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浦 北 县

浦北县是粤桂边区革命老根据地之一。境内红椎木连片面积之大和质量之优，均居全国首位。盛

产香蕉，有“蕉乡”之称。铅锌矿储量较丰富。藤、竹、芒制品，炮竹畅销国内外。文化活动较有特

色。

位置面积 浦北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东界博白县，南接合浦县，西与灵山县接壤，

北与横县、贵县、玉林市毗邻。东西最大横距 45.8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88.4 公里，总面积

2,517.474 平方公里，合 3,776,211 亩。其中陆地面积 3,697,059 亩，占 97.9%，水域 79,152

亩，占 2.1%。县治小江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209 公里。

建置沿革 秦属象郡地。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后为合浦县地。南朝宋泰始七年（471

年）增置临漳郡、临漳县（治所皆在今浦北县境），旋并入合浦县。南齐分合浦县地增置封山

县、龙苏郡龙苏县，治所亦均在今浦北境内。隋开皇十年（59o 年）撤龙苏郡。唐武德初年废

龙苏县，五年（622 年）增置蔡龙县。贞观八年（634 年）置廉州，治所在今合浦县东北，合

浦、封山、蔡龙皆隶属廉州。宋开宝五年（972 年）撤封山、蔡龙两县，并入合浦县，廉州治

所迁至今合浦县城，今浦北重属合浦县地。元、明、清至民国因之，从明初起，皆隶属于广东。

建国后，1952 年 5 月 12 日划合浦县北部置浦北县，改属广西省。因其位于合浦县之北，故名。

1955 年划属广东。1958 年底并入合浦县。1965 年复置浦北县，重新划拨广西至今。

行政区划 现设泉水、安石、大成、白石水、北通、允镇、樟家、三合、江城、福旺、乐

民、六硍、平睦、官洞等 14 个乡，小江、张黄、寨圩等 3 个镇。下辖 275 个村（街）民委员

会，7,762 个自然村。另有大小圩场 20 个。



县治小江镇，1984 年有 3,011 户，13,837 人。

人口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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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93 77674 90795 114736 50.5 47.71 26.37

总 人 口 301285 326974 374227 570616 89.40 74 .51 52.48

性别

构成

男 164209 180903 204380 307068 86.99 69.74 50.24

女 137076 146071 169847 263548 99.26 80.42 55.17

地区

构成

城 镇 16116 11738 17802 34160 111.96 191.09 91.89

农 村 285169 315236 356425 536456 88.12 70.18 50.51

1984 年底全县总人口 597,771 人（其中男 320,842 人，女 276,929 人；城镇 37,151 人，

农村 560,620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237.4 人，自然增长率 20.74‰。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县有汉族 569,370 人，占总人口的 99.78%；壮族 1,040 人，

占总人口 0.18%；其他各民族共有 206 人。

1983 年调查统计，全县有散居美、英、法、日等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 1,192 人，外籍

华人 84 人，居住港澳的 776 人（其家属 1,483 人），去台人员 460 人（其家属 3,372 人），国

内侨眷 1,327 人。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境平面形状狭长，南北两端纵距大，中部细，略似蜜蜂。境内北部为六万大山

山地丘陵，海拔 200-1,000 米，中部丘陵居多，南部为较广阔的低丘小平原。地势北高南低，

山岭逶迤，小盆地众多，水流南北，南流为主。

山 脉 县内有六万大山及其余脉，山峦起伏，自东北向西南伸延，横亘几十公里。六万

大山主峰葵扇顶，位于与玉林交界处，海拔 1,118 米，是全县最高峰；中部有勾头嶂山，峰顶

海拔 739 米；西部有四洲山，主峰海拔 734 米；西南部有五黄大岭，主峰青山顶，海拔 770.4

米。

河 流 分属南北两个水系，南为南流江水系，北属西江水系。南流江，居广西南部独流

入海诸河之冠，流经县境东南角，境内长 35.3 公里，径流量为 44,600 万立方米。其支流主要

有马江（小江）、武利江、张黄江等。武利江源出福旺乡四洲山牛云顶，全长 112 公里，在县

境西南角出境，于合浦境内注入南流江，径流量为 43,930 万立方米，水力蕴藏量不少，年可

发电 12.7 万度。西江水系在境内交流主要有武思江、六硍江等。武思江源出于江城乡犁木村

腊鸭岭，越过县北界流入贵县武思水库，长 63.7 公里，水力蕴藏量为年可发电 1,654 万度。

全县河流 12 条，境内河流总长 876.6 公里，年均总径流量 234,810 万立方米。南流江、武利

江和张黄江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已不能通航。



气 候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严寒期短，西南部尤暖。据 1957-1980 年的资料统计，年平

均气温 21.5℃。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 28.0℃，最高 38.0℃；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 12.9℃，

最低-1.9℃。初霜期 l2 月 25 日，终霜期 1 月 29 日，无霜期 329 天。年平均降雨量 1,757.4

毫米，最多的 1961 年为 2,211.7 毫米；最少的 1963 年为 1.021.2 毫米。一年中 80%的雨量集

中在 5至 9月份。年平均总日照时数 1,633.6 小时，最多是 7、9、10 月，平均月 180 小时以

上，2、3 月最少，平均只有 55 至 66 小时。主要气象灾害有：台风：据 1967-1984 年统计共

有台风 37 次，平均每年两次。破坏性最大的是 1984 年 9 月 6 日 10 号台风，风力高达 10 级，

阵风 11 级，降水 79.71 毫米，全县 17 个乡镇均受到不同程度灾害，倒塌房屋 1,381 间，轻伤

2人，重伤、死亡各 1人；受淹晚稻 37,962 亩倒伏甘蔗 16,534 亩，吹倒香蕉 63.01 万株。倒

春寒：常出现在 3 月份，影响早稻育秧。1968 年－984 年 17 年当中有 8年出现倒春寒，其中

有 7 年造成早稻烂秧。另外还有寒露风，常在 10 月 15 日前后，出现低于 23℃的干风阴雨天

气，持续 1至 14 天，对晚稻抽穗扬花灌浆很不利。

土 壤 全县水稻土有淹育型、潜育型、潴育型、沼泽型、侧渗型、矿毒性六个类型。在

367,202.84 亩水稻土中，潴育型水稻土 148,609.7 亩，占水田面积的 40.5%；其特点是耕作时

间较长，土壤有机质含量高，保肥供肥性能强，一般为中高产田。潜育型水稻土 131,039.47

亩，占水田面积 35.7%；其特点是地下水位较高，排灌系统差，一般属中、低产田。淹育型水

稻土 82,690.76 亩，占水田面积的 22.5%。沼泽型及其他类型水稻士 4,862.84 亩，占水田面

积 1.3%。旱地土壤主要有：杂沙赤红土，面积 116,457.55 亩，占旱地面积 81.85%，其有机质

含量为 1.57%，适种性强，宜种杂粮、蔬菜、香蕉、果树等作物；赤河土，面积 6,082.1 亩，

占 4.27%；另外还有薄层酸性潮河土、厚层酸性潮沙土、薄层酸性潮泥土、厚层酸性潮泥土、

赤红土、赤壤土、棕泥土。荒山土壤除南端少量荒山土层浅薄、沙多较贫瘦外，其余土层较深

厚，有机质丰富，宜林宜农宜牧。其中，宜农的有 27,336 亩，宜林的有 1,620,898 亩，宜牧

的有 48,331 亩。

资 源 矿藏：全县有铅锌、铁、锰、瓷土、水晶、云母、钾长石、白云石，还有航天工

业用的稀有金属钛铁。其中以新华铅锌矿储量最为丰富，初步探明藏量 200 万吨，品位为 6%，

已开采 1万吨，按现在扩建试产采矿 150 吨/日，年产金属 3,465 吨，还可开采 40 年。水力：

据测算，水能理论蕴藏量 1.65 万千瓦，已开发 0.75 万千瓦。森林：主要有杉、椎、松林。动

物：陆地上有龟、穿山甲、山瑞、黄凉、箭猪、广蛇、琴蛇等；水上有鲩、鲤、三角鲤、翘唇

鱼等 84 种。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21,098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9.38%，平均每

年递增率为 3%。1984 年人均产值为 355 元，比 1978 年增长 6.4%。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面积 443,640 亩。农业人口 560,620 人，劳动力 250,474 人，

人均耕地 0.79 亩。其中水稻田 338,646 亩，有效灌溉面积 323,816 亩；旱田 40,579 亩；坡地



面积 64,415 亩。粮食生产以双季稻为主，一般实行稻－稻－冬种作物（绿肥、马铃薯、蔬菜）

耕作制，也有早造种经济作物晚造种粮食，或一年种经济作物一年种粮食的耕作法。1984 年，

平均亩产 561 斤，比 1978 年亩产增加 138 斤。

1984 年，全县有各种农业机械 6,293 台，88,176 马力，比 1978 年的 3,791 台，53,347.5

马力，分别增长 66%和 65.3%。其中耕作机械即各种拖拉机 1,772 台，27,523 马力，平均每亩

耕地占有 0.062 马力。

粮、蔗、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六年间，粮食年递增 3%，甘蔗年递增 10.9%，油

料年递增 13.3%。1984 年粮食总产 40.287 万斤比 1983 年减 3,529 万斤，比 1978 年增产 5,890

万斤；收购 4,944 万斤，相当于 1978 年的 2.29 倍。1984 年油料总产 350.92 万斤，比 1978

年增产 181.81 万斤；收购 121.72 万斤（其中花生 72.72 万斤），相当于 1978 年的 4.1 倍。1984

年甘蔗总产 19,256.52 万斤，比 1978 年增产 8,893.19 万斤。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78 年 1983 年 1984 年
1978 年

以来递

增率%

金 额

(万元)

占

%
金额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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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4

6659

444

1610

3478

23

100

54.52

3.64

13.18

28.47

0.19

14502

8438

742

1775

3472

75

100

58.19

5.12

12.24

23.94

0.51

14737

7902

858

1702

4168

107

100

53.62

5.82

11.56

28.28

0.73

20.66

18.67

93.24

5.71

19.84

365.22

1.62

-6.35

15.63

-4.11

20.05

42.67

3.2

2.9

11.6

0.9

3.1

29.1

林 业 山地面积 227.9 万亩，有林面积 1,266,303 亩，立木总蓄积量 188.77 万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 33.5%。主要林木有松木、红椎木、杉木、樟木、荷木、火力楠等，还有国家列为

重点保护的珍贵树种格木，紫荆木。人工栽培的经济林有荔枝、油茶、三华李、八角、玉桂、

桃、李、龙眼、菠萝蜜、桔、橙等。果场有 9个，其中 1984 年引进外资属乡镇办的 8个，面

积 400 亩；县办的 1个，面积 60 亩。国营林场有天皇山、六万山和东方农场，经营面积 102,821

亩。

牧 业 1984 年底有耕牛 63,093 头，比 1978 年增长 7.4%。1984 年底存栏生猪 205,493

头，比 1982 年减 5.5%，比 1978 年减 9.8%；出栏肥猪 123,052 头，出栏率为 59.88%。1984

年底有山羊 2,641 只。

副 业 除养猪、鸡、鹅、鸭外，还有养蜂、养蚕和种植蘑菇等。近年出现大批能工巧匠

服务于生产和建设。全县有打铁加工小农具的 105 人，加工木器家具的 333 人，车衣的 357

人，编织的 4,636 人，建筑服务的 7,654 人。1984 年“两户一体”908 户，比 1983 年的 303

户增长 1.99 倍，占全县总农户 O.81%。浦北县建筑队工人技术好，施工质量高，1983 年南宁

市县区建筑队管理处，在南宁市的市县施工建筑队中进行评比，评奖项目 10 个，浦北一、二



建筑公司荣获 6 个；1984 年评奖项目 17 个，浦北一、二建筑公司荣获 10 个，三个一等奖金

被浦北建筑队所囊括。

渔 业 全县可养殖鱼水面 16,058 亩，其中池塘 4,384 亩，山塘水面 3,523 亩，水库 2,805

亩，未开发库汊 5,341 亩。1983 年成鱼产量 122.2 万斤，比 1978 年增长 1.15 倍。此外，1983

年家庭养鱼 26,365 户，养鱼水面 1,582 亩，总产量 92.5 万斤，比 1978 年增 8.96 倍。还有国

营水产养殖场 4个，职工 18 人。

土特产品 荔枝：优良品种有香荔、正凤、黑叶、大造荔（五月荔），盛产于北通、白石

水、乐民等乡，果大核小，香甜肉厚。常年产量达 400-500 万斤，产值达 300 多万元。

扁柑：盛产于龙镇、张黄等乡镇，春节前上市，年产量 80-100 万斤，产值可达 60 万元。

其特点是果大皮松（最大每个达半斤），果皮金黄美观，鲜果耐藏味甜。畅销区内外。近年来

柑农积极扩种，两年后产量将有成倍增加。

香蕉：盛产于白石水、大成、北通等乡，每年国庆节前后大量上市，常年产量达 1,000-1,200

万斤，高产年达 2,500 万斤，产值可达 800 万元。浦北香蕉皮薄肉嫩，芳香可口，耐藏易运，

远销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近年来，北通、张黄、泉水、龙镇等乡发展不少新蕉区，北通乡

1984 年种蕉面积达 1,700 多亩。

香 蕉 丰 收 浦北藤编

编织：藤、竹、芒编织历史悠久，产于龙镇（原龙门）、北通、小江、张黄、白石水等乡

镇，有花盆套类、动物类、墙挂类等 1,300 多种。编织工艺精致，大批远销欧美。1984 年出

口芒编品价值 206 万元，竹编品 421 万元，合计 627 万元。

红椎木：全县有红椎木面积 21 万亩，蓄积量 27.6 万立方米，其中龙镇乡五黄岭红椎林连

片面积 11.38 万亩，其连片面积之大，是全国第一。浦北红椎木与全国各省（主要是广东从化、

云南西双版纳、福建南靖等地）所产红椎比较，主要力学性质及品质系数均居于全国第一。其



木材结构细、不易变形，材色淡红悦目，切削面光滑，胶粘及油漆性能良好，宜作造船、车辆

（车梁）、体育器材等用材，亦宜制作高级家具，属优质珍贵用材。浦北红椎林，是自治区林

业部门拨专款重点保护的林业区。

水 利 1984 年，全县有蓄水工程 703 处，总库容 4,660.76 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3,222.19

万立方米，可排灌面积 72,434 亩；引水工程 270 处，正常引水量 5.1 立方米/秒，可排灌面积

39,045 亩；排灌工程 130 处，装机 251 台，容量 1,394.5 千瓦，可排灌 37,982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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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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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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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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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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3

101.64

7.49

100

93.14

6.86

5459.6

4081.2

1378.5

100

74.75

25.25

6665.2

5494.4

1170.8

100

82.43

17.57

6361.7

5298.8

1063.0

100

83.29

16.71

5729.5

5113.3

14091.8

16.52

29.83

22.89

-4.55

-3.56

-9.21

2.6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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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1949 年，县内工业仅有小江、龙门碗厂，大成、北通制镬厂等，从业人员约 610

人。1984 年底，全民所有制工矿企业有张黄糖厂、寨圩糖厂、轻工机械厂、氮肥厂、铅锌矿、

纸厂、印刷厂、水泥厂、淀粉厂、松香厂、瓷器厂、制药厂、酒厂、罐头厂等 17 间，职工 4,697

人，产值 4,141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65.1%。其中最大的为张黄糖厂，有职工 555 人，

日榨甘蔗 650 吨，年产值 628 万元。全县畅销区内外的主要产品有打字纸、白石牌电炒锅、口

服蜂乳以及荔枝、桂圆、桔子罐头等。集体所有制企业，1984 年底有 410 个，职工 20,368 人，

主要从事五金、塑料制品、木衣架、建筑、炮竹、编织、陶器、副食加工等行业，产值 2,186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34.37%。其中乡镇企业有 402 个，19,779 人，工业产值 1,847 万

元。1979 年全县只有北通、张黄两个炮竹厂，职工 162 人，1984 年发展到 8个厂，职工增到

1,915 人，产值 835.16 万元，比 1979 年增加 795.26 万元，产品畅销国内外。寨圩塑料厂生

产的塑料鞋，北通乡生产的切烟刀，可与上海同类产品相媲美，很受用户欢迎，畅销区内外。

全县个体户工业产值 34 万元，占全县工业产值 0.53%。从事第三产业的个体户 1984 年发展到

5,184 户，从业人员 6,092 人，解决了部分待业人员就业问题。

电力：1984 年全县有小水电站 132 处，装机容量 7,461 千瓦，发电量 1,170 万度。有 35

千伏安区域变电站 11 座，主变电压器 18 台，16,270 千伏安，共有配电变压器 296 台，19,155

千伏安。用电量 3,768 万度，用电装机负荷 28,850 千瓦。有 10 千伏以上的输电线路 518 公里。

有 58%的行政村已用上了电。

交 通 全县主要以陆路为主。除江口至白石水南明一段公路 41 公里是建国前修的外，其

余公路都是建国后修建的。1984 年底，全县有公路 22 条，859.07 公里，其中柏油路 192.9

公里。县汽车客运站共有汽车 68 辆，其中客车 32 辆。全县有各种汽车共 556 辆。全县 17 个

乡镇除樟家乡外，都有当天往返客车；从县城通往外县可当天往返的班车有，玉林、北海各 2



班，贵县、合浦、灵山各 1班；与外县（市）对开的班车有，北海、合浦、钦州、防城、灵山、

柳州各 1班，南宁 2班；外县（市）经过县城的班车有，石南至张黄、玉林至合浦、贵县至北

海等；从本县各乡镇开往外地的班车，有张黄至南宁、福旺至南宁、寨圩至灵山、北通至灵山。

1984 年全县客运量 1,454,780 人次，客运周转量 67,474,470 人公里；货运量 66,247 吨，货

运周转量 6,276,050 吨公里。县内有公路桥梁 123 座，总长 2,824 米。

邮 电 全县有邮电局、支局和邮电所共 16 处。邮路总长 1,861 公里，全县各乡、镇、村

都通邮。电话线路 1,248 杆程公里，电路总数 35 路，县城至各乡镇都有直达电路，已装交换

机容量 1,790 门，电话机 1,250 部。1984 年邮电业务总量达 56.4 万元，函件进出口交换量达

199.9 万件，包裹进出口交换量达 2.3 万件。

商 业 1984 年有商业网点 4,396 个，从业人员 9,000 人。其中国营网点 204 个，从业人

员 2,230 人；供销社（含基层社、分销社）397 个，从业人员 1,900 人；农村代购代销店 122

个，从业人员 172 人；集体网点 148 个，从业人员 499 人；个体商业网点 3,525 个，从业人员

4,199 人。社会商品零售额 10,466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79.24%。出口商品收购总额 861.41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3.6 倍。较大的圩场有小江圩、张黄圩、寨圩，其中小江圩最大，市场

面积为 3,000 多平方米。

财政金融 1984 年财政收入 1,567.73 万元，财政支出 1,611.99 万元。全县城乡蓄储额

4,038 万元，比 1978 年增 249.37%；其中农民存款 515 万元，比 1978 年增 164.92%。1984 年

农贷发放 5,269 万元，比 1978 年增加 4,163 万元。当年累计回收 3,365 万元，回收率 63.86%。

人民生活 1984 年，人均分配有粮 567 斤，比 1978 年增加 88 斤。农民人均总收入 148

元，比 1978 年增长 35 元，比 1982 年增长 110.49%。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 82.76

元（含奖金、补贴），比 1978 年的 40.3 元增长 105.36%。集体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 69.76 元，

比 1978 年增 31.76 元。1984 年农村收入超万元的有 51 户，向国家交售万斤粮的 1 户，交售

肥猪 20 头的 3户。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相应地改善，购买力提高了，1984 年，全

县共销售自行车 8,257 辆，比 1978 年多销 2,957 辆；销售电视机 3,200 台，比 1978 年销售总

数增加 13.3 倍。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有县立中学（含职业中学）4 所，私立中学 4所，共学生 2,105 人，教

职员 153 人，小学 356 所，学生 18,094 人，教职员 890 人。1984 年有普通高中 5所，学生 2,341

人；初中 19 所，学生 8,201 人；农业高中 11 所，学生 913 人；农业初中、农村附中 28 所（点），

学生 2,120 人；中学教职员共 1,281 人。小学 465 所（含分校），学生 89,271 人，教职员 5,931

人，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达 97%。幼儿园 3所，275 班，入园儿童 6,554 人，教职员 154 人。

建国以来，历届高中毕业生共 35,488 人，升入大学的 1,415 人，占 3.99%；升入中专 1,721

人，占 4.85%。1984 年，全县升入大、中专院校学生占应届高中毕业生 39.5%。

小学教师中，不及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有 236 人；中学教师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



236 人。1981 年以来，组织小学教师 630 人，中学教师 45 人进修学习。全县被评为全国优秀

班主任 1人，自治区优秀班主任 4人。

浦北县从 1964 年起办农业中学，至今己坚持 21 年。1981 年 12 月，《人民教育》、《人民

日报》发表了《社社办农中，坚持十七年》等文章，予以肯定并表扬。1982 年有四川、云南、

甘肃、江西、广东等十几个省派员来参观学习。福旺农中曾被评为广西教育先进单位，是自治

区重点农业中学。

科 技 现有农科所、林科所两个科研单位，全县除小江、平睦、三合 3 个新设乡镇外，

其他 14 个乡镇都设有农业技术推广站。县内还有农、医、护理、药、中医、防痨、林、水电

等学会，会员共 411 人。1979 年至 1984 年，全县获得自治区科研技术成果奖的有水稻栽培、

水稻病虫害防治、水稻良种培植和甘蔗栽培等 7个项目。

1984 年，全县有工程师 19 人，助理工程师 53 人，工程技术员 70 人；高级农艺师 1人，

农艺师 21 人，助理农艺师 68 人，农业技术员 208 人；畜牧兽医师 2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11

人，畜牧技术员 11 人；主治医师 9人；科研技术员 11 人。

文化艺术 现有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各 1个。文化馆有影剧场 1座，活动场所 5,100

平方米。1980 年，县文化馆荣获全国先进单位称号，出席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先进工作者

表彰大会。1982 年 12 月，全国文化馆工作座谈会在浦北召开。县图书馆藏书 6万多册，农村

图书室 115 个，藏书 147,600 册。全县 17 个乡镇都有文化站，其中 14 个建成文化中心。有文

化楼 9幢，面积 5,400 平方米；有影剧院 13 座，露天剧场 5 个；有村一级影剧场 161 个。县

城有电影院 1 座，1984 年被自治区文化厅命名为“四优电影院”。乡镇有电影管理站 13 个，

全县有电影放映队 93 个，放映人员 338 人。新华书店有发行点 22 个，县新华书店曾被评为自

治区图书发行先进单位。全县有广播站 15 个。1979 年以来，先后建立了电视差转台 8座，功

率 270 瓦。

卫 生 1949 年，县内没有医院，仅有些私营的卖药店。1984 年县有人民医院、妇幼保健

院、防疫站、中医院、药检所、麻风医院各 1个；乡镇卫生院 15 所；村卫生站 315 间（其中

集体办的 220 间，联营的 39 间，个体的 30 间，圩镇联诊所 26 间）；机关、学校、厂矿卫生室

20 个。全县共有病床 780 张，各类医务人员 826 人（其中主治医生 8 人，药剂师 7 人，检验

师 1人），受过训练的接生员 313 人，卫生员 691 人。

1984 年，落实节育措施的有 48,119 人，节育率达 71.5%。有 823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

证。

体 育 全县有有座位的灯光球场 19 个，200-300 米跑道的田径场 6个。1979 年，县业余

体校女篮获全区业余体校比赛第一，代表广西参加中南五省江门赛区比赛；1980 年，县中学

生女篮参加全区中学生篮球比赛荣获第一名，代表广西参加西南五省柳州赛区比赛，又荣获赛

区比赛第二名；1982、1983 年，县业余体校女篮代表钦州地区参加广西全区比赛，连获两年

第一名。1982 年开展青少年举重业余训练以来，每次都代表钦州地区参加广西业余体校举重

比赛，获金牌 6枚，银牌 8枚，铜牌 7枚。全县达到少年一级运动员 2人，二级运动员 2人，



手球运动健将 1人，向上级输送优秀运动员 13 名。“元旦”中学生田径赛、“六一”小学生田

径赛，“十一”县城青、老年篮球赛，均已成制度。1983 至 1984 学年度，全县中小学（含乡

村小学）283 所，实行“推标”的 179 所，学生 38,332 人，达国家锻炼标准的 32,380 人，占

84.5%，荣获自治区体委评选推标工作五个先进县之一的奖励。

特殊风俗 每年农历八月初二至九月二十五日，北通、大成、白石水、龙镇、江城等地群

众有过“岭头节”（因在半山腰进行，故谓）的习惯。主要活动形式是表演“颂鼓舞”，演员身

穿彩衣，戴上面具，手持木刀斧，敲鼓打锣，随乐起舞，以表达驱逐病虫恶魔，预祝丰收的愿

望。这段期间，几乎天天都有此项表演活动。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要求，发掘、继承

富有地方色彩的民间艺术，1984 年起，县决定以每年农历八月十六日为“浦北文化节”，在全

县城乡开展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

文物胜迹
越州古城 在泉水乡坡子坪仰天窝，距县城 61 公里。西晋宝鼎三年（268 年）建，分内外

城，平面呈回字形。四周残存泥墙高五、六米，外城南北长 800 米，东西宽 500 米。此城现为

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世聪烈士墓 在张黄镇西面保子塘山坡上，距离县城 41 公里。初建于 1954 年，1960

年复修；1984 年 11 月扩建成小公园式的烈士墓。面积 8亩多。

著名人物

张世聪(1909－1945) 大成乡（原白石水乡）勾刀水村人。1935 年秋，于国立中山大学读

书时，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 年 11 月在中大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

1938 年 2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受党组织的派遣，从广州回到家乡，先后担任东馆、金

街、红岭、白石水四间小学的校长和地下党支部书记，以学校为阵地开展党的工作，宣传抗日。

1940 年 3 月，日本侵略军进逼白石水，国民党地方当局拒不抗日，反纵容勾结奸商运米资敌。

是年夏，张在白石水、大成地区组织领导二千多人的抗日武装起义，并任大队长。1941 年冬，

他奉命调到遂溪县界炮镇老马村，以教学为掩护，继续从事抗日工作。1945 年春任南路人民

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队长兼政委。1945 年 2 月，被南路特委任命为钦廉四属党组织的联络员

兼军事特派员。1945 年 5 月 6 日，在大成大窝山战斗中壮烈牺牲。

香翰屏(1887－1978) 泉水乡坡子坪老城村人。解放前，任国民党师长、军长、闽粤赣边

区总司令、“国大”代表。1946 年辞职。1949 年广州解放前夕往香港经商。

重要事件
合浦抗日青年代表大会 1939 年 5 月间，在中共合浦县中心县委的推动下，于合浦农校（校

址在张黄）召开。到会代表百多人，有国民党驻军及国民党合浦县党、政、军的负责人参加，

中共合浦中心县委的领导成员张进煊、赵世尧等以抗日救亡团体代表身份出席了大会，并作了

讲话，在讲话中宣传了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大会通过了保卫北海、保卫合浦等决议，扩大了

党的影响。



中共合浦县委重新组建 1939 年 5 月，中共合浦中心县委领导机关被破坏，同年 8月，广

东省委派温焯华在白石水乡金街小学召开中共合浦县委扩大会议，选举新的县委领导班子：书

记张进煊，组织部长谢王岗，宣传部长何世权（后为朱明）。

反对奸商运米资敌 1940 年 4 月，小江、白石水、寨圩等地在中共合浦中心县委的领导下，

发动了有万人参加的反对国民党官吏、奸商运米资助侵华日军的斗争，小江数千人沿着小江河，

拦截外运大米，就地削价卖给群众。龙门的抗先月铲队配合小江米案斗争，在龙门圩头街尾设

卡拦截；白石水和寨圩学生、群众也举行集会，揭露反动派勾结奸商抢购大米，运米资敌的罪

行。这一斗争，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取得了胜利。

白石水人民武装自卫斗争 1940 年 3 月，日军侵入白石水乡的南岸坪。由于国民党地方当

局拒不领导人民抗日，反而勾结奸商运米资敌，1940 年 6 月 5 日，大成、白石水、张黄、旧

州地区的农民、学生及各界人士二千多人，在大成的栊檬坳大草坪举行大会，由中共合浦县委

领导指派张世聪主持，并作了战斗动员讲话，号召武装抗日，反对国民党地方当局镇压群众的

抗日活动。7月初，国民党合浦县长李本清竟率领自卫大队和各乡倦安队一千多人，兵分几路，

同时袭击柑子根、东馆、金街、红岭等几间小学，武装镇压人民的抗日活动。中共合浦县委即

领导组织人民群众二千多人进行武装自卫反击。在保卫勾刀水的战斗中，经数次激战，终使国

民党军队惨败离去。

白石水、小江武装起义 为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以放手开展抗日锄奸斗争，由白石水、

公馆、白沙、南康地区约 200 人组成的起义队伍，于金街岭岗村集结，在我钦廉四属党组织负

责人阮明领导下，编成南路抗日游击队合浦大队，李世益任大队长，张进煊、张世瑶任副大队

长，陈志云任政委。1945 年 2 月 7 日起，游击队先后攻打白石水乡、张黄西镇、马栏乡公所，

缴获军用物资一批，并开仓济贫。与白石水武装起义的同时，1945 年 2 月 7 日午夜，在叶国

良（叶信芳）、张书坚等人的带领下，小江数百名起义群众，兵分三路，攻打苏村朴子坪、伏

义寺和北河坡四姓宗祠 3个据点，缴获长短枪 70 余支，子弹、手榴弹数十箱及军用物资一大

批。

合灵南区军政府成立 1947 年 9 月，我合灵南区军政府在双勇口宣告成立，代主席陈志云

（陈明景），副主席苏显枢。军政府成立后，颁布了“惩治反革命”、“减租减息”、“征粮征税”

等条例，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

中共六万山地委成立 1949 年 3 月，根据华南分局决定成立六万山地委，陈华任书记，谭

俊任宣传部长，陈明景任组织部副部长，委员有符志行、朱兰清、陈铭金。

合浦县人民政府成立 1949 年 8 月 1 日，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在大成乡到躭村召开庆祝建

军节大会。会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统一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同

时，宣布合浦县人民政府成立，并任命朱兰清为县长。

黎屋坡战斗 1949 年 10 月 16 日，我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在武利江黎屋坡一带，截击围歼

国民党保一师第三团第三营及海南特区一个整编连，打死打伤敌人 20 多名，俘敌第三团副团

长陈世真、张东山、第三营营长陈伟光、副营长莫世昌，及官兵 102 人；缴获重机枪 2挺，轻



机枪 12 挺，六○炮 1门，美制收发报机 1台及抢枝弹药一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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