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 等 县

天等是边远山区县，牧场广阔，发展畜牧业潜力很大。土特产以“龙茗茴油”为最，木材以产木宪

木见称。东平锰矿系大型氧化锰矿，绝大部分可露天开采，为我国冶金工业的大型资源基地之一。土

地革命时期，曾是红七军的活动区域，百色起义后建立过工农民主政府。

位置面积 天等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东接隆安县，南邻大新县，西连靖西县，

西北靠德保县，北与田东县、平果县交界。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64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63 公里。

总面积 2,182.62 平方公里，合 3,273,930 亩。其中陆地 3,217,507 亩，占 98.3%；水域 56,423

亩，占 1.7%。县治天等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125 公里。

建置沿革 县境自古即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宋时曾设龙英垌、全茗州、茗盈州，向武州、

都康州、上映州、镇远州、结安垌等土司。元改龙英垌为龙英州，改结安垌为结安州。1916

年，龙英、全茗、茗盈三土州合并为龙茗县；镇远、结安、结伦、都结四土州合并为镇结县；

1917 年，向武、都康、上映三土州合并为向都县。解放后，1951 年 6 月，镇结县与向都县合

并为镇向县，9月，镇向县又与龙茗县合并为镇都县，县治添等镇。1957 年 4 月，改名为天等

县，添等镇亦改称天等镇。

行政区划 全县设天等、向都、进结、龙茗 4个镇和华隆、都康、宁干、驮堪、福新、东

平、进远、上映、把荷 9 个乡。下属 123 村，1,326 屯（自然村）。县治天等镇有 3,045 户，

14,060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6,269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末，全县总人口 360,071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56 人。人口自然

增长率 18.1%。

据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有壮族 340,086 人，汉族 3,663 人，瑶、回、苗、侗等族共



463 人，未识别民族 1人，外国人加入中国籍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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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

总 户 数 39400 41454 50243 62996 59.80 51.97 25.38

总 人 口 191100 195928 234741 344211 80.12 75.68 46.63

性别

构成

男 95690 115309 172024 79.77 49.19

女 100238 119432 172187 71.78 44.17

地区

构成

城镇 17502

农村 396709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境绝大部分属低山、高丘地形。地势西南高，东北低，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境

内大部分为岩溶地貌，山地占总土地面积的 80%。

山 脉 县境有四城岭、牛头岭和九十九岭三大山脉。四城岭之主体在本县西南部，大致

东西走向，主峰在西段与大新县交界处，海拔 1,073.7 米。 牛头岭，西南、东北走向，主峰

海拔 962 米。九十九岭，西南、东北走向，主峰海拔 923.8 米。全县海拔 500 米以上的山岭

84 座。

河 流 县境地表水少，较太的河流有 6条：太平河、东平河、进结河、天等河、龙茗河。

源头均由泉水汇集而成，水量随季节明显变化。地下水较多，已探明地下河 31 条，5个富水

点。地下水在峰林谷地较浅，今已有所利用；在峰丛洼地埋藏较深，一般是 80 至 100 米，故

提水困难，这些地区的干旱与人畜饮水问题尚未妥善解决。

气 候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20.5℃，平均最高气温 24.7℃，平均最低气温

17.4℃。5至 9 月较热，气温一般在 34 至 35℃，极端最高气温是 37.8℃；1月最冷，极端最

低气温-1℃。年平均无霜期 340 天以上，初霜期在 12 月至次年 1月。年平均降雨日数为 158

天，平均降雨量 1,456.8 毫米。主要气象灾害是旱灾和冰雹。旱灾，多为春旱，因地表水少，

故显得突出。1963 年 1 至 6 月，雨量偏少 6至 7成，全县早、中稻无法插下。冰雹，每年有 1

至 3次。1982 年 11 月间，福新乡、龙茗镇等部分地方，同时受冰雹、大风、雷电袭击；冰雹

大若李子，最大的直径 60 厘米，密度大，铺地厚达 6寸，风力超过 12 级，一些径圈 120 厘米

的大树被刮断，雷电把四城岭 500 亩山林烧枯，当地中、晚稻和甘蔗失收，民房被毁 4,187

间，估计损失 70 万元。

土 壤 全县分第四纪红土、沙页岩、河流冲积、洪积、棕色石灰土、紫色岩、硅质岩等

7 个土类，有 18 个亚类，53 个土属，102 个土种。旱地土壤主要有沙页岩黄红壤，分布在县

之西半部，肥力较高；第四纪红土赤红壤，主要分布在峰林谷地，肥力低；沙页岩赤红壤，宜

种性广；硅质岩赤红壤，主要分布在县之西北边与中部部分地区，宜种性差；棕色石灰土，主



要分布在峰丛洼地，中性。水稻土类中淹育型多分布于丘陵、坡地，肥水条件较差；潴育型多

分布于峰林谷地，肥水条件较好；盐渍地各乡镇均有，缺磷、钾。县境耕地土壤主要问题是耕

层浅，保水保肥能力差，易干旱。

资 源 矿藏：有锰、磷、铁、金、硫磺、红锑、重晶石、铀、铅、锌等。锰矿藏量 1,600

万吨，是我国冶金工业资源基地之一，绝大部分可露天开采，易采易选。中草药：有中药 199

种，草药 323 种。其中较有名的是花蛇、山甲片、麝香、砂仁、山豆根、走马胎、马鞭节、青

天葵、角刺片、千层纸、金银花、薏米、鸡血藤、十大功劳、仙茅、土花椒、何首乌。牧地：

全县可放牧地共 107 万亩，其中习惯牧地 55 万亩，未利用的宜牧地 12.5 万亩，发展畜牧业的

潜力较大。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是 6,737 万元，比 1981 年增 0.34%，比 1982 年减 9.2%，比 1983

年减 11.4%。1984 年人平均产值为 189 元。1981 年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1982 年农业总产值

和粮食产量均创历史最高纪录。l984 年水、旱、风等灾害严重，农业总产值和粮食均减少。

几年来，锰矿生产处于半停顿状态，新建的糖厂原料不足，氮肥厂因亏损而下马，工业产值下

降。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81 年 1982 年 1983 年 1984 年
1981 年

以来递

增率%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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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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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1981 年

增长%

比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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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7.9

4218.2

245.3

1040.9

651.9

11.6

100

68.4

3.9

16.9

10.6

0.2

6839.8

4757.4

208.0

1044.6

802.8

27.0

100

69.6

3.0

15.3

11.7

0.4

6665.9

4581.1

165.8

1084.6

805,5

28.9

100

68.7

2.5

16.3

12.1

0.4

5875

3702.9

164.5

1136.8

839.1

31.7

100

63.0

2.8

19.3

14.3

0.5

-4.7

-12.2

-32.9

9.2

28.7

173.0

-14.1

-22.2

-20.9

8.8

4.5

17.4

-11.8

-19.2

-0.7

4.8

4.2

9.7

-1.6

-4.3

-12.5

3.0

8.8

39.8

农 业 全县耕地面积 391,226 亩，农业人口 347,329 人（劳动力 176,791 人），人平均耕

地 1.1 亩。其中水田 201,785 亩，旱地 191,352 亩。解放前，一般只种单季稻，土改后双季稻

面积逐年扩大。

1984 年，全县拥有农业机械 2,738 台，40,797 马力。其中中型拖拉机 78 台，3,023 马力；

手扶拖拉机 763 台，9,146 马力，柴油机 1,078 台，15,507 马力；农用汽车 64 辆，6,024 马

力。

粮、油、黄豆、甘蔗：1984 年粮食产量为 1,876,056 担，比 1983 年减 22%；油料产量 11,254

担，比 1983 年减 9.5%；黄豆产量 91,133 担，比 1983 年减 32.9%；甘蔗产量 89 万担，比 1983

年增长 43%。1984 年入库粮食 226,937 担，油料 873 担。

林 业 现有森林面积 36.8 万亩，覆盖率为 11.3%，立木蓄积量 40.2 万立方米。用材林



有松、杉及杂木林。经济林主要是八角树，其次是油桐、油茶。珍贵木材有木宪木及金丝李。

1975 年建的天等县木宪木林场，面积 7 万亩，营造木宪术林及其它林木。木宪木质坚如铁，是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树种。

牧 业 落实生产责任制后，养牛业发展较快。1984 年末，全县存栏 67,298 头，比 1983

年增长 8%。耕牛除自给外，每年都向外输出，有的远销广东省。天等镇把荷乡是有名的牛市，

大圩日，耕牛上市少则五百头，多至一千头。1981 年以来，全县耕牛集市贸易年成交均在一

万头以上。1983 年生猪饲养量 213,394 头，年末存栏 151,915 头；1984 年生猪饲养量 224,273

头，年末存栏 166,873 头。

把荷牛圩一角

副 业 农村副业以种养为主，1984 年播种指天椒 5,012 亩，比 1983 年增加 2,309 亩；

生姜 1,980 亩，比 1983 年增加 886 亩；木薯 5,195 亩，比 1983 年减少 10,236 亩；花生 8,864

亩，比 1983 年减少 1,160 亩。天等历来多石匠、银匠，常出外修屋造桥，打制首饰，足迹远

及云、贵。

渔 业 全县有河面 22,817 亩，山塘水库 20,082 亩，池塘 2,943 亩，共 45,842 亩，其中

可养鱼水面 13,324 亩。成鱼产量 1983 年是 47 万斤，1984 年达 51.89 万斤。今有国营水产场，

人工繁殖鱼苗。

士特产品 八角、茴油：天等县种植八角树约有 200 年历史。八角又称茴香，是调味香料，

医学上用作健胃和祛痰剂。八角和八角树叶蒸馏出的油，称苗油。八角、茴油多产于龙茗一带。

龙茗茴油，质地优良，历史悠久，年产茴油约 500 担，八角约 2,500 担，是天等出口的重要产

品。

蛤蚧：名贵药材，滋补佳品，益气养血，助肾壮阳；产于石山，年产约万只，远销国内外。

水 利 全县有中小型水库 52 处，有效库容 7,476.6 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5.76 万亩。

塘坝工程284处，有效库容563.19万立方米，灌溉面积1.4万亩。引水工程328处，干渠143,155

米，支渠 92,765 米，灌溉面积 19,137 亩。排洪防涝工程 59 处，排涝面积 12,714 亩。其中渠

道 47 处，长 32,031 米；涵洞 12 处，长 3,255 米。柴油抽水机站 439 处，装机 464 台，7,368

马力，灌溉 13,985 亩；电灌站 161 处，电动机 172 台，4,508 千瓦，变压器 136 台，7,350

千伏安，灌溉面积 12,840 亩；水轮泵站 47 处，水轮泵 48 台，灌溉面积 2,145 亩。



工 业 解放前，县内仅能手工生产空心面条、南粉、灯绳、棉土布、犁头、纱纸，还有

群众零星开采的沙金、红梯矿（产量很少）。解放后，工业生产能力有较大提高。1984 年，国

营厂矿企业有糖厂、锰矿场、水泥厂、农机修造厂、印刷厂、酒厂、制药厂、汽车修配厂、食

品加工厂、淀粉厂等 17 个，共有职工 1,331 人，产值 561.4 万元。集体所有制企业有农机具

修配厂、服装厂，职工 75 入，产值 31.81 万元。乡镇企业 46 个，职工 327 人，产值 59 万元。

县办东平锰矿场自 1958 年建场以来，平均每年开采 3万吨。最近，县锰矿铁合金厂与上

海铁合金厂签订协议，由上海铁合金厂为天等开发锰、磷资源提供技术咨询和技术援助，设置

生产工艺流程，培训技术工人，主建两座一千八百千伏安电炉，计划 1986 年 5 月投产。

天等县制药厂生产的桂龙药膏，以本地桂叶、高山龙、独脚龙、土当归、土甘草等 28 种

中草药精制而成，最高年产 30 万支。有祛风除湿，舒筋活络，温肾补血之功用，主治风湿骨

痛、肾阳不足、气血亏虚所致的身体虚弱、遗精、神经衰弱、月经不调等。1984 年荣获自治

区优质产品奖。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78 年 1982 年 1 9 8 3 年 1 9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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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 年

增长%

比

1982 年

增长%

比

1983 年

增长%

工业总产值

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1184.9

519.3

665.6

100

44

56

576.55

414.15

162.40

100

72

28

941.30

774.84

166.46

100

82

18

832

713

149

100

83

17

-27.3

37.3

-77.6

49.5

72.2

-8.3

-8.4

-8.O

-10.5

-5.2

5.4

-22.1

电力：1984 年发电量为 768 万度，比 1983 年减 31 万度。水电站己装机 236 台，7,277

千瓦。较大的水电站有：念底电站，建在大新县归春河畔的念底屯，一、二级站计划装机 6

台，7,200 千瓦，己装机 4 台，4,800 千瓦。平尧电站，计划装机 4 台，800 千瓦，今装机 2

台，400 千瓦。辽乐电站，装机 2 台，570 千瓦。巴龙电站，装机 2 台，500 千瓦。枯水期，

这些电站发电量少，供电不正常。

交 通 解放前，县境不通汽车，货运全靠肩挑、马驮。1984 年，全县干线公路总长 169.5

公里，其中渣油路面 111 公里。县、乡公路总长 185.5 公里。全县 13 个乡镇和 12 个圩场均通

客车。1984 年客运量 1,255,350 人次，货运量 41,212 吨，货运周转量 7,275,289 吨公里。

邮 电 县邮电局下有 2 个支局、8 个邮电所，1,141 个投递点。1984 年邮路长 193 单程

公里，百分之九十七的村通邮。农村电话线路 1,293 对公里，载波电路 17 条。

商 业 1984 年全县共有商业、饮食服务业网点 2,115 个。其中国营网点 122 个，集体网

点 280 个（含基层供销社 248 个），个体网点 1,713 个。全民所有制职工 841 人，集体所有制

职工 584 人，个体从业人员 2,541 人。全县农贸市场 14 个。1984 年商业（国营商业、供销社）

纯购进额 1,739 万元，其中农副产品购进额 1,233 万元；商品零售总额 2,153 万元，其中国营

商业零售额 1,093 万元。1984 年外贸出口总额 167.7 万元，出口商品主要是茴油、辣椒、活



牛。

财政金融 本县财政支出多于收入，每年要靠国家补贴 600 多万元。1984 年地方财政收入

总额为 250 万元，比 1983 年减收 8万元；支出总额为 1,207 万元，比 1983 年增加 261 万元。

城乡储蓄存款余额：1978 年末共 211.6 万元，其中农民存款 45.5 万元；1983 年末 434.77 万

元，其中农民存款 149.28 万元；1984 年末 734 万元，其中农民存款 266.10 万元。农业贷款

发放：1978 年 234.2 万元，1983 年 646.3 万元，1984 年达 991.56 万元。

人民生活 1984 年，人均有粮 526 斤，农民人均收入 188.4 元。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平

均月基本工资 51.5 元，集体企业职工人平均月基本工资 48.4 元。1984 年，农村年收入千元

以上的有 48 户，城镇居民年收入万元的有 6户。城乡人民购买力逐年提高，仅据县百货和五

金公司统计，1984 年销售自行车 2,125 辆，缝纫机 2,108 台，手表 4,062 只，化纤棉布 296,702

米，电视机 194 台，电扇 185 台。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龙茗、镇结、向都 3 县共有初中 5 所（其中私立 2 所），学生 720 人；

小学 261 所，学生 10,980 人。1984 年，全县有中等师范学校（教师进修学校）1所，高中 1

所，完全中学 6所，初中 9所，小学 120 所，教学点 836 个，保育院 1所。计高中学生 1,577

人，初中学生 7,357 人，小学生 51,959 人，幼儿班学生 1,862 人。教职工共 3,263 人，其中

专任教师中有师范教师 7人，高中教师 122 人，初中教师 345 人，小学教师 2,241 人，幼儿教

师 70 人。教职工中具有大专文化者 182 人。

科 技 1979 年成立县科协所属的农学会等 7个学会，会员共 267 人。镇科协 3个，会员

共 162 人。1980 年至 1982 年，全县共有 12 项科研成果和 15 项科研阶段性成果，其中玉米单

倍体育种成功为国内少见，在 1980 年于哈尔滨召开的全国玉米单倍体育种座谈会上，受到国

内外专家赞赏。经济效益最大的是石屑粉屋面防水，它比沥青屋面造价低，操作难度小，不易

老化，原料来源广，此项成果已经得到推广。1980 年评定技术职称，计有工程师 2 人，农艺

师 6人，主治医师 1人；助理农艺师 26 人，助理工程师 56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7人，助理会

计师 3人，医师 79 人；农业技术员 36 人，工程技术员 61 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14 人。

文化艺术 县有文化馆、图书馆、电影院、新华书店、文工队、广播站、电视差转台。乡

镇有转播站和文化站各 10 所。国营电影放映队 10 个，工矿企业电影放映队 3个，民办电影放

映队 27 个。图书馆藏书 3.2 万册。1983 年底统计，全县有电视机 800 多台，录相机 28 台。

卫 生 县有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血吸虫防治站、麻风防治院。乡镇有卫生院 10

所。厂矿学校有卫生室 7 个。全县共有病床 402 张，医务人员 559 人。还有中医联合诊所 9

个，中草医人员 29 入。农村集体办医 23 个，个体办医 154 个。受过训练的接生员 612 人，卫

生员 665 人，个体行医 178 人。实行计划生育的有 30,194 人，占全县应采取节育措施妇女的

78.9%。

体 育 群众体育有打榔、抛绣球、舞龙、舞狮、跳桌、武术等等。解放以来，向国家输

送运动员 2名，向自治区输送运动员 8名。



文物胜迹
万福寺 在天等镇西北 26 公里的万福山，独峙枯榕江边。南麓一巨洞直通北面山巅，数

小洞通左、右侧山腰。清时建寺洞中，亭台楼阁，层叠而上，内有文武、观音、如来三庙。历

代墨客刻诗岩壁，今佛像巳毁，寺庙狁存。

万 福 寺

百感岩 在天等镇西北 27 公里处，洞内有大小洞穴数十个，钟乳遍布，枯榕江自南向北

穿过洞底，景色壮观，《徐霞客游记》称“西来第一”。民间有侬智高据洞起兵的传说。

著名人物
黄庆金(1896－1934) 壮族。向都镇龙录村人。1927 年参加革命，1934 年 8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曾任右江赤卫军第五路总指挥、左右两江赤卫军第一路总指挥、抗日

救国军第十八军政委、滇桂边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1934

年 12 月 21 日在天保县（今德保县）那甲乡伏村被捕，英勇就义。

冯 镜(1898－1930) 壮族。又名凌元。驮堪乡驮堪街人。红八军在龙州活动期间，在冯

飞龙部任参谋。冯飞龙叛变革命后，与冯飞龙央裂，毅然回乡组织赤卫队。后任镇结县工农民

主政府主席。1930 年 11 月 9 日被叛徒暗杀。

汤学礼(1902－1930) 壮族。天等镇人。1926 年加入北伐军。1928 年 3 月在添等镇龙盘

山建立农民起义军。后任龙茗县农民协会主任、龙茗县农民自卫军纵队司令，龙茗县革命委员

会军事委员。1930 年 9 月 19 日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英勇牺牲。



重要事件
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武装暴动 1928 年 1 月 3 日，向都县巴麻根据地农民自卫军 500 多人，

攻入向都县城，揭开了向都农民武装斗争序幕。1929 年 9 月下旬，农军再次占领县城。1930

年 1 月，成立向都县工农民主政府。

镇结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 1930 年 1 月 30 日，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率一个连队开抵镇结县

城，与红七、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会合。2 月 1 日召开县农军、县农协会领导人会议，2 月 3

日，成立镇结县工农民主政府。

巴野山战役 1949 年 7 月底，国民党向都县自卫队配合靖西第六区专员公署保安队，到北

区巴麻等游击根据地“扫荡”。8 月 4日，我左江突击队与各武工中队在巴麻的巴野山与敌展

开激战，毙敌 7人，伤敌数十，我方无一伤亡。

秾茗伏击战 1949 年 9 月 16 日晚，我左江 74 团和龙茗县游击队，在秾茗乡更新伏击国民

党龙茗县特编队，毙敌 8人，敌 4人，俘敌 24 人，缴获轻机枪 2挺，步枪 29 支，手枪 5支，

手榴弹 7枚，子弹近 2,000 发。

桥皮阻击战 1949 年 12 月 14 日，国民常残兵从隆安经镇结、添等向龙茗方向逃窜。我左

江 3团和龙茗县大队，在桥皮百弄阻击，毙敌 2人，俘敌 40 多人，缴获 60 多担军用品，步枪

14 支。

土匪暴乱 1950 年 8 月 12 日，土匪约千人窜扰添等镇，我龙茗县大队跟敌人展开激烈巷

战。因众寡悬殊，三日后，我县大队被迫转移。17 日晨，武鸣军分区、龙州军分区派部队会

合镇结、龙茗县大队进剿，匪军受重创后溃散，收复添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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