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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1序’．一

韦成栋

‘都安瑶族自治县志：》出版发行，填补了都安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可敬可贺l其可敬者，

编纂者们笔耕数载，几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惠及后嗣的“浩大工程”，其可贺者，都安到
底有了一部集一县之情的可供“资政、教化、存史一的。百科全书”．这部书的面世．将给家

乡的今人和后人认识历史、服务现实、开创未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都安瑶族自治县志》，除了以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图茂文丰吸引人外，其

浓郁的地方色瞬E?|藿羲爹萱蠢手邑霪薹薹孺鏊葺霸姒。

霪豢薹篙薹揣；薪稚霉珥二鄄眼登-厂历省；冀盯羹一÷雾逝坦鹫i强器矬坚j紊萋篓竭j

薹霞麓缨i鬣觜蒙静j—lHi薹器l翌引勰霎i叁葡霎国二薯塞羹霉i薹羹鎏丁|囊|呻爨羹雾霁

聒；÷磷耐≯i卅割如；羹篇i藕霎夥鞋燮矛塑要藕产柏笛作为发行地名券的基金，地名券币值稳定，同时

代理金库业务。18年，改称广东中央银行北海办事处。19年初，谣传铁军 (张发奎部)袭

击北海，该办事处停业，职员走避广州。同年10月1日恢复营业。21年2 月1日，广东中

央银行改为广东省银行，广东中央银行北海办事处亦改称广东省银行北海支行。办公地址设

在北海沙脊街(现中华路)。

广东省银行北海支行

广东中央银行北海办事处改称广东省银行北海支行后，民国27年(1938年)7月又更

名为广东省银行北海办事处 。

30年代，北海金融业务活跃。民国25年(1936年)，广东省银行北海支行的业务，除

客商汇款较多外，存款渐有增加。同年，广东省推行法币政策，广东省银行及其各属大量收

购白银。广东省银行北海办事处收购白银数量总计银毫52万元，大洋8．6万余元，八属毫

1．6万余元。26年芦沟 桥事变后，日本军队不断骚扰北部湾海面和北海市，27年12月7

日，广东省银行北海办事处迁往合浦。28年10月再迁往石墟(今南康镇石头埠)。27、28

年间，因抗战时局影响，不动产放款、盐田放款、工商业放款停止，只办理存、汇款业务及

代理金库。29年3月20 日迁至合浦县的公馆铁山。同年7月30日迁回合浦县城营业。29

年，各项存款106．2万 元，全年决算纯益37894．83元。34年7月，在北海设临时分处。抗

日战争胜利后，广东省银行北海办事处奉令改为广东省银行北海支行，并迁返北海，在市中

山东路33号(现市工商银行东街储蓄所)营业。同年10月11日，北海临时分处迁往廉州，

改称为广东省银行北海支行合浦分处。35年，北海支行上半年决算纯益1454．78万元。

1949年12月4日北海

����x



2序

持不懈地追求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安瑶族自治县的明天将是更加灿烂辉煌的l

古人云：“见闻不博不可以言志，惧其隘也；性情不公不可以言志，惧其褊也；文辞不洽

不可以言志，惧其陋也。”<都安瑶族自治县志》的编纂者们，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

法，本着古为今用，详今略古，寻真求实、正本清源和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繁荣的原则，写

出这样具有鲜明地方色彩和浓郁的民族特色的新县志来，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为发挥该书的

作用，我们要广泛进行宣传和做好发行工作，使更多的人从中认识都安，了解都安，更好地

建设都安． ．． 。 ＼
。

为家乡志书作序，。喜之不尽又愧之无穷。国民党都安县政府曾两度主持修志，但都一一
流产．今天，家乡终于有了第一部资政辅治之书，而且是社会主义的第一代新县志，怎能不

令人振奋?奈我才疏学浅，文辞不洽，这篇小序，只能是画蛇添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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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蓝炯标‘(瑶族)

‘。 o都安瑶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巴脱稿问世，嘱我作序，

本不敢承当。惟想作为一名瑶族干部，我曾在中共都安瑶族自治县委员会和县人民政府工作

多年，且在1987年离任调大化县之前，作为该志书之编纂委员会主任；参与过有关该志书编

纂事宣，加之这部‘都安瑶族自治县志>之上溯下限还包括1988年新成立的大化瑶族自治县

三分之二左右的地域和人口，再则都安是我的故乡．受托之下，非但盛情难却，亦属义不容

辞，致敢竭鄙诚，恭疏短引． ：

．：．“都安正式建利，始于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安定、都阳两土巡检司，迄今已四百六

十余年，历经明i清和民国三个朝代，均未编成志书．民国13年及35年，虽两次设置修志

．机构，采访收集资料，+准备付诸编修，后为种种缘故，资料束之高阁．日寇入侵县境时，国

民党都安县府午夜弃城遁避，致使志稿散失而未能成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8年秋，

，曾一度抽调人员负责搜集有关资料，准备编修新的县志，后因故而中止．1885年春，开始设

置修志机构，但人马不齐，直至1986年后逐步充实人员，开始着手修志工作，县志办公室全

体工作人员，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克服_无旧志资考、二无充足经费等困难，在

县域行政区划调整频繁，资料涉及七个土司两个土州及六个县的特殊情况下，日以继夜，锲

而不舍，仅以几年时间．完成了百余万字的浩瀚工程，值得境内各民族庆幸．

’尝闻“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可见方志之功用不但在于“存史”，更

重要的是在于“资政”和。教化”；还可以补国史之不足．今天与广大读者见面的《都安瑶族

自治县志>，其鲜明特点是区域性、资料性、时代性三者有机结合，详今略古，文图并茂，通

俗适用．它的功用在于。首先是为当今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提供翔实的史料，给为政者

了解县情和决策的科学化提供较为全面的历史的现实的资料依据。从而有利于从实际出发，扬

长避短，发挥优势，振兴经济．其次，新的都安县志，历陈百余年来农民起义，抗暴斗争，直

1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光荣革命史实，用

，以教育和激励后代，发扬革命光荣传统，为家乡、。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奋斗．第三，

新的都安县志，以大量史料反映境内各民族在。九分石头一分土一的。石山王国”里向大自．

’’然开战的英雄气概和“愚公移山”的艰苦奋斗精神，这是革命和建设的传家宝，值得继续发

1扬光大．它对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第四、新的都安县

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各个时期经济建设的兴衰起伏，既充分肯
定成绩，也不回避失误，褒贬得宜，记述有据，实为激励人们兴利除弊，继往开来的一部经

世致用之书．

值此‘都安瑶族自治县志'出版之际；谨向为本志修纂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编辑人

员和有关同志，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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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1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都
、 安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瑶、壮、汉、苗等各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

． 力求作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

．二、本志分述，记、志、传、录、图、表等体裁，以志体为主．全
。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篇章、人物、杂记和附录等部份组成。

一 ，三、鉴于民国年间都安两次修志均未能付梓，因此本志之上限时

+间追溯至事物发端；下限时间止于1987年，个别重大事件则适当予以

往下延伸，建置沿革则贯通古今。 j

～

7四、本志所用历史纪年，民国以前，均用汉字记述，并加括号注

明公元纪年；民国纪年则采用阿拉伯数字；解放后(即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 五、本志所用计量、度量单位，解放前(1949年10月1日前)均

．按当时习惯记述·解放后则一律折合公制计量。

六、本志所记述的俗称地名或动植物等方言名称，先以标准学名

入志，后用括号注俗名。。
． 七、本志所有统计数字，一般均甩县统计局的数字。县统计局缺

项或有明显差误的，则选用有关业务部门的统计数字。

八、本志所记人物i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均按其卒

，年为序排列。立传以本籍为主，兼顾客籍。
、-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区(省)、地、县的各级档案和本县各部门所

’编写的专业志及各种资料汇编，以及正史、民国县志预稿和有关文献、

报刊、+碑刻，经核实后使用。民族、风俗等篇章所用资料则以实地调

，， ，查考证所获资料为主，辅以有关史料。为节省篇幅，本志一般不注明
出’处。·、 ．： ，

十、本志记述的区域范围，以1987年所辖的行政区划为准，包括

r， 1988年10月拨给大化瑶族自治县的9个乡以及划拨给宜山县的福龙

乡。。 ．







目录3

第六篇林业

第一章森林资源⋯⋯⋯⋯⋯⋯⋯”·(241)

第一节面积和蓄积!⋯⋯⋯⋯⋯··(2Jl 1)

_ 第二节森林分布⋯．．．⋯⋯⋯⋯⋯·(242)

第三节林木种类⋯⋯⋯⋯⋯⋯．．．(242)

第二章造林营林⋯⋯⋯．．．⋯⋯⋯⋯(247)

第一节采种⋯⋯⋯⋯⋯⋯⋯⋯(247)

第二节育苗⋯⋯⋯⋯⋯⋯⋯⋯(248)

第三节造林小!?⋯·．．．⋯⋯⋯⋯(249)

- 第四节 。四旁’绿化⋯⋯⋯⋯⋯(251)

第三章森林保护⋯⋯⋯⋯⋯m⋯⋯(252)

第一节封山育林⋯⋯⋯⋯⋯⋯⋯(252)

第二节护林防火⋯⋯⋯⋯⋯⋯⋯(254)

第三节病虫害防治⋯⋯⋯⋯·j⋯·(254)

第四节采伐与购销管理 ⋯⋯⋯⋯(255)

第四章投资产值⋯⋯⋯⋯⋯⋯⋯(259)

第一节投资⋯⋯⋯⋯⋯⋯⋯⋯(259)

第二节产值⋯⋯⋯⋯⋯⋯⋯⋯(260)

。第五章苗圃林场⋯⋯⋯⋯⋯⋯⋯(261)

第一节苗圃⋯⋯⋯⋯⋯⋯⋯⋯(261)

，第=节林场⋯⋯⋯⋯⋯⋯⋯⋯(261)

附。林业区划⋯⋯⋯⋯⋯⋯⋯⋯⋯(265)

第二节草场⋯⋯⋯⋯⋯⋯⋯⋯(279)

附，优良牧草名称⋯⋯⋯⋯⋯⋯⋯(280)
，

第八篇渔．业

第一章资源⋯⋯⋯⋯⋯⋯⋯⋯⋯

第一节水面水质⋯⋯⋯?⋯⋯⋯”

，第二节鱼种分布⋯⋯⋯⋯⋯⋯⋯

第二章放养⋯⋯⋯⋯⋯⋯⋯一⋯

第—节鱼苗鱼种繁殖⋯⋯一⋯·

第=节放养量⋯⋯⋯⋯⋯“⋯⋯·

第三节鱼病防治⋯⋯⋯⋯⋯⋯⋯

第三章捕捞⋯⋯⋯⋯⋯⋯⋯⋯⋯

(283)

(283)

(284)

(289)

(289)

(289)

(290)

(291)

●

、

第九篇乡镇企业

第一章企业类型⋯⋯⋯⋯⋯⋯⋯⋯(293)

第一节工业⋯⋯⋯⋯⋯⋯⋯⋯(293)

第二节农业⋯⋯⋯⋯⋯⋯⋯⋯(297)

第三节建筑业⋯⋯·⋯⋯⋯⋯⋯”(298)

．第四节商业饮食服务业⋯⋯⋯(299)

第五节交通运输业⋯⋯⋯⋯⋯⋯(299)

第二章产品销售⋯⋯⋯⋯⋯⋯⋯⋯(300)

第三章经营管理⋯⋯⋯⋯⋯⋯⋯⋯(301)

第四章企业选介⋯⋯⋯⋯⋯⋯⋯⋯(302)

， 第七篇畜牧业
’ 、 第十篇水利

第一章种类及分布⋯⋯⋯⋯⋯⋯⋯(269) ．’'

第一节家畜⋯⋯⋯一⋯⋯⋯o。(269) 第一章蓄水工程⋯⋯⋯⋯⋯．．．⋯⋯(305)

第二节家禽⋯⋯⋯⋯⋯⋯⋯⋯(274) 第一节塘坝⋯⋯⋯⋯⋯⋯⋯⋯(305)

第三节蜜蜂、蛤蚧、果子狸·?⋯⋯·(275) 。第二节水库⋯⋯⋯⋯⋯⋯⋯⋯(306)

第二章品种改良及科学喂养⋯⋯⋯(275)_第二章提水工程⋯⋯⋯⋯⋯⋯⋯⋯(309)

第一节品种改良⋯⋯⋯⋯⋯⋯⋯(275) 第一节内燃机抽水站⋯⋯⋯⋯⋯(310)

第二节科学饲养⋯⋯⋯⋯⋯⋯⋯(276) 第二节水轮泵站⋯⋯⋯⋯⋯⋯⋯．(311)

第三章病疫防治⋯⋯⋯一⋯⋯⋯⋯(276)· 第三节．电灌站⋯⋯⋯⋯⋯⋯⋯⋯(313)

’第一节病疫种类及分布 ⋯⋯⋯⋯(276) 第四节喷灌站水锤泵站⋯⋯．．．⋯(316)

第二节防治措施⋯⋯⋯⋯⋯⋯⋯(277) 第三章 引水工程⋯⋯⋯⋯⋯⋯⋯⋯(316)

第三节售医检疫⋯⋯⋯⋯⋯⋯⋯(278) 第四章 防洪排涝工程⋯⋯⋯⋯⋯⋯(322)

第四节兽医队伍⋯⋯⋯⋯”⋯⋯·(278) 第五章人畜饮水⋯⋯⋯⋯⋯⋯⋯⋯(327)

第四章饲料草场⋯⋯⋯⋯“⋯⋯(278) 第一节人畜饮水困境⋯⋯⋯⋯⋯(327)

，第一节饲料⋯⋯⋯⋯⋯⋯⋯⋯(278) 第二节人畜饮水设旄⋯⋯⋯．．．⋯(32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