民党

桂系军队中将师长、副军长、广西绥靖公署中将参军、玉林九区行政督察专员、桂南行署主任

等职。先后镇压过龙州起义和桂东南起义，1945 年，在玉林杀害抗日爱国将领张炎。1969 年

死于香港。

重要事件
范亚音攻占北流城 清咸丰七年(1857 年)正月二十四日，容县会党首领范亚音汇集容县、

北流农民起义军二万多人，围攻北流县城，用七口棺材，装满火药塞进地道内，于二月初七日

辰时轰塌东门城墙十余丈，破城而入，俘获知县肖煊，押往容县五星桥斩首示众，改北流县为

陵城县，翌年正月又设置铜州府，占领北流县城长达一年零四个月。

戊戌农民起义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五月，陆川天地会首领李立廷领导桂东南农民起

义。初十日，北流天地会首领刘凤云率义军三千多人响应，十二日夜克北流县城，杀知县金佐

基等。

粤军两次入桂在北流境内的战斗 第一次：民国十年（1921 年）农历六月，陈炯明奉孙中

山之命督师入桂讨伐陆荣廷。旧桂系督军谭浩明驻兵北流拒之。初八日两军在北流、容县交界

的西山激战，谭败退。初十日粤军入城，委派知县。翌年（1922 年）四月，陈炯明军撤退回

粤。第二次：民国十九年（1930 年）二月，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兵入挂，新桂系李（宗仁）、黄

（绍竑）、白（崇禧）部队驻北流拒之，将近城民房毁拆一空，征粮物无数。继而粤军连日派

飞机滥炸北流，死伤民众数十人。十六日，两军在县境蔗根山、暗螺岭一带激战两昼夜，伤亡

甚重，桂军败退。

日寇犯境 1944 年 9 月 15 日，日寇从广东侵犯北流南境，22 日撤走。全县被蹂躏的计有

6个乡镇（辖 48 个村街），受害户 4,646 户，被杀害 1,404 人，重伤 175 人，轻伤 672 人，失

踪 820 人，财产损失总值（国币）38.2 亿元。

北流解放 1949 年冬，中国人解放军发动粤桂边歼灭战，围堵白崇禧部南逃。11 月 28 日

晚，从广东西进的四十三军解放北流。从容县至北流沿途截击歼敌第五十八军大部，并将敌十

一兵团部、九十七军之暂一师大部歼灭，击毙敌十一兵团副司令胡若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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