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 山 县

钟山县是桂东公路交通要道。矿产丰富，为全区主要产锡区之一．土特产有烤烟、梅子。主要工

业产品有大理石、水泥、卷烟。还有景色优美的新辟旅游地“水碧岩”。

位置面积 钟山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部偏北，萌渚岭之南。东与贺县交界，南和昭

平县接壤，西与平乐县相连，西北与恭城县毗邻，北靠富川瑶族自治县，东北依萌渚岭接湖南

省江华县。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55.23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54.63 公里，总面积为 1,861.77 平

方公里，合 2,792,655 亩，计陆地面积 2,732,223 亩，水域面积 60,432 亩。县治钟山镇，距

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525 公里。

建置沿革 钟山旧属富川、昭平县地。钟山镇是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至明洪武二

十九年（1369 年）的富川县治所。民国六年（1917 年）析富川县和昭平县各一部分设钟山县，

因城中有一山，滑石叩之如钟而得名。建国后，1952 年 9 月与富川县合并为富钟县（县治钟

山镇），1962 年复分钟山、富川 2县，至今。

行政区划 钟山县现辖钟山、珊瑚、西湾 3个镇；城厢、羊头、望高、公安、红花、清塘、

燕塘、回龙、石龙、凤翔、同古 11 个乡；两安、花山 2个瑶族乡。下设村民委员会 141 个，

村民小组 2,713 个（含 3个居民委员会）。

县治钟山镇有 4,911 户，20,321 人。

人口民族 1983 年底全县总人口 373,159 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200.4 人，人口自然

增长率为 6.4‰。民族，主要是汉族，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少数民族有瑶族和壮族，人口

共 32,093 人，占 8.6%。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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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47941 61035 67090 39.9 9.9

总 人 口 220040 257156 367172 66.8 42.7

性别

构成

男 135276 191937 41.8

女 121880 175235 43.7

地区 城 镇 28679 4011q 46028 60.5 14.7

构成 农 村 191361 217037 321144 67.8 48.0

说明：1、1949 年人口数缺。2、1953 年属富钟县，表内人口不包括富川。

自然条件
地 形 钟山县境属南岭支脉萌渚岭、都庞岭的外延部分，四周山岭环绕。地势北部和西

部较高，逐步向东南倾斜，四周高中间低，呈盆地状。境内以大统山脉为主要山系，分东、西、

南走向，中间大小山岭连成一片，使境内五分之三的地区成为低丘、台地、盆地、小平原的地

貌。

山 脉 县境诸山分属萌渚岭和大统山山脉。东北部萌渚岭山脉的姑婆山为全县最高峰，

海拔 1,731 米。主要山岭有边蓬山、竹坳岭、平头山、狮子岭、七星山、白岩山、大庙山、大

岩山、龙歧山、石门岭、白泥岭等。大统山山脉海拔 1,527 米。主要的山岭，北部有塘肚山、

枒权岭；中部有东岭、白马山、西山岭（为县城祖山）、龙歧岭、统岭，南部有班岭、鲤鱼岭、

石脉岭、棋盘岭、分水蛉，松广岭、葫芦岭、摩天岭、十八山、接米蛉、万丈山、凤凰岭等；

西部有鸡母顶、花山诸岭、西岭、山羊头、牛牯岭、大围岭、山口岭、大酋山、大冲岭、茅岭、

雷电山等。

河 流 县境河流众多，均属西江水系。其中以富江、思勤江、珊瑚河为主流。富江（古

临水）发源于富川，从县的东北角入境，流经城厢乡、钟山镇，羊头乡至西湾镇注入贺江，县

内流程 46.4 公里。其交流有：长溪江、白马溪、军冲溪、白沙河、焦冲溪、望高河等。思勤

江（古灵水）发源于县北的大统山，从红花流下，纳小白河、汤公河，流至牛庙并花山河南下

叫西乡江，下接山口溪、双龙水，与珊瑚河汇合为思勤江（因唐代之思勤县治设清塘之陶塘村，

故曰思勤江），从清瑭的桔芬流向昭平注入漓江，县内流程 68.3 公里。瑚珊河（俗称浊水江）

发源于县东南界贺县分水岭的棋盆石西北和珊瑚的大桥冲，经凤翔、石龙、回龙、公安、同古

乡至清塘流入思勤江，中游有铜古溪、十八水，县内流程 62 公里。富江、思勤江古通舟楫，

后因开矿、筑堤、修坝，水运遂不通。

气 候 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其特点是：光热丰富、雨量充沛、温凉合度、寒暑均

宜。年平均降雨量 1,549.1 毫米。最多年为 2,371.4 毫米，最少年为 1,304 毫米，年降雨日

167 天。年平均无霜期为 328 天，年日照为 1,573.3 小时。初霜日是 12 月 24 日，终霜日为次

年 1月 25 日。年平均气温为 19.6℃，7月最热，平均气温 28.4℃，1月最冷，平均气温 9.1℃，

极端最低气温-3.7℃，出现在 1 月下旬，极端最高气温 38.8℃，出现在 7 月下旬。主要气象



灾害有大暴雨、低温阴雨、雷雨大风、旱涝、寒露风、冰雹等。其中以大暴雨、雷雨大风为甚。

据县气象站统计，24 年中出现大暴雨 10 次（1974 年 7 月，雨量达 487.7 毫米）。其中 3 次暴

雨造成姑婆山局部崩塌，山洪暴发。1981 年 7 月 24 日至 25 日。连降大暴雨，全县在 24 小时

内降雨量达 100-250 毫米，是百年罕见的大暴雨，使回龙、羊头、石龙、凤翔，清塘、望高、

同古、城厢等 8个乡受灾。雷雨大风常出现在夏季，时间短，风力猛，破坏性大，经常造成房

屋倒塌，电杆折断，人畜伤亡。旱灾两年一遇。涝灾常见于春夏，重涝 4至 8年一遇，冰雹 4

年一遇，常出现在 2月至 4月之间，冰雹最大重量为 9克。

土 壤 全县分为水稻土、红壤、黄壤、石灰岩土、红色石灰土、紫色土、冲积土等 7 个

土类。旱地一般以红壤、石灰土、红色石灰土、紫色土、冲积土为主。水田多为淹育型、潴育

型、潜育型、盐渍性水稻土，侧渗型、矿毒性水稻土有少部分。旱地土的成土母质多属第四纪

红土和沙页岩的坡积物或风化物，占面积近 70%。这类土层比较深厚，地势较平，酸碱度较适

中。弱酸性到近中性的面积占旱地面积 71.03%，比较适宜作物生长。水稻土中，潴育型占水

田面积 58.05%，淹育型占 9.57%，潜育型占 3.12%，沼泽型占 1.96%，盐渍性占 25.1%，侧渗

型占 0.16%，矿毒性占 1.95%。水稻土的土壤质地大部分较好，有机质含量丰富，适宜水稻生

长，但磷钾比较缺乏，养份供应不协调，影响产量的提高。也有相当部分呈弱碱土壤偏碱，容

易产生碳酸盐渍化，不利水稻生长。

资 源 本县自然资源丰富。矿藏有：锡、钨、锑、锰、铜、铀、铝、锌、铁、钛铁、大

理石、石灰石、砷、水晶、硼砂、煤等。锡为全区主要产地之一。品位 0.45%，1979 年和 1982

年平桂选炼厂出产的精锡被评为全区名牌产品。明代已有民间开矿洗锡砂，以后更盛。清末民

初，由民办转为官办，建国后，以国家开采为主。大理石储量 14.1 亿立方，有白、灰、黑、

粉红色等 10 个花色品种，原只有县办集体大理石建材厂 1个，现又建年产万方圆营大理石厂

1 个。水资源亦丰富。正常流量 0.5 秒立方米以上的河流有 17 条，水能蕴藏量 5.2 万千瓦，

可开发的有 4.77 万千瓦（包括龟石电站 1.2 万千瓦在内）。森林，天然次生林种有栎类、椎类

以及枫、樟、荷、香、椿、白克木、火力楠等；人工次生林种有松、杉、油茶、油桐、山楂、

桉类、栗等。果类有梅、柿、李、梨、柚、柑、板栗、黄皮果。此外，还产毛竹、方竹、松脂、

香菇、药材。水产，主要有：鲩、鲤、鳙、鲫，斑鱼、塘角鱼、泥鳅、黄鳝、桂花鱼、龟、鳖

等。野生动物主要有：野猪、山牛、山羊、黄猄、野兔、狐狸、果子狸、猴、野鸡、野鸭、鹧

鸪、穿山甲、蛤蚧等。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3 年本县工农业总产值为 12,767.42 万元（不包括县境内自治区、地区

的企业），比 1978 年的 9,983.77 万元，增长 21.8%，比 1982 年的 12,566.12 万元增长 1.6%。

1978 年至 1983 年每年递增 5.08%。1083 年人均工农业产值为 367 元（未含地区、自治区厂矿）。

农 业 1983 年全县共有耕地面积 379,793 亩，其中水田 265,339 亩，旱地 114,454 亩。

全县农业人口 326,810 人（劳动力 125,138 人），人平均占有耕地 1.16 亩，其中水田 0.81 亩。

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农田水利设施的改善，不少旱地改为水田。粮食生产以双季稻为主，基



本上实行稻－稻－豆耕作制。

1983 年，全县有农业机械 2,802 台（不包括人力打谷机、插秧机、喷雾器），其中大、中

型拖拉机 252 台，小型拖拉机 847 台，小型机引农具 882 台，机滚船 71 台，共 47,611.5 马力，

比 1978 年的 35,441 马力增长 34%。现有农机总动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13 马力，比 1978 年

的 9马力增加 4马力。其中耕作机械每百亩耕地占有 5.5 马力。

粮、油：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年有所增长。1983 年全县粮食总产 28,972 万斤，

比最高年产的 1982 年减少 410 万斤。粮食入库 507,353 担，其中公粮 99,872 担，购粮 167,568

担，双超粮 239,958 担，双超入库比 1978 年多 1.55 倍，1983 年全县向国家交售万斤粮的有

23 户。油料作物总产 47,427 担，比 1982 年增加 2,445 担，油脂收购 3,087 担，比 1978 年多

收 425 担，增长 13.77%。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78 年 1982 年 1983 年
1978 年

以来递

增率%

金 额

(万元)

占

%

金 额

(万元)

占

%

金 额

(万元)

占

%

比

1978 年

增长%

比

1982 年

增长%

农业总产值

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7252.47

4390.77

385.17

901.91

1546.02

28.60

100

60.5

5.3

12.4

21.3

0.4

8898.36

5702.82

279.51

1143.96

1694.02

78.05

100

64.2

3.1

12.8

19.0

0.8

8332.43

5310.69

274.67

1215.12

1447.37

84.58

100

63.7

3.3

14.6

17.4

1.0

14.9

21.0

-28.7

34.7

-6.4

195.7

-6.4

-6.9

-1.7

6.2

-14.6

8.4

2.82

3.88

-6.54

6.14

-1.31

24.22

林 业 全县共有山地面积 1,475,372 亩，占总面积 2,792,655 亩的 52.8%。1983 年有林

面积 799,464 亩，占山地面积的 54.2%。立木蓄积量 1,354,694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28.3%。

人工栽种的经济林品种有梅、柿、柚、梨、李、柑等。1983 年，县办有花山林场、望高杉木

种子园、钟山苗圃场等 3个国营林（园）场，经营面积 136,525 亩。

牧 业 大牲畜主要是牛。1983 年底全县耕牛存栏数为 40,588 头，其中役用牛 31,699 头，

比上年增加 545 头，增长 1.36%。除农户养牛外，县有种畜场 1 个，配种站 5个。自 1969 年

以来，不断从外地引进良种秦川牛（黄牛），印度摩拉牛（水牛），已繁殖了良种牛 390 多头。

公安乡耕牛市场，为桂东较大的耕牛市场之一。本县耕牛远销到苍捂、岑溪、藤县及广东等地。

主要家畜是猪，1983 年生猪存栏数 115,591 头，比 1982 年的 117,595 头，减少 1.7%。出栏肉

猪 56,574 头，出栏率为 48.9%。

副 业 农户以饲养猪、鸡、鸭、鹅、兔为主，还种蘑菇、香菇、木耳和采挖矿砂。近年

来放宽了农村经济政策。商品生产发展很快，出现了腐竹、豆腐、熬酒、酒饼制作、米粉等农

副产品加工专业户，还有从事小农具、竹木器、小铁器的加工以及运输、服务行业、基建专业

队。各行各业，方兴未艾。

渔 业 全县可养殖水面 14,832 亩。其中池塘 3,458 亩，占 23%，山塘水库 11,473 亩，



占 77%，以养殖鲩、鲢、鳙、鲤为主。县内有国营水产养殖场 1 个，养殖面积 54 亩，主要繁

殖鱼苗。

土特产品 烤烟：县内各乡均有种植，尤以清塘、燕塘、羊头、城厢、公安等乡为多。1983

年种植 4,297 亩，总产 6,274 担。钟山烤烟以质美、味香、品醇而著称，过去多以原料供应区

内外，自钟山卷烟厂投产后，就地加工制成香烟运销外地。

梅子：以同古、城厢、羊头、燕塘、望高等乡为多，1983 年产 3,532 担。其良种大肉梅，

粒重两许，肉厚味美，用它加工制成的话梅、蜜梅，驰名中外。

黄红麻：以公安、燕塘、回龙、石龙、凤翔等乡种植为多。仅 1983 年收购达 4,583 担，

其麻质柔软，麻果多而饱满。

红瓜子：多产于望高、城厢、羊头等乡。1983 年共播种 12,695 亩，总产 6,018 担，子粒

鲜红饱满，远销国外。

姜：盛产于红花、两安、燕塘、同古等乡。

香米：只产于两安瑶族乡龙窝村。用香米煮成的饭，香味扑鼻，柔软似糯米饭。

水 利 建国前，只有水车、戽斗为灌溉工具。1956 年开始修筑水库，至 1983 年，全县

共建成山塘水库 284 处，总库客 69,441.56 万立方米；建成电力排灌站 207 处，装机 223 台，

动力 3,873 千瓦，有效灌溉面积 14.2 万亩。较大型水利工程有：龟石水库，1959 年建成，总

库容量 59,500 万立方米，装机容量 12,000 千瓦，年发电量 6,112.42 万度，可灌溉 7.14 万亩；

龙潭水库，建于 1957 年，总库容量 4,155 万立方米，装机容量 400 千瓦，年发电 116.78 万度，

可灌 5.49 万亩；花山水库，1975 年建成，总库容 4,349 立方米，装机容量 2,000 千瓦，年发

电 532.08 万度，可灌溉 8万亩。

花山水库

工 业 1949 年，全县仅有 1个简陋的小印刷厂，1个打制小农具的打铁厂和一些小手工

业作坊，总产值为 0.5 万元。三十多年来，本县工业发展较快。1983 年，县境（除自治区、

地区所属厂矿外）国营工矿企业有：水泥厂、氮肥厂、农药厂、陶瓷厂、麻袋厂、木材加工厂、

食品厂、副食品加工厂、望高煤矿、化工厂、农机修造厂、卷烟厂、印刷厂、大米厂、汽车修

理厂等。共有职工 2,167 人，总产值 3,111.09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70.15%。其中产值

较多的为钟山卷烟厂，年总产值 1,863.37 万元，上缴国家税金 1,383.8 万元，占全县税收总



额的 64.16%。所产“钟山牌”香烟，1983 年被评为广西名牌产品。还有年产 8万吨水泥厂一

个，1983 年产 400 标号以上水泥 66,763 吨。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78 年 1982 年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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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倍

比

1978 年

增长%

比

1982年

增长%

工业总产值

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0.5

0.5

100

100

2731.3

1428.2

1303.1

100

52.23

47.77

3666.8

2535.9

1130.8

100

69.16

30.84

4435.0

3100.7

1334.3

100

69.91

30.09

8869

6200

62.4

117.1

2.4

20.9

22

18

10.18

16.77

0.47

注：不包括自治区、地区驻县厂矿数。

县管集体企业 5个，职工 496 人，产值 250.1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5.6%。

乡镇企业 149 个，职工 954 人，产值 352.2 万元。个体手工业 921 户，从业人员 1,373

人，营业额 551,325 元。

由于本县资源丰富，一批自治区、地区办的企业设在县内，计有平桂矿务局所属厂矿，西

湾发电厂、西湾煤矿、钟山农场、龟石电厂、西湾翻胎厂等。

平桂矿务局是 1个以产锡、钨为主的采、选、炼联合企业。位于贺县、钟山县境内，局本

部设在钟山县西湾镇。矿局成立于 1938 年，是广西最早、最大的锡矿，解放后经过扩建和更

新，现全局有职工 16,038 人，固定资产原值近两亿元，1984 年总产值为 3,436 万元，是目前

我区最大的锡矿基地。局下有珊瑚锡矿、水岩坝锡矿、新路锡矿 3个分矿，1个冶炼厂、1 个

机械厂。主要产品有精锡、钨精矿。精锡，1979 年荣获国家金质奖，质量一直保持至今。钨

精矿获 1984 年国家银质奖。

电力：1983 年全县共有中、小型电站 10 个，装机总容量 9,470 千瓦（不包括自治区、地

区属的西湾、龟石电厂）。年发电量 2,691.27 万度。县有 35 千伏安降压变电站 3座，主电变

压器 4台，有配电变压器 405 台，容量为 35,450 千伏安，用电装机负荷 11,094.5 千瓦，百分

之八十五的农户用上了电。

变 通 交通以公路为主。1983 年全县有公路 29 条，全长 314 公里，其中黑色渣油路 98

公里。县际主要公路有：至平乐线 84 公里，至八步线 39 公里，至富川线 50 公里。全县共有

各种车辆 481 辆，而 1949 年只有 2辆。全县 16 个乡（镇）都通了客车。1983 年客运量 122.8

万人次。县汽车站每日往返县内的客车有 68 班次；发往八步、梧州、富川、朝东、湖南道县、

昭平、平乐、桂林、柳州等地的往返客车 38 班次；还有各地过往县境的客车 52 班次。

邮 电 1983 年，县有邮电局 1 个、支局 2 个、邮电所 17 个。邮路总长 1,199 公里，全

县 95%的村民委员会通了电话，线路长 616 杆程公里，有载波电路 20 条，安装单机 779 部（不

包括自治区、地区属厂矿数）。

商 业 1983 年全县有商业网点 806 个，从业人员 2,245 人。其中国营网点 212 个，从业

人员 1,100 人；农村代购代销店 8 个，从业人员 13 人；个体商业网点 488 个，从业人员 758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5,128.56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33 倍。全县有大、小集市 17 处，1983

年集市贸易额 2,412.48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64%。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2,420.51 万元，比上

年略有增加。出口商品收购总额 1,849 万元。

财政金融 1983 年县财政总收入 2,156.49 万元，财政支出 1,414.25 万元，为建国以来财

政收入最高的一年。城乡储蓄 1,220.7 万元，比 1982 年增加 298.9 万元。其中农民存款 180

万元，是解放以来存款数量最多的一年。认购国库券 55.65 万元，占任务之 100.65%。全年共

发放农贷款 923.6 万元，工业贷款 1,580.9 万元，商业贷款 1,521.6 万元。保险总额 10,351

万元，比上年增加 17.11%。

人民生活 1983 年，全县人均产粮 886 斤，吃粮 666 斤，比 1978 年 725 斤增加 22%；人

均收入 203.15 元。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年基本工资 728.3 元（不包括地区、自治区所属

企业），比 1978 年增长 67.2%；集体企业职工人均年收入 763.3 元，比 1978 年增长 56%。全县

人均储蓄 37.5 元，比 1978 年 16.16 元增加 132.1%。由于城乡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对消费

品的需求越来越高。1978 年全县自行车销售 2,432 辆，1983 年售出 7,925 辆；缝纫机 1978

年售出 908 架，1983 年售出 3,726 架；手表 1978 年售出 1,822 块，1983 年售 6,975 块。1983

年洗衣机售出 115 台，收录机 491 台，电风扇 2,185 台。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全县有初级中学 1 所，学生 150 人；简易师范 1 所，学生 37 人；小学

288 所，学生 10,460 人，教职员 413 人。1983 年，全县有中级师范 1所，学生 40 人，教职员

19 人；普通高中 2 所，学生 1,179 人，教职员 90 人；初级中学 15 所，学生 5,513 人，教职

员 571 人；农业初中 4所，学生 150 人，教职员 26 人；公办小学 595 所，学生 44,063 人，教

职员 2,383 人（其中民办教职员 1,079 人）；幼儿园 10 所，入园儿童 1,131 人；幼托教工 77

人。从 1950 年至 1983 年，历届高中毕业生 13,891 人，升入大学 579 人，占毕业生的 4.7%，

出国留学 4人。

城镇职工不及初中文化程度的有 1,222 人。1983 年开办文化补习班 19 个，参加学习 860

人。全县 2,383 名小学教师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 831 人。中学教师 706 人，其中大专文化

程度 241 人。1978 年以来组织轮训、进修小学教师 550 人，中学教师 50 人。在教师队伍中，

荣获全国模范班主任称号 1人，自治区模范班主任称号 2人，被评为自治区模范教育工作者 1

人，自治区少年儿童先进工作者 3人，自治区少年科技优秀辅导员 1人。

科 技 县现有农业科学研究所、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农业机械研究所、水产研究所等

4个科研单位。成立了农学会、作物学会、植保学会、畜牧兽医学会、林学会、水利学会、电

机工程学会、农机学会、数理化学会、医学会、护理学会、会计学会、商品学会、企业管理学

会、青少年科普协会和 12 个乡镇科普协会，会员共有 1,061 人。县科协与国内 318 个学术单

位进行科技学术交流。自 1972 年至 1983 年的 11 年中，有科研成果 14 项。其中“钟山县气象

区划”、“钟山县种植业区划”、“钟山县综合农业区划”3项获自治区科技奖。1983 年全县评定

技术职称的有：农业技术员 28 人，工程技术员 63 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6人；初级助理农艺师



28 人，助理工程师 60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16 人，助理会计师 5 人，助理经济师 1 人，医师

91 人；中级工程师 9人，农艺师 8人，畜牧兽医师 1人，主治医师 10 人，经济师 2人，会计

师 1人。

文化艺术 县有文化馆 1 个，乡（镇）文化站 12 个；文物管理所 1 个，经常陈列本县出

土文物及其它文物。图书馆 1个，藏书 78,925 册。科技图书室 1个，藏书 10,479 册。县工人

俱乐部 1个。县城有电影院、剧院各 1所，全县有乡镇电影院 3处，露天影场 3个，电影放映

队 53 个。另有自治区、地区驻我县平桂矿务局机关、选炼厂、西湾电厂，望高矿、珊瑚矿、

204 地质队、西湾煤矿等单位的电影院 7个。1983 年共放映电影 8,146 场（不包括厂矿区电影

院放映数），观众达 5,691,188 人次。还有县桂剧团 1 个。创作的现代戏《红烛泪》获自治区

演出奖。县新华书店有发行点 16 个，员工 115 人。县广播站 1个，职工 20 人，乡镇广播放大

站 12 个，员工 26 人。电视录像转播台 1座，电视差转台 4座。另有区、地所属的平桂矿务局、

西湾电厂、珊瑚锡矿、龟石电厂电视差转台 4座。电视机 800 多部（不包括区、地驻县厂矿数）。

卫 生 1949 年，县城只有卫生所 1 间，医务人员 3人，全县有私人药店 15 家。1983 年，

有县人民医院 1所、中心卫生院 2所（设在石龙、公安）、皮肤病院 1所、乡（镇）卫生院 10

所，以及县妇幼保健站、防疫站、药品检验所、卫生进修学校等卫生机构。还有学校医务室 3

个，农村合作医疗室 128 个。全县有病床 232 张、各类医务人员 420 人，其中主治医师 10 人、

医师 91 人、药剂师 3人、护师 9人、检验师 5人。全县受过训练的接生员 505 人，卫生员 240

人。实行计划生育的 32,486 人，占全县育龄夫妇的 85.18%，有 7,446 对夫妇只生 1个孩子。

其中 1,888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县境内还有区、地属平桂工人医院，西湾电厂医院，西

湾煤矿医院，钟山农场医院 4所。

体 育 本县经常开展体育运动的项目是：篮球、排球、乒乓球、足球、田径、象棋等。

1983 年组织篮、排、乒乓、足球及游泳，棋类竞赛 8次，召开中小学田径，游泳运动会 1次，

组织驻军、县、乡、镇和县际篮球赛 5次，共 250 场，参加比赛有 620 人次，有 1人被评为自

治区体育先进工作者。1983 年，钟山水泥厂被评为自治区职工体育先进单位，清塘、城厢乡

被评为自治区农村体育先进单位。

特殊风俗 本县瑶族有留女招婿的习惯。还喜爱打“油茶”，用生姜、茶叶、生盐和油炒

煮而成，配加葱味辣香。花生、油炸糍粑、炒米花等食品，是瑶族人民最佳的茶点，食之可提

神暖身，日食 3-4 餐。

文物胜迹
水碧岩（原名“出水壁”） 位于县城东 18 公里处的望高乡石螺山下。据地质工作者考察，

此岩成于五十万年前。洞深达 9华里，最高处有 100 米，最宽处有 90 米。洞内自然形成“莲

花”、“龙凤”、“王母”、“仙女”、“观音”等 11 个大厅，景色各异，奇丽多姿。厅与厅之间曲

折幽通，千回百转，暗河、沙滩、小桥构成一幅幅自然美景。还有奇异万状的石花、石树、石

帘、石果、石人、石兽，其神态栩栩如生。目前，“水碧岩”巴开放 5个大厅供人游览。

小钟山 位于县城之东的富江河畔。高 40 余米，宽 50 余米，山脚有岩洞，洞中有石，击



之声如钟鸣，故名曰钟山。山上景色秀丽多娇，前人在此山石壁上刻有‘侬元帅复县治”、“溲

治岩”、“状元峰”、“中楼记”等石刻。古往今来，都是人们游览的胜地。

碧云岩 俗名“官岩”，位于县东南 1公里许的大岩山下，岩洞约深 500 米，最宽处约 15

米。岩内，利用天然大石柱修整而成的麒麟 1尊，小狮 1对。上方刻有扁书“碧云岩”3字，

两旁有宋代和民国时期石刻十幅。洞内石笋、石花奇异万状，是人们游览的胜地。1980 年县

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关部门对“碧云岩”进行维修管理，千年古景又展新容。

古墓群 县境内古墓群众多，主要分布在城厢、公安、红花、燕塘、清塘、望高等乡，被

列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群有 4 处，1976 年以来在里太、牛庙、英家等地进行 3 次

发掘，经鉴定均属汉、晋时代的古墓。

大田戏台 位于公安乡大田村，建造年代待考，清光绪四年（1879 年）重修，建筑工艺精

巧，具有古代戏台特色。1981 年自治区拨款再次维修，被列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大田戏台

著名人物
廖祥勋(1906－1939) 又名廖鼎铭、廖明。燕塘乡玉坡村人。1924 年到上海大厦大学读书。

1925 年冬回到家乡开办“平民夜校”，传播共产主义思想。1926－1928 年到广东南海县从事革

命活动，曾参加广州起义。1929-1931 年，先后在北流、陆川、上海等地参加党的地下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又回到本县继续进行革命斗争。1937 年秋带弟妹等 4人北上抗日，1939

年冬在山西省隰县抗日前线为国捐躯，终年 33 岁。曾任中共广东南海县委委员、中共广东佛

山市委委员、山西省洪赵地区兵工厂厂长、山西第六行署生产建设科科长等职。1953 年 5 月

22 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决定追认廖祥勋为革命烈士。

蒋 氏(?－?) 白马村人。南北朝时岭南（广西）军守钟士雄之母。蒋劝其子归顺隋朝，

以实现国家统一。隋朝廷念其有功，封她为安乐县君。逝后葬于县北 15 公里的白马山。唐许

国公苏逓为其撰神道碑文，刻合掌石上。

陈惜华(1901－1962) 花山乡板冠村人。民国时曾任钟山县参议长，联防委员会委员。他

同情和拥护我党的革命主张。抗战时，两次为我党提供活动经费。在他经营“钟山书社”时，

秘密传递进步书刊。任参议长期间，曾协助我党安排了一些同志打入国民党政府内部。建国后，



被选为县解放委员会委员，县招抚委员会委员，县人民代表。

重要事件
中共广西省工委移驻白沙井 1942 年桂林“七·九”事件后，中共广西省工委遭受破坏。

为领导全省党的组织和人民，继续同国民党作斗争，省工委书记钱兴（化名蔡亚禄）于同年

10 月，偕受人邹冰（省工委秘书）带着小孩以“难民”的身份来到钟山县英家的白沙井屯。

在英家党组织及张赞周、陈作民、王家纪等同志的支持掩护下，在白沙井屯背后的松树林里搭

起简陋的茅棚作省工委机关，并从各地调来一批干部。省工委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

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在白沙井屯艰苦工作了 3年，为恢复广西党组织的工作

和发展革命力量作出了贡献。1945 年省工委转移到昭平县的黄姚。

黄竹山惨案 1944 年秋，日本侵略军入侵钟山，有些群众躲避距县城北 1公里的黄竹山岩

洞，日军采用惨无人道的手段熏毒，残害无辜群众，致使近 43 人窒息惨死。

英家起义 1947 年 4 月，中共广西省工委在横县召开重要会议，决定准备武装起义。桂东

党组织根据横县会议精神，决定于 6 月 5 日在英家举行武装起义。4 日晚集中了 3 个中队 50

多人枪和几百群众，在总指挥吴赞之的指挥下，从油榨村的白岩塘分成两队进攻英家乡公所和

英家粮仓，一枪不发取得了胜利，缴获长枪 9枝、短枪 4枝，子弹 160 多发，电话机 1部，搬

走稻谷 3,000 多担。之后，起义队伍在英家、花山一带同敌人周旋了个多月，由于敌强我弱，

起义队伍被迫化整为零，转移外地。英家起义是 1947 年广西各地普遍起义的第一响枪声。

围歼陶陇阶残匪 1949 年 11 月 20 日钟山解放，国民党钟山县自卫队陶陇阶率余部逃到大

桥乡（今公安乡）大龙村山仔脚的陶家宗祠，继续为非作歹，残害我乡村干部，扬言进攻县城。

为了保卫革命政权，县解放委员会指派县第一、二游击大队和乡武工队 1,000 多人，于 11 月

30 日包围了陶家宗祠，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敌人被迫于 12 月 2 日凌晨全部缴械投降，匪连

长陶陇阶在潜逃中被抓获。

星寨剿匪战 1950 年 7 月，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第 12 军第 7师师长陈伯豪匪帮 400 余人，

盘踞在钟山与恭城交界的两安乡星寨村，残害我乡、村干部和群众，扬言袭击我红花区政府。

驻钟山解放军某部，在花红、两安、燕塘乡民兵的配合下，于 8月 30 日下午对龟缩在星寨的

匪徒进行了围剿，驻平乐和驻富川的解放军赶来参战。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于 9月 2日结束

战斗，共击毙匪副师长董振南等匪徒 111 名，伤 8名，俘 113 名；缴获步枪 109 枝，各种子弹

1,302 发，手榴弹 3枚。星寨战斗后，股匪星散，数名匪首先后被我一一捉拿归案。

供稿：钟山县志办公室

编辑：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