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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历代都甚为注重。灌阳在明代、清代和民初曾编

成5部县志，即明嘉靖六年版(佚书)、清康熙四十七年版、道光二十四年版、光绪三十三年版、

民国3年版。民国31年，县里成立了修志馆(后改称修志局)，进行县志编纂，历时八载，因临近

解放，未编成县志。

“盛世修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县遵照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部署，于1982年成立县

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开展新编《灌阳县志》。在中央、自治区、地区主管部门的指导和县内

外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下，经过全体编纂人员历时十一年的辛勤劳动，五改编目，数易其稿，

并几经评审，终告成书。这是萋区萋蒿萄蓠篓鐾蓁一薹羹羹；r鬟i耋霾吾有羹人唧奏菱酎巍

馥j里邵攀薹拒许蓁蓁葚忘盏奏囊j痴塞蠢鲻蓄|姜薹朗朗囊墼型笔埋雾i蠢霎羹藩

’投送电

报38 190l份无差错，3次被评为全国优秀电报投递员，先后获全区邮电先进生产者、全国

邮电劳动模范、南宁市劳动模范、自治区劳动模范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

清末 民国电信

第三节 经 营

光绪十年(1884)，南宁官电分局是官款官办，为军政通信服务，一律免收报费。中法

战争结束后，逐步对公众开放收费的商电等私人电报业务，但仍以官电为主，归两广官电总

局(广州)统辖经营。光绪十六年四月，南宁官电分局在邕龙线经凭祥出口开放对越南国际

电报业务，但主要是转发广州与越南的来往电报。光绪三十二年，邮传部颁发《寄报章程》，

规定“无论中外官商，皆须先收报费后与传递”。但实际执行中并不严格，地方官每苦于经

费支绌 ，多将电报费核准注销，形同官电免费。光绪三十三年，南宁官电分局归广西省官电

总局统辖，岁人报费和岁出开支纳入广西官电系统。是年，报费总收入4780两1钱8分

(白银下同)，经费支出6578两8钱3分，人不抵出，亏损部分由邮传部下拨官款补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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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灌阳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缘，地处北纬25。10’32’至25。45’37”，东经110。43716”至

11l。20713’2间，好象一片向西弯曲的桂花树叶，镶嵌在都庞岭和海洋山之间。地势南高北低，
四周群山环绕，中间为丘陵和平地，灌江由南向北纵贯其中，酷似叶片的主脉把全县一分为二。

东以都庞岭与湖南省江永县、道县为界，南、西、北与本自治区恭城、灵川、兴安、全州等县接壤。

县境东北至西南最长距90公里，东南至西北最宽距38．6公里。全县总面积1863平方公里，占

广西总面积的o．78％。地貌约。八山一耕地，半水半村庄”．山多，耕地少，自然资源丰富，是灌

阳的特色。 l 1

灌阳地属长江水系，紧邻长江中游平原，历史悠久，建县时间较早。从发掘、采集的石器看，

远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灌阳这块土地上居住、繁衍、生息。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

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标明，灌阳在西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前已建县，称观阳

县，县治在今新街乡雀儿山前一带。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改称灌阳县，县治迁徙今灌阳

镇。历史推进到1949年11月20日，灌阳获得解放，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同年12月12日成

立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灌阳镇，距离世界旅游名城桂林市150多公里。灌阳为国务

院批准的对外开放县。1990年，全县辖3镇(灌阳镇、黄关镇、文市镇)7乡(红旗乡、新街乡，西

山瑶族乡、洞井瑶族乡、观音阁乡、新圩乡、水车乡)，总人口266612人，其中汉族占93．09％，

瑶、壮、侗等20个少数民族占6．91％。

灌阳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其特点是气温高，雨水多，夏季和无霜期长，宜种粮食作物、经

济作物和园艺作物。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其次为红薯、小麦、玉米、黄豆、高粱、粟穆等。水稻、

红薯产量高，早晚稻两季亩产已突破吨粮大关；红薯株重高达181公斤，驰名中外。经济作物，

解放前以种棉花、苎麻、晒烟、花生、红瓜子为主。解放后引种西瓜、烤烟和甘蔗等，其中苎麻、花

生、红瓜子种植面积较多，产量较高，为大宗特产。园艺作物有红枣、梨子、柑橙、柚子、柿子、桃

李、板栗、石榴、葡萄、罗汉果等，其中红枣栽培历史悠久，果大核小，品质优良，营养丰富，畅销

国内外；雪梨肉质脆嫩，香甜可口，又在暑热天气成熟，倍受人们青睐f灌阳橙具有粗生快长，高

产稳产，抗逆性强，适应性广，果实贮藏期越长越好吃等特性，便于外销。

灌阳森林覆盖率高。全县山多，气候温暖湿润，是森林生长的优良环境。1990年，全县有林

业用地面积205．3万多亩，占全县总面积的73．47％。有林面积130．49万亩，占林业用地面积

的63．56％，其中杉木林占18％，松木林占36％。油桐、油茶、山苍子等，是灌阳闻名退迩的主

要经济林。油桐在民国时期就成为广西的主要产区，产量约占桂林地区桐油总产的60％。1990

年，全县388万多株山苍子，生产山苍子油7万多公斤，居广西和全国之冠。

县内农民素有饲养畜禽的传统，猪、牛、鸡、鸭遍布城乡。解放前多为本地品种，饲养数量不

多。解放后引进长白猪、约克猪、摩拉牛、来航鸡、三黄鸡、北京鸭、樱桃鸭等优良品种，饲养数量

大增。1990年饲养生猪207233头，农业户平3．12头，人平o．83头。

境内水力资源丰富，拥有大小河流47条(其中积雨面积大于1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2

条)，年均水资源拥有量约24．66亿立方米。主流灌江多年平均流量67．43立方米／秒。全县江

8
’



概述

河落差大，可梯级开发利用，水能理论蕴藏量18．6万千瓦，截至1990年已兴建大小水力发电

站288处，装机306台，总装机容量20386千瓦，1987年1月经国家水利电力部验收，已成为

全国100个初级农村电气化达标县之一．1990年发电7248．74万千瓦小时，人均272千瓦小

时，除满足本县生产、生活和照明用电外，还输送给广西栗木锡矿和湖南跃进机械厂。

灌阳矿产资源丰富，巳发现的有钨、锡、锑、金、锰、铁、煤、萤石、花岗岩、大理石、陶瓷土、矿

泉水等30余种金属矿、冶金辅助原料矿、建筑材料矿、化工原料矿和其他非金属矿．其中花岗

岩、大理石品种多，分布广，储量丰富，具有长远的开发利用价值。

解放前，县内工业很落后，1949年全县只有两家设备简陋的私营碗厂和一些个体手工业

作坊，工业总产值40．71万元，仅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4．23％．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工业生产发展很快，先后兴建国营、集体、个体和中外合资的陶器、瓷器、酿酒、机

械、萤石、电机、蜜枣、农药、水泥、氮肥、电化、金属硅、磁选机、铸钢、冶炼、大理石、矿泉水等厂

矿3315家，其中县办国营37家，乡镇办集体54家，村办、联户办、个体办3223家，中外合资1

家．1990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6841．04万元(1990年不变价)，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8．46％，比

1949年增长167．04倍，比1978年增长3．57倍。生产的主要产品有蜜枣、电石、金属硅、锰硅

合金、水泥、磁选机、电选机、钨精矿、锡精矿、锑锭、萤石、水轮泵、大理石、溶融石、陶瓷歌精干
麻、灌红醇酒、红枣糯米酒、红薯果脯等，其中蜜枣、金属硅、钨精矿、锡精矿、锑锭、大理石、溶融

石等远销欧美、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解放前，境内交通不便，只有4条古道通湖南零陵、道州和广西桂林、全州，人们来往靠步

行，物资运输靠肩挑船载。解放后至1990年，全县共修公路26条、249．7公里，机耕路78条、

213．4公里，马驮路7条、57．5公里，100％的乡镇和81％的行政村能通汽车和拖拉机。1990

年，全县拥有汽车406辆、摩托车209辆、革新车61辆、自行车约45000辆、拖拉机1361台，基

本实现了人行货运车辆化，每天有客车往返全县城乡和桂林、阳朔、荔浦、恭城、兴安、全州、道

县等地。 、

邮政电信发展较早，在清宣统二年(1910)裁驿归邮时，就开办灌阳和文村邮政代办所。民

国20年(1931)成立县电报局。民国24年开通桂林至灌阳长途电话。民国33年灌阳邮政代办

所升为邮局。解放后，邮电事业发展很快，至1990年，全县拥有邮电局、所8家和电话载波机、

长途电话半自动拨号机、电报中英文打字电传机、无线电台、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等设备，基本

实现了邮件投递车辆化、电话载波化、电报自动化。从1988年起，电报电路进入全国自动报网，

全县邮电局、所长途电话能直接拨到北京、上海、广州、南宁、桂林、阳朔、全州等市县。，

随着工农业生产和交通邮电事业的发展，商业供销和财政金融也迅速发展，市场繁荣，购

销两旺，财政收入增加，人民生活改善。1990年，全县社会商品购进总额i1030万元，比1950

年增长111．37倍，比1978年增长3．46倍}社会商品销售总额16239万元，比1950年增长

179．53倍，比1978年增长26．17倍，财政收入1392．4万元，比1950年增长30．86倍，比1978

年增长4．38倍；县四家银行和信用社城乡居民储蓄突破亿元大关，人均存款377．77元。

灌阳教育历来比较发达。据史料记载，早在隋大业十三年(617)就开办县学，是广西办县学

最早的县。在清末和民国就办起了高等小学和国民中学、初级中学，输送青年学子出外求学。解

放后，教育事业发展很快，至1990年末，全县开办中小学、幼儿园和中等专业学校427所，有教

职工2825人，在校学生42006人，小学普及率达到99．81％．1958年兴办高级中学后，1961年

至1990年30年中，据不完全统计有1062人考上大学本科，录取率名列广西前茅。由于教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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