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 业 县

乐业县地处桂西北边缘，南、北盘江在县西北边境汇合为红水河。境内山峦耸拔，地势高峻，森

林草场资源丰富，盛产木材。土特产有野生剌梨、云木耳、艾粉、八角等。

位置面积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红水河南岸。东与天峨、凤山县毗邻，南接凌云

县，西南傍田林县，西与贵州省册亨布依族自治县为界，北与贵州省望谟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相

邻。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71.5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61.5 公里，总面积 2,617 平方公里，折合

3,926,500 亩，其中陆地 3,877,500 亩，占 98.78%；水域 48,000 亩，占 1.22%。

县治同乐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280 公里（直线距离）。

建置沿革 秦属桂林郡地。汉属郁林郡地。唐属双城州地。五代为黔州所辖。宋、元、明

诸代，均属泗城州地。清乾隆五年 (1740 年)置凌云县，今乐业县属之。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始将凌云县北部乐业、甘田、西马等 9乡划出置县，治所设乐业乡，是为乐业置县之始。

建国后，1951 年曾将乐业和凌云合并，称凌乐县。1962 年，恢复乐业县行政建制至今。

行政区划 现设逻沙、武称、新化、逻西、马庄、幼平、雅长 7乡，同乐、甘田 2镇，下

辖村（街）民委员会 86 个，村（街）民小组 1,081 个，自然村 1,402 个。全县共有大小圩场

18 个。

县治同乐镇，1984 年有 3,639 户，19,822 人。

人口民族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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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12918 12928 13438 18178 40.72 40.61 35.27

总 人 口 57619 57892 63196 108281 87.93 87.04 171.34

性别

构成

男 28420 28548 31435 54343 91.21 90.36 72.87

女 29199 29344 31761 53938 84.73 83.81 69.82

地区

构成

城镇 1700 1550 2487 6374 324.93 311.23 156.29

农村 55919 56342 60709 101907 82.24 80.87 67.86



1984 年，全县总户数 19,092 户，人口 114,057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43.6 人。人口

自然增长率为 21.64‰。

1982 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县有壮族 54,154 人，占 50%；汉族 51,998 人，占 48%；其他瑶、

苗、仫佬、回、侗等族 2,129 人，占 2%。

自然条件
地 形 地处云贵高原边缘，桂西山原地带。境内地势高峻，山岭连绵。土山地区切割强

烈，山高谷深；石山地带峰丛密布，岩洞发育。石山、土山交错混杂。全县地势由中南部向东、

南、西、北三面倾斜，以南部偏西地区为最高。

山 脉 除西部南盘江、北部红水河沿岸等少部份地区外，全境东、南及中部大片地区均

属青龙山。其主要山峰有：位于西南部的高大坪山，海拔 1,982 米，为全县最高峰；次为紧靠

高大坪山的盘古王山，海拔 1,971 米；再次为蔡家老山，海拔 1,868 米；其余有陈家老山，海

拔 1,708 米；三曹山，海拔 1,657 米；狗化山，海拔 1,554 米。此外，尚有 1,200-1,500 米之

间的山峰 105 座，1,000-1,200 米之间的山峰 80 座。

河 流 境内流域面积在 10 平方公里以上的地表河有 14 条，流域面积在 7 平方公里以上

的地下河有 4条，均属红水河水系。南盘江自田林、贵州交界处而来，流经县西部边境 22 公

里，在西北部边境与北盘江汇合后称红水河，流经北部边境 75 公里，水流湍急，水力资源十

分丰富，并可通行机动船只。此外，较大的河流还有：布柳河，自凌云流入县境东南部，正常

流量为 12.7 立方米/秒，境内长 31.3 公里，流向天峨县后纳入红水河；甲里河，源于凌云县，

流经县东南部 51.6 公里，正常流量 4.73 立方米/秒，东出天峨后流入布柳河再纳入红水河。

最大的地下暗河为百朗河，长 64.2 公里，由南向北，流经县境内中部的岩溶地区，于县北部

注入红水河，在暗河出口处建有容量 3,200 千瓦的水电站。

气 候 属亚热带山地气候。据 1964 年至 1984 年资料，年均无霜期 314 天，初霜最早起

于 10 月，终霜最晚止于次年 4 月。年均降雨量 1,363 毫米，最少 981 毫米（1980 年），最多

达 1,724.4 毫米（1979 年），多集中在 5-10 月。年平均气温 16.3℃，1月最冷，平均气温 7.3℃，

极端最低温-5.3℃；7月最热，平均气温 23.6℃，极端最高温 34℃。年平均日照 1,408 小时。

主要气象灾害有低温冷害、洪涝灾、旱灾、冰雹、霜冻等。水灾建国以来共发生过 4次，1983

年 6 月 22 日新化境内的洪里、甲里、布柳河山洪暴发，造成该乡八十年一遇的大涝灾，沿河

两岸的田地 11,000 亩被淹没 7,000 亩，其中大部分被冲成沙滩，并冲毁、冲坏房屋 378 间，

造成 11 人死亡；沿河所有的发电站、电灌站、水泵站、公路、高压线、电话线、广播线等也

全部被毁坏，损失总计达 485.32 万元。

土 壤 县内土壤主要有黄红壤、黄壤、棕色石灰土、冲积土和水稻土 5个土类，分为 12

个亚类，56 个土种。其中黄红壤占 32.9%，主要分布在海拔 600-1,000 米的低山地，肥力高。

黄壤占 31.4%，主要分布在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山地，土质湿润、疏松，肥力亦高。棕色石灰

土占 20.7%，主要分布于石山地区。水田土壤以淹育型、潴育型水稻土为主，夹有潜育型、沼



泽型、侧渗型及碳酸盐渍性水稻土。旱地土壤以沙页岩红壤、沙页岩黄壤、耕型棕色石灰土为

主，次为洪积土，宜种玉米、小麦、油菜、甘蔗、胡果、黄皮、金银花、刺梨、柑橙、木瓜等

作物。荒山林地以红壤、黄红壤、黄壤、棕色石灰土为主，宜造油桐、油茶、八角、核桃、茶、

松、杉等经济林及用材林。

资 源 矿藏：有煤、铁、铜、锌、汞、锑、水晶、溶洞磷、黄铁矿、盐泉、铝土矿、冰

洲石、石膏、萤石、石灰石等 15 种。现已开采的有煤和石灰石。珍贵野生植物：有罗汉松、

红花茶等稀有树种，首乌、黄花倒水莲、黄精等药材，以及珍贵菌类松茸等。野生动物：有猕

猴、穿山甲、麝、狗熊、蟒、野猪、果子狸、飞虎、旱獭、水獭、鹿、刺猬、野牛、黄猄、狐

狸、金鸡、角雉、山瑞、鹰嘴龟、野羊、野兔等。由于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及滥捕滥杀，如

今动物资源已明显减少，原有的一些珍贵动物，如华南虎、山豹，已完全绝迹。草场和牧草：

全县共有 333 片，面积 475,216 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12.1%。（平均亩产鲜草 635.3 公斤）。其

中 10,000 亩以上成片的草场有 8处，其余较为分散。目前已利用的有 96,439 亩，仅占草场面

积的 20.3%。牧草品种主要有秀竹草、狗牙根、马胡烂、铁线草、鸭嘴草、雀稗等。水力：境

内山高坡陡，溪河天然落差大，水能丰富。全县河流（红水河除外）水力理论蕴藏量 4.23 万

千瓦，其中可开发的 1.17 万千瓦，均宜于发展小水电站。现已开发 4,259 千瓦，仅占可开发

量的 36.4%。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 3,230.95 万元，比 1952 年增长 12.17 倍，比 1978

年增长 44.12%，比 1983 年增长 4.46%, 1978 年以来年递增率 6.28%。1984 年人均产值为 283

元，比 1978 年增长 25.78%，比 1982 年增长 2.91%。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总面积 83,592 亩，其中水田 52,984 亩，旱地 30,608 亩。农

业人口 107,391 人（劳动力 43,483 人），人均耕地 0.78 亩。有效灌溉面积 43,000 亩。因境内

气候较为复杂，除红水河、布柳河沿岸有少数地区种植双季稻外，其余地区均以种植单季稻和

单造玉米为主。

1984 年，全县有各种农业机械 909 台，农机总动力 11,501 马力，比 1978 年的 11,877 马

力减少 3.17%，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13.76 马力。其中耕作机械即各种型号的拖拉机 246 台，

2,996 马力，比 1978 年的 322 台、4,907 马力分别减少 23.6%和 38.94%，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3.58 马力。

粮、油：1984 年，全县粮食总产量 5,740.58 万斤，比 1952 年的 2,090.68 万斤增长 174.6%，

比 1978 年的 5,802.65 万斤减少 1.07%。油料（菜油、茶油）总产量 68.68 万斤，比 1952 年

的 9.32 万斤增长 636.9%，比 1978 年的 16.13 万斤增长 325.8%。1983 年粮食产量 7,162 万斤，

油料产量 73.93 万斤，均创历史最高纪录。1984 年粮食收购为 356.2 万斤，比 1978 年的 342.4

万斤增长 4.03%，比 1983 年的 610 万斤减少 41.6%。油料收购 11.34 万斤，比 1978 年的 1.95

万斤增长 481.5%，比 1983 年的 9.93 万斤增长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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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35

144.44

5.16

56.75

15

－

100

65.25

2.33

25.64

6.78

－

1853.6

930.5

208.6

397.2

316.5

0.8

100

50.20

11.25

21.43

17.07

0.04

2581.1

1135.8

429.4

598.0

416.0

2.0

100

44.0

16.64

23.17

16.12

0.08

2700.4

1042.6

530.5

607.6

517.4

2.3

100

38.61

19.65

22.50

19.16

0.09

1120.0

621.8

10181.2

970.6

3349.5

－

45.69

12.04

154.32

52.96

63.51

196.20

4.62

-8.21

23.54

1.61

24.39

19.39

6.47

1.91

16.83

7.34

8.54

19.84

林 业 全县山地面积 3,742,338 亩，占总面积的 95.33%，有林面积 1,670,403 亩，占山

地面积的 44.64%。立木蓄积量 8,107,043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42.6%。林木中，用材林主要有

云南松、杉木、杂木、栎类树木和竹子等。其中原始云南松林地面积达 24 万亩。1984 年共向

国家提供木材 11,048 立方米。经济林主要是人工栽种的油桐、油茶、八角、核桃、漆、柑橙、

板栗、柠檬、梨等，面积 37,425 亩。1984 年产油茶籽 5,913 担，八角 360 担。自治区属国营

雅长林场占地面积 660 平方公里，林区大部分在海拔 600-1,200 米的高山上，盛产云南松、杉

木等，木材总蓄积量近 400 万立方米，是自治区较大的林场之一，出产木材远销区内外。此外

尚有县办国营同乐林场，经营面积为 186,607 亩；县属国营烟棚茶场，现有茶林面积 200 余亩，

多分布在海拔 800 米以上的缓坡，年产茶叶约 2,000 斤，所产优质白毛茶驰名区内外。

牧 业 全县大牲畜牛、马主要用于耕作劳役和运输。1984 年底有存栏耕牛 26,712 头，

比 1978 年的 22,400 头增加 19.25%，比 1983 年的 19,101 头增加 39.85%。猪是农户普遍饲养

的家畜，1984 年底有存栏生猪 56,485 头，比 1978 年的 36,637 头增加 54.17%，比 1983 年的

58,000 头减少 2.16%；当年出栏肥猪 15,700 头，比 1978 年的 14,417 头增加 8.9%，比 1983

年的 17,000 头减少 7.6%。

副 业 除饲养鸡、鸭、鹅等家禽外，有培植香菇、木耳、种植柑、橙、梨等果树、甘蔗

及从事采猎等。1984 年甘蔗产量 15,600 担，主要用于熬制片糖。1983 年仅采集野生药材（首

乌、黄精、十大功劳、土党参、不出林、金银花等）一项，产值即达 16.83 万元。出产各种兽

皮 5,444 张。

渔 业 共有可养鱼水面 1,433 亩，其中塘坝、水库 1,314 亩，河沟 45 亩，鱼塘 74 亩。

家鱼品种有青、草、鲢、鲤、尼罗罗非等 10 多种。1984 年产成鱼 21,400 斤。野生珍贵水产

有乌龟、山瑞、甲鱼等，1984 年外贸出口 1,000 多斤。

土特产品 油桐籽：为化学工业和国防工业的重要原料。1984 年全县油桐籽产量 22,300

担。最高年（1978 年）收购量为 18,544 担。

栲胶原料：主要有牛甘果树皮、杨梅树皮、青树果壳等。全县各地均有生长。所制成的



栲胶是国防、化学、制革等工业的重要原料。县产栲胶原料主要供应百色栲胶厂。1984 年共

收购 1,607 担，最高年（1978 年）收购量为 3,534 担。

香菇：喜寄生于栎类等树木的枯朽树干上，味美且营养丰富。栽培香菇及云木耳均为县内

农民的主要副业之一。1984 年产量为 26 担，比 1978 年的 80 担减少 54 担。

云木耳：本县是广西特产百色云木耳的主要产地之一，所产云木耳朵大、肉厚、色泽好，

质味皆佳。县内各地均有出产，而以幼平、逻西、马庄、雅长、新化诸乡为多。1984 年产量

为 1,680 担，比 1983 年的 1,776 担略减，最高年（1979 年）收购量 876 担。

刺 梨：野生水果。营养丰富，维生素 C、D含量较高，平均每百克成熟鲜果含维生素 C 2,500

毫克左右，是加工制造维生索 C 食品的最佳原料。1984 年县酒厂生产刺梨晶 0.6 吨，刺梨汁

11.96 吨，刺梨酒 3.4 吨，畅销区内外。

刺 梨

八角：又称“大茴香’。气味芬芳，为常用调味香料，入药具有健胃、驱风、兴奋的功效。

用八角和八角树枝叶制取的八角油，是闻名世界市场的名贵香料，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本县

是广西八角的主要产地之一。全县现有八角成林 1,000 多亩，幼林 500 多亩，1983 年产量为

1,924 担，一般年产量在 2,000 担左右。

艾粉：为药用植物艾的茎叶加工制作而成。艾一般为野生，而本县逻西、幼平、雅长一带

的农民则素有人工栽培的习惯。艾粉制成艾条，是灸法治病的燃料，可治外感风寒、小儿急惊

风、风湿、痛经、头痛等病症。历史上最高年（1961 年）产粗艾粉 1万斤。

泡桐：速生优良树种。主要分布在境内的同乐、花坪等地，喜生于海拔 700 米左右的山地

酸性土壤地带及山脚、村边。年可增高 1.s 米，增粗 5厘米（直径），10 年可成材。其木质轻

软，不易开裂，不易传热，为航空工业及制作胶合板、家具、乐器的优良用材。其叶易腐烂且

肥力高，是极好的绿肥。

广马：个体矮小，貌不惊人，但吃苦耐劳，粗食抗病，善跑耐驮。是我国西南马种系统中

的良种马。本县为百色广马的主要产地之一，1984 年全县共有广马 12,248 匹，主要用作县内

运输。

水 利 全县水利工程设施多为六十年代以后兴建，目前计有：蓄水工程 36 处，其中水库



15 个，塘坝 21 处，总库容量 1,593.62 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1,331.6 万立方米）。提水工程 142

处，装机 180 台，1,637 马力；其中机灌站 39 处，装机 39 台，652 马力，电灌站 53 处，装机

54 台，985 马力；水泵站 50 处，装机 87 台。引水工程 1,879 处，干、支渠道总长 91.24 公里，

正常引水量 2.6 立方米/秒。总计以上各类水利工程 2,057 处，有效灌溉面积 41,400 亩。

工 业 1962 年，县内工业企业仅有农械厂、酒厂、发电厂 3家，从业人员 57 人。到 1984

年底，国营工矿企业有：煤矿、农机厂、水泥厂、水泥制品厂、软木厂、酒厂、印刷厂、食品

厂和水厂等 9家，职工 310 人，产值 277.21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52.25%。其中最大的

是水泥厂，1922 年兴建，现有职工 80 人，年产水泥 1万吨，产值 28.06 万元。县酒厂利用本

县特产刺梨生产的刺梨汁、刺梨酒，1985 年被评为自治区优质新产品。

1984 年，有县管集体企业 5个，职工 47 人，产值 35.54 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 6.7%。乡

镇企业 35 个，从业人员 218 人，主要经营林业、木器加工、粉碎砂石、建筑等行业，1984 年

产值 64.41 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 12.14%。个体工业户 563 户，从业人员 750 人，1984 年收

入 60 万元，产值 153.37 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 28.9%。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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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1984 年，全县有小水电站 90 处，装机容量 4,154.6 千瓦，发电量 495.37 万度。

其中百朗电站装机容量 3,200 千瓦，发电量 468.11 万度。有 35 千伏安区域变电站 3座，主要

电压器 4台，容量 6,630 千伏安；变压器 75 台，容量 12.035 千伏安。用电装机负荷 6,420.5

千瓦。有 35－3－10 千伏以上的高压输电线路 164.73 公里，低压线路 198.3 公里，年供电量

468.11 万度，用电量 419.51 万度。已有 48 个行政村通电，有 179 个自然村用电照明，占全

县自然村总数的 16.7%。

交 通 以陆路为主。1961 年县城开始通汽车，并形成以县城同乐镇为中心的县内公路网，

通向各乡村的主要公路有 6条。至 1984 年底，公路总长 232 公里，有各型汽车 87 辆，县内 9

个乡镇均通班车；与县外交通有乐（业）百（色）公路干线通达田林、百色，乐（业）凌（云）

公路干线通凌云。1984 年客运量 216,424 人次，货运量 29,520 吨。

邮 电 有邮电局、支局、邮电所 6所，邮路总长 1,847 公里，全县各乡村均通邮。农村

电话线路 780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5条。共安装电话单机 201 部。

商 业 1984 年全县共有商业网点 589 个，从业人员 1,299 人。其中国营网点 7个，从业

人员 276 人；供销社网点 20 个，从业人员 271 人；个体商业网点 562 个，从业人员 752 人。



社会商品零售额 1,323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98.30%，比 1983 年增长 16.8%。集市贸易总额

94 万元，比 1982 年增加 23.7%，比 1983 年增加 16.0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185 万元。

财政金融 1984 年全县财政收入 112.36 万元，上级财政补贴 631.35 万元（含上级拨给的

各种款项）。财政支出 743.73 万元。全县城乡储蓄额 307 万元，比 1978 年的 38.2 万元增长

6.14 倍，比 1983 年的 208 万元增长 47.6%。其中农民存款 73.6 万元，比 1978 年的 32.26 万

元增长 1.28 倍，比 1983 年的 65 万元增长 13.23%。发放农贷款 301.43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4.7 倍，比 1983 年增长 84.72%，当年累计收回 148.79 万元，比 1978 年多收 117.37 万元，比

1983 年多收 46.63 万元。出口商品总值 21.48 万元。

人民生活 1984 年，全县人均有口粮 583 斤，比 1978 年增加 89 斤。农民人均收入 95 元，

比 1978 年增加 41 元。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 66.03 元，比 1978 年的 45.54 元增长

44.99%。1983 年，农村收入超万元的有 9户。1984 年，个体户购买汽车 15 辆。同年，全县共

销售自行车 318 辆，比 1978 年多销 240 辆；手表 3,012 块，比 1978 年多销 2,580 块；缝纫机

1,165 台，比 1978 年多销 970 台；电视机 108 台。

文 化
教 育 1962 年，全县只有小学 11 所，学生 2,778 人；初中 1 所，学生 286 人，教职员

共 210 人。1984 年，有教师进修学校 1所，中师函授学员 84 人，教职员 5人。完全中学 1所，

学生 506 人，农业中学 1所，学生 100 人；初中 8所，学生 2,200 人；中学教师共 249 人（其

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102 人）。小学 51 所，学生 14,570 人，教师 715 人（其中民办教师 300

人）。幼儿园 5所，入园儿童 365 人，幼托教工 10 人。1971 年至 1984 年历届高中毕业生 4,220

人，升入大专院校的 145 人。1984 年有 2名小学教师被评为自治区优秀班主任，1名中学教师

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

科 技 现设有农科所、林科所 2 个科研单位和科技情报所 1 个，6 个乡镇设有农业技术

推广站和兽医站。县内还有农学、农机、水利、电力、畜牧、林业及中华医学会乐业分会、青

少年科技辅导协会等 8 个学（协）会组织，有会员 181 人。1984 年全县已评定各类技术职称

的科技人员 135 人，其中工程师 2人，农艺师 3人；助理工程师 12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3人，

助理农艺师 11 人，农业技术员 10 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7 人，工程技术人员 34 人，医师 52

人，药剂师 1人。

文化艺术 县有文化馆 1个，各乡镇文化站 8个。图书馆 1个，博物馆 1个。县新华书店

有发行点 10 个。县城有电影院 1个，有乡镇电影放映队 37 个。有县文化创作组 1个。县文艺

队 1个。县广播站 1个，下有乡镇转播站 7个。1977 年在县城建成 50 瓦的电视差转台 l座，

1984 年又建成 1瓦小型电视差转台 6座。

卫 生 1962 年，全县有县卫生所 1 个，防疫站 1 个，卫生所 6 个，医务人员 65 人。至

1984 年，已有县人民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 1个，乡镇卫生院 7个，合作医疗站 1个，

学校医务室 3个，个体开业诊所 142 个，共有病床 93 张，各类医务人员 225 人。实行计划生



育的有 6,038 人，占全县育龄妇女 12,128 人的 49.79%。已有 240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群众性的民间民族体育活动有武术、舞龙、舞狮、扳手劲、打陀螺、掷毽子、打

球、游泳等。1984 年，县城有 800 座位灯光球场 1 个，面积 198 平方米的体育训练馆 1 个，

41 平方米的举重室 1 个，县内各机关、厂矿、学校一般都建有篮球场或排球场。县有少年业

余体校 1所，设有举重班和田径班。1980 年至 1984 年，本县运动员参加自治区各项目体育比

赛，共获金牌 15 枚；参加全国性比赛，共获金牌 3枚；壮族运动员邓学文，在华盛顿举行的

1984 年世界青年摔跤锦标赛中，获古典式摔跤 56 公斤级冠军。乐业中学 1983 年、1984 年均

被评为自治区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先进单位。该校有一人被评为 1984 年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优秀业余教练员。县内还有“全国模范体育家庭”1户。近几年来，全县共向自治区体工大队

输送运动员 5名。

特殊风俗 牛魂节：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县内的壮族农民都要隆重庆祝牛魂节。这天，家

家户户都宰鸡杀鸭，蒸煮五色糯米饭，举家合饮，祈求好年景、好收成以及耕牛的平安和兴旺。

并清扫牛栏，用五色糯饭或专门采割的新鲜嫩草饲喂耕牛，进行精心护理，好让在耕种大忙中

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耕牛舒舒服服地休息一天，恢复元气。这一传统的节日表现了壮族劳动人民

对耕牛的重视和喜爱。

对歌：是本县壮族青年男女开展社交活动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青年们劳作一天之后消遣

和休息的娱乐方式之一。壮族的青年男女常常通过对歌来表达互相爱慕之情，歌词多为随唱随

编，好歌手往往能触景生情，出口成章，编出情真意切的歌词来打动对方的心。

掷毽子：是一项很有趣味的文体活动，也是壮族青年男女之间传统的社交活动形式之一。

用以投掷的毽子，是用五至六个直径约六厘米的竹壳圈叠在一起，中间插入一束美丽的黑色雄

鸡羽毛制成。游戏一般在春节期间举行，因为此时可邀请走村串寨、探亲访友来到村里的青年

人参加，参加游戏的都是未婚青年。掷毽子一般是有次序地轮流投掷，并按规定动作进行，对

方见毽子掷来，会以敏捷的动作和优美的姿式迅速避开。如果喜欢谁、看中谁，也可以专向对

方掷去，通过这种游戏，陌生的青年男女往往会交上朋友。

入赘婚俗：在幼平、逻西、雅长、马庄一带的壮族，流行入赘的婚俗。因壮族男女社交自

由，因而上门入赘也是自由选择的。入赘后的男子，与本族的同辈之间称兄道弟，享有同等地

位，不论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上，都丝毫不受歧视。

文物胜迹
进龙石桥 在幼平乡政府院内古河道（已干涸）上。建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桥

长 12 米，高 7 米，宽 5.6 米，分 5孔。栏干上雕刻有荷花、草叶等装饰图案，形象生动。为

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罗妹洞 在县城西南 1.5 公里处，是营盘山脚下的一个天然大岩溶石洞。洞深 810 米，最

宽处 40 米，有进、出两个洞口，出口洞宽 26 米。洞内石砂晶莹突起，石笋挺拔丛生，石柱峭

然擎天，气象雄伟；还有奇丽多彩的洞内“六宫”。是本县游览胜地。



著名人物
潘其书(1908－1953) 新化乡仁里村田坪屯人。1950 年 1 月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1953 年 6 月牺牲于朝鲜战场。曾荣立二等功两次。

黄明光(1909－1950) 壮族。马庄乡打路村高干屯人。1945 年 11 月参加革命，1947 年 7

月入党。历任桂西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八大队副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百色军分区独立团第三营

副营长。1950 年 11 月在弄纳剿匪战斗中牺牲。

重要事件
红七、红八军上岗会师 1930 年 10 月上旬，红七军第一、二、四纵队分两路从平马、百

色、田州等地出发，到河池整编。其中一路经凌云、乐业、那地、南丹前往河池。中旬，张云

逸、李明瑞率领部队抵达乐业城，在此休整了 7天。是年 3月，红八军第一纵队在纵队党组织

负责人、纵队参谋长袁振武（衰也烈）率领下，转战中越、桂滇边界，冲出了国民党百色民团

在彩村布下的重围，绕道田林的百乐至贵州庶香休整。10 月，一纵队得知红七军到达乐业的

消息，这支四百多人的红军队伍便渡过红水河，挺进雅长，往南开赴乐业城。10 月 23 日，在

上岗村与红七军胜利会师。随后，红军经幼平、甲马、逻西入天峨，汇集河池整编北上。

峨乐游击民兵总队的建立及其武装斗争 1948 年秋，乐业、天峨两县人民在中共东（兰）、

万（岗）、凤（山）委员会、黔桂边中心支部和桂西人民解放军西北办事处的领导下，组成峨

乐游击民兵总队（下辖 5个大队），在乐业县的西马、幼朗、谐布、新化及天峨县的更新一带

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从当年秋至翌年 5月，游击队连续击败当地反动武装的多

次进攻，继而又粉碎国民党省保安团四个营及乐业、天峨、凤山、凌云、东兰五县的反动团警

三千人对根据地的三次联合“围剿”，打得省保安团狼狈逃离县境，解放了西马、雅长、幼朗、

谐布、更新等乡。1949 年 5 月，游击民兵总队整编为桂西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八大队（又称为

乐业县主力大队）。

乐业县城解放 1949 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乐业县主力大队在相继解放新化、武称、同乐

等乡后，进逼县城。驻县国民党军政人员见大势已去，纷纷四处逃散，县长吴宪之亦于 11 月

6 日弃城逃走。11 月 8 日，中共乐业县工委代书记黄平珠和大队长周健率领县主力大队进驻县

城，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至此，乐业县城及全境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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