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靖 西 县

靖西地处云贵高原边缘，石山土山面积占百分之七十。峰林优美，山环水抱，气候温和，冷暖均

匀，有“小桂林”、“小昆明”之誉。物产丰富，田七、山楂、香糯、五趾蛤蚧、马鸭、矮马、壮锦等

土特产品在国内外久负盛名。有国家保护的稀有珍贵动物十九种。硫铁矿、重晶石矿质量好，锰矿品

位平均达三十度以上。放电锰粉年产万吨，行销全国各地。

位置面积 靖西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南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北和东北靠德保、

百色及云南省富宁县，西邻那坡县，东接大新、天等县。全县总面积 3,331 平方公里，合

4,996,500 亩，其中石山土山占 70%，盆地、谷地、槽地占 29%，水域占 1%。东西最大横距 90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79 公里。县治新靖镇，西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287 公里。

建置沿革 唐贞观年间今县境属羁糜归淳州、安德州，元和初（806 年后）归淳州更名归

顺州。宋为安德州、温弄州地。景炎二年（1277 年），江西广信府人张天宗从文天祥抗元失败

后，率众南来境地，据之，号日顺安峒。明永乐七年（1409 年）属镇安府，弘治九年(1496

年)改量归顺土州。清初属思恩府，雍正七年（1729 年）改土归流，光绪十二年(1886 年)升为

归顺直隶州。民国元年（1912 年）改直隶州为归顺府，民国二年废府称靖西县，取广西西部

边陲安宁之意，靖西自此得名，并沿用至今。1949 年 12 月 13 日和平解放。

行政区划 现设新靖、化峒、湖润，龙临、安德、渠洋等 6 个镇；同德、岳圩、壬庄，、

龙邦、安宁、地州、禄峒、荣劳、南坡、吞盘、三合、果乐、新圩、武平、魁圩等 15 个乡。

下辖村（街）民委员会 290 个；自然村(屯)2,407 个；圩集 42 个。

县治新靖镇，1984 年有 12,580 户，60,206 人。

人口民族 1982 年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53 人，1983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 11.9‰。1984 年

全县有 107,679 户，526,777 人。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有壮族 506,423 人，占总人口的

99.27%；汉族 3,006 人，占 0.59%；苗族 601 人，占 0.12%；其余回、瑶、满、侗、土家、彝、



京、毛难、布依、黎等族共 119 人，外国人加入中国籍 9人。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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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58381 68224 73322 91818 57.27 34.58 25.22

总 人 口 268309 311591 353435 510158 90.13 63.72 44.34

性别

构成

男 130247 150562 173024 257272 97.52 70.87 48.6

女 138062 161029 180411 252886 83.17 57.04 40.17

地区

构成

城镇 10619 11724 12415 17616 65.89 50.25 41.89

农村 257690 299867 341020 492542 91.13 64.25 44.43

自然条件
地 形 地处云贵高原边缘，境内以岩溶高原山地为主，海拔在 700-1,300 米之间；地势

西北高，东南低。西部为石山峰林，多里块状和条带状山体，峰顶密集，谷地呈峡谷型；中部

和东部是峰林与林间宽谷。

山 脉 县境内不形成山脉，多数是岩溶峰丛孤峰和体积不大的非岩溶土山。最高为县西

部的牛松坡，海拔 1,445 米。较高的山峰还有北部的平桥山，1,379 米；东部的古龙山主蜂红

山，1,310 米；南部的排发山，1,179 米；中部的五岭，1,038 米。境内山峰秀丽，婀娜多姿，

素有“小桂林”之称。

河 流 境内有长 5公里、流量 0.1 立方米/秒以上的地表河 27 条，地下河 14 条。属左江

河系的主要有难滩水、逻水、坡豆河、龙邦河。属右江河系的有岜蒙河、那多河、照阳河。难

滩水境内长 46.4 公里，纵贯县境中部，为县内第一大河，其上游有厐凌河、龙潭河、鹅泉河，

分别发源于厐凌、大觉、凌亮村，于十九渡桥汇合后称难滩水，至岳圩西侧入越南后再转回左

江。难滩水正常流量为 31.3 立方米/秒，最小流量 2.59 立方米/秒。境内所有河流均不能通航。

气 候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春夏秋三季长，冬季甚短，温差不大，

有“小昆明”之誉。年平均气温 19.1℃，最冷 1月，平均气温 11℃，极端最低温-1.9℃(1963

年 1 月 13 日)；最热 7 月，平均气温 25℃，极端最高温 36.6℃(1958 年 5 月 11 日)。年均雨

量 1,606 毫米，5-8 月份，降雨量占年降雨量 70%。因受岩溶高原地形和森林多寡的影响，雨

量分布一般南多北少，南部的湖润、岳圩、龙邦一带年降雨量达 1,700-1,900 毫米，北部的龙

临、渠洋、魁圩一带年降雨量仅 1,200-1,400 毫米。年均日照 1,521.8 小时，无霜期 334 天。

主要气象灾害是“倒春寒”、春旱和寒露风。初春低温和“倒春寒”影响玉米生长。北部和中

部地区寒露风来得早，影响晚稻扬花受粉。一般每 10 年中有 5-6 年发生春旱。

土 壤 据 1981 年普查，全县农业土壤分为 6个土类、17 个亚类、46 个土属、70 个土种。

水稻土分为潴育、淹育、潜育、沼泽等型和盐渍性、矿毒性诸种。其中潴育型占水田总面积的

50.1%，分布于广谷平地；盐渍性占 32%，遍布龙潭河、厐凌河、鹅泉河、坡豆河、逻水河沿



岸灌区；淹育型占 15.4%，一般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土山、谷地梯田和旱地改成的稻田。旱地土

壤多属棕色石灰土类，占 77.2%，分布于石山下的坡地和峰丛洼地、谷地；次为黄红壤类，占

12.9%。林业土壤分为 4个土类、5个亚类、10 个土属、31 个土种。石灰性土占荒山林地总面

积的 47.4%，遍布全县，红黄土占 32%，是土山的主要土类。

资 源 矿藏有锰、硫铁、磷、重晶石、铝土、锑、汞、煤、滑石、铅锌、沙金、锡、铜、

钾，石膏，石棉，水晶等 17 种。锰矿蕴藏量 1,000 多万吨，硫铁矿蕴藏量约 300 万吨；重晶

石蕴藏量约 100 万吨；铝土蕴藏量约 1亿吨。野生动物有 105 种，其中国家保护的稀有珍贵动

物有 19 种：蜂猴、黑叶猴、毛冠鹿、斑犀鸟、熊猴、猕猴、林麝、苏门羚、云豹、金猫、大

灵猫、小灵猫、白鹇、原鸡、锦鸡、铜鸡、穿山甲、水鹿、蟒蛇等。蜂猴和斑犀鸟还是世界稀

有珍贵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和桂西南，数量极少。林业资源主要有杉、松、樟、椿芽、

苦楝、酸枣、任豆等，珍贵树种有木宪木和金丝李。水力资源丰富，总的理论蕴藏量 7.7 万千

瓦，可开发的有 3.94 万千瓦，至 1982 年巳开发 1.01 万千瓦，尚有 2.93 万千瓦待开发。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11,737.66 万元，比 1978 年的 9,832.07 万元增

长 19.38%。1984 年人均产值 223 元，比 1978 年的 198 元增长 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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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4.2

3061.4

60.3

834.0

904.8

3.7

100

62.94

1.23

17.15

18.60

0.08

8031.0

5036.1

189.2

1242.2

1557.5

6.1

100

62.70

2.36

15.47

19.39

0.08

10553.0

6013.2

188.6

2022.7

2319.3

9.2

100

56.96

1.79

19.17

21.98

0.08

10026.7

5703.6

205.8

1817.1

2289.7

10.5

100

56.88

2.05

18.13

22.84

0.10

106

86

241

11

153

187

24.9

13.3

8.7

46.3

47.0

72.7

-5.0

-5.2

9.1

-10.2

-1.3

14.6

3.8

2.1

1.4

6.5

6.6

9.5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面积 462,581 亩，其中水田 259,648 亩，旱地 202,933 亩。有效

灌溉面积 231,400 亩。农业人口 502,037 人（其中劳动力 232,599 人），人均耕地 0.92 亩。

靖西县水田一般种两造，南部湖润镇部分村种双季稻；北部干旱，一般头造种小麦或三角

麦，第二造种水稻；其余地区头造种玉米，间种黄豆，第二造种水稻。畲地一般种两造玉米，

或头造种玉米，第二造种红薯或豆类。

1983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9,664 台，42,172 马力，比 1978 年的 48,796 马力减 13.5%。

每百亩耕地占有耕作机械 6.71 马力，比 1978 年 7.30 马力减 8.1%。

1984 年产粮 33,083.65 万斤，比 1983 年 35,068.10 万斤减少 5.66%，比 1978 年 26,205.57

万斤增 26.2%，比 1949 年 11,387.27 万斤增长 190.5%。1983 年全县完成征购粮 1,999 万斤。



花生种植 12,813 亩，产量 136.98 万斤。

林 业 1983 年宜林面积 170 万亩，有林面积 57 万亩，占宜林面积的 33.5%。森林覆盖率

11%。全县主要经济林有油桐 875 亩，1983 年产桐籽 9.9 万斤；油茶 1,426 亩，产茶籽 64.6

万斤；柑橙 265 亩，产量 7.89 万斤；山楂结果老树 2,500 株，1978 年后新种的 102 万株；八

角 2,874 亩。全县现有五岭、底定 2个国营林场和 1个林业种苗站。

牧 业 1983 年全县有各类大牲畜 114,034 头，其中水牛 48,053 头，黄牛 59,185 头，马

8,306 匹，驴 78 头，骡 412 头。大牲畜比 1949 年的 85,302 头增 33.6%。生猪存栏 226,959

头，比 1949 年的 71,400 头增 2.18 倍。

副 业 种植方面：1983 年新开茶场 2,108 亩。种植田七 2,653 亩，产 2.38 万斤；棉花

1,772 亩，产皮棉 4.26 万斤。养殖方面：主要是养家禽、家畜。此外还有织壮锦、编竹器、

打铁等。

渔 业 1983 年全县有养殖水面 20,489 亩，其中国营的 17,500 亩，农村集体和个人经营

的 2,989 亩。产淡水鱼 15 万斤，其中国营 4.78 万斤，集体和个人共 10.22 万斤。县办有岜蒙、

朋怀水库养殖场和龙潭、亮表 2个鱼种场。

土特产品 田七（又名三七）：全县各乡镇均有种植，栽培已有 400 多年历史。田七能化

淤、止血、消肿、定痛，主治跌打损伤和各种出血症。用油炸成微黄可补血活血、排淤生新，

为妇科良药。1983 年全县种植 2,600 多亩，年产 230 多担，居自治区首位。

田 七 靖西壮锦

靖西壮锦：为靖西壮族传统工艺品。唐宋时称“緂布”。以原色棉纱为经，配色丝绒为纬

织成。质地结实，图案配色别致，花纹精美。解放前为手工编织，产品仅被面、背带 2种，图

案色样也比较简单。解放后建了壮锦厂，1982 年机织成功，工效比手工编织提高 10 倍。品种

增加了床单、台布、坐垫、壁挂、锦屏、绣球等。花式图案也增加了玫瑰、蝴蝶、菊花、牡丹、

熊猫、翠竹等几十种。1876 年壮锦厂生产的民族织锦获全区质量第一。

靖西大果山楂：一般 3至 5个即重达 1斤，最大的每个重 6两，单株年产一般 900 至 1,500

斤，单株产量和单果重量均居全国首位。常年产 40 至 50 万斤。经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专家鉴

定，命名为“靖西大果山楂”。有消积、化滞、去淤、降压之功效。加工成山楂糕、山楂角、

山楂片、蜜饯等，是馈送亲友的佳品。制成山楂汁、山楂汽水、山楂酒等，是高空、高温作业

人员很好的保健饮料。靖西山楂糕在清代就行销梧、穗、港、澳及东南亚各国，现畅销区内外。



八角茴香：“八角”亦称“大茴香”，是常用的调味香料，主要产在魁圩、武平、同德等乡。

医药用作健胃剂和祛痰剂。叶、果蒸馏提取的“茴油”，为本县传统出口商品。1983 年全县产

八角 1.14 万斤，茴油 3.3 万斤，行销国内外。

蛤 蚧：靖西多产五趾蛤蚧，药效较高，为传统出口商品。性平、味咸、有小毒，为补肺

益肾、纳气定喘药。全县各地山区均产，年捕获量 1万多条。

靖西矮马：成年体高 106 厘米以下，为本地特有品种。明、清曾作为贡品上送朝廷。经中

国科学院畜牧研究所专家鉴定，认为该马具有体型美、耐力强、能骑、能驮、能拉、食料少、

饲养方便等优点。“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矮马几乎绝灭。1983 年自治区将靖西矮马列为保

护动物，现各乡镇均有饲养，总数 400 余匹。

靖西马鸭：是广西体型最大的鸭种，因其身长体大，遂以马喻之。有蛋重、肝大、生长快

等特点。成年公鸭 6至 7斤，成年母鸭 5斤以上，蛋重达 90 克左右。用配合饲料喂养雏鸭 70

天，一般可重达 4 至 5斤，用玉米填肥 10 天，可增重 1斤以上。主要产地为武平、地州、化

峒、安德等乡镇。用马鸭制成腊鸭，腊鸭肝，色味俱佳。五十年代靖西《蝴蝶牌》腊鸭曾风行

港澳。

靖西糖梨：肉质雪白细嫩，含有丰富维生素，清甜如糖，故名“糖梨”。产地主要在安德、

荣劳、禄峒等乡镇，次为龙临、新圩等地。

湖润果蔗：以皮薄、肉脆、汁多、清甜、节疏而享有盛名，主要产于湖润镇的湖润、城昌

2村街，故名“湖润果蔗”。1983 年种植 415 亩，产量 202.22 万斤。

靖西香糯：名驰中外，早在南宋时就列为贡品，近年多次上调中央及自治区招待外宾。具

有穗长粒大，米质洁白，甜腻芳香等优点。用香糯酿制的甜酒，味甘香醇，具有活血益气、健

身补肾之功效，产妇食之尤佳。主要产于新靖、化峒、岳圩、地州等乡镇。种植面积约 3,000

亩，年产约 200 万斤。

木宪木（枧木）：材质坚硬，故又名“铁木”。为建筑、造船、军工和制造高级家具的优

质材料，被列为我国珍贵树种之一。境内山区均产，以湖润、岳圩、南坡、安德等乡镇为多。

金银花：花、茎可入药。主治伤风感冒、发热、斑疹、咽喉痛、热毒下痢、痈肿疮疡等症。

花叶蒸馏成露，为清热解毒上乘饮料。以岳圩、魁圩、龙邦、禄峒、安德等乡镇为主要产区，

每年商业部门可收购约 10 万斤，畅销区内外。

水 利 1949 年全县有水利工程 250 个，灌溉面积 43,500 亩。到 1983 年全县有水利工程

1,657 个，比 1949 年增长 433.5%，灌溉面积 232,100 亩，比 1949 年增长 532.6%。其中电灌

站 284 个，灌溉面积 32,100 亩。水柜 973 处，解决了山区 17.7 万人、耕畜 3.32 万头的饮水

问题。

县内最大的岜蒙水库于 1961 年 5 月竣工。主坝高 19 米，长 1,480 米，集雨面积 240 平方

公里，总库容 8,980 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6,319 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1.89 万亩。较大的

水利工程还有朋怀水库、友谊水库、民西水利、鲁利水利等。最大的电灌站是时利电灌站，装

机容量 300 千瓦。境内还有中越个宝水利排洪工程。



工 业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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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全县只有电力厂、铁工厂 2个企业，产值 1.49 万元。1983 年，全县有冶金、电

力、化学、机械、建材、森工、食品、纺织、缝纫、文教艺术用品等工业企业 62 个。其中全

民所有制企业 17 个，职工 1,774 人，产值 1,466.59 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 70.52%；集体所

有制企业 45 个，职工 520 人，产值 577.51 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 27.77%。另有个体工业 297

户，468 人，产值 35.64 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 1.71%。全县乡镇企业职工 2,830 人，总产值

259.48 万元，比 1978 年的 173.77 万元增 49.32%。

较大的国营企业有靖西锰矿，1983 年有职工 593 人，总产值 541.96 万元；靖西硫铁矿，

职工 262 人，总产值 159.12 万元。较大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有工农机具厂，职工 66 人，总产值

38.46 万元，服装一厂，职工 87 人，产值 52.86 万元；服装二厂，职工 84 人，产值 72.75 万

元；壮锦厂，职工 58 人，产值 10.27 万元。金属刀具厂生产的菜刀于 1977 年获全区质量评比

第一名。

电力：1983 年，全县有电站 88 个，装机容量 9,529 千瓦，实发电量 2,087 万度。最大的

二郞电站 1977 年底竣工，装机 2台，容量 4,000 千瓦，1984 年发电量 447 万度。现有职工 230

人，全员劳动生产率 5,083 元。较大的电站还有爱布一级电站，装机容量 600 千瓦；爱布二级

电站，装机容量 1,260 千瓦；爱布三级电站，装机容量 600 千瓦；坡州一级电站，装机容量

1,000 千瓦；坡州二级电站，装机容量 600 千瓦；果广电站，装机容量 600 千瓦。全县有 20

个乡镇、243 个村通了电，分别占乡镇总数的 95%，占村总数的 9.8%。

交 通 解放前只有平岳公路（田东平马至靖西岳圩）1条，境内长 46.5 公里，路面凹凸

不平。到 1983 年有公路 24 条，498.9 公里（其中黑色渣油路 50 公里），比 1949 年增长 9.7

倍。1983 年，有大客车 23 辆，小客车 6辆，客运周转量 1,505,040 人公里；有载重汽车 165

辆，货运周转量 5,944,176 吨公里。全县 21 个乡镇都通汽车。每天有班车直通南宁及邻县。

邮 电 解放前县有电信局 1所，乡村电话管理处 1所，有交换机 5架，电话单机 59 部（其

中半数以上常损坏），电话线路长 183.5 公里。较大圩场设有邮政代办所共 7个。1983 年全县

有邮局、支局、邮电所 17 个，邮路长 2,199 公里，全县乡镇全部通邮。农村电话线路 1,208

杆程公里，共安装单机 960 部。

商 业 1983 年全县有商业网点 3,214 个，从业人员 6,594 人。其中全民商业网点 522 个，



从业人员 2,336 人；集体商业网点 65 个，203 人；代购店销店 57 个，57 人；个体经营商店

2,570 个，3,998 人。社会商品零售额 6,641.11 万元，比 1982 年 5,641.52 万元，增 17.7%。

其中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 1,461.95 万元。农村集市 42 个，1983 年集市贸易成交额 1,461.95

万元。

财政金融 1983 年全县财政收入 365 万元，财政支出 1,358 万元，支大于收，靠上级拨款

补助。1983 年全县城乡储蓄额 673 万元，比 1978 年 435 万元增 54%。其中农村存款 183 万元，

比 1978 年 226 万元减 19%。完成各项建设投资 257 万元，其中农田水利建设投资 20 万元。发

放贷款 3,754.4 万元，比 1978 年 2,200 万元增 70.65%。其中农贷 544.7 万元，比 1978 年的

175.2 万元增 2.1 倍；收回农贷 297.7 万元，比 1978 年的 139.6 万元增 1.1 倍。

人民生活 1984 年全县人均有粮 628 斤，比 1978 年的 538 斤增 16.7%。据 1983 年对全县

60 个农户家庭收支抽样调查，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199.3 元，比 1982 年的 194.5 元增 2.4%。全

民所有制职工月平均工资 64.3 元（含补贴），比 1982 年的 61.4 元增 4.7%。集体所有制职工

月平均工资 55.9 元（合补贴），比 1982 年的 48 元增 16%。1983 年全县居民有自行车 25,000

辆，比 1978 年 20,703 辆增 21%。电视机有 790 台。1984 年商业部门销售手表 3,461 块，比

1978 年的 1,094 块增 216.4%；销售自行车 2,411 辆，比 1978 年的 1,245 辆增 93.7%；销售收

音机 1,198 台，比 1978 年的 872 台增 37.4%；销售录音机 628 台，比 1980 年的 8台增 77 倍。

1984 年城镇私人建房竣工面积 44,881 平方米，农村私人建房竣工面积 92,244 平方米。农村

住房平均每户 71.9 平方米。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全县仅有完中 1 所，初中 1 所，高、初中教师共 97 人，学生共 841 人。

小学 307 所，教师 893 人，学生 8,541 人。至 1984 年有教师进修学校 1所，教职工 32 人，学

员 600 人；完中 4所，教职工 324 人，学生 1,536 人，初中 28 所，教职工 598 人，学生 8,894

人；职业中学 1所，教职工 22 人，学生 178 人；小学 1,423 所，教职工 3,671 人，学生 78,864

人；幼儿园 2所，教职工 22 人，入园幼儿 515 人；乡村幼儿班 315 班，教师 315 人，入班幼

儿 5,643 人。初中以上学生比 1949 年增长 15 倍，小学生增长 9.2 倍。小学入学率为 97.6%。

1984 年全县职工教育有专业教师 1人，兼职教师 21 人，学员 508 人。

1982 年被评为自治区模范教师 1人，1983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 1人，被评为自治医

优秀辅导员 1人。

科 技 1984 年县有农科所、林科所、农机研究所、科技情报研究所等 4个科研单位。有

农、工、林、水电、农机、医、药、护理、畜牧、田七研究、会计等 11 个学会，共有会员 883

人。各乡镇共有 21 个科普协会，会员 1,075 人。1983 年底止，已评定技术职称的科技人员共

420 人，其中工程师 6人，助理工程师 58 人，工程技术员 102 人；农艺师 10 人，助理农艺师

38 人，农业技术员 59 人；畜牧兽医师 2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10 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6 人；

主治医师 6人，医师、药师、护师 123 人。1982 年土壤普查成果应用和 1983 年广西 6N-8、6N-9



横式铁辊碾米机获自治区科技成果奖。

文化艺术 县有文化馆 1个，乡镇文化站 15 个。县图书馆 1个，藏书 80,000 多册。县城

电影院 1座，乡镇电影院 2 座，电影队 124 个。县广播站 1 个，乡镇广播站 14 个。县新华书

店 1个，乡镇图书发行点 19 处，1983 年发行图书 1,468,456 册。还有电视差转台 1个。县边

防文工团 1个，演职员 26 人。1983 年农民农明芳创作的《新被》在全国农民画展中荣获二等

奖，在自治区农民画展中荣获一等奖。另外，在自治区农民画展中，黄开作的《晒》获二等奖，

巫殿品的《牛圩》、黄哨琴（女）的《壮乡风情》获三等奖．

卫 生 1949 年只有 1间卫生院，医务人员 9人，没有病床。乡村只有一些中草医。1983

年有县人民医院、中医院、防疫站、血防站、妇幼保健站、皮防院各 1所，乡、镇医院 14 所，

圩卫生站 10 处，医疗卫生工作人员 791 人，其中各类卫生技术人员 591 人。全县各医院有病

床 599 张，比 1952 年 20 张，增 28.95 倍。1983 年止，实行计划生育的有 42,429 人，占全县

育龄妇女的 75.8%。有 893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靖西县历史上是血吸虫病流行区之一，疫区有 12 个乡镇，占全县 21 个乡镇的 62%，钉螺

面积 3,531,513 平方米。民国年间有 5个村屯因血吸虫病造成人丁大量死亡面凋零。解放后采

取综合防治措施，至 1984 年，已治愈病人 10,327 人，占病人总数 99.5%，基本消灭了血吸虫

病。

体 育 1984 年全县有足球场 3个，田径场 3个，篮球场 175 个，排球场 5个，健身房 1

个，乒乓球台 47 张。抛绣球为靖西壮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有悠久的历史。1982 年靖西代表

在呼和浩特举行的全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表演中表演抛绣球，获得各族观众和中外人士好评。

1984 年在自治区第三届民族体育运动会上获．抛绣球男女团体冠军和男女个人冠军。1974 年

靖西代表参加自治区田径赛获男子少年组标枪第一名，破全国男子少年标枪纪录。本县上送的

水球运动员彭伯凌，现为中国水球队主力，该队参加 1978 年在泰国举行的第八届亚运会，夺

得水球赛冠军，个人获金牌奖。

特殊风俗 抛绣球：每年春节和歌圩节（各乡镇歌圩节时间不同），壮族女青年喜欢拿出

心爱的绣球，比谁制作的精巧。男青年则向女方求绣球。待感情彼此交融时，女子方给，双方

即互抛取乐。有的还在竹杆上高立彩圈，看谁能把绣球抛进彩圈，抛进多者为荣。未婚青年则

通过抛绣球传递爱情。解放后这种习俗发展为民间体育项目。

放花炮：县属新兴、三合、化峒、足表等地，每到歌圩节盛行放花炮。炮响，一彩环随之

腾空，落地时，谁抢得就送给谁一头烧猪和红封包。习俗以为抢得者将大吉大利。

药市：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为靖西县城传统药市，届时街头各种成药、草药应有尽有。是日

家家还在门前悬艾叶挂菖蒲，小孩以雄黄酒点肚脐，据说能避瘟防疫。

牛魂节；端午节后耕耘完毕，乡间农户就选取吉日，杀鸡蒸染色糯饭，到垌场祭田神，并

插红黑纸旗招因耕作被鞭叱而失魄之牛魂。又以糯饭喂牛，酬其耕作之劳。



文物胜迹
安湖饮马 安湖位于县城北 1里许，源头是一条较大的地下河出水处。源头处碧水上涌，

犹如沸汤，蔚为奇观。这里湖水清澈，游鱼可睹，山光秀丽，美不胜收。1960 年在潭下游五

百米处筑坝修水库，使水面扩大到 250 亩，湖四周又广植树木，风光更为绮丽，为县游览胜地。

安湖又称大龙潭，传说曾有龙潜藏于此。又传古时有一秀才路过，小憩湖边饮马，人马疲劳顿

消，秀才掏钱投潭致谢，故有“龙潭随饮马投钱”之说。

大龙潭

鹅 泉 位于县城西南约 6 公里处。泉宽数亩，泉水清澈，似一块碧玉镶嵌在群山环抱的

垌场之中。泉边绿树婆娑，景致迷人，为游览垂钓佳境。清《归顺直隶州志》载：“相传昔日

杨媪拾得二卵，养出神鹅，揽田间沟洫成潭，深 10 余丈，阔数倍之，沂流成河”，故名鹅泉。

泉边有碑文载：明嘉靖皇帝得知此地山川灵秀，特赐名“灵泉晚照”，故又名灵泉。

星汉流珠 此景坐落在湖润镇新灵村，为一高山瀑布。瀑布高约百米，宽 20 米，飞瀑喷

沫，溅玉跳珠，如匹练横空，常年倾泻，雨季尤甚，声闻数里，蔚为壮观。有“星汉流珠落九

天”之誉。

宾 山 位于城东北 1 里许。平地矗立，挺然独秀，山间古树葱茏，远看如绿色大宝塔。

顶巅建有 3层凌虚阁，山中建有挹翠亭、半山亭等亭榭，山腹有洞贯穿前后，洞中建普寿佛刹

（已毁）。登高远眺，县城景色历历在目。此地山景幽雅，吸引游人，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主 山 在县城北侧。孤山挺拔，林木扶疏，山腰和山脚有宽敞岩洞，沿石级登上山巅，

可俯览全城旖旎风光，古称独秀山，简称独山，因与宾山遥对，近改称主山。

中山公园 在县城西门外。1943 年开辟。园内浓荫覆盖，西河水缓流其间，安澜亭、六角

亭、荷花阁与为纪念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而新建的纪庆亭间建河畔，碧漪倒影，曲桥

卧波。在西角新辟“憩园”，群葩斗艳，花径长廊，景色幽美，为人们工余饭后憩游之所。

甲岗岩(又名麒麟岩) 在县城南 3公里的山麓，是近年发现的淋溶岩洞。曲径探幽，洞中

有洞，洞内钟乳石奇异多姿，有的如走兽、游龙，有的如彩霞、帷帐，还有的似瓜果……，形

态生动，令人目不暇拾。但山路崎岖，有待进一步修整。

照阳关 位于安德镇西北 1.5 公里处。古为滇桂交通要道，清初吴三桂叛乱曾在此筑墙把

关。山道陡削，有上下 2 洞，相距百米。上洞高、宽约数十米，下洞经 1926、1944、1955、



1972 年四次整修，宽、高皆 10 米，长百米，因“朝日东升，正照洞口”，故名照阳关。公路

穿洞而过，直达那坡与云南省富宁等地。

土司墓 在旧州圩附近的�赞山麓。有明清土司岑瑾、岑琅琯、岑承乾及瑾妻、琅琯妻五

座墓冢。墓冢宽、高均 2米左右，有 8层石板铺面，墓顶墓壁精雕鸟兽、花草、人物，祭台两

边分列华表、石鼓、石麒麟，气势雄伟。可惜明崇祯二年（1629 年）被安南莫敬宽入侵时发

掘，并盗走陪葬珠宝，加上多年风雨剥蚀，景观已远不如昔。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天宗墓 在旧州圩东面。清同治、光绪年间为表旌宋人张天宗开疆辟土之功而修。张天

宗，江西人，从文天祥抗元，失败后抵归顺州那签，开阡陌、辟田园、建房舍、设乡塾、延师

教授弟子，深受当地壮族人民爱戴，被推为峒主，其辖地为顺安峒。该基因年久风雨剥蚀，墓

冢石垣残破，近年拨款重修。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鹅字碑 为一笔大草书“鹅”字。字高 2 米，宽 1 米，碑序略云，“鹅”字为辽代海门澹

人书，清嘉庆二十年(1815 年)归顺知州宋庆和拓刻。笔法苍劲，镌工精美。旁有明代王阳明

草书拓刻，联云“壮思风飞冲情云上，和光春霭爽气秋高”。碑原在大龙潭嵌濑亭，1973 年搬

到大龙潭水库坝下的望江亭。是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烈士公墓 位于县城东面环河村球路屯东高坡。公墓安葬着 1979 年对越自卫还击战牺牲

的烈士。基地坐北向南，墓前有纪念塔，塔高 16 米，正面书“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背面有大

幅碑文刻志烈士功绩，四周有石围墙，松柏成荫。整个基地庄严、肃穆。

著名人物
唐孙谋(1896－1934) 新靖镇人。字静渊，别号梦月，参加红军后改名唐浚。1918 年中学

毕业后在家教私塾，后任县小学教师。懂医药，常为地方父老治病，颇受爱戴，被荐为县财务

局长。1926 年，奋而从戎，考入广西南宁军校。1929 年毕业后在南宁警备第五大队任职。1930

年参加龙州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后到红七军任连长、营长，随

军转战到中央苏区。1934 年任红八军团参谋长。牺牲于湖南。

曾文经(1917－1979) 新靖镇人。1938 年到延安，进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学习。后在联大

社会科学院、政法学院任教。194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在新华社晋擦冀总分

社、晋察冀日报社、华北人民日报社、华北解放日报社任记者、编辑、编辑组长。解放后任北

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组长、人民日报社理论部记者、编辑。1957 年在人民大学哲学系从事教学

和科研工作，后任哲学系教授。著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记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

用》等。

岑瓦氏(1498－1557) 归顺州土官岑璋之女，乳名氏瓦，后人误为瓦氏，称瓦氏夫人。武

艺高强，嫁田州土官岑猛为妻。明嘉靖六年（1527 年），岑猛与子邦彦相继亡逝。1553 年孙岑

芝从征南海阵亡。1555 年倭寇犯江浙沿海，兵部尚书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

诸军总督大臣张经调田州土官岑大禄领兵出征。曾祖母岑瓦氏以大禄年幼不能任军职，请求允

许她亲领兵征倭。总督准其所请，授女官参将，率田州、归顺、东兰等州士兵六千余人击退倭



寇，战功卓著，加封二品夫人。后因嘉靖帝昏庸，总督张经被诬受害，抗倭军队失去得力统帅，

岑瓦氏气愤率师回田州。未几病故，时年 59 岁。

曾汝璟(1870－1908) 新靖人。字慕宋。肄业于桂林体用学堂，掌教本地道南书院时，成

绩显著，获学台汪贻书赏识，称为“边地先觉”。1903 年就读日本明治大学。1905 年参加同盟

会。1907 年回国后，任本县学务公所所长、龙州法政学堂监督兼教授。为促陆荣廷响应孙中

山镇南关起义，被督办龙济光所忌，称病归时。邑人感其忧国忧民，对桑梓教育有所贡献，曾

设慕宋中学纪念之。

卓锦湖(1878－1966) 新靖人。字赢洲。1909 年毕业于广西陆军学堂。辛亥革命时任广西

第二军营长，在反袁倒段护国之战中，战绩卓越，晋升为混成旅旅长。1919 年引退回乡，任

县团务总局局长。关心地方公益事业，深得邑人尊敬。1949 年 12 月，积极支持国民党第六专

区专员赖慧鹏起义，为和平解放靖西作出贡献。解放后任县人民政府参事，自治区第一、第二

届政协委员。

曾 彦(1885－1959) 新靖人。字其衡。1904 年留学日本。1905 年参加同盟会。1906 年回

国充本县学务公所所长。1909 年获京试法政科举人。1911 年后历任广西民政司长，军务院饷

械局长，广东财政厅长，国民政府总统俯顾问、参议、立法委员。著有《数学辞书》、《查理斯

密小代数》、《解式生理卫生学》等。

重要事件
“南天国”的建立 宋庆历五年(1045 年)侬智高出兵据安德州（今安德镇），建立“南天

国”，称“仁惠皇帝”，改年“景瑞”。

安南入侵归顺 明天启七年(1627 年)安南派兵入侵归顺州城，掠州官及其妻，杀众头目，

用象队踏死 80 人。崇祯二年（1629 年）安南莫敬宽率兵再侵陷州城，十三年（1640 年）安南

又再寇州城。

红八军在靖西 1930 年 3 月 7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第一纵队围攻靖西叛军郑超营，红

七、红八军总政委邓斌（邓小平）亲临督导。9日邓斌往右江红七军传达中央指示，纵队司令

何家荣派一连人护送到东兰。13 日，闻敌军进攻龙州红八军军部，急撤退回师援救，到雷平

宝圩获悉龙州失陷，军部不知去向，即折回靖西，沿中越边境上平孟、剥隘，入右江与红七军

汇合。

岳圩抗日之役 1945 年 3 月 27 日，日本侵略军由越南坡表窜入频峒乡勇仁、保莫二村，

国民党军 151 师陶相甫团驻守岳圩前线，与民团配合，在美国空军支援下，毙伤日军三四百人，

民众赠以“威扬塞外”之匾额。

龙邦失陷 1945 年 7 月 17 日，日军由越南茶岭袭击我品明炮台，分四路进攻龙邦街。国

民党 151 师薛叔达团因掌握敌情不准而退避，龙邦街失陷，日军烧民房 140 间，杀害群众 6

人。烧杀掳掠后，知我有部队增援，遂匆忙退出龙邦，复入越南茶岭。

逢鸡战役 1947 年 12 月 17 日，靖西县国民党民团副司令张卓然，带领自卫队 160 多人到



南坡我游击区扫荡，在逢鸡村被滇桂边纵队与靖镇区游击队围歼，除少数几人逃脱外，敌副司

令以下官兵 90 多人被俘，50 多人被击毙。

庆祝中越个宝排洪工程竣工 1959 年 12 月 12 日，中越双方在岳圩召开联欢大会，庆祝个

宝排洪工程竣工。双方正式代表各 150 人，另外邀请越方边民 1,500 人参加，两国六个文艺团

体表演三天三夜，盛况空前。此工程 1958 年秋动工，全部工程设计和所需人力、财力均由我

国负责。建成后我国排洪受益四千多亩，越南有三千多亩旱地变为水田。

庭豪山事件 1978 年 11 月 1 日，越南武装入侵我国领土庭豪山，边民 8人被越方开枪杀

害，12 人受伤。

对越自卫还击战 越军屡犯我边境，杀害我军民。1979 年 2 月 17 日，我边防部队奉命对

越还击，直抵越南高平、谅山重镇，靖西部分民兵、民工积极参战支前。3月 5日胜利撤回。

之后，越方仍不断对我边境骚扰，打死、打伤我军民，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又奉命于 1984

年 4 月 1 日至 6月 1日、1985 年 2 月 11 日至 3月 20 日，对越进行炮火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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