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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有修志的传统．平果县建置以来．、曾有两次修志．由于种种原因．无一成书．民国

26年至28年。平治，果德县曾分别编修一次志书．但有始无终，片纸不留．解放后，·1958年

又编修一次，也半途而废，仅存残缺的几万字书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出现安定

团结的政治局面r经济繁荣．人文复兴，给编修地方志创造了良好条件．1983年3月．中共

平果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编纂‘平果县志'的决定。得到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修志

人员齐心协力。，广征博采．精心编纂，完成了平果县建置以来的第一都县志．’‘ 、

．、 编纂‘平果县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地记述平果县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平果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县情，是一部资治、教育、存史的

科学资料书．它的诞生，为我县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和现

实的依据，填补了平果历史上的史志空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

’·平果县志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国情教育、’社会主义教育

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也为热心开发平果、建设平果的各方朋友、有识之士了解平果

提供宝贵的县情资料．因此，我们热切希望广大干部职工、师生员工、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

都来阅读县志，7研究县志，进一步认识平果．热爱平果．建设平果。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中同心同德谱写新的篇章． ，

’

，。

、

在编志过程中，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和百色地区地方志指导小组的具体指导，得

到各兄弟县的热情帮助，得到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大力支持，县志办公室多年来辛勤劳动．

终于完成县志编纂工作j在此．我们谨代表平果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全县各族人民，对为编

纂‘平果县志>付出艰辛劳动的所有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l①
，

。

t·．u，!， ⋯ 一
．

／ 韦宣仁．

①注·韦宣仁为原平果县委书记·罗金庭为原平果县长·

罗金庭

1989年8月



序 =

．·．1：平果县志》的编纂工作，始于80年代初，历经12年，．四易其稿，终于付梓。‘平果县

志I是各族人民经验的总结，是献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份厚礼．。 ‘。，“ j：

， 平果县有悠久的历史．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在这2485平方公里土地上休养生息，改

造山河，建设家园，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人类的文明史．早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块土

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土地革命时期．无数共产党人、仁人志士i为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

前仆后继，英勇奋斗．解放后，?平果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45年的艰苦奋斗，

变革创新：使这块古老的土地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逐步走向繁荣昌盛．尤其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政策又给平果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给平果大地增添了活力．，，

．．‘平果县志)是一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

导的、体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和新体例编纂的新志书，．是一

部观点正确、’体例完善、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重点突出，．符合‘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

定》要求的新志书．较好地反映了．平果县发展状况．有资政、教化、存史的重要作用．I平果

县志)将为今天和明天的为政者，如何从本县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提

供施政决策的依据．同时也为立志开发平果、关心平果建设的四海朋友，八方志士提供宝贵

的资料． ’?j√ ，·．。‘：‘卜．．

：} 在编写‘平果县志'过程中，得到各级业务领导：各界知名人士及专家、教授。学者的’、

指导．得到县直属机关、学校、，厂矿和各乡镇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t．。，

‘，由于我们编辑人员的水平有限，．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j： ，．?·；、．：5㈠‘|t． i。 一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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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潘其弟

县 长李廷荣

1995年8月28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

一、本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进行编纂，力求编出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性著作．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反映事物，以志为主体．主体部分用‘

平列式编章体记述，横排竖写，统合古今。共分29编、119章、342节、120万字．概述、大。

事记置卷首，附录置卷末．
’

三、本志断限上起于事物的开端，下至1990年底，有些内容延伸至搁笔时止．

四、本志坚持。生不立传”、本县籍为主、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正面人物载其主要功过，

对反面人物则陈其主要劣迹t作为反面教员．在世人物列表简介，革命烈士名录从县民政局’

《革命烈士名录>中录取．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从‘广西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名录'和百色地

区党政机关职称评定领导小组下发的文件中录取．’人物传排列均以卒年为序．

五、本志记事。明古详今．立足当代”．着重记述平果县解放后的情况，突出时代特点和

地方特色． ．

六、本志对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在《政党篇>中设，重大政事”专章记述与分散在

各有关编章记述相结合．

七、本志采用语文体、记述体，简化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10日重

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

八、各项统计数字，以县统计局掌握的为准．统计局没有的，用业务部门掌握的数字，行

文以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9年的‘关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定'为规范． ’j

九、本志记述度量衡，清代和清以前的按当时习惯．民国和解放后的，均采用现行计量

单位．如米、平方米、立方米、公里、公斤、吨．。解放后”系指1949年10月23日平治县

城解放以后和1949年12月7日果德县城解放后．所记地名，一般用新名，必要时加注旧地

名．

十、本志所记的一些名词、内容需要注释的．都采用脚注或加括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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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7，第二节设施一一-一·'O OOQ‘．．⋯(248)

第三十八章．邮政一一⋯⋯⋯．．．⋯(249)

‘j j第·节邮递一⋯m·?⋯川⋯·．(249)

汁．，第二节邮件⋯⋯一⋯⋯．．．⋯．(255)
”’第三节汇，兑⋯⋯⋯⋯⋯m⋯r(255)

! 第四节报刊发行⋯⋯．．．⋯⋯⋯，v(256)

。第三十九章，电一信⋯⋯小⋯”···．．‘(256)
第一节电报⋯．．．⋯⋯⋯．．-⋯l(256)

‘。、，、第二节电话⋯i^；⋯⋯⋯⋯”(258)’

第四十章．经营管理一·“m⋯⋯⋯⋯(261)

第十一篇城建t环保

第四十一章，城乡建设．．，⋯·-⋯⋯。(262)

f?，。第一节-县城建设⋯-⋯⋯o⋯(262)
i一第二节，农村建设⋯·．』．⋯⋯⋯⋯(267)

；o第三节建设规划与房地产管理．(269)

t．-．第四节建筑队伍·^⋯一■⋯·^(270)

第四十二章环境保护⋯⋯i⋯⋯⋯．．．(279)

，，‘．一第一节污染一一⋯⋯⋯⋯⋯．(279)

，，第二节治理一⋯?：矗⋯·二⋯·一(283)

，n’! ⋯⋯·
-j。．7． ’-j

’

、，-”第十二篇7贸。易_
i。．’ 一· t。。4·’乞、

’第四十三章商业⋯⋯⋯⋯⋯⋯⋯(287)’

；：第二节?商业成份·：⋯⋯山¨^．-．(287)

第二节经营网点⋯⋯⋯⋯⋯⋯(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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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第四十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四十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流通渠道⋯⋯⋯⋯⋯⋯(294)

外贸⋯⋯⋯⋯⋯⋯⋯(296)

培养货源⋯⋯⋯⋯⋯⋯(296)

收购出口⋯⋯⋯⋯⋯(297)

物，资⋯⋯⋯⋯⋯⋯⋯(300)

管理⋯⋯⋯⋯⋯⋯⋯(300)

购销⋯⋯⋯⋯⋯⋯⋯(301)

第十三篇物价工商

计量管理

第四十六章

t第一节

第二节

第四十七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十八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物价⋯⋯⋯⋯⋯⋯⋯

市场物价⋯⋯⋯⋯⋯··
物价管理⋯⋯⋯⋯⋯⋯

工商管理⋯⋯⋯⋯⋯⋯

集市贸易管理⋯⋯⋯⋯

工商登记⋯⋯⋯·⋯⋯”

合同签证商标⋯⋯·一

标准计量管理⋯⋯⋯·：·

度量衡改革⋯⋯⋯⋯⋯

计量管理⋯⋯⋯⋯⋯⋯

标准化⋯⋯·⋯⋯⋯⋯”

：。第十四篇粮‘油。

第四十九章

、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304)

(304)

(312)

(313)

(313)

(314)

(314)

(315)。

(315)

(315)

(316)

粮油征购⋯⋯⋯⋯⋯⋯(317)

公粮征购⋯．．．⋯⋯⋯⋯(317)

粮食收购⋯⋯⋯⋯⋯⋯(318)

食油收购⋯⋯⋯⋯⋯一(319)

第五十章粮油销售⋯⋯⋯⋯⋯⋯⋯(321)

第一节粮食销售⋯⋯⋯⋯．．．⋯(321)

第二节食油销售⋯⋯⋯⋯⋯⋯(325)

第五十一章储运加工⋯⋯⋯⋯⋯(329)

第一节粮油仓库⋯⋯⋯⋯⋯⋯(329)

第二节粮油调拨⋯⋯⋯⋯⋯⋯(329)

第三节粮油加工⋯⋯⋯⋯⋯⋯(331)

第十五篇财政税务金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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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章财政⋯⋯⋯⋯⋯-⋯”(332)

’第一节体‘制⋯．．．⋯⋯⋯⋯⋯(332)

第二节收’入⋯⋯⋯⋯·⋯⋯“(333)

第三节支出⋯⋯⋯⋯⋯一⋯(336)

第四节财政监督审计⋯⋯·⋯”(342)

第五十三章税务⋯⋯⋯；⋯⋯⋯”(342)

·第一节税制税收⋯⋯⋯⋯⋯(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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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章金融⋯⋯⋯⋯⋯⋯⋯(346)

第一节机构⋯⋯⋯⋯⋯⋯⋯(347)

第二节货币⋯⋯⋯⋯⋯⋯⋯(352)

第三节贷款⋯．．．⋯⋯一'O,00．，(355)

，第四节存。款．．．⋯⋯⋯⋯·”⋯(358)

第五节．保险⋯⋯⋯⋯⋯⋯一(360)
第六节。信用合作⋯⋯⋯⋯⋯⋯(364)

，，‘t 一·1～j”⋯ 一。

第十六篇政。党。’．j，i
+，

。 ，

第五十五章中国共产党平果县地方、

一 ⋯ 组织⋯⋯⋯⋯⋯⋯⋯一(367)
第一节党的组织建立与革～．

L一’ 命活动⋯：⋯⋯⋯⋯⋯”(367)

第二节组织建设⋯⋯⋯⋯⋯⋯(374)

第三节代表大会⋯⋯⋯⋯⋯⋯(379)
‘； 第四节宣传教育⋯⋯⋯⋯叩．．．(381)

．‘第五节统战工作⋯⋯⋯⋯⋯⋯(385)

第六节纪律检查⋯⋯⋯⋯⋯⋯(388)

第七节党史资料征集⋯⋯⋯⋯(390)

第八节解放后重大政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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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一⋯⋯⋯⋯⋯⋯：⋯”(391)

第五十六章中国国民党平果县地方

组织⋯⋯⋯⋯⋯⋯⋯⋯(402)

第一节组织概况⋯⋯⋯⋯⋯⋯(402)

第二节主要活动⋯⋯⋯⋯⋯⋯(405)

一 ，．-～!

第十七篇政权政协
，～。 ，

p、

第五十七章人民代表大会⋯⋯⋯⋯(407)

．第一节代表选举⋯⋯⋯⋯⋯⋯(407)



’第二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409)

‘，第三节历届人民代表大会⋯⋯(410)

第四节人大常务委员会⋯⋯⋯(413)

第五节视察与提案办理⋯⋯⋯(415)

第五十八章州署⋯⋯⋯⋯⋯⋯⋯(416)

．第一节机构沿革⋯⋯⋯⋯⋯⋯(t16)

第二节土官世系⋯⋯⋯⋯⋯⋯(416)

第三节土司统治⋯⋯⋯⋯⋯⋯(418)

第五十九章民国政府⋯⋯⋯⋯⋯⋯(419)

第一节机构⋯⋯⋯⋯⋯⋯⋯(419)

第二节政务纪要⋯⋯⋯⋯⋯⋯(421)

第六十章苏维埃政府⋯⋯⋯⋯⋯⋯(424)

第一节机构设置⋯⋯⋯⋯⋯⋯(424)

第二节主要活动⋯⋯⋯⋯⋯⋯(424)

第六十一章人民政权⋯⋯⋯⋯⋯⋯(425)

第一节机构沿革⋯⋯⋯⋯⋯⋯(425)

第二节政务政绩纪要⋯⋯⋯⋯(430)

第六十=章人民政协⋯⋯⋯⋯⋯⋯(432)

第一节第一、二届委员会⋯⋯(432)

第二节第三届委员会⋯⋯⋯⋯(435)

第十八篇政法

第六十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六十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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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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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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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440)

打击反革命和刑事犯罪

活动⋯⋯⋯⋯⋯⋯⋯⋯(440)

治安管理⋯⋯⋯⋯⋯⋯(442)

基层治保组织⋯⋯⋯⋯(442)

交通管理⋯⋯⋯⋯⋯⋯(443)

消防管理o⋯⋯；⋯⋯”(444)

监所看管⋯⋯⋯⋯⋯⋯(445)

检察⋯⋯⋯⋯⋯⋯⋯(445)

刑事检察⋯⋯⋯⋯⋯⋯(446)

法纪检察⋯⋯⋯⋯⋯”(446)
经济检察⋯⋯⋯⋯⋯⋯(447)

监所检察⋯⋯⋯⋯⋯⋯(447)

审判⋯⋯⋯⋯⋯⋯⋯(447)

审判制度⋯⋯⋯⋯⋯⋯(448)

刑事审判⋯⋯⋯⋯⋯⋯(448)

民事审判”⋯⋯⋯⋯⋯·(449)

第四节经济审判⋯⋯⋯⋯⋯⋯(449)

第五节申诉复查⋯⋯⋯一⋯⋯·(449)

第六十六章司法行政⋯⋯⋯⋯⋯⋯(450)

第一节培训干部⋯⋯⋯⋯⋯”(450)
第二节法制宣传教育⋯⋯⋯⋯(450)

第三节人民调解⋯⋯⋯⋯⋯⋯(451)

、第四节律师公证⋯⋯⋯⋯⋯⋯(452)
，

。

．
， 第十九篇群团

第六十七章工人组织．．．⋯⋯⋯⋯⋯(453)

第一节组织概况⋯⋯⋯⋯⋯⋯(453)

第二节主要活动⋯⋯⋯⋯⋯⋯(454)

第六十八章农民组织⋯⋯⋯⋯⋯⋯(457)

第一节解放前农民组织⋯⋯⋯(457)

第二节解放后农民组织⋯⋯⋯(458)

第六十九章青年组织⋯⋯⋯⋯⋯·一(459)

第一节组织概况⋯⋯⋯⋯⋯：”(459)

第二节主要活动⋯⋯⋯⋯⋯⋯(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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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解放后妇女组织⋯⋯⋯(467)

第七十一章-工商联合组织⋯⋯⋯⋯(4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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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章优抚安置⋯⋯⋯⋯⋯(472)

t第一节拥军支前⋯⋯⋯⋯⋯(472)

第二节优待抚恤⋯⋯⋯⋯⋯(472)

．第三节安置⋯⋯⋯⋯⋯⋯⋯(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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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章社会福利⋯⋯⋯⋯⋯⋯(480)

第七十六章其他民政⋯⋯⋯⋯⋯⋯(481)

第一节婚姻登记⋯⋯⋯⋯⋯⋯【481)

第二节土地征用⋯⋯⋯⋯⋯⋯(481)

第三节殡葬改革⋯⋯⋯⋯⋯⋯(483)

第七十七章信访⋯⋯⋯⋯⋯⋯⋯(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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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管理机构⋯⋯⋯⋯⋯⋯(487)

第二节职工队伍⋯⋯⋯⋯⋯⋯(487)

第三节劳动就业⋯⋯⋯⋯⋯⋯(488)

第四节职业培训⋯⋯⋯⋯⋯⋯(488)

第五节劳动调配⋯⋯⋯⋯⋯⋯(489)

第六节劳动保护⋯⋯⋯⋯⋯⋯(489)

第七十九章人事⋯⋯⋯⋯⋯⋯⋯(490)

第一节管理机构⋯⋯⋯⋯⋯⋯(490)

第二节干部来源⋯⋯⋯⋯⋯⋯(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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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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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九十三章

．第_节

第二节

工业科技活动⋯⋯⋯⋯

卫生科技活动⋯⋯⋯⋯

其他科技活动⋯⋯⋯⋯

成果⋯⋯⋯⋯⋯⋯⋯

获奖项目⋯⋯⋯⋯⋯⋯

论文与著述⋯⋯⋯⋯⋯

(564)

(565)

(565)

(567)

(567)

(568)

第二十五篇文化

第九十四章

一’’第一节

第二节

第九十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九十六章

第一节

。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九十七章

第一节

．， 第二节

第九十八章

第九十九章

第一节

．第二节

． 第三节

第一oO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一O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O=章

第一节

t

文化娱乐⋯⋯⋯⋯⋯⋯(570)

设施⋯⋯⋯⋯⋯．．．⋯(570)

文化活动·⋯⋯⋯⋯⋯··(571)

民间文艺⋯⋯⋯⋯⋯⋯(573)

歌谣及歌圩⋯⋯⋯⋯⋯(573)

谚、俗语t歇后语⋯⋯(581)

民间舞蹈⋯⋯⋯⋯⋯⋯(582)

文艺创作⋯⋯⋯⋯⋯⋯(583)

队伍⋯⋯⋯⋯⋯·：⋯·(583)

活动⋯⋯⋯⋯⋯⋯⋯(585)

成果⋯⋯⋯⋯⋯⋯⋯(585)

文艺团体⋯⋯⋯⋯⋯⋯(590)

专业文艺团队⋯⋯·”⋯(590)

业余文艺团队⋯⋯⋯⋯(591)

电影⋯⋯·：⋯⋯⋯⋯·(591)

新闻⋯⋯⋯⋯⋯⋯⋯(592)

广播⋯⋯⋯⋯⋯⋯⋯(592)

电视⋯．．．⋯⋯⋯⋯⋯(593)

报刊⋯⋯⋯⋯⋯⋯⋯(594)

图书档案⋯⋯⋯⋯⋯(594)

图书⋯⋯⋯⋯⋯⋯⋯(594)

档案⋯⋯⋯．．．⋯⋯⋯(596)

文物胜迹⋯⋯·．．．⋯⋯(596)

文物⋯⋯⋯⋯⋯⋯⋯(596)

古迹⋯⋯⋯⋯⋯⋯⋯(598)

胜景⋯⋯⋯⋯⋯⋯⋯(599)

管理⋯⋯⋯⋯⋯⋯⋯(601)

文化管理机构⋯⋯⋯⋯(601)

第二节文化市场管理⋯⋯⋯一(601)

．第二十六篇卫生
第一O三章机构队伍⋯⋯⋯⋯⋯(603)

，第一节机构⋯Iio oooIBo ooo moo⋯(603)

第二节队伍⋯⋯⋯⋯⋯⋯⋯(605)．

第一。四章经费设施⋯⋯⋯⋯⋯(609)

第一节经费⋯⋯⋯⋯⋯⋯⋯(609)

第二节设施⋯⋯⋯⋯⋯j：．．”(614)

第一O五章防疫⋯⋯⋯⋯⋯⋯⋯(622)

，一第一节爱国卫生⋯⋯⋯⋯．．．⋯(622)

第二节。传染病防治⋯⋯⋯⋯⋯(623)

第三节寄生虫病防治⋯⋯．，．⋯(624)

第四节其他病防治⋯⋯⋯⋯⋯(626)

第一。六章医疗⋯⋯⋯⋯小⋯⋯(627)

第一节中草医’中草药⋯⋯⋯(627)

第二节西医西药⋯⋯⋯⋯⋯(628)

第—o七章妇幼保健⋯⋯⋯⋯⋯⋯‘(634)

第一节新法接生⋯⋯．．．⋯⋯⋯(634)

．第二节儿童保健⋯⋯⋯⋯⋯⋯(635)

第三节妇女保健⋯⋯⋯⋯⋯⋯(636)

第四节节育技术指导及措施(636)

第五节学生保健”一⋯⋯⋯⋯·(638)

第—O八章药政⋯⋯⋯⋯⋯⋯⋯(638)

’第一节药品经营⋯⋯．．．⋯⋯⋯(638)

第二节，药品生产⋯⋯⋯⋯⋯⋯(641)

第三节药品检验⋯⋯⋯⋯⋯⋯(642)

第二十七篇体育。

第—o九章群众体育⋯⋯⋯⋯⋯⋯(643)

第一—o章学校体育⋯⋯⋯⋯⋯⋯(645)

第一节体育课⋯⋯⋯⋯⋯⋯⋯(645)

第二节课外体育活动⋯⋯⋯⋯(646)

第三节体育卫生⋯⋯⋯⋯⋯⋯(647)

第一章 业余体校⋯⋯⋯⋯⋯⋯(647)

第一一二章体育竞赛⋯⋯⋯⋯⋯⋯(648)

第一节县举行竞赛活动⋯⋯⋯(648)

第二节地区以上竞赛活动⋯⋯(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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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篇社会

第一一四章民族⋯⋯⋯⋯⋯⋯⋯(660)

第一节迁徙⋯⋯⋯⋯⋯⋯⋯(660)

第二节分布⋯⋯⋯⋯⋯⋯⋯(661)

第一一五章语言⋯⋯⋯⋯⋯⋯⋯(661)

第一节壮．语⋯⋯⋯⋯⋯⋯⋯(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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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瑶语⋯⋯⋯⋯⋯⋯⋯(669)

第一一六章人民生活⋯⋯⋯⋯⋯⋯(670)

第一节农民生活⋯⋯⋯⋯⋯⋯(670)

第二节职工生活⋯⋯⋯⋯⋯⋯(672)

第一一七章风俗⋯⋯⋯⋯⋯⋯⋯(673)

第一节生活习俗⋯⋯⋯⋯⋯⋯(673)

，第二节服饰⋯⋯⋯⋯⋯⋯⋯(673)

第三节礼仪⋯⋯⋯⋯⋯⋯⋯(674)

第四节节日⋯⋯⋯⋯⋯⋯⋯’(675)

第五节禁忌⋯⋯⋯⋯⋯⋯⋯(677)

第六节社会风尚⋯⋯⋯⋯⋯⋯(677)

附：陋俗劣习⋯⋯⋯⋯⋯⋯(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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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八章革命烈士⋯⋯⋯⋯⋯⋯(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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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

平果，是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平果铝所在的地方，是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份，是

南(宁)百(色)国道的中点，是百色地区的东大门，是南(宁)昆(明)铁路和滇、黔水

陆路出海通道的咽喉，是华南通向大西南的交通枢纽之一． 一

●

’
● ，

‘ f，

、 ‘

’-一
●

平果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西部偏南、百色地区东部、右江中游，东与马山县、东南

与武鸣县、东北与大化瑶族自治县相邻，西与田东县、西南与天等县交界．南与隆安县毗邻，

北与巴马瑶族自治县、都安瑶族自治县接壤．地处东经107。21，——107。51，．北纬23。12'一
23。5l’．总面积2485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358．88万亩，水域13．87万亩．县治马头镇，

是南宁至百色公路(邕色公路)的中心，距离自治区首府南宁市路程136公里、百色地区驻

地百色市129公里．南昆铁路南宁至平果路段1993年底通车．全县辖3个镇。12个乡、168

个村公所、1514个村委会、2760个村民小组．县境内还有3个国营林场．聚居着壮、汉、瑶

等各族人民，1990年全县总人口412875人，其中壮族占91．28％． ．

平果县地势是西南和西北较高，南部较底，西北部向南倾斜．都阳山脉以海城乡境内的

鬼头山为主峰，从西北部的黎明．同老乡一带入境．向东南的旧城、坡造、四塘乡倾斜，向

马山、武鸣县方向逶迤而去，峰岭连绵起伏，气势磅礴．绥靖山脉则从南部果化镇龙色村入

境。呈南北走向．两山脉均以右江为界线．据1982年8月地名普查统计，全县有322座山头，

其中500米以上高山27座，最高山峰是鬼头山，海拔934．6米．境内由于地质构造与岩石分

布不同，石山、土岭交错，有的形成四周群山环绕、中间低平．呈明显山间谷地的复杂地貌．

全县分红河和右江两大水系，有大小河流36条，年经流量14．28亿立方米．大小泉眼298口．

平果地处北回归线两侧的低纬度地带，属高温多雨亚热带季风气候，光照充足，夏长冬

暖，雨量充沛，极少霜雪，无霜期长达335天以上．年平均温度在19,---,2 J．5"C之间．最热为

7月份，月平均温度26．2"--．28．1℃，最冷为1月份，月平均气温10---．,12．6'C．年平均日照时

数为1682小时．多的年份达1800小时．全县降雨量120卜1500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雨季
5-9月份．约占全年雨量的75％．旱季在10月～次年4月份，雨量占全年25％．多有春秋

旱和寒潮、寒露风、洪涝等自然灾害．

平果县资源比较丰富，经济上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和发展潜力．土地资源：全县石山区

约占48％．丘陵占34．3％．平原占17．7％．总耕地面积31．64万亩，其中水田14．2万亩．林

面积52．92万亩．牧地草场17．5万亩．发展林业、畜牧业及龙眼等水果生产有广阔的天地．

动植物资源：平果县农作物种类繁多．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早稻、玉米、小米、豆类、薯

类l经济作物主要有甘蔗、花生、木薯、芝麻、麻类、瓜类等I林业方面，全县有已成林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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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6万亩，用材林有杉木、松木、椿树、苦楝树、木棉树、桉树、桦树、樟树、蚬木、泡桐

树、任豆树(砍头树)、海南薄桃等37种，经济林有油茶、油桐、竹子、甜茶、白毫茶、金

花茶以及果树有龙眼、荔枝、柚子、柑、橙、板栗、核桃、木菠萝、黄皮、枇杷、沙梨、桃、

李、梅、蕉类等31种；林副产品有云耳、木耳、桐油、茶油、茶叶、金银花、首乌、黄精、

茶辣、松脂等31种。动物资源除猪、牛、羊、鸡、鸭、鹅外，野生动物兽类有18种，爬行

动物有14种，飞禽有17种，淡水渔类有34种．特别是岩鲮(没六鱼)，以肉嫩、味美而闻

名。其中属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有：穿山甲、野鸡、红毛鸡、猫头鹰、蛤蚧、田鸡、小天鹅、

山瑞、林麝、小灵猪(山猪)；属自治区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有：果子狸、松鼠、毫猪(箭

猪)、竹鼠、黄鼠狼、狐狸、黄掠、布谷鸟、啄木鸟、八哥(牛背鹩)、喜鹊、画眉、乌龟、百

花蛇、眼镜蛇、山蚂蜴{姬蛙(三角蚂蜗)．矿产资源：目前已发现的主要有铝、锰、铁、钛

铁、殊砂、冰洲石、金、铜、煤、红锑矿、灰元子、硫磺、大理石等．资源潜力大，开发远

景可观．县境内水力资源丰富，36条大小河流其中有利用价值的9条．据自治区水文地质普

查队提供资料，有地下河道8条．

平果历史悠久．古为百越地，秦属象郡，汉属郁林郡增食县，隋属郁林郡宣化县．唐置

羁縻万德州、思恩州、恩城州、都救县，分属田州、邕州．宋置果化、归德州．设丹良、那

海堡、都阳寨，属广南西路邕州．元朝都救县废，余沿宋制．明朝果化、归德州沿袭，思恩

州升府，恩城州废灭．置旧城、下旺土巡检司．清朝沿袭明制，各属百色直隶厅、思恩府和

南宁府．

民国4年8月，果化、归德土州改流置果德县．民国23年，思林县治迁至榜圩，易名平

治县．1951年果德县与平治县合并置平果县． ‘，．

平果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明代思恩府丹良堡贵屯(今太平乡袍烈村)壮人

王受，与田州土目卢苏联合反明。于嘉靖六年(1527年)率万余人．攻占思恩府乔利，活捉

知府吴应期。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因不堪受土官压迫，白山司人凌东在今太平乡布羊

村组织农民造反，开仓济贫。杀官放囚，斗争持续3年．

19世纪20年代，平果人民不堪受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奋起反抗．1927年8月

2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果德县农民举行武装暴动，攻打果德县城，打开监狱放囚犯．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等胜利领导百色起义，果德县成立赤卫军，有7个营1800

余人枪参加。1930年2月20日又攻打果德县城，活捉县长黄玉灿枪决于县城。1946年6月，

全国内战爆发，为配合对敌斗争形势．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1947年9月17日举行果德、

四坡两地武装起义。同时，平治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坚持武装斗争，直至1949年lO月23日

平治县城解放、12月7日果德县城解放．

2

解放前平果县工农业生产落后，解放后的195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2768万元，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56元．人均国民收入52元．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

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中央到地方对全县工农业、交通、教育、科技、

文化等领域的重视和支持，使全县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县委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都得到了较大发展．1990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13383万元。比1952年增长&83倍，比1982年增长56．45％，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为554元，是1952年的9．89倍；人均国民收入478元，是1952年的9．19倍，

比1985年增长40．32％．随着生产的发展．商业、外贸、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等

各项事业也得到较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1990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12617

人．工资总额2220万元，人均1846．71元，月人均153．89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68元．人

均口粮216公斤；城乡居民年末储蓄余额为6376万元，是1952年6万元的1060倍．

‘工业解放前仅有一些个体作坊，生产竹木农具、棉纱、土布、土糖、白酒、砖瓦、石

灰等10多种产品．解放后。经过40多年建设．已兴建有电力、冶炼、建材、食糖，食品加

工等企业．1990年，全县有全民企业27个．集体企业54个，乡镇企业122个，骨干企业有

平果糖厂、水泥厂、’新袍铝矿、砂轮厂、酒厂、食品厂、维他奶厂、民族铁锅电器厂等。1990

年工业总产值为4933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6．86％．’比1952年增长26．66倍，比1982

年增长3．8倍．县供电公司1973年供电35．95万度，收入43797万元，1980年发电量824．8

万度．已并入电网。1984年后兴建六处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375千瓦．1987年供电2946

万度，收入210．2万元，比1973年收入增长47倍．县糖厂1987年生产机制糖1万吨，酒精

300吨，总产值1110万元，税利333．9万元．县水泥厂1988年元月至9月生产水泥30705吨，

完成年计划96．91％，比1987年同期增长52．17％．
。

‘‘

平果县的乡镇企业，是从1954年的手工业合作社的集体企业演变过来的．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认真贯彻中央。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我国农村经济必由之路”的指示．大力发

展乡，村、联户、户办等多种形式的合作企业．1987年底，全县乡镇企业有66个，总产值78

万元，占全年工业总产值2．6％，全员劳动生产率1931元，村办企业75个，总产值54万元，

占全部工业总产值1．8％．全员劳动生产率788元．’1990年，全县乡镇、村企业总产值增长

到186．31万元．
。

一

平果铝业公司位于县境内，是经国家批准、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和广西壮族自治

区联合兴建与经营的特大型铝生产股份制企业．其工程规划分三期建成：一期工程规模为年

产65万吨铝土矿、30万吨氧化铝、10万吨电解铝．以及相应的辅助生产系统．1991年5月

开始建设，1994年建成，1995年已生产首批氧化铝5万吨；二期工程氧化铝发展到60万吨、

电解铝25—30万吨．已列入平果铝董事会努力争取工程项目；三期工程形成年产氧化铝120

万吨、电解铝50万吨、铝材加工30万吨的规模．现代化的大型平果铝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

产．对平果县的各项建设事业起到巨大辐射作用，促进了平果经济、文化的腾飞．

农业农业是平果县的主要产业，粮食作物以稻谷、玉米为主．解放前，农业生产条件

落后，民国年间粮食产量最高为27年(1938年)，产量3325．45万公斤．解放后，经过土地

改革、农业合作化，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自1958年至1990年，全

县兴建中，小型水库56座，各种水利设)；钷700多处．灌溉面积从1949年的4900亩增加到1990

年的9．16万亩，增长17．7倍．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加上水稻推行一造改两造，

推广以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消灭病虫害为中心的科学种田方法，粮食产量得以逐步提高．特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