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壮族自治区简介

一

四季常青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位于祖国的南疆。南临北部湾，东南连广东，东北接湖南，

西北靠贵州，西与云南接壤，西南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毗邻。面积 23.6 万多平方公里，占

全国总面积的 2.46%。人口 3,805.83 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约 161 人。

广西历史悠久，很早就有人类居住。距今二、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柳江人”、

“麒麟山人”在这里活动。春秋战国时期为百越之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秦

王朝统一岭南，设置南海、桂林和象郡，广西大部分地区属桂林郡，故后来简称为“桂”。秦

末农民大起义，南海尉赵佗并桂林、象郡，建立南越王国。公元前 112 年，汉武帝出兵平定南

越王国后，在今广西境内设置苍梧、郁林、合浦三郡。三国时期，广西地区分属吴、蜀。晋朝

统一南方后，广西境内设苍梧、郁林、桂林、晋兴、宁浦、永平、合浦、始安、临贺等郡。南

北朝时期，广西相继隶属于南朝的宋、齐、梁、陈。隋朝，境内设始安、永平、郁林、苍梧等

郡。唐朝，广西属岭南道，后岭南道分为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广西大部分属岭南西道。五代

十国时期，广西地方分属楚国、南汉。宋朝，广西称广南西路，简称“广西路”，是为“广西”

名称的由来。元初，隶属湖广行中书省。元末，设立“广西行中书省”，这是广西设省之始。

明代，改设为广西布政使司。清代设广西省。民国时期因之。从元朝至民国，广西省会或治所

均设在桂林，1912 年省治由桂林迁南宁。1936 年又由南宁迁回桂林。

1949 年 12 月 11 日，广西金境解放。解放之初，设广西省，下辖宾阳、桂林、柳州、梧

州、平乐、客县、武鸣、庆远、百色、崇左 10 个专区和南宁、桂林 2个省辖市，以及柳州、

梧州 2个专区辖市。全省共 98 个县。1950 年 2 月 8 日，广西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省会设南

宁市，并改柳州、梧州市为省辖市。1952 年，政务院将广东省辖的北海市及钦廉专区划入广

西，改称钦州专区，将广西怀集县划归广东。1955 年，复将北海市和钦州专区划归广东。1965

年，再将北海市及合浦专区划归广西，仍称钦州专区。

1952 年 12 月 9 日，根据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壮族聚居的广西西部邕宁、宜山、百

色三个专区，成立桂西壮族自治区。自治区人民政府设在南宁市。1956 年，根据我国宪法规

定，将桂西壮族自治区改为桂西壮族自治州。1958 年 3 月 5 日，全国人大通过决议，建立省

一级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现金区分设南宁（辖邕宁、武呜 2县）、柳州（辖柳江、柳城 2县）、

桂林（辖临桂、阳朔 2县）、梧州（辖苍梧县）、北海（含防城港）5个自治区辖市，南宁、柳

州、桂林、梧州、玉林、百色、河池、钦州 8个地区。地区下辖 59 个县、10 个民族自治县（金

秀、都安、巴马、富川瑶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龙胜、隆林，防城各族自治县）和 6个县级市（凭祥、合山、钦州、玉林、百色、河池市）。

秦代以前，广西居住着土著民族，地广人稀。秦代以后，中原汉族陆续迁入，明、清两代

尤多，因而人口急剧增长。清末到抗日战争之前，每年平均约增加十七万人。抗日战争开始到

解放前夕，由于遭受日军的严重破坏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加上天灾频繁，疾病流行，因此人



口增长极为缓慢，每年平均仅增加五至六万人。解放后，随着经济和卫生事业的发展，人民生

活的提高，人口增长率显著上升。1949 年广西人口为 1,842 万人，1983 年底增加到 3,733 万

人，三十四年间人口净增 1,891 万人，增长 102.66%，平均每年增加 55.62 万人。近年来，计

划生育工作有所加强，但效果不理想。1983年末比上年末增加48.82万人，自然增长率为12.9‰。

1984 年末比上年末增加 72.9 万人，自然增长率为 22.47‰。

广西居住着壮、汉、瑶、苗、侗、仫佬、毛难、回、京、彝、水、仡佬等 12 个民族。据

1982 年 7 月 1 日的统计（下同），全区少数民族 1,394 万多人，占全区总人口的 38.3%；汉族

人口 2,248 万多人，占全区总人口的 61.7%。汉族大多居住在广西东部及东南部，少数民族大

多居住在广西中部、西部和西南、西北、东北部。

广西的壮族人口 1,233 万多人，约占全国壮族人口 1,337 万多人的 92.2%，占全区总人口

的 33.86%。壮族主要聚居于南宁、百色、河池、柳州 4个地区。

广西瑶族人口为 86.3 万多人，约占全国瑶族人口 140 多万的 61.6%，主要聚居在都安、

巴马、金秀、富川 4个瑶族自治县。

苗族在广西有 33.8 万多人，约占全国苗族人口 503 万多人的 6.7%。主要居住在融水、隆

林、三江、龙胜 4个自治县以及西林、资源、南丹等县的山区。其中以融水苗族自治县最集中，

共有 14.4 万多人。

侗族在广西有 22.9 万人，约占全国侗族人口 142 万多人的 16%。主要分布在三江、融水、

龙胜 3个自治县以及融安、罗城等县。其中聚居在三江侗族自治县最多，有 14.4 万多人。

全国仫佬族几乎都聚居广西，全区仫佬族人口有 8.87 万多人，约占全国仫佬族人口 9.04

万人的 98%以上，主要分布在罗城、宜山、柳城、都安、忻城等地。其中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是

最大的仫佬族聚居区，有 6.9 万多人。

毛难族在广西有 3.79 万多人，占全国毛难族人口 3.81 万多人的 99%以上。主要分布在环

江、河池、南丹、宜山等县。环江县的下南乡是毛难族的主要聚居区，毛难族人口占该乡人口

的 82%以上。

京族在广西共有 9,800 多人，占全国京族人口 11,900 多人的 82%以上，分布在防城各族

自治县江平乡的澫尾、巫头、山心、潭吉等地。

回族在广西共有 19,000 多人。主要分布在桂林、柳州、南宁 3市和临桂、灵川、永福、

鹿寨等县。

彝族在广西的人口 4,600 多人，主要聚居在隆林、那坡、西林等县（自治县）。

水族在广西有 4,000 多人，分布在南丹、宜山、融水、环江、河池等县（自治县）。

仡佬族在广西有 900 多人，大多居住在隆林各族自治县。

广西各少数民族中，除回族使用汉语外，其他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解放前，壮族人

民曾借用汉字的形、声、义，创造了一种方块壮字，在民间使用已有几百年的历史。1955 年

国家帮助壮族创制了一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壮文，于 1957 年 11 月正式推行，“文化大

革命”中被迫中断。1980 年 5 月，自治区党委决定恢复推行使用壮文，并对原《壮文方案》



进行修改。1982 年 3 月，《壮文方案》（修订案）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公布推行使用。在服

饰、饮食、居住、生产、婚姻、节日等方面，各民族仍然保持着自己的风俗，随着社会的发展

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自觉改进了某些习俗。人民政府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勤劳勇敢和富有革命传统的广西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共同劳动和革命斗争中，艰苦奋斗，

辛勤劳动，创造了广西的历史和文化，开发和保卫了祖国的边疆。特别是近百年来，他们团结

战斗，前仆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851 年，广西各族人民举行震撼世

界的金田起义，掀起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太平天国革命。在中法战争

中，各族人民奋起抗击法国侵略者，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镇

南关大捷。辛亥革命时期，广西各族人民积极参加反对清王朝的斗争，举行两次钦廉起义和镇

南关起义，响应武昌起义。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壮族人民忠诚的儿子、优秀的共产党

员韦拔群同志，在右江流域领导各族人民开展打击封建军阀和土豪劣绅的农民运动。1929－

1930 年，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代表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领导下，举行著名的百色起

义和龙州起义，先后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在左江、右江和红水河一带建立了

工农民主政权，成为全国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抗日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广西各族人民

在广阔的地区内展开了游击战争和各种形式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49 年 12 月 11 日，胜利的

五星红旗插遍了广西。从此，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入了当家作主、建设社会

主义新的历史时期。

二

广西位于云贵高原的东南，总的地势是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全区四周被山地围绕，呈盆地

状，有“广西盆地”之称。境内山多田少，海拔 800 米以上的中山地带，占全区总面积的 34.8%；

海拔 500－800 米的低山地带，占 18.3%；海拔 250－500 米的山丘，占 10.8%；海拔 250 米以

下的丘陵占 10.9%；台地（包括阶地）占 8%；平原（包括盆地）占 14.4%；河流水库占 2.8%，

故人称广西是“八山一水一分田”。

广西边缘山脉大致可分四组：桂东北边缘山脉，包括苗儿山、越城岭、海洋山、都庞岭、

萌渚岭等，是我国南岭山脉的组成部分；苗儿山主峰海拔 2,141 米，为广西最高峰。桂东南山

脉，包括云开大山、大容山、六万大山、十万大山、四方岭、大青山和六韶山，略呈一大弧形

包绕于广西南部。桂西北边缘山脉，包括金钟山、岑王老山、青龙山、东凤岭等，属云贵高原

的边缘部分；桂北边缘山脉，包括九万大山、大苗山、大南山和天平山。广西境内的山脉，多

呈弧形结构，其中广西中部的弧形山脉表现最明显，最完整。它的东翼为由东北－西南走向的

驾桥岭和大瑶山，西翼为由西北－东南走向的都阳山和大明山组成，二列山脉在黎塘南面的镇

龙山会合，构成完整的弧形。

广西的丘陵分布很广，凡山脉前缘或谷地、盆地边缘均有分布，但以桂南分布最广。桂南

边缘山脉的南麓，丘陵起伏，土层深厚，土质肥沃，气候炎热，雨量充沛，适宜发展热带作物。



广西的平原分布零星，面积较小，土层比较浅薄。但水、热条件普遍较好。其中右江盆地、

浔江平原、玉林盆地、南宁盆地、南流江三角洲、宾阳－武陵山前平原等，是广西粮食、经济

作物和亚热带水果生产的重要基地。

广西境内石灰岩地层分布很广，其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一半以上。石灰岩不仅分布广，而

且岩层厚，质地纯，褶纹断裂发育，加之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致使溶蚀作用加强，岩溶地貌

广泛发育，所以广西成为中外闻名的岩溶地区。岩溶地区多奇峰异洞，风景优美，特别是桂林

到阳朔一带，无数的奇峰拔地而起，清澈的漓江穿流其间，山光水色，互相辉映，气象万千，

美不胜收，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之美誉。

广西河流众多，水量丰富，河流总长度约三万四千公里。其中集雨面积在一千平方公里以

上的河流有 69 条。广西河流分属珠江水系、长江水系和独流入海三个系统。属珠江水系的河

流有784条，集雨面积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占广西总面积的85.8%。珠江水系的干流金长1,595

公里，其主源是南盘江，发源于云南省沾益县马雄山，流至贵州册亨县蔗香和北盘江汇合后称

红水河。红水河至象州县石龙纳入北来的柳江后称黔江，至桂平会合郁江后称浔江，至梧州汇

合桂江后称西江。主要交流有郁江（上游为左、右江）、柳江、桂江、贺江等。属长江水系的

河流有 30 条，主要有湘江、资江。通过在兴安县的灵渠，把珠江和长江两大水系连结起来。

在广西南部独流入北部湾的河流有 123 条，主要有南流江、钦江等。此外，还有那坡县的百都

河，属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红河水系。

广西的水资源丰富，全区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2,280.7亿立方米，平均每年每人拥有6,190

立方米。广西的水能资源蕴藏量为 1,700 多万千瓦，其分布主要集中在红水河－黔江河段上，

易于开发，经济效果好。从天生桥高坝至大藤峡可兴建十座梯级电站，总装机容量可达 1,112

万千瓦，占广西水能装机容量的 78%左右，现已列为全国近期开发的十大水电基地之一。

广西南临北部湾，海岸曲折，港湾众多。海岸东起英罗港，西至北仑河口，全长 1,478

公里。较大的港口有北海港、防城港、珍珠港、企沙港、龙门港、涠洲港、铁山港。较大的海

湾有防城湾、铁山港、北海港、钦洲湾、珍珠港、大风江。沿海大小岛屿 697 个，较大的有涠

洲岛和斜阳岛，山心、巫头、澫尾三岛已筑堤与大陆连成半岛。防城港是我国沿海最西端的天

然良港，南（宁）防（城）铁路通车后，将成为我国中南、西南地区进出口物资的重要海港口

之一。

广西的矿藏资源丰富，被誉为“有色金属之乡’。其中锰、铝、锡、锑、钨、铅、锌等，

在金国均占有重要地位。锰的储量和产量均居全国首位。锡的储量居全国首位，产量居全国第

二位。锑的产量居全国第二位。铝的储量居全国第四位。钨的储量居全国第六位。铅、锌的储

量和产量均在全国有一定地位。非金属矿产有石灰石、压电水晶、滑石和煤等。其中石灰石不

仅质量好，而且储量之多难以计算。压电水晶储量居全国第一位。滑石储量居全国第二位。煤

的储量较少，居全国第二十位，为我国南方缺煤省区之一。

广西地处低纬，北回归线横贯中南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气温高，热量丰富，雨量充沛，

夏湿冬干。区内各地气候，由于距海远近不同和地形影响而有显著的差异。



广西气温的年变化，以 1 月最低，7月最高；自 1月起逐月上升，至 7 月达最高温。7 月

以后则趋下降。年平均气温在17-22℃之间，一般自北向南递升。全区1月份平均气温在10-14℃

之间。由南而北，逐渐递降。7月份平均气温一般在 28℃以上，大致由山区向平原递增。广西

大部分地区全年无霜期在 300 天以上，桂北地区不足 300 天，南部沿海地区则全年无霜。

广西是我国多雨地区之一，年平均降雨量在 1,250-1,750 毫米之间。年降雨量的分布，一

般是南北部多，中西部少。桂南的东兴镇年雨量约 2,700 毫米，是全区降雨量最多的地区。桂

西的左、右江谷地和明江流域一带，年雨量在 1,500 毫米以下，是全区降雨量较少的地区。因

受东亚季风影响，年降雨量约 80%集中在 4－9 月。此时雨量丰沛，雨热同季，对农作物生长

十分有利。但由于降雨在季节上分配不均，水、旱灾害时有发生，其中干旱是广西最主要的自

然灾害。

广西地处低纬，又临近海洋，大气中水气丰富，形成云雾多，日照较少，大部分地区年日

照时数在 1,600-1,800 小时之间。其中北部湾中的涠洲岛日照时数为 2,248 小时，是广西日照

时数最多的地方。桂北山区和大瑶山区在 1,400 小时左右，金秀瑶族自治县仅为 1,331 小时左

右，是广西日照最少的地区。

广西受台风影响的季节在 5-10 月，尤以 7-9 月出现最多。受台风影响的地区主要是挂南

的钦州地区和玉林、南宁二地区的南部。、台风风力由沿海向内陆、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弱，

风力一般为八至十级，沿海地区有时可达十一、十二级。台风常常伴有暴雨，对农作物、渔业、

航海和人民的生命产财危害较大。

在农历寒露前后，正当晚稻抽穗扬花时节，冷空气从北方南下（称寒露风），气温突然下

降，妨碍晚稻扬花授粉，增加秕谷，降低产量，甚至颗粒无收。因此广西普遍流传“禾怕寒露

风”的农谚。晚秋至早春，常有北方寒潮南下，产生低温霜冻，使农作物特别是热带和亚热带

作物受到冻害。

广西境内的土壤，以红壤和砖红壤性红壤为主，其次为砖红壤性土、黄壤、山地草旬土。

此外，还有石灰土、滨海盐土及经过开垦、耕作、灌溉、施肥的作用发育而成的水稻土和旱地

土。广西耕地面积，1983 年为 3,930.1 万亩，人均耕地约 1 亩，低于全国人均耕地的水平。

广西耕地以水田为主，水田面积 2,462.4 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62.7%以上。旱地 1,467.7 万亩，

占耕地面积的 37.3%。旱涝保收面积 1,960 万亩，占耕地面积 49.9%。

广西是我国南方重要林区之一。全区森林面积 8,266 万亩，森林覆盖率为 23.3%。其中用

材林约六千万亩，约占森林面积的 73%。本区森林主要分布在北部、西北部和东南部。北部的

融江流域林区，包括融水、融安、三江、龙胜、资源等地，是本区木、竹材生产的主要基地。

西北部的红水河南岸林区，包括隆林、田林、凌云、乐业、天峨等地。东南部的浔江流域林区，

包括藤县、苍梧、昭平等县，为本区木材的重要产地之一。此外，木材生产较多的还有金秀、

临桂、恭城、兴安、永福、平南、容县、贺县等地。

广西木材种类繁多，据调查有用材林、经济林和水源林等树种一千八百多种。名贵而稀有

的树种，有银杉、冷杉、铁杉、柳杉、黄梁木、擎天树、木宪木、格木、樟树、金丝李等。经



济林主要有油茶、茶叶、油桐、八角、肉桂、橡胶及果园林－香蕉、菠萝、荔枝、龙眼、芒果、

柑橙、沙田柚、梨、柿子等。

广西野生动物和水产资源都很丰富，且有不少珍稀品种。目前列入国家保护的珍贵动物有

38 种，其中最著名的有懒猴、黑叶猴、白头叶猴、黄腹角雉、瑶山鳄蜥、猕猴、熊猴、短尾

猴、穿山甲、金猫、云豹、林麝、水鹿、毛冠鹿、冠斑犀鸟、娃娃鱼等。还有驰名中外的合浦

珍珠和桂西南的蛤蚧，久负盛名的陆川猪、环江香猪、西林水牛、广西三黄鸡、霞烟鸡等。广

西临海的海洋鱼类有五百多种，江河的淡水鱼类有二百多种。

广西被称为“土特产仓库”，有食、用价值的土产达一千二百多种。其中经济价值较大的

有八角、茴油、桂皮、桂油、沙田柚、菠萝、香蕉、柑橙、龙眼、荔枝、罗汉果、白果、松脂、

栲胶、紫胶、烤烟、茶油、桐油、毛竹、篙竹、苎麻、茶叶、蚕茧、云木耳、香菇以及捕捞养

殖方面的珍珠、蛤蚧、果子狸、山瑞、蛇类等。此外，中草药也很多，如田七、茯苓、金银花、

千斤拔、鸡血藤、苦草等。

三

广西有着良好的自然条件，但是，在解放前漫长的岁月里，丰富的自然资源横遭历代反动

派和帝国主义的恣意破坏和掠夺，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广西各族人民过着饥寒交迫

的生活，国民经济长期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农田水利设施极少，旱涝濒繁。大多数农田只种

一造，耕作粗放，有的山区还是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生产水平很低，粮食平均亩产不到 200

斤。工业基础也十分薄弱，据 1950 年统计，全区地方工业包括三、五人的私营小厂在内，只

有 709 个厂、矿，职工 16 万人，产值 2 亿多元。在当时的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比重占 83%，

轻工业占 16%，重工业仅占 1%。最大的重工业企业是靠人力挖煤的合山煤矿，轻工业大都是手

工作坊。“洋布”、“洋纱”、“洋油”，“洋糖”充斥市场，连牙膏、铁钉，缝衣针都要靠区外运

进。

解放以来，广西各族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国民经济

有了很大发展，初步改变了原来贫穷落后的面貌。特别是最近两年，经过拨乱反正，彻底否定

“文化大革命”，处理“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平反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克服

“左”的影响，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全区各族人民积极响应中央领导提出的“广西

要先翻身”的号召，认真贯彻执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开展经济体制改革，使社会生

产和建设取得新的进展。1984 年全区社会总产值为 251.77 亿元，比上年增长 5.92%。其中，

工农业总产值 198.21 亿元，比上年增长 4.83%。国民收入为 123.4 亿元，比上年增长 4.15%

（注：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

算）。社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油料作物、水产品产量、人工造林面积和原煤、钢、钢材、

十种有色金属、木材、汽车、手扶拖拉机、电视机、录音机、自行车等十六种主要工业产品产

量，已提前达到“六五”计划规定的 1985 年指标。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市场日趋繁荣，城

乡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但是，全区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还比较慢，生产结构跟不上市场需求的



变化，生产、建设、流通领域的经济效益不够显著，消费基金和基本建设投资增长过快，有些

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所回升。对于这些问题，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正

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目前，全区城乡继续贯彻党中央关于改革和开放的方针，同心同德，积极而稳重地进行经

济体制改革，并坚决纠正新的不正之风，努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工农业生产出现了很好

的势头。可以预料，全区国民经济繁荣昌盛的新局面即将出现。

广西是我国南方水稻主要产区之一，全区大部分地区一年两熟。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还

有玉米、红薯、小麦、豆类等。解放以来，全区进行了以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建成了

一大批各种类型的水利工程。其中库容一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 24 座，中小型水库 4,546

座，塘坝蓄水工程 11 万多座，总库容达二百一十多亿立方米。还有星罗棋布的引水、提水、

小水电工程，机电排灌动力九十多万马力。全区的有效灌溉面积，解放前不到七百万亩，现已

超过二千万亩。同时，推广科学种田，改进耕作技术，改良品种；特别是近几年来，贯彻中央

关于农业的方针政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发展多种经营，农业

生产获得较快发展。1983 年，广西粮食生产创历史最高水平，全区农业总产值（按 1980 年不

变价格计算，下同）85.59 亿元，粮食产量 272.63 亿斤，为 1950 年 86 亿斤的 3.17 倍。1984

年，由于自然灾害严重，调减部分播种面积，以及落实政策措施抓得不够等原因，全区农业总

产值为 84.99 亿元，比上年下降 0.7%；粮食产量为 242.60 亿斤，比上年减产 30 亿斤。油料、

甘蔗、黄红麻等主要经济作物仍然获得较好收成，其中油料产量 438.57 万担，比上年增长

18.09%；廿蔗 721.97 万吨，比上年增长 6.07%；黄红麻 169.21 万担，比上年增长 1.64 倍。

广西经济作物主要有甘蔗、花生、黄红麻、烤烟、木薯、罗汉果、田七以及柑橙、荔枝、

菠萝、香蕉、龙眼、沙田柚等。甘蔗是广西仅次于粮食的第二大作物，1976 年以后，甘蔗发

展较快，1984 年产量为 721.97 万吨。除台湾外，仅次于广东省，是全国主要的产糖省区之一。

花生是广西的主要油料作物，种植面积占油料作物总面积 80%以上，1984 年产量达 416.73 万

担。黄红麻产量为 169.21 万担。烤烟产量 20.83 万担，居全国第六位。木薯、罗汉果的产量

居金国第一位。广西的水果有七百多个品种，以柑橙、荔枝、菠萝、香蕉、龙眼，沙田袖种植

较多，1984 年水果总产量达 664.94 万担。柑橙的产量居全国第四位。沙田柚是柚类中的优良

品种，产量居全国第一位。香蕉、菠萝产量居全国第二位，荔枝、龙眼居全国第三位。一些经

济作物产品及其制品，在国内外市场享有一定的声誉；如沙田柚、罗汉果畅销于港澳、欧美等

地，菠萝、荔枝、柑桔等水果罐头销售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木薯片和淀粉远销东南亚和西欧等

地，大叶红碎茶深受美围、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欢迎。

广西的森林资源丰富，林业生产是广西经济优势之一。解放以来，广西坚持开展群众性的

植树造林活动，建立了一批人工用材林基地，绿化了大批荒山和“四旁”地区，有二十多个市

和县城所在地基本绿化，三千多公里的公路和一千多公里的铁路两旁，以及五百多公里的海岸

线绿树成荫。1984 年全区造林面积达 458.91 万亩，比止年增长 12.5%。全区森林总蓄积量达

一亿五千多万立方米，其中用材林蓄积量为九千九百多万立方米。建成杉木基地一百万亩以上



的有融水苗族自治县，四十万亩的有贺县，二十万亩以上的有三江、资源、浦北等县（自治县），

十万亩以上的有全州、昭平、龙胜，融安等县（自治县）。为了积极地利用自然条件，发展和

丰富自然资源，开展科学研究，金区建立了 56 个水源林和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其中有保护

银杉及整个生态系统、面积达二十一万亩的花坪自然保护区，有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自然保护

区的㟖岗以及陇瑞、苗儿山自然保护区，还有 37 处大片水源林，15 处鸟类保护区。林业化工

产品主要有松香和栲胶，松香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栲胶占五分之一，均居全国第二

位。

广西畜牧业在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位置，其产值仅次于种植业而居第二位。农村牲畜饲养

量最大的是猪，其次是牛、羊。1984 年，猪、牛、羊肉产量 62.73 万吨，比上年增长 9.74%。

其中猪肉产量 61.81 万吨，比上年增长 9.59%。这一年，肉猪出栏 743.46 万头，比上年增长

7.51%；生猪年末存拦 1,349.95 万头。大牲畜年末头数 543.25 万头，比上年增长 7.8%。其中，

牛的年末头数 522.68 万头，比上午增长 7.99%；羊的年末只数 71.75 万只。广西生猪的地方

品种较多，以陆川猪较为有名，其皮薄，肉质细嫩，长膘快，适应性强，遗传力稳定，是自治

区重点繁殖推广的优良品种。

广西渔业以海洋捕捞为主，1984 年全区水产品产量 17.04 万吨，其中海水产品 11.5 万吨，

占 67%。广西出产的名贵海产品“南珠”，素以颗硕圆润、凝重结实、色泽艳丽、宝光莹韵而

驰名中外。广西是我国著名的天然鱼苗产地，梧州至南宁沿江一带是鱼苗主要产区，鱼苗产量

居全国第二位，远销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各国。

广西农业机械化已有一定基础。1984 年来，全区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 608.47 万马力，比

上年末增长 5.04%。拥有农用大中型拖拉机 19,783 台，小型拖拉机 12.29 万台，农用载重汽

车 7,145 辆。农村用电量为 7.67 亿度。

三十多年来，广西的农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历史上广西农业十分落后，加上“左”

的影响，只片面强调发展粮食的单一农业生产经济，排挤了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各业，

阻碍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近年来，各地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改变过去片面发展粮食的做法，

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提高经济作物、林业、畜牧业和土特产在农业中的比重，农业生产结构不

合理的现象有所纠正。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农村产业结构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

乡镇企业有所发展，各种专业户、经济联合体不断涌现，以各种形式从事专业化、商品化生产，

为城乡市场提供了较多的农副产品。部分专业户和有一技之长的农民，逐步由农村转向城镇务

工经商，兴办第三产业，促进了城乡交流，活跃了农村经济。

解放以来，广西建立了纺织、食品、造纸、制糖、机械、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电力、

建材、化工、电子等工业，改变了旧社会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现全区拥有一万多个

工业企业单位。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三千三百多个，职工约七十六万人。1984 年，工业总产

值 104.19 亿元（1980 年不变价格），比上年增长 9.81%，为 1950 年的 47.4 倍。工业在全区工

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1950 年的 17%上升到 1984 年的 55.1%，超过了农业。各种经济类型

的工业生产都有增长，其中集体和个体工业发展较快。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为



80.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2%；集体所有制为 20.9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7.22%；个体工业 1.39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9 倍。工业产品质量有所提高，花色品种有所增加。1984 年全区有 4个

产品和 2 个食品获国家金质、银质奖，15 个产品获国务院有关部的优质奖，50 个产品被评为

广西名牌产品，100 个产品被评为广西优质产品，15 个食品被评为广西优质食品。同时开拓了

一批新产品，其中 66 个获广西新产品百花奖。

广西重工业连续三年稳步上升。1984年，全区重工业产值为41.28亿元，比上年增长16.45%。

能源生产继续好转，电力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 8.6%。机械、冶金和森林工业发展加快，产值

分别比上午增长 93.73%、20.79%和 17.47%。主要重工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的增长，如钢产量

为 29.20 万吨，比上年增长 30.12%，钢材 23.78 万吨，增长 12.06%；锰矿石 88.17 万吨，增

长 26.97%；生铁 25.99 万吨，增长 24.12%，铜、铝、铅、锌、锡等十种有色金属 2.66 万吨，

增长 20.36%；汽车 4,160 辆，增长 3.31 倍；手扶拖拉机 15,759 台，增长 76.67%；平板玻璃

56.78 万标准箱，增长 1.5 倍；矿山设备 4,055 吨，增长 1.61 倍。

全区轻工业生产继续增长。1984 年全区轻工业产值为 62.91 亿元，比上年增长 5.86%。在

产品结构，花色品种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市场适销的高、中档产品和一些日用工业品有较大

幅度增产。手表产量为 36.2 万只，比上年增长 79.21%；电视机 8.53 万台，增长 44.82%；录

音机 9.95 万台，增长 39.36%；家用洗衣机 5.07 万台，增长 2.09 倍；电风扇 83.96 万台，增

长 95.17%。广西是全国制糖工业的重要基地之一，蔗糖是我区发展经济的一大优势。现有大

小糖厂 88 个，其中南宁、桂平、贵县、迁江糖厂日榨能力达 2千吨。1984 年，全区机制糖产

量为 56.75 万吨，占全国第二位。广西的罐头食品远销海外近百个国家和地区。菠萝、柑桔、

芦笋、蘑菇等独具特色的果蔬罐头大批出口。腊肠、排骨、三蛇、纸包鸡和荔浦芋扣肉罐头等，

具有浓郁的地方风味，在港澳市场畅销不衰。广西的饮料酒生产历史较长，其中桂林三花酒、

桂平乳泉酒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品种；全州湘山、溶江三花、邕江大曲、横州大曲、德胜红兰、

梧州蛤蚧酒等，都是广西的名酒或传统的出口产品。麻纺织品是广西具有地方特色的拳头产品，

在国内外市场均享有较高声誉，在全国性展销会上，销售量多次居于首位。

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广西交通运输事业也迅速发展，改变了过去交通闭塞的状况。解放后，

迅速修复和改善了湘桂铁路、黔桂铁路原有的线段，新建了黎（塘）湛（江）铁路，延长了湘

桂铁路的来宾到友谊关段和黔桂铁路的金城江到贵阳段；七十年代又兴建了枝（城）柳（州）

铁路，现在正修筑南（宁）防（城）铁路；还修了不少通往工矿区的专用铁路，使铁路贯穿广

西的大部分地区。公路建设发展较快，公路网已遍及城乡。内河航运、海上运输及民航事业也

日益发展。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已初步形成。近年来，交通运输在改革中发展了多层次、

多渠道的经营方式，增强了运输能力，扩大了客货运输。1984 年，金区交通部门所属各种运

输工具完成的货物周转量为 203.59 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 7.8%，完成旅客周转量为 103.4 亿

人公里，比上年增长 19.06%。全区铁路通车里程一千七百多公里，1984 年，铁路运输各项主

要指标创本区历史最好水平，货运周转量为 170.29 亿吨公里，客运周转量为 44.42 亿人公里。

公路通车里程三万二千多公里，货运周转量为 6.71 亿吨公里，客运周转量为 54.05 亿人公里。



广西航运在交通运输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航河流 40 条，通航里程达四千五百多公里，其中主

要的通航河流有 10 条。广西的货物出口，主要靠水路运输，内河港有梧州、贵县、桂平、柳

州、南宁和百色等六个主要港口；海港主要有北海港和防城港。1984 年水运的货运周转量为

26.59 亿吨公里，客运周转量为 4.93 亿人公里。广西民航以南宁、桂林为中心，可通往北京、

广州、昆明、上海、杭州、长沙、重庆、成都、西安等地，还有桂林－香港不定期的包机飞行。

1984 年，邮电通讯事业有新的发展，邮电业务总量达到 6,108 万元，比上年增长 7.69%。

信函，报刊发行、电话等邮电业务都有增长。

广西商业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商业部门大力促进工农业生产，积极供应工农

业生产资料，推销工农业产品，满足城乡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近年来，在商业体制

改革中，逐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的商业网络，市场日趋繁荣

活跃，各种经济形式的商品零售额进一步增长。1984 年，全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 80.0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61%，扣除零售物价上升因素，实际增长 8.07%。其中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的幅度较大，与上年相比增长 14.84%，高档名牌商品如彩色电视机等供不应求。全民所有制

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零售额和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分别比上年增长 6.21%、1.11%、11.96%。

个体经济零售额增加最多，比上年增长 1倍。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占的比重由上

年的42.6%下降为40.18%，集体经济（包括供销合作社）占的比重由上年的40.7%下降为36.54%，

个体经济占的比重由上年的 8.25%上升为 14.65%。

1984 年，市场物价上升，全区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比上年上升 6.9%，零售物价总指

数比上年上升 4.2%，其中副食品价格上升 7.8%。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比上年上升 4.6%，其

中消费品价格上升 4.5%，服务项目价格上升 5.9%。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有部分工农业产

品按照国家的规定提价，改变过去不合理的价格，以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符合国家

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但也存在一些单位随意提价和变相涨价的现象，这是改革中出现的新的不

正之风。

广西临近港澳，航运方便。从捂州到香港，一般货船只需二十多小时；从北海至香港，也

只有三十多小时的航程，这是开展对外贸易非常有利的条件。自治区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和发展了贸易关系。1984 年，全区外贸出口总额 3.22 亿元。出口商品的品种有二千五百多种，

其中许多具有浓郁地方特点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很强。如象山牌青刀豆罐头，选料

严格，风味独特，具有细、嫩、香的特点，国外消费者誉为”中国芦笋’。广西天然茴油，产

量居世界首位，它是日用化工、医药及食品工业的重要原料，在国际市场有很高的声誉。被誉

为“宝果”的特产罗汉果，不仅有止咳、化痰功能，而且还可以降低高血压，它的药用价值已

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沙田柚有“天然罐头”之称，出口供不应求。松香出口量占全国第

二位。八角远销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桂皮出口量占全国第一位。用作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中钻

探泥浆加重剂的重晶石，出口量居全国第一位。各种动物（如鸡、兔、鹅等）造型的竹编制品，

造型优美，栩栩如生，具有浓郁的东方色彩，深为消费者喜爱，是广西出口商品中的新秀，畅

销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广西与港商、外商的经济合作，呈现逐步加强的趋势。1984 年，全区与外商新签订利用

外资合同 88 项，比上年增长 3.6 倍，投资总额共 6,300 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1.6 倍；其中外

商直接投资 3,209 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97.7%。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较好。同时，又加快了

与兄弟省区经济技术协作和对口支援的步伐，促进了我区经济的发展。

近几年，广西旅游事业继续发展。1984 年，全区接待旅游、参观、探亲、访友以及从事

贸易和科学、文化、体育交流活动的国外人士共 33.1 万人，比上年增长 37.9%。其中旅游系

统接待的有 27.5 万人，增长 40.3%。在旅游系统接待的游旅者中，外国人 16.8 万人，华侨和

港澳同胞 10.7 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 33.3%和 52.9%。

广西冬短夏长，山青水秀，风光旖旎，境内有许多独特的风景游览区。离自治区首府南宁

市三十多公里的伊岭岩，洞深景幽，绮丽多姿。山水环抱的柳州，有巍峨峻峭的鱼峰山，瑰丽

神奇的都乐岩，幽深碧绿的大龙潭。依山傍水的梧州，有屹立江心的系龙洲，奇趣异常的鸳鸯

江；北流县的勾漏洞，以勾、曲、穿、漏而出名。龙州县的紫霞洞，蜂奇水秀，岩洞深邃。龙

胜各族自治县的花坪自然保护区，苍山如海，云雾茫茫，森林浩瀚，飞瀑轰鸣，有许多异花奇

草和珍禽异兽。龙州县的?岗自然保护区，有”植物王国”之称。境内植物种类繁多，有如”

绿殿碧宫’。享有“山水甲天下”美誉的桂林，唐代文学家韩愈“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的诗句，高度概括了桂林山水之奇妙；特别是桂林至阳朔一带，玉簪挺立，罗带萦回，削壁垂

河，青山浮水，真象一幅八十多里长的锦绣画卷。广西各地都有历代留下的文物古迹，如桂林

有唐、朱年代的碑文石刻，南宁有镇宁炮台，柳州有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衣冠墓、柳侯祠，兴

安县有建于秦朝的灵渠，容县有唐代的经略台和建于明代的真武阁，贵县有建于北宋的南山寺，

三江侗族自治县有程阳风雨桥和马胖侗族鼓楼，靖西县有紫壁山歌圩台，宁明县有花山壁画，

以及著名的“柳江人”遗址、柳州白莲洞、桂林的甑皮岩洞穴遗址和出土的铜鼓等，此外，还

有桂平县的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文物和遗址、梧州市的中山纪念堂、百色的红七军军部旧址、龙

州的红八军司令部旧址、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旧址、东兰的列宁岩和魅星楼、桂林的八路军办事

处旧址等。参观游览这众多的名胜古迹，真使人追思无穷、流连忘返。

在国家的支持下, 1984 年广西财政收支大体平衡。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1984 年末，

全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 24.1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46.06%。其中城镇居民储蓄 13.73 亿

元，增长 48.11%；农村居民储蓄 10.37 亿元，增长 43.57%。

近年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84 年，据全区 17 个县 1,020 户农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

农民平均每人纯收入为 267.18 元，比上年增长 2.1%；农民家庭全年生活消费支出平均每人

237.16 元，比上年增长 6.05%。部分农村贫困户在国家大力扶持下，发展了生产，初步改变了

贫困状态。1984 年朱，全区职工人数为 269.96 万人，比上年末增长 0.86%；全年职工工资总

额为 26.23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53%。据自治区五个直辖市 310 户职工家庭收支抽样调查，

职工家庭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 604 元，比上年增长 25.2%，扣除职工生活费用价格

指数上升因素，实际增长 19.6%。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工作上的失误，全区人民生活水平

还是较低的，尤其是一些老、少、边、山、穷地区的农民家庭，和工资低人口多的职工家庭，



生活还比较困难。

四

解放前，广西的文化事业十分落后，不少山区“只闻牛羊叫，未听读书声”，连一间小学

也没有。解放以来，广西的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和新闻出版事业迅速发展，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日益加强，全民科学文化水平不断提高。

现在，全区有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农学院、广西医学院、广西师范学院、广西

民族学院、广西艺术学院等 17 所大专院校。有 6所院校招收了研究生，25 个学科可以授予硕

士学位，广西医学院儿科可授予博士学位。1984 年，普通高等院校招生 7,873 人，比上年增

加 1,282 人；在校学生 24,396 人，比上年增加 2.610 人。中小学教育继续发展，1984 年，普

通中学在校学生 111.48 万人，比上年增加 5.11 万；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 4.22 万人，比上

年增加 0.73 万人；小学在校学生 523.63 万人，比上年增加 7.21 万人。全区适龄儿童入学率

由上年的 6.49%上升到 95.1%，还有 22 个县恢复了推行壮文机构，105 所小学推行了壮文教学。

成人教育蓬勃发展，电视大学、函授大学、业余大学以及其他各类业余学校招生人数比上年进

一步扩大，各类职业技术教育有所发展，广大干部职工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的热潮不断高

涨。

三十多年来，广西的科技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现自治区和各地、市、县都设立了科学技

术委员会，金区从上到下已形成一个科学技术管理系统，并初步组成了科技情报网。科研机构

和科研人员不断增加。现全区有广西科学院、广西农科院及各级科研机构 594 个。1983 年末，

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有 17.48 万人，比上年增加 1.48 万人。广西的科学技术

水平不断提高，据不完全统计，1958 年到 1978 年，全区已取得重大科研成果一千多项。其中，

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的 161 项，全国科技大会上获奖的 669 项。1978 年到 1982 年，全区较

大的科技成果 1,523 项，其中获国家各部门奖励的重大优秀成果 41 项，获自治区奖励的优秀

成果 560 项。1983 年，全区获国家科技成果奖的科研项目有 23 项，获自治区科技成果奖的 206

项。同时，由于在征集农作物品种方面作出了成绩，在全国农作物征集大会上得到表扬；1984

年 9 月，国家科委、农牧渔业部联合向广西赠送了锦旗。广西某些科研成果达到了国内或世界

先进水平，如桂林市制药厂在研制丁尿胺工作中，提出新的合成路线，工艺合理，技术可行，

总收率高于国外文献报导的实验室收率的水平，这个产品还填补了国内空白。自治区农科院、

玉林地区农科所、 钦州地区农科所会同湖南省农科院等单位，研究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和适宜

的组合，取得了重大的突破，1981 年荣获国家发明奖。我区在甘蔗组织培养研究方面，已经

成功地利用甘蔗叶细胞育出试管苗，经过苗圃繁殖再移到大田种植。在甘蔗综合利用方面，从

甘蔗糖蜜制取赖氨酸和味精均已研制成功，经济效益显著，我国第一个赖氨酸厂巳在上思县建

成投产。广西大学提出新的接地电阻测量方法，得到水电部的肯定和推广。广西医学院的肝癌

防治研究组，在对肝癌、肝硬化、肝吸虫患者的治疗效果上，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广西是《刘三姐》的故乡，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素有“歌海”之称。解放后，广西的文



化艺术迎来了空前繁荣的春天。全区现有各级文化机构、团体 976 个，职工三万三千多人，加

上广大的业余文艺积极分子，已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创作力旺盛的文化艺术队伍。自治区有电

影削片厂 1间，电影机械厂 1间，还有壮剧团、歌舞团、话剧团、桂剧团、京剧团、彩调团、

杂技团等 122 个艺术表演团体。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的挖掘和研究整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如桂剧挖掘出剧目八百多个、曲牌二百多个，脸谱 171 种，出现了《拾玉镯》、《抢伞》等优秀

剧目，在全国或中南地区享有较高的声誉。壮剧、粤剧、彩调剧经过整理提高，也获得了很大

发展，出现了《宝葫芦》、《红铜鼓》、《一幅壮锦》、《百鸟衣》、《王三打鸟》、《龙女与汉鹏》、

《隔河看亲》，《二女争夫》等深受群众欢迎的剧目。对各民族的音乐、舞蹈节目也做了大量的

收集整理工作，壮族的《扁担舞》、《捞虾舞》在全国群众业余音乐、舞蹈观摩大会中得到嘉奖。

壮族民间文学作品的收集整理达二百万字以上。根据壮族民间故事传说改编创作的民间歌舞剧

《刘三姐》一问世，很快轰动了全广西，并在北京、上海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演出，受

到各地人民群众和各界知名人士的高度赞扬；在舞台演出的基础上先后拍成的《刘三姐》彩色

故事片和舞台艺术片，在国内外得到普遍赞扬。近年来，文艺创作和演出越来越活跃，出现了

一批优秀的作品。如长篇小说《瀑布》第一部《长夜》，获 1981 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彩调《喜事》获 1980 年至 1981 年度全国剧本创作奖。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春晖》，

获 1982 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此外，在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方面也创作了许多好的作

品和节目。社会文化事业发展也很快。自治区建筑了规模宏大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全区现有文

物、博物馆机构 71 个，文物藏品约二十万件。在国内外很有影响的少数民族文物－古代铜鼓，

已收集了六百多面，成为全国铜鼓藏品最多的省区。桂平县的太平天国金田起义遗址，容县的

经略台、真武阁和三江侗族自治县的程阳风雨桥是全国一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区有群众艺

术馆 13 个，文化馆 89 个，文化站 1,033 个，公共图书馆 88 个，电影放映单位 8,192 个，业

余剧团（队）6,740 个。

近年来，新闻出版事业有了新的发展。1984 年，全区报纸有《广西日报》、《广西科技报》、

《南宁晚报》、《柳州日报》、《桂林日报》、《梧州日报》、《右江日报》、《柳铁工人》、《合山工人

报》、《壮文报》、《广西侨报》、《广西法制报》、《广西农垦报》以及宾阳、灵山、鹿寨、贵县 4

个县报等 35 家。自治区建有广播电台 1 座，电视台 1座，广播发射台、转播台 24 座，电视发

射台 1座，转播台 7 座，电视差转台 394 座。1978 年 8 月，区电视台由黑白中心改为彩色中

心，1982 年 7 月 1 日起用 2 个频道开设两套节目。南宁、柳州、桂林、梧州 4 个市各建有广

播电台 1座。广西出版事业不断发展，现有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作为广西人民出版社

的副牌子）和广西民族出版社。近年来，出版的图书品种大幅度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

广西原是有名的“瘴疠之地”，霍乱、鼠疫、天花、疟疾、麻风、性病、血吸虫病、肺结

核等广为流行。解放后，随着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深入

开展，使全区的卫生面貌有了很大改变。目前，全区已建立起一套基本完整的医疗、预防、妇

幼、中医、科研、医学教育和药品检验机构。1 983 年末，全区共有卫生机构 5,874 个，拥有

病床 5.78 万张，比上年增长 2.48%。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8.48 万人。全区百分之九十四的乡村



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卫生所（站）。许多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得到了控制，其中鼠疫、天花

已经绝迹；回归热、班疹伤寒、血吸虫病已基本消灭；疟疾、麻风病已基本控制；其他各种传

染病的发病率也显著下降。广西各族人民健康水平大大提高。

广西体育事业蓬勃发展。1983 年，全区有 25 种体育场地共 26,559 个，有百分之八十的

城镇、公社开展了体育竞赛活动。在轰轰烈烈而又扎扎实实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基础上，广西体

坛百花盛开，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从实际出发，从小开始培养，重点抓好“灵、

小、水”项目（即灵巧性项目、小球类和小级别、水上项目），发挥自己的优势，取得了可喜

的突破。1979 年以来，广西的体操、技巧、举重、乒乓球、跳水等项目的优秀运动员，在重

大国际比赛和世界比赛中．获得了不少奖牌，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在第九届亚运会上，广西选

手为中国代表团夺得 17 枚金牌，获金牌数与广东并列全国第二位；单独获得单项金牌 7枚，

与上海并列全国第一位。在 1984 年的二十三届奥运会上，广西健儿共获得金牌 4 枚、银牌 2

枚、铜牌 6枚，获得的奖牌总数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内居各省、市、自治区的首位。广西涌现一

批扬名中外的体坛名将，其中李宁、吴数德被誉为世界体坛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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