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 源 县

资源县是广西地势最高的山区县，有林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52.3%，为广西林业重点县之一。盛产

各种木材、药材、松脂、桐油、生漆和猕猴桃，有铁杉、冷杉等稀有珍贵树种，为自治区发展“三木”

（厚朴、黄柏、杜仲）药材基地之一，木材、桐油、生漆大有发展前途。还有钨、锡、莹石、长石等

矿藏。境内老山界是有名的资江发源地，又是红军长征时翻越的第一座高山，陈云同志的《随军西行

见闻录》和陆定一同志的《老山界》都曾有所记述。

位置面积 资源县全境处于桂北越城岭西侧与雪峰山向东南延伸余脉相衔接地带，东与全

州县交界，南与兴安县毗邻，西与龙胜县、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接壤，北与湖南省新宁县相

连。东西最大横距 65.7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63.4 公里。全县总面积 1,954 平方公里，合

2,931,000 亩。县治大合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555 公里。

建置沿革 秦为长沙郡地。汉至南朝为零陵郡洮阳、零陵县地。隋、唐为零陵郡湘源县地。

五代晋为金州清湘县地。宋为荆湖南路全州清湘县地。元为湖广行中书省全州路清湘县地，顺

帝至正时（1341-1368 年）曾于其地置西延巡司，寻废。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 年）复置西延

巡司，属湖广全州府清湘县辖地。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为广西桂林府全州辖地。清代为

全州所属之西延分州。民国时为全县之第八区、西延区，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改西延区及

兴安之五排为资源县，是为建县之始。因地处资江之源，故名。1949 年 11 月 19 日解放。1952

年废县，1954 年 3 月恢复县制至今。

行政区划 现设 7乡 1镇：延东乡、中峰乡、梅溪乡、瓜里乡、车田苗族乡、两水苗族乡、

河口瑶族乡、大合镇。下辖 71 村 2 街。1984 年，县治大合镇有 2,093 户，9,234 人。



人口民族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64 年

第二次

人口普查

1982 年

第三次

人口普查

比 1949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17816 22920 30610 71.81 33.55

总 人 口 71265 92793 145068 103.56 56.33

性别

构成

男 － 48488 75353 － 55.40

女 － 44305 69715 － 57.35

地区

构成

城 镇 2897 5926 10902 276.32 83.97

农 村 68368 86867 134166 96.24 54.45

注：(1)1953 年撤销县制故末统计。(2)1949 年人口数未分性别。

1984 年全县有 32,966 户，150,133 人，其中汉族 127,215 人，占 84.7%，苗族 18,749 人，

占 12.5%；瑶族 3,925 人，占 2.6%；其他少数民族共 244 人，占 0.16%。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76.8 人。

自然条件
地 形 全境属中山地貌，地势高峻，平均海拔在 900 米左右。中部有白马山、老山界纵

贯，分全县为东西两半部。地形大体呈 N字形骨架。东部为资江上游流域，地势为南高东北角

低（其支流瓜里河流域则西高东低）；西部为五排河流域，地势为北高西南角低。

山 脉 境内山脉主脊均为南北走向，分两大系；县西为湘西雪峰山向东南延伸余脉，主

要有银竹老山的一宝鼎、二宝鼎，海拔分别为 1,904 米、2,021 米，为资源与湖南省城步县的

分水岭；佛鼎山海拔 1,883 米，为资源与湖南城步、新宁三县的分水岭。县东为越城蛉山脉，

主要有真宝鼎（天心庵）海拔 2,123.4 米，为越城岭第二高峰；帽子石（假宝鼎）海拔 1,911.7

米，均与全州县交界；八步岭海拔 1,863.8 米，为资源、全州、新宁三县交界；苗儿山海拔

2,141.5 米，为越城岭主峰，与兴安县交界，西与雪峰山相连；县中部之老山界为当年红军长

征翻越的第一座大山，其主峰阳火坪，海拔 1,784.1 米；此外，还有定香界（打鸟界）海拔

918 米，资源至兴安百里村公路盘越界顶；三千界（三清界）海拔 956 米，为旧时通往全州、

兴安的要道，界顶曾设有驿站；隘门界海拔 1,100 米，资源至五排公路从界顶越过。

河 流 境内主要河流为资江与五排河。资江，原名扶彝水，属长江水系，发源于老山界

下的八坊、菜园里、社岭一带，于枫木村汇合后，自南而北纵贯全县，流经中峰、廷东、大合、

梅溪 4乡（镇）入湖南省新宁县。在县内长 83.1 公里，河床宽度平均 100 米左右，天然落差

1,423 米。其交流有八坊河、菜园里河、瓜里河、三茶河等 12 条。流域面积 1,257.58 平方公

里，多年平均流量，县城河段为 25.6 立方米/秒。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 121,574 千瓦，可开发

量为 21,515 千瓦，现已开发 3,343 千瓦。五排河，属珠江水系，发源于金紫山、大坪里、鸭

头水一带，自北向南流，汇合县西部诸水，注入龙胜各族自治县桑江。全长 51.03 公里，流域

面积 618.676 平方公里，河床宽度在 15-30 米之间，天然落差 1,337 米，洪水期最高水位 5.7



米，枯水期最低水位 0.6 米，多年平均流量 20.4 立方米/秒（出口处）。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

87,950 千瓦，可开发量为 32,838 千瓦，现已开发 721 千瓦。

气 候 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是广西气温最低，雨量最多，湿度最大，霜、雪、

冰期最早、最长的县份之一。海拔 1,500 米以上的中山与低海拔的谷地气候悬殊，春秋季节，

往往平地晴朗，高山大雾弥漫。在老山界地域，气候更为特殊，寒冬季节，时有山下冰天雪地，

山头却和煦如春的现象。1957 年至 1980 年，年平均气温为 16.4℃；7月平均气温为 26.2℃，

极端最高气温达 38.3℃；1月平均气温为 5.4℃，极端最低气温为-8℃。年平均日照为 1,256.6

小时。年平均降雨量为 1,773.1 毫米，最多达 2,450.4 毫米（1959 年），最少 1,261,4 毫米（1974

年）。年平均降雨日数为 193 天，最多达 214 天，最少仅 160 天。降雨量集中夏初，常占全年

雨量一半以上，且多暴雨，因此常造成山洪暴发，山头崩塌，甚至形成泥石流，危害甚大。如

1921 年、1952 年、1960 年皆是在当年 5 月中、下旬发生特大山洪；1960 年 5 月 13 日凌晨暴

发的山洪，使延东、梅溪大小山头崩塌四五千处，停在咸水口芭蕉坪公路上满载粮食的 4辆汽

车皆被洪水冲走，多处河床改道，河面加宽。1977 年的山洪，则迟至 6月 29 日始暴发。1983

年 6 月 19、20 两日，连降 3 场暴雨，降雨量共达 670.4 毫米，同时又出现 6级大风，以致造

成泥石流灾害，冲毁稻田 12,256 亩、小型电站 17 个、电动排灌站 41 处、公路 17 条（共长

91 公里）、桥梁 41 座，造成人畜伤亡。此外，风灾也较严重，1926 年 9 月、1963 年和 1977

年 5 月，在山谷地带出现的龙卷风，每次皆沿线摧折树木数华里。冬春之际还常有积雪阻塞交

通。1922 年冬至次年春，大雪封山 45 天，资江河面封冻数日；1982 年 2 月，连续 14 天冰冻，

交通中断。

土 壤 境内土壤多为花岗岩和沙质页岩发育而形成的山地黄壤和黄棕壤，土层厚，疏松，

肥沃。在低山谷地还广泛分布有农业耕作土壤——水稻土，对于农作物的种植非常适宜。在土

壤分布上资江流域主要是山地黄壤、黄棕壤，西部五排河流域则以山地红黄壤为主。

资 源 森林：本县森林属常绿阔叶林与落叶林的过渡类型，有山地面积 2,748,835 亩，

占总面积的 93.8%。五十年代初、中期全县有林面积占总面积的 60%以上，五十年代末至七十

年代末，屡遭砍伐破坏，天然林所剩无几，仅苗儿山、白竹江、越城岭西北坡及宝鼎、岩雾头

尚存一部份落叶与常绿闭叶混交原始林，其他大面积山地已为针叶林、人工林或灌木丛、荒山

所代替。天然林主要树神有华南铁杉、长苞铁杉、资源冷杉，均属松科，列为国家保护之稀有

珍贵树种；红豆杉、华南五针松、柳杉，为我国稀有特有树种。还有樟树、马褂木、楠木、檀

木、红桐、麻栎、栓皮栎、厚皮香、华南木、香椿、泡桐等品种。竹类主要有方竹、毛竹、花

竹、罗汉竹、观音竹、银竹、慈竹、实心竹、淡竹、摆竹、水竹等。现有林面积 1,532,862

亩，占总面积的 52.3%，占林业用地面积 2,404,600 亩的 63.75%。森林覆盖率为 36%，活立木

总储量为 3,458,900 立方米。野生动物：兽类有虎、豹（六十年代以来，已近绝迹），豺狼（六

十年代后渐少），人熊、马熊、猪熊、狗熊（现亦渐少），野猪、青猴、黄猴（多分布在老山界

一带），黄鼠狼（黄鼠狼皮毛是制做毛笔的上料，仅瓜里乡每年就能收购黄鼠狼皮 700 余张），

还有麝、黄猄、獭、苏门羚、獐子、石羊等稀有野生动物。飞禽有鹇鸡、角雉、锦鸡、岩鸡、



火鸡、飞虎、竹鸡、画眉、野鸡等数十种。毒蛇有山万蛇（本地叫鸡冠蛇）、吹风蛇（小眼睛

蛇）、笋壳斑（五步蛇）、过山风（棒子蛇）、烙铁头、金环蛇、银环蛇等；无毒蛇有素蛇、黄

牛蛇、水婆蛇、过山龙、菜花蛇等。矿藏：已发现有铁、锰、锡、钨、铅、锌、铜、汞、金、

银、钍、铌、钽、铍、锆、钆、莹石、长石、云母、石棉、水晶、磷硫铁、石煤、白云石、高

岭土等三十多个品种。其中钨、钽、铍、莹石、长石、高岭土等矿远景较好，巳投产的钨矿有

牛塘界、鸭头水等处；已投产的莹石矿有双滑江、胡家田等处。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3 年工农业总产值为 4,757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3.32 倍，比 1978 年

增长 3.44%，比 1982 年增长 1.7%，1978 年以来递增率为 0.68%。人均产值 323.95 元，比 1949

年增长 1.09 倍，比 1978 年减少 5.5%，比 1982 年增长 0.2%。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为 4,873

万元，比上年增长 2.4%。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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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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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Os9

723

72

233

27

4

100

68.27

6.79

22.00

2.55

0.38

3435

1737

695

632

367

4

100

50.57

20.23

18.40

10.68

0.12

3894

1766

862

798

461

7

100

45.35

22.14

20.49

11.83

0.18

4074

1822

801

941

503

7

100

44.72

19.66

23.10

12.35

0.17

284.7

152.0

1012.5

303.9

1763.0

75.0

18.6

4.89

15.25

48.89

37.06

75.00

4.5

3.17

-7.00

17.92

9.11

0

3.5

1.0

2.9

8.3

6.5

11.8

农 业 1984 年农业总产值 4,033 万元，比 1983 年减少 1%。其中农业产值 1,722 万元，

比 1983 年减少 5.5%；林业产值 833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4%；牧业产值 921 万元，比 1983

年减少 2.1%；副业产值 539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7.2%；渔业产值 18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157%。耕地面积为 126,166 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4.3%，其中水田 116,050 亩，旱地 10,116 亩。

全县有各种农业机械 1,352 台，13,447 马力，平均每百亩耕地有农机 1台，10.7 马力。农作

物以水稻为主，占 98%，次为薯、豆、玉米、粟等，占 2%。1964 年开始，全县水稻普遍推行

高杆改矮杆，1976 年推广杂交水稻达 28,900 亩，粮食总产量突破 1亿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普遍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尽管双季稻种植面积减少，但粮食总产量仍年年上升，

1978 年总产量为 10,334.89 万斤。1982 年则增至 10,643 万斤，1983 年再增为 10,977 万斤。

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村出现各种专业户 68 户，新的经济联合体 6个。

林 业 本县是广西林业重点县之一。森林面积中用材林为 1,098,800 亩，占森林总面积

的 71.68%，大部份是人工林。主要有：（一）杉木，交种有黄枝杉、灰枝杉、香杉。现有杉林

面积 50 万亩，占森林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二）马尾松，是本县分布最广的主要用材林和采脂



树种；全县有松林面积 43 万亩。（三）毛竹，现有竹林面积 9万余亩，以中峰乡的社岭、上洞

和两水乡的塘洞、延东乡的小地为多。（四）经济林，有油茶、油桐、漆树、乌榴、棕榈、茶

树、山苍子等。据统计自 1952 年至 1983 年每年平均向国家交售木材 55,479 立方米。1983 年

林业总产值 801 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6.8%。

牧 业 以饲养猪、耕牛、羊、鸡、鸭、鹅为主。1983 年生猪总饲养量 102,568 头，比 1949

年增加 4.05 倍，比 1980 年增加 27.7%；耕牛 29,303 头，比 1949 年增加 1.13 倍，比 1980 年

增加 14.03%；羊 6,395 头，比 1949 年增加 3.3 倍，比 1980 年增加了 34.9%；鸡、鸭、鹅 364,570

只，比 1949 年增加 4.9 倍，比 1980 年增加 58.2%，此外还有长毛兔 6,370 只。1983 年畜牧业

总产值达 941 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23.1%。

副 业 1983 年全县投入副业生产的劳动力约占总劳力的 20.5%。生产项目有种养、编织、

运输、烧炭、烧砖瓦、竹木加工、房屋建筑等，总产值 503 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12.35%。

1984 年副业产值 539 万元，较上年增长 7.16%。

渔 业 本县水源丰富，发展养鱼业条件极好。除江河捕捞和水库养殖外，农村池塘放养

草鱼、鲤鱼亦很普遍，以中峰乡、廷东乡、瓜里乡为多，梅溪乡次之。农民在屋前屋后开挖鱼

塘，大塘有十多二十平方米，养鱼一二百尾，小塘有三四平方米，放养三四十尾。如瓜里乡大

田村的大车头，31 户农民就有鱼塘 32 个。常有小塘养大鱼，达十多厅 1尾的。县办有鱼种场，

为农户提供鱼苗。1976 年梅溪乡大湾学校人工繁殖草鱼成功，鱼苗供应问题进一步得到解决。

此外，中蜂、延东两乡农民还在稻田中放养禾花鲤鱼，产量亦很可观。近年来县鱼种场引进尼

罗罗非鱼，在有温泉的车田湾村试养成功。1983 年总产鲜鱼 163,130 斤，产值 7万元，占农

业总产值的 0.17%，比 1978 年增长 75%。

土特产品 桐油：桐油为本县传统大宗出口产品。建国初期产量稳定在五千担至六千担之

间。六十、七十年代由于价格偏低及单一经济等原因，产量急剧下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农民始逐年恢复种植，产量有所回升。现全县共有油桐面积 6万多亩，已结果面积 2万亩，1983

年产油 1,085 担。境内宜桐山地广阔，发展潜力很大。

生漆：漆树的汁（生漆），具有防腐、防潮、耐酸碱、耐磨、耐高温、绝缘等特点，索称

涂料之王。本县漆树多为野生，种类分大木漆、小木漆。产区以瓜里、梅溪乡为多，延东、车

田乡次之。1957 年收购量为 47 担。多为人工栽培，酸性和石灰性土壤均适宜种植。到 1984

年止，种植面积达 2万亩，160 万株。

松脂：可割取松脂的马尾松，全县有 43 万亩，以延东、梅溪、瓜里、河口等乡为多。每

年产量在 5－6万担之间。

毛竹：又名楠竹、膏竹，是资源县的大宗特产之一。产地以中峰、河口、两水、梅溪、延

东等地为最多。是编织、建筑、造纸以及工艺品的重要原料。商业部门最高年（1979 年）收

购量达 34 万根，全县现有毛竹 8万多亩。用毛竹冬笋制作的玉兰片，近年畅销香港等地。

猕猴桃：野生藤本，其果实为当前世界新兴水果。富含维生素 C（每 100 克果肉中含维生

素 C1,000 毫克），还合有十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有防癌抗癌作用，被誉为“果中之王”。



县食品厂制成罐头、果晶、果酱、果脯、果酒等，很受顾客欢迎。据 1981 年调查，金县 8 个

乡镇，海拔 400 米至 1,200 米的山地上均有分布，共有 11 个品种，面积达 10 余万亩，70 多

万株，年产量达 110 万斤。1983 年开始建立人工栽培基地，面积 310 亩，种植 18,600 株。同

年收购鲜果 23 万厅。

猕猴桃制品

杨梅：是资源分布最广的野生山果之一，有乌梅、白梅、红梅三种，年产 50 万斤左右。

全县 7个乡均有出产，以两水、河口为盛产区。多运销桂林制作杨梅干及罐头食品。

山苍子：别名山鸡椒，系落叶小乔木，花、叶、果均含芳香油，其油为重要工业原料，花、

叶、果、茎均可入药。产地遍及全县，尤以梅溪、瓜里最多，常年产量在 300 担以上，是资源

县出口产品之一。该树多为野生，近年亦有人工栽培。易生长，2到 3年即能结子。收益快。

金银花：县产金银花质地优良，成色好，在区内外市场上很有竞争力。1983 年国家收购

干花 222 担。原为野生，因其适应能力强，生长周期短，经济效益高，现已向人工种植发展，

1983 年人工种植 1,250 亩。

三木药材：指厚朴（木兰科）、黄柏（芸香料）、杜仲（大戟科），均系落叶乔木，其皮是

常用中药材，合称为“三木药材”。本县土质、气候最适宜栽种，是自治区发展“三木药材”

的基地之一。1983 年收购量达 454 担。至 1984 年已栽种 8,000 余亩，计 80 余万株。

天麻：根茎为名贵中药，可生用，又可加工备用，以坚实明亮者为上品。主要用于眩晕头

痛。产地以梅溪、瓜里乡为多，次为廷东、两水乡。多野生于海拔 1,200－1,800 米高山的稀

疏林下和竹林中。

薏苡：又名薏米。本县盛产，尤以车田乡为最多，以米质纯正。洁白者为佳。畅销区内外，

最高年（1978 年）收购量为 1,500 多担。

此外，香菇、禾花鲤鱼、娃娃鱼等，亦是本县特产，久负盛名。

水 利 解放前，全县只有农民自行兴修的小毛渠、小山塘等。现有水利工程 1,534 处，

其中蓄水工程 32 处，库容 186 万立方米，引水工程 1,435 处，引水流量 13.57 立方米/秒、提

水工程 49 处。灌溉总面积 106,000 亩，占水田面积 91.34%。

工 业 1984 年工业总产值 840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22.99%。其中重工业产值 468 万元，

比 1983 年增长 15.8%，轻工业产值 372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33.3%。



1949 年以前，资源县的工业几乎是空白，除寿城、越城两公司合办的梅溪葛洞坪锡矿之

外，仅有一些规模很小的手工业作坊。1983 年县有印刷厂、水泥厂、农械厂、预制件厂、酒

厂、食品厂、城关电厂、青云桥电站、矿粉厂、大米加工厂、木材加工厂、钨矿、莹石矿以及

矿业公司等 15 个地方国营厂矿。还有织染厂、被服厂、建筑队、算盘厂、砖瓦厂、综合厂、

木粉厂、陶瓷厂等 8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县办厂矿企业职工 5,689 人，总产值 683 万元，其中

重工业占 59%。资源县农械厂能生产高水头冲击武水轮机、水轮发电机、动力碎粉机和手扶拖

拉机零配件，其中高水头冲击式水轮机畅销区内各地及湖南等省。矿冶工业：县有梅溪莹石矿、

胡家田莹石矿、瓜里双滑江莹石矿和鸭头水钨矿、牛塘界钨矿及乡镇村的民矿等 40 处。1983

年县办的几个莹石矿年产量达 14,883 吨，产值 96.2 万元，钨矿年产值 25.3 万元。纺织工业：

1954 年县建成织染厂，1983 年产各种棉布 83.93 万米，产值 75.3 万元，比建厂初期棉布产量

增长 40 倍，职工由原来的 20 人增加到 109 人。建筑工业：1954 年成立县工程队，1983 年人

均产值 3,9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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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

(万元)

金额

(万元)）

金额

(万元)

占

%

比

1949 年

增长%

比

1978 年

增长%

比

1982 年

增长%

工业总产值

其中:重工业

轻工业

42

13

29

1164

773

391

783

449

334

683

404

279

100

59.15

40.85

1526

3008

862

-41.3

-47.7

-28.6

-12.8

-10.0

-16.5

10.1

12.2

6.5

注：此表中的工业总产值不包括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产值

电力：1980 年底，全县共建电站 204 处，总装机 214 台，容量 4,064.9 千瓦。其中县办

的 2处，装机 5台，容量 1,425 千瓦；乡办的 5处，装机 12 台，容量 1,480 千瓦；村办的 197

处，装机 197 台，容量 1,159.9 千瓦。全县架设高压线 350.8 公里，低压线 1,010 公里，安装

变压器 180 台，17,941 千伏安，年发电量 826.1 万度。用电照明农户有 25,987 户，占总农户

的 85%。

交 通 1956 年前没有公路。现有公路干线 3 条、支线 46 条，总长 485 公里。其中通往

外省县的干线公路有：资源－兴安百里村线，全长 60 公里，在百里村与桂（桂林）黄（黄沙

河）公路衔接，直达桂林。百里村又是湘桂铁路的站点。资源－梅溪乡线，终点随滩村，全长

41.8 公里，并与湖南省新宁县相通，其延线梅溪－瓜里线，终点双滑江矿区。资源－五排线，

终点贝子河口，全长 64 公里，可经车田、两水、河口 3乡，并与龙胜县及湖南省城步县相通。

全县 8个乡镇和百分之八十的村都通了汽车。全县有客、货汽车 115 辆，小车 19 辆。1983 年

客运量为 371,610 人次。水运：资江是本县出湖南省经洞庭湖通长江的主要水运线，上游可流

放竹木，县城以下河段可通航木船，但自 1938 年湘桂铁路通车，特别是 1960 年资梅公路通车

后，资江航运便由铁路和公路取代，现仅流放竹、木排。西部的五排河亦可流放竹木，经龙胜、

三江、融江入柳江而外运。



邮 电 县有邮电局及 5个乡邮电所，1983 年邮路长 1,050 公里。70 个村民委员会全部通

邮。农村电话线路总长 347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9 条，安装单机 344 部，70 个村民委员会全

通电话。

商 业 1954 年成立县供销社，1956 年成立商业局。到 1983 年，全县有商业供销网点 622

个（其中国营独立核算单位 25 个，村以上购销网点 150 个，个体 447 个），从业人员 1,386

人（其中国营 915 人，集体、个体 4711 人）。社会商品销售总额 2,118.56 万元，比 1978 年增

长 48.9%；零售额 1,793.56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56.85%；集市贸易零售额 320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4.42%；出口商品为 108 万元，比 1978 年（967,510 元）增长 11.63%。

财政金融 1983 年全县财政收入 822 万元（其中本县收入 250 万元，上级补助 477 万元，

上年滚存结余 95 万元），支出 822 万元（其中当年支出 723 万元，滚存结余 97 万元，专款上

解 2万元）。1983 年各项贷款余额 1,032.1 万元（其中农业贷款 157.5 万元，工商贷款 874.6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34.2%。城乡储蓄余额为 534.9 万元（其中城镇居民储蓄余额 340.4 万

元，农村社员储蓄余额 194.5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2.9 倍。

人民生活 1983 年人均口粮 774 斤，比 1978 年 597 斤增长 29.6%；农民人均收入 178 元，

比 1978 年 93 元增长 91.4%。全民所有制干部职工人均年工资 794 元（含奖金和补贴），比 1978

年人均年工资532元增长49.25%；集体企业职工人年均工资707元，比1978年人均年工资505.6

元增 39.83%。1978 年以来，干部，群众购置电视机 800 余台，收音机 7,000 余台，洗衣机 70

余台，电风扇 600 余台。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以前，全县只有初中 1所，小学 113 所，在校学生 3,736 人，教职工 172

人。1984 年有高中 1 所，在校学生 829 人；初中 19 所（含附设 3 所），在校学生 4,626 人；

农业中学 1所，在校学生 39 人；另有教师进修学校 1所，学员均系在职教师；小学，完小 79

所，教学点 241 所，共 320 所，在校学生 21,689 人。全县中学教师 445 人，其中大专文化 142

人，中专文化 197 人；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 1人，评为自治区秀优班主任 1人。小学教师 725

人，其中大专以上的 10 人，中专的 316 人。另有民办教师 313 人。1984 年适龄儿童 16,759

人，入学儿童 16,477 人，入学率 98.3%。从 1977 年恢复高考到 1984 年，考取大专院校的有

309 人，中专的有 627 人。

1984 年全县有幼儿园 8 所，21 个班，入园儿童 738 人。学前班 26 个班，入学儿童 586

人，教师 26 人。

科 技 县设科委、科协。全县科技干部 1,899 人，其中自然科学 674 人，社会科学 1,225

人。在自然科技人员中，医疗卫生 245 人，教育 185 人，工程农业 244 人。工程农业科技干部

中，中级科技干部 11 人，初级 200 人（助理工程师 70 人，技术员级 130 人），未定职称的大、

中专毕业生 33 人。

文化艺术 县有文化馆 1个，乡镇文化站 7 个；图书馆 1 个，藏书 35,560 册，还有文工

团、工会俱乐部各 1个；电影院 3个，露天电影场 2个，乡镇电影管理站 6个，放映队 67 个；



县新华书店下设 6个发行点；县广播站 1个，乡镇广播站 8个；县电视差转台 1座，乡电视差

转台 4座。

卫 生 1949 年县城仅有县卫生所 1所，全县有私人诊所 3家。1983 年县城有人民医院，

乡有卫生院，村有卫生所或医疗站，全县共有医疗、防疫等单位 140 个，病床 266 张，医疗卫

生工作人员 456 人。并有价值 50 多万元的医疗器械设备。解放前流行的天花、霍乱等病症现

已绝迹，常见传染病的发病率逐渐下降。1983 年实行计划生育的 12,877 人，占全县育龄妇女

18,287 人的 70.41%，有 344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到 1983 年止业余体狡共举办培训班：篮球 5届，乒乓球 1届，田径 5届，计培训

162 人次。全县有篮球场 68 个，其中灯光球场 3个（有固定看台的 1个）。1972 年以来，罗晓

君获 1974 年自治区女子 800 米跑第一名和全国分区赛女子 800 米跑第二名；1人获 1978 年自

治区成年男子 10,000 米赛跑第二名；1人先后 3次获自治区女子跳远第一名。

特殊风俗 特殊节日有：一、半年节，在农历六月初六。苗族在这一天家家包粽子，挂田

青，纪念“开田公公”。二、中元节，在农历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苗族把这一节日定为歌节，

这三天里，依次在小地、车田、烟竹坪三地举行歌会。相传七月十五日是本地苗族的祖先迁到

烟竹坪垦荒定居的日子。为了纪念祖辈艰苦创业和预祝人畜兴旺、五谷丰登，这一天远近苗族

人民都到烟竹坪聚会尽情歌唱。

文物胜迹
革命烈士纪念塔 矗立于资源县城后龙山上的烈士陵园内。1968 年为纪念各时期牺牲的先

烈而修建，1984 年重修并扩建为烈士陵园。烈士塔坐东朝西，鸟瞰资源山城，塔的四周松柏

苍翠，绿树成荫，肃穆井然。

八角察 又名云台山。景奇境幽，远近闻名。它屹立在梅溪乡境内，北与湖南省新宁县紧

邻。山顶面积约二十亩，有八个角，有一石脊展臂伸出，绝壁千仞，似龙首状，气势非凡。峰

顶沐晖拨云，八角峥嵘，龙头傲视群山，凌空欲飞。古时曾建有寺庙，在“文革”中被毁。《西

延轶志》载李庆云作《登八角寨》七律云：“古寺巍然最上头，峰峦低处小如瓯。潆潆远翠环

新邑，漠漠斜阳送客舟。云入楼台僧作伴，风穿洞壑树含秋。何须更上东封顶，遥指齐烟隘九

洲。”

著名人物
喻家福(1923－1949) 廷东乡堑底坪人。在桂林师范读书期间，于 1948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毕业后，在临桂县山口第二中心校和渡头中心校任教导主任，以教师的合法身份积极开展

地下革命工作。1949 年 8 月，受党组织派遣回资源从事革命活动，联络进步人士，准备组织

武装队伍。1949 年 8 月 13 日，在大埠街召开秘密会议，散会后在街头被捕。时喻家福急将密

件塞入口中，被敌立即打昏强行从口中抠出，但字迹已模糊不清。敌审讯时施以酷刑，喻双掌

被烧烂，仍守口如瓶，坚贞不屈。于 1949 年 9 月 12 日英勇就义。



重要事件
李世德、雷再浩起义 李世德，梅溪庄塘人，清道光年间与湖南新宁县瑶民雷再浩创立“棒

棒会”，提出“反清复明”、“替天行道”、 “打富济贫”的口号，会众达一千余人，道光二十

七年（1847 年）重阳节在庄塘起义，袭击湘桂边境清兵。清廷派湘桂两省官兵围剿，11 月 9

日（农历十月初二）清兵偷袭义军据点邓家冲，义军寡不敌众，伤亡甚大，世德家属及义军首

领李学林等被俘，李世德忧愤至极，自缢身亡。雷再浩时驻五排，闻李世德死讯，乃回师梅溪

庄塘，转战湘桂边境。同年 12 月 3 日（农历十月二十六日）在武岗之毛安遭敌伏击，被俘，

就义于长沙。

红七军北上过资源 1930 年 12 月 31 日，红七军在湖南武岗战斗后，经新宁县窑市进入本

县随滩、梅溪口。1931 年 1 月 1 日，部队从随滩渡资江在大梅头会合，沿湘桂边境葛洞坪，

坪水底、水口、洪水冲、十字路经新宁与全州交界的界牌，摆脱了湘军和地方民团的追击堵截，

入全州县境。

瑶民起义 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农历二月二十日，全州、灌阳、兴安瑶民发动起义，

本县瑶民有八九千人参加，因地属偏隅，于二月十九日提前行动，国民党调集军队配合民团进

行镇压，最后在塘洞的李家坳一战，义军失败。历时共 40 天。

红六军团长征过资源 红军长征的先遣部队红六军团于 1934 年 9 月 4 日夜从全州鲁塘、

洛江翻三千界进入资源，9 月 10 日离境进入湖南城步县，前后 7天，行程 132 公里。经资源

石溪时击落国民党追袭飞机 1架，击毙驾驶员两名。当桂军第七军军长廖磊率部追至湖南大界

时，只见红军留下的木牌上写着：“此是湘桂交界之处，不劳桂军远送。”

红一方面军长征过资源 红一方面军在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后，于 1934 年 12 月 1 日

起从全州鲁塘、洛江、大湾翻越三千界、清坪界进入资源县境，12 月 8 日离资源县五排地区

进入龙胜县和湖南城步县。红八军团在凤水周家墙上写的三条标语：“反对强占民田修马路！”

“打倒卖国的国民党！”“取消一切高利贷!”保存至今。

红军标语

日寇进犯资源 1944 年 10 月 2 日，日本侵略军一千多人，从全州万乡经八十里山进袭本

县，7日，日军陷浔源乡，9日，日军经河口进犯龙胜县。10 月 4 日又一股日军四百多人，自

湖南新宁侵入本县，日寇在梅溪、延东、中峰、车田、浔源五乡二十四村（街）肆意烧、杀、



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桂北总队在资源的伏击战 1949 年 10 月 10 日，国民党兴、全、灌、资四县联防办事处少

将主任王彝率部约 300 人从资源经三千界。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路西支队十五大队在三千界伏击，

毙、伤，俘敌 190 多人，活捉了王彝。同月 29 日，国民党独立工兵第十八团第三营第九连（加

强连）由大湾过龙胜江底途中，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路西支队十五大队四中队和独立五分队，在

河口沟塘湾伏击，毙、伤、俘敌 160 多人。

供稿：资源县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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