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 安 县

融安县地处融江之滨，境内土肥水足，交通方便。县城长安，是历史上广西四大名镇之一。融安

金桔质地优异，产量为全区之冠；毛竹、篙竹、金竹、罗汉果、茶油等，名列全区前茅，有“竹山油

海金桔乡”之称。建国后，小水电站星罗棋布，电力自给有余。矿藏丰富，全区有名的泗顶铅锌矿就

在本县。

位置面积 融安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东邻永福县，北接三江县，东北与龙胜、

临桂二县接壤，西界融水，南连柳城，东南与鹿寨县交界。总面积 2,905.3 平方公里，合 435.8

万亩，计陆地 426.91 万亩，占 97.96%，水域 8.89 万亩，占 2.04%。东西最大横距 44.5 公里，

南北最大纵距 89 公里。县治长安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280 公里。

建置沿革 秦属桂林郡地。汉至两晋属潭中县地。南朝齐于境内置齐熙郡、齐熙县，梁置

东宁州，统郡县。隋初废齐熙郡，开皇十八年（598 年）改东宁州为融州，改齐熙县为义熙县，

大业初，撤融州。唐武德四年（621 年）复置融州，六年（623 年）改义熙县为融水县。五代、

宋、元不变。明洪武二年（1369 年）撤融水县，其地直属融州，洪武十年（1377 年）降融州

为融县。清、民国因之。解放后，1952 年改名融安县。县城从融乐镇（今融水镇）迁驻长安

镇。

行政区划 现设 11 个乡：板榄、雅瑶、大将、大坡、大巷、大乐、桥板、东起、沙子、

大良、潭头；3个镇：长安、浮石、泗顶。下辖村（街）民委员会 145 个，自然村 2,479 个。

另有大小圩场 19 个。1984 年县城长安镇有 5,852 户，24,166 人。

人口民族 1983 年总人口 271,869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93.6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2.5‰。1982 年普查，全县汉族 164,465 人，占 61.9%，壮族 91,677 人，占 34.5%；瑶族 3,388



人，占 1.3%；苗族 3,057 人，占 1.2%，侗族 2,848 人，占 1.1%；仫佬族 213 人，其他 78 人。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52 年

1953 年 1964 年 1982 年

第一次

人口普查

笫二次

人口普查

第三次

人口普查

比

1952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31943 34309 40369 51737 61.9 50.8 28.2

总 人 口 140181 141597 177609 265726 89.6 87.7 49.6

性别

构成

男 71773 72484 91138 137162 91.1 89.2 50.5

女 68408 69113 86471 128564 87.9 86.0 48.7

地区

构成

城 镇 13224 i6240 18734 32846 148.4 102.2 75.3

农 村 126957 125357 158875 232880 83.4 85.8 46.6

自然条件
地 形 境内地形复杂，类型多样，东北部土山连绵，东南部石山林立，西南部及融江沿

岸属丘陵地带，夹杂着小块平原。地势东北高，西南低，由东北向西南倾斜。

山 脉 东北边沿属天平山和大雾山脉，山势呈“人”字形沿县界展开，为县东北天然屏

障，海拔一般 800-1,200 米。与永福县交界处的黑石界，海拔 1,250 米，为全县最高点。其余

较高山峰有三阳顶、九峰山、雨花山、从白山、翁古顶、猫头顶、黄莲岭等，海拔均在千米以

上。西部有牛栏山、敲邦岭、大壶岭、圣山岭等，海拔也在 600 以上。南部多半是独立山，如

京都山、观音山等，海拔在 500 米以上。金县山地计 75 万亩，占总面积的 21.7%。

河 流 西部有融江，为融安县主要河流，发源于贵州省独山县神仙桥，经三都、榕江，

从三江县丹洲乡流入；又经大巷、大乐、浮石、潭头等地流往柳城县、柳州市。县境河段金长

48 公里。流域面积约 21,585 平方公里，河宽 200 米，流量 605 立方米/秒，可通机帆船，上

至板江，下达柳州。东北部有浪溪河、黄金河、雅瑶河、设洞河、保江河。东部有南江河。北

部有泗维河。南部有南芬河、三千河、东江河、石门河。东南部有沙子河。绝大多数汇入融江。

气 候 属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四季均可种植农作物。年平均气温 19℃，最冷 1月，

月平均气温8.5℃，极端最低气温-2.1℃；最热7月，月平均气温27.8℃。极端最高气温38.2℃。

严寒酷暑很少。据 1957 年至 1979 年资料记载，年均降雨量 1,923.8 毫米，最少 1,460 毫米，

最多 2,562 毫米。雨季集中在 5-8 月。年均日照 1,430.5 小时，年均降霜 10.9 天。主要气象

灾害有倒春寒、寒露风，如 1982 年的倒春寒严重，造成早稻烂秧，损失种子 170 万斤。1984

年晚稻遭到寒露风袭击，比 1983 年减产 2,033 万斤，减产 31.68%。近几年来，农民群众抓紧

季节，适时播种，推广尼龙薄膜育秧，减轻倒春寒对早稻秧苗的危害，并抢在“立秋”前插完

晚稻，避免寒露风对晚稻抽穗扬花带来的损失，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土 壤 分为红壤、黄壤、冲积土、石灰土、水稻土等五大土类。旱地以红壤、黄壤、冲

积土、石灰土为主，分布在丘陵、山岭、山地、盆地，土层深厚，粘粒含量多，胶体品质差，

大多呈酸性及碱性反应，肥力较差，但宜于绿化造林；水稻土多是粗沙土、烂泥土、鸡屎土、



沙壤土、壤土、肥泥土、灰粘土，黑粘土，分布在沿河两岸，土质较肥，利于种植粮食作物及

经济作物。

资 源 矿藏：有石灰石、铅锌、硫铁、铁、硫磺、锡、锑及炉甘石等，除锡和锑外，都

巳开采。主要矿产铅锌矿储量约 54.23 万吨，已开采 34.2 万吨（含泗顶矿）；硫铁矿储量约

68 万吨，已开采 26.8 万吨，铁矿储量约 125 万吨，已开采 22.6 万吨。野生动物：有黄猄、

果子狸、山猪、香猫、狗熊、虎、豹、山单、山鹿、鹧鸪、雉鸡、毛鸡、鹇鸡、鹰咀龟、穿山

甲、娃娃鱼等 70 多种。野生植物：药用类有金银花，鸡血藤、钩藤、积壳等；油料类有鸟桕

子、山苍子、蓖麻子等；纤维类有九层皮、棕皮、龙须草、白藤、黄藤、芭芒等，淀粉类有金

刚蔸、黄狗蔸，薯茛、土茯苓、土淮山、蕨粉、山马蹄等；食用类有板栗、米椎、山葡萄、山

楂果、冬稔子、杨梅等，共一百多种。水力：全县集雨面积 5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 48 条，

共长 525.7 公里。年均径流量为 209 亿立方米。由于水位高、水流急、落差大，可利用水量为

17 亿立方米。装机容量为 71,580 千瓦。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 7,784.5 万元，比 1952 年增长 107.8%，比 1978 年

增长 15.1%，比 1983 年增长 1.3%。1978 年以来年递增 2.37%。1984 年人均产值 281.5 元，比

1952 年增长 5.4%，比 1978 年增长 33.3%。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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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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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8.7

1871.8

623.5

578.1

14.8

20.5

100

60.2

20.1

18.6

0.5

0.7

4915.7

2828.9

573.2

845.7

647.0

20.9

100

57.5

11.7

17.2

13.2

0.4

5651.0

3297.0

870.0

652.0

798.0

34.0

100

58.3

15.4

11.5

14.1

0.6

5943.5

3075.6

978.6

981.3

873.8

34.2

100

51.7

16.5

16.5

14.7

0.6

91.2

64.3

57.0

69.7

5804.1

66.8

20.9

8.7

70.7

16.0

35.1

63.6

5.2

-6.7

12.5

50.5

9.5

0.6

3.2

1.4

9.3

2.5

5.1

8.6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 379,318 亩，农业人口 243,944 人（劳动力 110,802 人），人

均耕地 1.55 亩。其中水田 255,481 亩（旱涝保收田 198,089 亩），旱地 123,837 亩。水田以种

植稻谷为主。建国后，由于农田基本建设的发展和先进农机具的推广，水稻种植从一造变两造。

粮食产量翻一番。

1984 年，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2,438 台，30,744 马力，农机总动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8.1

马力，其中各种拖拉机 734 台，10,498 马力，平均每百亩地占有 2.76 马力。

粮、油、蔗：1978 年至 1984 年六年间，粮食年递增率 0.57%，油料年递减 14.5%，甘蔗

年递增率 4.41%。1984 年，粮食总产 17,164 万斤，比 1978 年增长 5.08%，油料总产 30.4 万



斤，甘蔗总产 941.97 万斤。

林 业 现有宜林地面积 252.62 万亩，占总面积的 58%；有林面积 126.33 万亩，占宜林

地的 50%。人均有林面积 5.3 亩。立木蓄积量 277.81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28.99%。林木以

杉、松和杂木为主的用材林，占 72%；以油茶、金桔为主的经济林占 19%（其中以毛竹、篙竹

为主的竹林占 5%）；其他为防护林、灌木林。1984 年全县造林 50,895 亩，收购规格材 58,175

立方米。有县办国营林场一个，经营面积 4.8 万亩。

牧 业 以饲养耕牛、生猪为主。1984 年末，有牛 55,760 头，其中能使役的 36,801 头。

生猪总饲养量 128,237 头，年底存栏 77,207 头，当年出栏大猪 51,030 头。

副 业 1978 年以来，农村副业门路日益开拓。养殖业有养鸡、鸭、鹅、羊、马、兔、蜂、

桑蚕等，种植业有种蘑菇、罗汉果等，加工业有砖瓦、石灰、碾米、打粉、编织、酿酒、豆腐、

木器家具、铁竹木农具等。建筑业、运输业、商业、 饮食业、修理服务业，各地也纷纷出现。

渔 业 可养殖水面 18,610 亩，其中水库 16,791 亩，池塘 1,819 亩。已养鱼 13,525 亩，

占可养面积的 72.7%。另稻田养鱼 1.1 万亩，1984 年共产鱼 35.46 万斤。

土特产品 金桔：亦名金弹、金柑，群众又称之为长寿果。秋朱冬初成熟，其果皮色金黄，

椭圆、大如鸽蛋，皮脆肉香，甜酸适口。含有人体所需的糖、酸、维生素 C等多种营养物质，

可作水果，可以入药。有化痰镇咳，下气快膈，止渴解酲，辟臭消炎之功。宋代文学家欧阳修

赞之为珍果。本县种植金桔，已有两百多年历史。主要产于大将、板榄、大乐等乡。1984 年

全县发展到 22,950 亩，总产 690 万斤，居全区首位。除供鲜食外，还加工成桔饼、桔糖、果

酱、果酒、蜜饯罐头等，远销港、澳和朝鲜、东南亚等地。1962 年至 1981 年经外贸出口金桔

1,072 万斤。

竹 子：有 30 多个品种，其中毛竹（亦称楠竹）最多。毛竹竹杆组织致密、坚韧、富弹性，

可供制作家具、农具、竹器、脚手架、棚架、层压塑料及造纸等用，并可代替钢筋，用于尺寸

不大的混凝土构件中；其笋味美可食；竹梢可作扫帚；竹壳可作包装。全县种植达 5.01 万亩。

1970 年至 1980 年，年均交售给国家 38.25 万根。此外，有坚韧挺拔的篙竹，婆娑起舞的水竹，

亭亭玉立的金竹，指纹斑印的花竹，颈短腰粗的罗汉竹，纤弱细小的钓丝竹，稀奇罕见的四方

竹，千姿百态的小山竹等等。主要产地是雅瑶、大坡、板榄、大将等乡。

放 排



竹器：本县生产竹制品约 70 多种，年产 90 多万件。其中竹沙发、花竹椅等 40 多个品种

远销港澳及东南亚。竹席光滑凉爽；竹书架美观大方，远销美洲。竹制品主要产地是长安镇、

大乐、大巷等乡。

罗汉果：主要品种有冬瓜果、长滩果、拉江果、青皮果。盛产于雅瑶、大将等山区。其果

性凉、味甘，可作饮料，可供药用，有清肺润肠之功，主治痰火咳嗽，百日咳，血燥便秘等症。

叶可治顽癣、痈肿，根可敷疮疖，果毛可治疗刀伤。1978 年种植 8万多株，1984 年达 267 万

多株，产量 949 万个，比 1978 年增长 51.7 倍，跃居全区第三位。

油茶：其种子可榨油供食用及工业用。食用优于动物油，可以减少血中胆固醇含量，减免

动脉硬化及心血管、脑血管病的发生。茶麸可作肥料，可杀稻田害虫，亦可供洗濯用。全县种

植面积 16.82 万亩。主要产区是北部山区。历史最高产年是 1954 年，产茶油 1,097 万斤，居

全区第三位。

蘑菇：食用菌。冬植春收。菌盖厚实，菌柄粗壮，均呈淡白色。菌肉清甜脆口，菌汁味胜

鸡汤，在酒席筵前，可与香菇平分秋色。蘑菇巳成为本县新兴的拳头产品之一。主要产地是泗

顶、桥板、东起等乡。1980 年种植 1,000 平方尺，1984 年达 106 万平方尺，产鲜菇 100 多万

斤，经加工后远销港澳和东南亚及日本等地。

芒制品：芒是野生植物黄狗蔸（属蕨类植物）的茎芯，粗如十号铁线，长一至二米。黄褐

色，坚韧光滑。绕在木制家具上即成别具一格的芒制品。本县生产的芒制品有方茶几、花盆架、

床头柜、藤箱、藤桌等多种，远销国外。1984 年仅茶几、花盆架共 1,067 套，产值达 4.4 万

多元。主要产地为长安镇。

杉木、松木、杂木：年产量均在 4万立方米以上。主要产地是大将、板榄、雅瑶、大坡等

乡。

雅瑶乡车平村的杉木王

此外，还有质地优异的板栗、土纸、草席、百枝木盆、冬菇、笋干、莲藕、萝卜丝、大头

菜、红薯粉条等。



水 利 建国前水利建设极少。解放后，1950 至 1984 年共投资 2,592 万元，已建成的水

利工程如下表：

水 利 工 程 概 况 表

项 目 处 数 台 数
总库容

(万立方米)

有效库容

(万立方米)

引水流量

(立方米/秒)
装机容量

设计灌溉

(万亩)

实际灌溉

(万亩)

合 计 1240 29.88 20.84

蓄 水 工 程 180 12339 4728 10.44 6.81

其中:中 型 2 9764 2499 6.04 3.68

小
一

二 型 47 2089 1837
2.95

1.45

2.51

0.62

塘 坝 131 486 392

引 水 工 程 218 17.41 13.09 10.11

提 水 工 程 842 968 6.35 3.92

其中:机 灌 417 417 5831(马力) 2.05 1.63

电 灌 200 203 2236(千瓦) 2.56 1.32

水轮泵 225 348 1.74 0.97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2 年 1978 年 1983 年 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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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递

增率%

金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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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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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比

1952 年

增长%

比

1978 年

增长%

比

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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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1949 年，县内仅有一间私营的以 25 马力汽车头和一个 15 千瓦直流发电机装配起

来的“凤凰电厂”，有工人 17 人，年发电量 1.72 万度。建国后，1952 年有工业单位 6个，加

上私营个体手工业，职工总数 468 人。1984 年，国营工矿企业有：八赖铁矿、亚新铁矿、草

弄铅锌矿、水电公司、木材公司、食品公司、农机修造厂、水泥厂、砖瓦厂、汽车修配厂、无

线电厂、油脂厂、制药厂、印刷厂、罐头厂、酿酒厂、糕点厂、酱料厂和食品厂等 19 个，职

工 1,491 人，产值 1,286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69.8%。其中较大的是水泥厂，有职工 202

人，1984 年产值 52.4 万元。

1984 年县管集体企业 17 个，职工 937 人，产值 362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19.7%。

1984 年，乡镇街道企业 123 个，职工 1,449 人，主要从事铁器、工艺、竹木器、砖瓦、

塑料、缝纫、建筑、修理等生产，产值 175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9.5%。个体手工业

产值 18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0.98%。

此外，县内还有自治区直属的泗顶铅锌矿、第五地质队、贮木场和柳州地区氮肥厂。泗顶

铅锌矿于 1958 年兴建，1960 年正式投产，主要产品锌精矿、焙烧锌、硫铁矿、铅精矿等。1984



年，全矿生产铅精矿达 1,840 吨，焙烧锌 2,057 吨，锌精矿 11,271 吨。全矿工业总产值达到

1,574 万元，是我区有名的铅锌矿。

电力：已建成的水电站 169 处，装机 181 台，共 6,795 千瓦。骨干工程淑母水电站建在浪

溪河上，预制混凝土连拱溢流大坝高 16.5 米，长 100 米，装机 3台，容量 2,400 千瓦，投资

170 万元。已与泗维河、小拱两个电站联成电网，共装机容量 4,450 千瓦，年发电量 2,500 万

度，产值 364 万元。全县有 32,776 户用上电，占总户数的 61.2%。据 1977 年至 1983 年的统

计，除满足县内用电外，每年平均向柳州电网输电 494 万度。全县现有 35 千伏安区域变电站

1座，主变压器 8台，容量 12,120 千伏安。共有变压器 304 台，24,485 千伏安，用电装机负

荷 3,500 千瓦，有 10 千伏以上的输电线路 390 公里，年供电量 2,300 万度，用电量 2,000 万

度。乡镇企业、农副产品加工、农田灌溉抽水等农村用电量年均 800 万度。

交 通 枝柳铁路经过本县 4个乡（镇），设有 3个站，在县境内长 34 公里。1984 年，全

县有公路 48 条，总长 500 公里，比 1952 年增长 8.26 倍，14 个乡镇除 1个乡仅通货车外，其

余 13 个乡镇都通了客班车。与外县相连的，北达三江，南至柳城、柳州，东到永福、桂林，

西经融水、罗城、宜山达金城江。1984 年共有各种类型汽车 214 辆（其中个体户 30 辆）。全

年客运量 835,130 人次，货运量 7,870 吨。（不含个体运输量）。水上航运，1984 年有各种动

力船只 28 艘，共 580 个吨位，从事水运人员 112 人，货运量 6,700 吨，周转量为 244.6 万吨

公里。

邮 电 有邮电局、支局、邮电所共 14 所，邮路总长 1,318 公里，电话线路长 566.5 杆程

公里，安装电话单机 624 部。现代通讯设备有：电传字机 3 部，农村载波终端机 18 部，电报

传真线路 3条，载波电路 9条，电缆长 2.58 公里。

商 业 1984 年，有商业网点 2,445 个，从业人员 4,493 人。其中国营网点 70 个，从业

人员 758 人；城乡集体网点 1,572 个，从业人员 1,971 人；个体商业网点 803 个，从业人员

1,764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4,345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62.9%，比 1983 年增长 7.47%。农

副产品收购总额 1,575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49%，比 1983 年减少 419.14 万元。集市贸易总

额 1,676.39 万元。

财政金融 1984 年，财政收入 579.2 万元，自筹收入 399.7 万元；财政支出 995.7 万元，

自筹支出 310.8 万元。城乡储蓄额 1,685.3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6.02 倍，其中城乡个人存款

750.9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7.11 倍，比 1983 年增长 66.15%。1984 年发放农贷 613.4 万元，

比 1978 年增长 3.5 倍，比 1983 年增长 5.3%。当年累计回收农贷 361.6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6 倍，比 1983 年减少 32.2 万元。

人民生活 1984 年，农村人均口粮 575 斤，比 1978 年增长 3.8%，比 1983 年减少 1 3 斤。

农民年均收入 220.5 元，比 1978 年增长 172.8%，比 1983 年增长 58.9%。全民所有制职工人年

均工资 989 元（含奖金和补贴），比 1978 年增长 94.68%，比 1983 年增长 29.9%。集体所有制

企业职工人年均工资 622 元（含奖金和补贴），比 1978 年增长 3.64 倍，比 1983 年增长 30.17%。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各项生产迅速发展，农村储蓄存款 100 万元以上的已有板榄、雅



瑶、大将、浮石 4个乡镇。群众购买力有很大提高。1984 年，销售自行车 5,529 辆，比 1978

年多 4,770 辆；手表 12,900 块，比 1978 年多 11,300 块；缝纫机 3,476 台，比 1978 年多 1,819

台。此外，销售了电视机 483 台，电风扇 746 台，洗衣机 395 台，录音机 595 台。1984 年农

村建房 1,846 间，22.15 万平方米，投资 404.6 万元。

文 化
教 育 1952 年有初中 1所，学生 402 人，教职员工 37 人；小学 333 所，学生 17,237 人，

教职员工 683 人，幼儿园 1所，学童 120 人，教职员工 6人。1983 年，全县有完全中学 7所，

教职员工 396 人，学生 475 人；初级中学 14 所，教职员工 282 人，学生 3,788 人；师范学校

1所，学生 40 人，教职员 8人；农校 2所，学生 149 人，教职员 17 人；农机校 1所，学生 148

人，教职员 6人；小学 142 所，学生 39,361 人，教职员工 1,811 人；幼儿园 13 所，学童 788

人，教职员工 51 人。各类学校合计 180 所，学生 48,244 人，教职员工 2,515 人，其中大专毕

业的 130 人，中师毕业的 56 人。

1983 年职工、干部参加业余初中补习的 1,379 人，脱产参加各类大、中专院校学习的 43

人；群众参加扫盲班学习的 1,022 人。

1956 年至 1984 年，全县高中毕业生 14,886 人，考入大专的 648 人，占毕业生的 4.35%，

考入中专的 1,135 人，占 7.6%。

科 技 有县农业、林业、农机科学研究所和科技情报所各 1个，县、乡农业技术推广站

14 个，县农业病虫测报站、土壤肥料站、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畜牧兽医工作站、鱼种场各 1

个。有农、林、农机、水电、中医等 7 个学会，会员 253 人。1980 年至 1983 年，苦胆树治疗

耕牛大面积烧伤、稻田养鱼、虫情测报获自治区优秀科技成果奖。1979 年至 1980 年评定技术

职称的有：工程师 5人，农艺师 3人，畜牧兽医师 2人，主治医师 13 人；助理工程师 46 人，

助理农艺师 23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7人，助理经济师 1人，助理会计师 3人，医师 81 人；工

业、林业技术员 79 人，农、牧、渔业技术员 70 人，科研技术员 10 人。

文化艺术 有文化馆 1个，乡镇文化站 13 个，农村文化室 6个；县图书馆 1个，藏书 39,088

册，县新华书店 1个，代销点 19 个。县城有工人文化官 1个，电影院 2座，乡镇电影院（场）

10 个，放映队 76 个。有县专业文工团、镇业余桂剧团各 1个。有县广播站 1个，乡镇转播站

12 个，县、乡电视差转台各 1座。

卫 生 1952 年仅有县医院 1所，医务人员 23 人。1983 年有县医院、防疫站、妇保站、

皮防站各 1所，乡镇卫生院 13 所，合作医疗站 1个，机关、学校、厂矿（场）卫生室 18 个，

集体诊所 7个，共有病床 279 张，医务人员 401 人。另有乡村接生员 79 人，乡村医生 249 人。

全县育龄夫妇实行计划生育的 23,949 人，节育率 73.8%，1983 年底，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夫妇

有 1,347 对。

体 育 群众性的体育活动项目有武术、舞狮、舞龙、赛龙舟、田径、游泳等。县城早晨

打太极拳、跑步的人日益增多。全县有乒乓球、田径、象棋、武术、龙舟等 6 个协会。1983

年组织各种体育竞赛 19 次，其中中、小学运动会 7次，参加自治区运动会获奖的 2人。1978



年到 1983 年达到三级运动员标准的 25 人，一级的 1人，健将级的 2人，向自治区输送运动员

9名。1979 年原东起公社被评为全国体育先进集体。

特殊风俗 县北部乡村举行的婚礼很有特色，婚礼上，前来贺喜的男女宾客通宵达旦的对

唱“盘歌”，斗智斗巧，互相盘问，涉及到古今、天文、地理、人文等方面的内容。历史上曾

出现不少歌手。

文物胜迹
石门奇景 位于大良乡东北京都山腰。因两大石山对峙如门得名。悬崖绝壁的石门有一座

水旱相兼的天然石灰岩溶天桥洞。洞垂直地分成三层，称之为上、中、下天桥。上天桥前后两

进，有甬道相通，可以直立行走。前洞宽敞明亮，形似厅堂。洞下百丈深谷，望不见底。中天

桥也分前洞、后洞，比上天桥高大、宽敞、明亮，洞下也是深渊莫测，只闻流水声，不见水影

子。中天桥存有八块清代石刻，记述着当年大成国军在融安一带活动的情况。下天桥的洞口已

为四十多米高的石门水库大坝所挡，使原来的峡谷变成一个十多华里长的湖泊。在京都山下，

还有鲤鱼岩、戴家岩和里岩，三岩连成一体，壁上钟乳石千奇百怪，琳琅满目。

白云洞 在大乐乡境内。洞口有废寺一所，基址尚存。洞中钟乳石满布，百态千姿。其后，

石门天成，可容数人行；再往前走，则洞口大开，豁然开朗。俯视其下，田畴如网，村落如缀，

北望长安，西见层岭，山外奇景，一一皆收。清代道光年间拔贡吴景康曾作《游白云洞记》，

说此洞不亚于灵岩，就是“登黄鹤楼，不过是也”。

泗维河风光 泗维河位于大巷乡北，沿河两岸峻岭连绵，五千多亩毛竹，七千多亩杉木，

形成一道绿色屏障。加上别具一格的苗家木楼，蕉、梨、桃、李和杜鹃花，山水花树，相映生

辉，有如桃源仙境。每逢秋冬，运输索道运载着捆捆木材，翻山越岭，快如流星，凌空而过，

更为壮观。

黄家寨古墓群 大巷乡安宁村黄家寨西面一带山坡，有南北朝时期的古墓群一处。墓群排

列成弧形，占地约一平方公里。1982 年春，在当地的娃仔坡、大汶坡挖掘了古墓三座，内有

铜器、金器、陶器、青瓷器及滑石器多件，有杯、盘、罐、钵、壶、勺、甑，有金钗、铜镜，

还有滑石猪、滑石俑、滑石买地券。大件的富有气势，小件的精巧玲珑。据自治区有关部门鉴

定，这些墓葬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

著名人物
黄治邦(1908－1982) 大巷乡大巷中村人。1935 年开办治基补习学校，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积极支持、掩护柳北地下党开展活动。建国后，历任融安县人代会副

主席、副县长、宜山专署农林水利处副处长、林业科长、柳州行署林业局副局长等职。198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多次立功受奖。

梁 林(1911－1944) 原名梁仁。潭头乡西桂村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 8 月

赴延安抗大学习。1938 年 3 月回广西开展党的工作。1942 年秋，在黔桂边境任中共富禄特支

书记。1943 年初回融县、罗城一带从事地下工作。



覃光佃(?－?) 太平村人（今属大乐乡）。北宋开宝五年（972 年）进士，先为监察御史，

弹劾不避权势，继而出任武骑尉知雁州军事，治军极严，后升沿边都总管兼劝农使，进阶银青

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历官三十余年，以年老回归故乡。

重大事件
红七军攻打长安镇 1930 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主力十九、二十师，在军长张云逸、

政委邓斌（邓小平）、总指挥李明瑞的率领下，在北上途中作出攻打长安镇的决定，邓斌作了

动员报告。12 月 5 日清晨红七军到达长安，下午投入战斗。当时驻守长安镇的国民党正规军

独立第三师和教导师及地方民团，共约三千三百多人。战斗持续三天三夜，红七军占领了长安

外围一些地区。但由于弹药消耗多，部队疲劳，伤亡也不少，而敌援兵又陆续不断，取胜不易。

于是，8日凌晨撤出战斗，向三江县富禄前进。这一仗，红七军虽未攻下长安镇，却打出了军

威，震慑了敌胆，唤醒了群众，在融江河畔播下了革命火种。

八团事件 1935 年 9 月间，融县北区农民蒋东明、覃冠雄等人秘密集会，反抗强征壮丁和

民团训练。覃冠雄不幸被国民党县团局逮捕，其父覃国猷乃组织“八””壮丁包围鼎安乡公所，

生擒副县长兼民团副司令梁济等十三人，并乘胜攻下浪保乡公所。中渡、百寿县农民闻讯前来

参加，人数达千余人。9月 20 日，双方在淑母河渡口交换被捕人员，因县团军背信弃义不肯

放还覃冠雄，又激战数小时。次日，抗暴农民汇合百寿农民军围攻百寿县城，三天未克，后被

桂系当局调兵镇压而失败。此次农民的抗暴斗争，因融县北区有八个团的群众参加，故称“八

团事件”。

中共融县北区第一个党小组建立 1938 年春，中共党员路璠遵照上级指示，到融县北区（今

融安县地）浪保小学任教，与北区原有党员黄吉士等及其后发展的党员共 6人，建立了中共融

县北区第一个党小组，领导当地农民和学校师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浪溪河畔歼日寇 1945 年 4 月 4 日，侵占长安的日寇向百寿、桂林方向撤退。融县抗日挺

秀队连夜赶至浪溪河畔的小片一带埋伏。第二天拂晓，日寇来到，挺秀队三十多条枪一齐对准

日寇猛烈开火，全歼日寇队长冈村等三十余人。挺秀队无一伤亡。

围剿国民觉残匪 1949 年 12 月，隐藏在本县东清区（今沙子）一带的国民党五十六军六

八六团五百余人，为匪作乱。柳北游击总队第二大队十四、十六中队奉令围歼。经过一场激战，

歼敌一百八十余人，缴获迫击炮二门、轻机枪十三挺、卡宾枪二十五支、步枪一百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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