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荔 浦 县

荔浦县是桂东北公路交通枢纽，农副土特产品集散中心。它以其独有的荔浦芋、马铃瓜闻名全区，

又是国家发展夏橙基地之一。农贸市场活跃，荔城镇为自治区三大农贸市场之一。近年来食品加工工

业方兴未艾。

位置面积 荔浦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东与平乐县交界，西靠鹿寨县，南与蒙山、

金秀，昭乎三县接壤，北与永福，阳朔毗邻。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58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52.1

公里。总面积 1,758.62 平方公里，合 2,637,930 亩。县治荔城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405

公里。

建置沿革 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置荔消县，因荔水而得名，是为建县之始。吴甘

露元年（265 年），于荔消县地分设荔浦、永丰、建陵、平乐四县。唐武德四年(621 年)改称荔

消州。贞观八年（634 年）又改称蒙州，贞观十二年（638 年）废蒙州重建荔浦县。宋、元、

明、清及民国因之。1949 年 11 月解放，仍称荔浦县至今。

行政区划 荔浦县现辖东镇、新坪、桂莫、青山、三河、茶城、蒲芦、大塘、花篑、双江

10 个乡和荔城、马岭、修仁 3 个镇。下设 135 个村民委员会和 6 个街道居民委员会，3,391

个村民小组。县治荔城镇共有 4,849 户，20,247 人。

人口民族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53 年

第一次

人口普查

1984 年

第二次

人口普查

1982 年

第三次

人口普查

比 1949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41649 48583 49436 63418 52.3 30.5 82.3

总 人 口 189921 195375 228653 331372 74.5 69.6 44.9

性别

构成

男 92131 94777 114842 169728 84.2 79.1 47.8

女 97790 100598 113811 161644 65.3 60.7 24.0

地区

构成

城 镇 17675 20274 20988 28887 63.4 42.5 73.6

农 村 172246 175101 207665 302485 75.6 72.7 45.7



1984 年底总人口 339,864 人，平均每平方公里 193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1.95‰。民族

有：汉族 295,506 人，占总人口 86.94%，壮族 30,788 人，占 9%；瑶族 13,481 人，占 3.9%；

其他少数民族 10 个，89 人。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境平面形状略呈不规则四边形。约七分山地三分平地和坡地。四周环山，山岭

逶迤将全县截为数块小盆地，大小河流纵横其间。地势三面高，东北偏低；南、北、中部均有

较开阔的平坦地带，是发展农业的主要基地。

山 脉 境内诸山分属驾桥岭山脉和大瑶山山脉。西北的驾桥岭山脉，为广西弧形山系东

翼北段，南起狗婆山，北至三县界，延绵数十公里，峰峦重叠，巍峨高耸。著名高峰有海拔

1,230 米的车滩尾山和海拔 1,170 米的三县界山，较高的山峰还有土凤山、六社山、六岩岭、

龙角山、莫家漕等，海拔均在 1,000 米以上。东南的大瑶山山脉，南起黑石背，东至与平乐交

界的荔浦坳，蜿蜒约 60 公里。主峰猪头山峭然突起，为全县最高峰，海拔 1,355.7 米。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山还有白面山、天鹅塘、鸡笼山、石闸门等。县内其余山岭多在海拔 400 至 600

米之间。

河 流 县内河流属珠江流域西江水系的支流。流域面积大于 10 平方公里的交流有 15 条，

呈羽状分布全县，总长 316 公里。主要河流有荔浦河和马岭河。荔浦河源于大瑶山的老山东侧，

自西南流向东北，斜贯县全境，至平乐县城上游 1公里处汇入桂江，全长 136.8 公里，境内长

89.5 公里。控制流域面积 1,603 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 92%。年平均总径流量 19.05 亿立

方米（出荔浦境），水能理论蕴藏量 14.4 万千瓦，可开发装机容量 2.7 万千瓦，1984 年已开

发 10,449 千瓦。五十年代荔浦河可通航载重 10 吨之木船，后因河床淤积和水利设施阻碍，今

已不能通航。马蛉河源于驾桥岭东侧（即三县界），自西向东流，于东镇乡山口汇入荔浦河，

境内全长 53 公里。县内溶岩地区还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

气 候 荔浦县地处北回归线北侧，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据 1956 年至 1982 年资料，年

平均降雨量 1,442.1 毫米，最多年为 1,938 毫米，最少年为 1,055.2 毫米；年平均降雨日 169

天。年平均无霜期316天。年平均日照1,536.6小时。年平均气温19.7℃，极端最高温度39.3℃，

极端最低温度-2.9℃；7月最热，平均气温为 28.4℃；1月最冷，平均气温为 9.2℃。主要气

象灾害有：洪涝，平均三年两遇，出现时间多在五六月。1982 年 5 月 10 日，日降雨量 77 毫

米，过程降水 134.4 毫米，造成洪涝，受淹稻田 17,480 亩。冰雹，平均五年一遇，发生在三

四月，危害严重的有三次。如 1966 年 4 月 29 日，在县西部形成强冰雹区，作物受毁，房屋瓦

面损失三成；1983 年 3 月 24 日及 4月 23 日又两次发生，受灾 12,532 户，瓦面受严重损坏的

房屋 18,048 间，秧田受损 10,178 亩。倒春寒，发生在 3－4月，影响早稻播种育秧，从 1956

年至 1982 年的 27 年中，在春分后出现烂秧的有 8年，基本上是三年一遇。寒露风，最早出现

日期是 9月 29 日，一般在 10 月 15 日前后，对晚稻迟熟品种的抽穗扬花有较大威胁。

土 壤 全县土壤主要分为水稻土、红黄壤、石灰土、紫色土、冲积土、沼泽土等 7 个土

类。水田土壤主要有：潴育沙泥田、潴育潮沙田、潮泥田、潮沙泥田、洪积育沙泥田、潴育灰



沙泥田、潜底田，共 139,777 亩。多属微酸性土，分布全县大部分地区。其特点是土层较深厚，

易于耕作，保水保肥力较强，宜种水稻。但冷浸田长期渍水，受冷泉水影响，土温低；石灰性

泥田土体紧实，质地粘重；这两种土约占全县水田面积 20%，不利于水稻生长。旱地土壤主要

有红壤土、硅砾土、砾石红土、棕泥土、耕型酸性紫泥土，多属微酸性，土体深厚，宜种果树

及其它旱地作物。林荒地主要有沙页岩红壤、沙页岩水化红壤，硅质页岩红壤等，共 170 多万

亩，土层深厚肥沃，宜发展针、阔叶林。

资 源 矿藏：县境有锰、铜、铁、铅锌、铝、重晶石、方解石、白云石、石英石、石灰

石、硫铁矿、煤等。其中：锰矿藏量 100 多万吨，品位为 22%；铜矿藏量 1.5 万多吨，品位为

2－3%。均已开采。石灰石储量丰富。森林：主要以马尾松、杉木为主；竹类主要是毛竹。动

物：较珍贵的有麂子、果子狸、穿山甲，鹰嘴龟、眼镜蛇、广蛇、银蛇、鹧鸪、竹鸡。鱼类共

有三十多种，娃娃鱼（亦称鲵鱼、海狗鱼）为稀有珍贵品种。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荔浦 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 14,740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420%，比 1978

年增长 41.24%，比 1983 年增长 2.6%。1978 年以来年递增率 5.9%。1984 年人均产值为 433 元，

比 1940 年增长 19.60%，比 1978 年增长 30.8%。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78 年 1983 年 1984 年
1978 年

以来递

增率%

金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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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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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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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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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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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8

1726

136

189

177

100

65.7

20.4

7.2

6.7

7475

4126

465

1137

1719

28

100

55.2

6.2

15.3

23

0.3

9538

5591

365

1856

1688

35

100

58.6

3.8

19.5

17.7

0.4

8986

4973

475

2062

1421

55

100

55.3

5.3

23

15.8

0.6

241.9

188.1

284.7

651.9

-68.9

20.2

20.5

2.2

81.4

-17.3

96.4

-5.7

-11.1

30.1

10.9

-15.8

57.1

3.1

3.2

0.4

10.4

-3.1

11.9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面积 299,712 亩，农业人口 309,261 人，人均耕地 0.97 亩。其

中水田 231,983 亩（旱涝保收田 218,846 亩）；旱地 67,729 亩。有全劳动力 167,536 人，半劳

动力 17,950 人，平均每个劳动力有耕地 1.79 亩。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农田水利设施的改善，

不少旱地已改为水田。粮食生产以双季稻为主。一般实行稻——稻——豆，稻——稻——肥耕

作制，亦有旱造种粮晚造种经济作物的做法，以促使水田地力和粮食单产不断提高。1982 年

全县平均亩产 684 斤。近年来因农业结构的调整，有的耕地已退耕还林、还牧，面积相应减少。

1984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5,739 台，41,709 马力。农机总动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13.9 马力，其中耕作机械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5.5 马力。

粮、油、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六年间粮食年递增 2.1%，油料年递增 34.9%，糖



蔗年递增 10.6%。1984 年粮食总产 27,274 万斤，比 1983 年减 16.2%，比 1978 年增长 13.5%。

油脂总产 64 万斤，比 1983 年增长 34.3%，比 1978 年增长 47.1%。粮食收购（粮食年度）4,579

万厅，比 1 983 年减 26.2 qo，比 1978 年增长 40.5%。油脂收购 25 万斤，比 1983 年增长 31.6%，

比 1978 年增长 4.2%。糖蔗总产 8,691 吨，比 1983 年增长 62.1%，比 1978 年增长 79.2%．

林 业 全县有林面积 89.17 万亩，其中用材林面积 57.35 万亩，占山地面积的 32.4%；

立木总蓄积量为 153.4 万立方米，用材林蓄积量为 88.6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 33.3%。主

要是松、杉、竹和阔叶混交林，还有油茶、油桐、柑桔、夏橙等经济林。

牧 业 全县大牲畜主要是牛，用于耕作劳役。1984 年底存栏 37,901 头，比 1983 年增长

9.2%，比 1978 年增长 28.9%。主要家畜是猪，1984 年全县总饲养量 420,357 头，比 1983 年增

长 4.2%，比 1978 年增长 48.5%，年底存栏 120,651 头，出栏肥猪 83,706 头，出栏率为 71.2%。

养猪事业正在不断发展，已有养百头猪的专业户。

副 业 农户主要从事养鸡、鸭、鹅，兔、蜂、蚯蚓，种蘑菇、凤尾菇、香菇、木耳，加

工豆制品、淀粉、芒制品、木器、家具和酿酒等。1984 年全县农村有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的

“两户一体”5,345 户，比 1983 年增加 5倍多，占全县农户 9.3%。农村经济正由自给性的自

然经济向商品化发展。

渔 业 全县可养殖水面 12,219 亩，其中池塘 1,174 亩，山塘水库 10,924 亩，河沟 121

亩。以养殖草鱼、鲢鱼、鳙鱼、鲤鱼为主，1984 年成鱼产量 51.71 万斤。县内设有国营水产

养殖场 1个，职工 17 人，养殖水面 70 亩，主要繁殖鱼苗。近年来农户养鱼日渐增多。

土特产品 荔浦芋：剖之现槟榔纹，亦称槟榔芋。一般个重二至三斤，大的可达五、六斤。

含有丰富的淀粉和多种维生素，肉质软，粉酥松，味芬芳，在国内外久享盛誉。1984 年产量

达 346.59 万斤。用荔浦芋与猪肉制成的“荔浦芋扣肉”为全国名莱。

夏橙：其特点是，头年春天开花挂果，次年三月底四月初收获，果形大，产量高，果汁甜

酸适宜，维生素含量丰富，春末夏初食之沁人心脾。以桂夏和茯苓夏两个品种为最佳。现己定

为国家发展夏橙基地县之一。1982 年县建立了夏橙技术推广站，培育良种苗木。1984 年得到

世界银行贷款 833 万元发展基金，己种植 1.1 万亩，年产量达 200 多吨，大部分销售港、澳。

计划 1986 年发展到 1.7 万亩，1987 年增加到 3万亩。

荸荠：亦名马蹄。清甜鲜嫩，肉质酥脆，尤以皮红、蒂短、个大者为佳，可与桂林马蹄媲

美。削皮生食，清甜可口，还可作菜肴佐料，可加工成糖水马蹄罐头和荸荠粉等食品。县内广

为种植，1984 年产量达 1,335.85 万斤。

青麻：又名苎麻。其中鸟龙麻有悠久历史，一年可收获三至四次。纤维坚韧细长，属麻类

优良品种之一，远销国内外，1984 年产量达 15.79 万斤。

生姜：盛产于县境山区。1984 年产量达 3.5 万多担。生姜不仅可用于医药和调味，还可

综合利用，提取姜油后，再加工成姜脯、姜冲剂、姜汁露、姜片、姜粉和姜糖等。

果蔗：有青皮、黑皮两种，皮薄质脆而软，汁多而清甜。产于平原地区，1984 年产量达

1,165.85 万斤。



茶油：为县内民间的主要食用油之一，亦可作工业用，茶麸可作肥料和洗涤之用。1984

年全县有油茶面积 14.18 万亩，产茶油 58 万斤，东镇、新坪产量最多，且油质清香透明，素

有“东乡油”之美称。

蘑菇：食味鲜美。可加工成罐头或盐渍蘑菇，畅销国内外。1984 年己大量利用冬闲稻田

栽培，产量达 34 万斤。

马铃瓜：是西瓜类优良品种之一，形似马铃，呈长椭圆形，一般在 2－3斤左右，表面青

黄，间以深绿色条状花纹。瓜瓤有红、黄两种，皮薄瓤沙，清甜可口，止渴解署，为夏季水果

住品。民间素有种植习惯，以马岭产为最好。

荔浦麻鸭：有悠久饲养历史，羽毛呈麻花色，故名。每只体重 3至 4斤，产蛋多，肉细嫩

而味好，属鸭类优良品种之一。境内农村普遍饲养，1984 年饲养量达 28.77 万只。

水 利 1949 年县内水利工程仅有蒲芦河的合江坝、象鼻坝，修仁河的蚂蝗坝，均为浆砌

片石结构，总长 220 米，可灌溉总面积 25,000 亩，其余多是简易卵石坝。亦有以水车提水灌

溉。建国后，大力兴修水利，现全县己有蓄水工程 379 处，总库容 15,538 万立方米，有效库

容 9,466 万立方米，可灌溉面积 177,500 亩；引水工程 347 处，灌溉面积 59,600 亩；排水工

程 192 处，装机 204 台，灌溉面积 5,700 亩；同时兴修防洪堤 7处，长 30.6 公里，可防洪保

障面积 15,300 亩。

工 业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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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206

206

100

100

2961

2311

650

100

78

22

4831

4236

595

100

87.7

12.3

5754

5273

481

100

91.6

8.4

2693.2

2459.7

94.3

128.2

-26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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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县内仅有织布、染布、榨油、酿酒、小农具和小五金等手工业加工作坊，产值 206

万元。1984 年底全县工业总产值为 5,754 万元，其中净产值为 1,345 万元。有工人总数 11,789

人。国营厂矿企业有造纸、罐头、食品、印刷、酿酒、装饰板、锰矿、铜矿、农机修造、汽车

修配、大米、糕点加工等 27 家，有工人 4,327 人，产值 2,906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50.5%。

主要工业产品有罐头、机制纸、锰矿石、装饰板及食品机械等。最大的企业是荔浦罐头食品厂，

有职工 244 人，年产罐头 5,092 吨，产值 1,160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20.2%，占全县全民

所有制工矿企业产值 39.9%。集体所有制企业 70 家，从业人员 1,974 人，主要从事棉织、皮

鞋、镜画、罐头、食品、饮料及服装生产等，产值 1,627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28.3%。

乡镇企业，1978 年产值 815 万元。1984 年底，全县有企业 199 个，从业人员 3,297 人，

主要从事建材生产、建筑、修理、食品加工、芒制品及运输等业，总产值达 1,691 万元，其中



工业产值 1,185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20.6%，占乡镇企业收入的 70%。

城镇个体手工业户 13 户，产值 36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0.6%。

1978 年以来，县内生产的名牌产品有：水银镜画：图案美观，颜色鲜艳，镜面清晰，被

自治区列为重点生产厂家，1984 年生产 3 万多块。上线皮鞋：款式新颖，造型别致，制作精

美，色彩和谐，美观大方，获中南区评比笫二名。1984 年各款式皮鞋产量达 5 万多双，畅销

区内外。细篾竹箱和芒制品：工艺精致，花纹美丽，造型生动，深为海外朋友所喜爱，远销欧

美各国和港、澳地区。1983 年出口芒制品总产值为 397 万元。县内女农民李兰英编织的工艺

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她从 1979 年至 1983 年，为国家创外汇 80 多万美元。

1984年全县食品工业产量达1万多吨，产值3,406万元，其中荔城镇达697万元，占20.5%。

全县工业产品结构的发展趋势，将以食品工业为主。

电力：1984 年全县总装机容量 13,428 千瓦，总发电量 1,712 万度。其中小水电 195 处，

装机容量 10,449 千瓦，发电量 1,379 万度。较大的水电站有长滩和大江两处，装机容量占小

水电装机容量 60.5%。全县现有 35 千伏安区域变电站 4座，主变电变压器 8台，容量 17,950

千伏安；10 千伏配电变压器 170 台，17,775 千伏安。有 10 千伏以上输电线路 298 公里。用电

装机负荷 16,403 千瓦。全县电力供应以水电为主，旺水季节供电情况较好，枯水季节则严重

不足。目前已开始并接桂林电网，预计 1985 年 10 月可接通供电。

交 通 县内交通以公路为主。全县现有公路 20 条，总长 237 公里。1984 年底有各种汽

车 334 辆，比 1949 年增长 46 倍多。全县 13 个乡镇，每天都有客车往返，可通汽车的行政村

84 个。占全县 141 个村（街）的 60%。1984 年旅客周转量为 52,044,849 人/公里，货物周转

量达 8,394,780 吨/公里。县城每天有客车发往桂林、柳州、梧州、八步、平南、鹿寨、金秀、

恭城、灌阳、平乐、蒙山、太平、桐木等地；有隔日开往南宁的班车；还有柳州至梧州、八步、

昭平、钟山、平南、恭城、阳朔、太平的对开班车和桂林至平南、昭平、蒙山、濛江的对开班

车经过县城。计日通过量，客车 70 班次，货车约 2,000 台次。

繁忙的汽车运输



邮 电 县内有邮电局、支局、所共 13 处。邮路单程总长 1,499 公里。全县通邮的自然村

占 84%。农村电话线路 502 杆程公里，市话中继线 180 杆程公里。1979 年开始安装载波电话，

1984 年有载波电路 27 条，载波电报 1 条，长途电话、有线电报总数 14 条。全县安装电话单

机 783 部，其中农村电话 423 部。全县 138 个村（街）委会通电话。

商 业 1984 年全县商业网点 3,072 个，平均每万人有 90 个，从业人员共 5,634 人。其

中国营网点 92 个，从业人员 1,039 人；供销合作社网点 278 个，从业人员 776 人；集体网点

140 个，从业人员 969 人；个体网点 2,550 个，从业人员 2,836 人；农村代销店 12 个，从业

人员 14 人。社会商品零售额 5,036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72.6%。本县集市贸易全区闻名。全

县市场总面积 39,090 平方米，其中覆盖市场占 71.9%。集市贸易购销两旺，生机勃勃。1984

年贸易成交额达 2,447 万元。1983 年国营和供销部门收购农副产品总额 2,413 万元。1982 年

收购出口商品总额（按计划价）645.6 万元，为历史最高值年份，比 1978 年增长 1.24 倍（含

实际出口和转内销部分）。荔城镇市场为自治区三大市场之一。有圩场 38 幢，共 12,180 平方

米，另有露天市场 6,200 平方米。每逢圩日，赶集群众常有 5万人左右。上市商品极为丰富，

大米、猪肉、生猪、牛、鸡、鸭、 蛋品、生姜、蔬菜、荸荠、果蔗、柑橙等应有尽有，猪肉

上市量一般在 4万斤左右。除本县群众和四邻市、县顾客购买外，还大量销往广东、湖南、河

北、河南、陕西等省。其它乡镇市场比较大的是马岭和修仁市场。马蛉市场为国家市场司物价

重点统计点，1984 年集市贸易成交额为 389 万元，占全县贸易成交总额的 15.9%。

财政金融 1984 年县财政收入 718 万元，加上级补助和上年结余，计 1,167 万元。财政支

出 1,102 万元。全县城乡储蓄余额 1,824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48.5%；其中农村存款 568 万

元，比 1983 年增长 56%。农贷款发放 994 万元，收回 834 万元，分别比 1983 年少放 8.5%，少

收 10.9%。工商贷款发放 3,005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51.9%，比 1983 年增长 32.4%。

人民生活 1984 年全县人均有粮 803 斤，比 1978 年增长 5.2%，比 1983 年减 17.3%。人均

国民收入 329 元，比 1978 年增长 85.9%，比 1983 年增长 3.8%。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工

资 80 元（含奖金及补贴），比 1978 年增长 70.2%，比 1983 年增长 23.1%；集体企业职工人均

月工资 59 元，比 1983 年减 6.3%；全县人均储蓄 53.7 元，比 1983 年增加 17 元。全县城乡建

新房 3,731 户，共 135,414 平方米，比 1983 年增加 1,601 户，26,858 平方米。1984 年全县有

自行车 58,656 辆，比 1978 年增长 1倍多，比 1983 年增长 17.3%。截至 1984 年底止，全县已

有电视机近 3,000 台，录像放映机 15 台。

文 化
教 育 建国前，有县立初中 2所，学生 700 人；简易师范 1所，学生 225 人；完全小学

22 所，学生 3,084 人；初级小学 228 所，学生 10,595 人；幼儿园 1所，63 人。

1984 年全县有完中 4所，学生 2,278 人；初中 29 所，学生 9,042 人；农业初中 2所，学

生 147 人。教职员 1,081 人，其中大专文化的 256 人，中专文化的 315 人。小学 159 所，学生

47,001 人，共有小学教职员 2,146 人（民办教师 1,214 人），其中中专文化的 305 人，小学文

化的 141 人。幼儿园（班）19 所．101 班（含学前班），入园儿童 3,367 人，教职员 125 人。



教师中被评为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表先进个人和全国工会积极分子、全国优秀班主任各 1

人。

科 技 全县有农科所、林科所、农机研究所、科技情报研究所和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 5

个科研单位，各乡（镇）设有农业技术推广站 13 个。县内有农学、林学、水电、畜牧水产、

数理化、青少年科技辅导员、中医、医学、护理学、轻化工、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地质矿业、

会计、统计等专业学会、协会 15 个，共有会员 1,119 人。管理学会正在筹建中。县科委办有

科技实验示范场，对全县科技实验进行示范和指导。自 1973 年以来的 11 年中，取得科研成果

41 项，其中煤灰砖成型机、荔浦省柴炉、远红外线烘道，分别获自治区科研成果四等奖。1984

年有各类自然科学专业技术人员 691 人。其中主治医师 10 人，工程师 11 人，农艺师 6人，兽

医师 1人；助理工程师 81 人，助理农艺师 30 人，助理兽医师 11 人，医师 146 人。

文化艺术 县文化馆 1 个，职工 18 人；乡（镇）文化站 13 个，职工 13 人，共藏书 3 万

册。县图书馆 1个，职工 8人，藏书 6.9 万多册；村、队图书室 18 处，人员 18 人，藏书 1.8

万册。县影、剧院各 1座，乡（镇）有电影院（场）13 处，职工 178 人。1984 年县专业、业

余文艺工作者创作文学剧本 13 个，其中桂剧《凤凰寨》己由广西电视台拍制成电视剧；彩调

剧《致富人家》获自治区创作二等奖和演出二等奖。县新华书店有发行点 13 个，职工 24 人。

县有广播站 1个和乡（镇）广播放大站 13 个。1974 年建了 50 瓦电视差转台 1座，1981 年建

100 瓦彩色电视差转台 1座。

卫 生 1949 年县城仅有 1 所医院，16 个医务人员，10 张病床；4 家私人诊所。1984 年

有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各 1所，医务人员 293 人，比 1978 年增加了 1倍多；各乡镇医院共 13

所，医务人员 360 人；校医务室 10 个，医务人员 13 人。县有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 1所。全

县共有病床 380 张。农村有卫生室 132 个，城镇私人开业诊所 137 家。1984 年全县育龄妇女

实行计划生育的有 34,293 人，占育龄妇女 75.27%。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夫妇 960 对。

体 育 县城现有 2.2 万平方米的田径场 1处，灯光球场 1处，旱冰场 2处，业余体校大

楼 1 座，面积 1,248 平方米。1984 年荔浦中学被评为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先进单位，并获

国家体委和教育部的奖励。1982 年一位体育老师获国家授予全国千名优秀体育老师荣誉证书

和金质奖章。1983 年一名学生获自治区男子少年 200 米赛第一名；两名女学生获全国传统项

目田径女子 4×100 米接力赛第三名。一名业余武术拳师获国家授予全国千名优秀武术辅导员

荣誉称号、荣誉证书和金质奖章。1984 年荔浦县被评为自治区施行《国家体育锻练标准》先

进县。

特殊风俗 瑶族人家不论有男孩与否，皆喜留女招婿。结婚之日，男女宾客对歌通宵达旦。

歌词多以爱情、和睦、勤俭持家、劳动致富为内容，抒发亲友寄予新夫妇的殷切期望。

五月五日端午节，过去民间喜折蒲、艾插户，饮菖蒲雄黄酒，取百草为药煎汤沐浴，意在

灭病消灾，至今仍喜用端午节所采的草药，是日城乡集市，几乎百草成集，药香满圩，买卖者

风靡终日。



文物胜迹
荔浦塔 在县城东南，荔浦河西岸。塔体呈八角形，底部占地 30 平方米，高 33.38 米，

分七层，为砖木结构。每层绘有壁画，檐镶黄色琉璃瓦，檐角均塑狮子，麒麟等。登塔可览县

城全貌。始建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18 年），称文塔，原为五层，顶层为魁星阁。光绪五年（1879

年）增建二层。同期于河彼岸建一笔塔，与文塔对峙，形成文笔一对。后笔塔拆毁，现存文塔。

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荔浦塔

马岭古墓群 在县城东北 16 公里马岭的永明、凤凰、新寨境内，分布于桂荔公路东侧。

1965 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73 年发掘 10 座，考证为汉至南朝古墓。墓室有土坑、砖、石室三

种。出土文物以陶器为主，有少量铜、铁器，亦有玛瑙、串珠等，形制、纹饰均具地方特色。

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小青山风景区 位于马岭镇北 3公里，桂林至荔浦公路东侧之小青山村周围约 1平方公里

处。区内有山、泉、岩及古墓群，错落其间，自然景观清幽秀丽，胜迹怡人。其中：

小青山、朝寨山：两山皆平地突起，相距约 500 米，互为犄角之势，陡峭挺拔，峻秀巍峨，

外有曲劲苍林，茂然绝壁之上；内有幽深溶洞，相互贯通其间。

荔枝泉、干糯泉：同出莲花山南侧，相距约 500 米，荔枝泉口对小青山，干糯泉口对朝寨

山。两泉泉水皆清冽甘洁，烹茗咸宜，冬暖夏凉，常年不竭，且时有鱼跃。

通天岩：岩内总长约 250 米，有 6个主洞，分 4层；下层有地下河，河水清澈，时有鱼游；

上层可仰视兰天，静观风云变幻，俨然天外有天，岩中乳石峥嵘，千姿百态，目不暇览。

星子岩：岩内总长约 130 米，洞室幽深，蜿蜒曲折，分上中下 3层。下层有一乳石，长约

6米，形似巨蟒，头部及身部直径约 20 厘米，尾部直径仅 7厘米，曲腾六折，鳞片规则有序，

闪烁发光，呈黄红色，由北向南横亘洞府，栩栩如生，格外引入注目。至于形似珍禽异兽、奇

花异草之乳石，比比皆是，令人惊赞不绝。以上胜迹极有旅游开发价值。



著名人物
陈 嘉(1838－1885) 字庆余。马岭镇福德村五更地人。清千总，副将，贵州安义镇总兵，

记名提督。中法战争时（1883－1885 年）为广西提督苏元春部将。光绪十一年（1885 年）2

月 23 日，法军大规模入侵镇南关，陈指挥所部抗击数昼夜，负伤四次不下火线，大败法军于

关前隘；同年秋因战伤复发，病卒于龙州。其墓在今五里亭，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满谦子(1903－1985) 青山乡满洞屯人。1935 年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解放前历

任广西省教育厅音乐编审、广西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等职。解放后，曾任广西政协常委，文联副

主席，广西艺术学院院长等职，为我区艺术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他又是一位出色的男中音歌

唱家和优秀的合唱团指挥。对桂剧唱腔的改革、创新和发展，有独到见地，著有《桂剧音乐》、

《桂林话与桂剧唱腔》、《文场曲艺的发展》等。

重要事件
兰洞会议 1949 年 9 月中、下旬，中共桂东特派员吴赞之在大塘大兰洞油榨召开会议。与

会者有荔消、蒙山、修仁、阳朔、恭城、昭平等县地下党负责人。会议围绕“迎军支前”问题，

研究如何放手发动群众，发展组织（党、团、农民翻身会），发展武装，筹粮、筹枪及开展统

战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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