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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 例

1、本志为社会主义时期平乐第一部完整的新方志，
‘

遵循《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之精神，叙事记人，力 ．，

求准确翔实。

2、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体裁，按

篇、章、节、目排列，志首设《概述》、《大事记》。全志．

分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等7篇。

后有附录，共为45章225节，150余万字。

，3、按详今略古的原则，内容重点放在当代，注意突

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对解放后的政治运动，采取集
·

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法记述。

4、时间断限，上限为三国吴甘露元年(265年)，下

限一般至1990年底。为记述完整起见，有些篇章上溯或

下延。
’

．5、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按发生时间之

先后序列。 ． 。

， 6、．本志人物篇，入志人物以平乐县籍为主，收录对

平乐有较大贡献或较大影响者，并循志书不为生者立传

的通例。立传者，以卒年为序排列。

7、历史朝代称号，一律沿用通称，如元、明、清。

。本书所称“解放后"，系指平乐县1949年12月6日解放．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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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乐县在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已有人

类在这里繁衍生息。三国吴甘露元年(公元265

年)始建县。 。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桂林地区东

南部，东临钟山县，南接昭平县，西靠荔浦县，

西北毗邻阳朔县，东北连恭城县。总面积

1 919．34平方公里，辖7个乡、6个镇、1个地

方国营农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县人

口391 679人，其中汉族人口占82．42％，瑶族

人口占12．14％，壮族人口占5．11％。平均每

平方公里204人。县人民政府设于平乐镇。县

城陆路距南宁439公里、桂林118公里、梧州

295公里、柳州176公里。水路，县城至桂林118
， 公里、至梧州232公里。

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山地占全县总面积

的40．33％，海拔在1 000米以上的山峰有9

座，最高峰石榴界海拔1 372．1米；丘陵占全县

总面积的33．84％；平原占20．33％；台地占

3．27％；水域占2．24％。境内河流密布，有大

小河流29条，总长533．33公里。

县内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年

平均气温19．9℃，年平均日照1 658．8小时，年

平均降水量l 357．4毫米，无霜期301天，有寒

潮和冰雹等灾害性气候。

物产资源丰富。1990年，全县有耕地34．68

。 万多亩，宜种水稻、薯类、玉米、花生、豆类、

蔬菜、兰麻、甜柚、板栗、柿子、柑桔、甘蔗、

烤烟、油茶等多种作物。兰麻(乌龙麻)、甜柚

闻名遐迩，饮誉海内外。甜柚年产400万个左

右，约占广西壮族自治区年产总量的四分之一，

年出口量130～150万个，1983年、1989年、

1990年三次参加全国质量评比均获第一。竺麻

种植，早在1 000多年前已盛行，民国年间已有

大批兰麻销往国外。解放后到平乐引进苎麻种

的有保加利亚、越南、罗马尼亚、印度、印度

尼西亚等国。1954年，平乐苎麻种植获国务院

嘉奖，南宁绢纺厂以平乐乌龙麻为原料织成的

“华锦”牌麻涤布，获国家纺织工业部银质奖。

平乐柿饼，出口量居广西之首，板粟、红瓜子．

也远销港、澳及东南亚地区。1983年清查，全

县林地163．05万亩，耕地与林地之比为1：

4．70。1990年林业普查，全县有林面积67．84

万亩，蓄积量140多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35．35％，绿化程度65．50％。1985年统计，境

内常见的乔、灌木树种50余科、100余种。属

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有大天鹅、金鸡、鸳鸯、黄

腹角雉、鸬鹚、大鲵(娃娃鱼)、穿山甲、蟒、

水獭、麝、金猫、大灵猫、小灵猫等。全县计

有水量138亿多立方米。1990年，平均每亩土

地有水4 800多立方米，每人有水35 300多立

方米，水能理论蕴藏量20．48万千瓦，可供开

发的10．02万千瓦。1990年，全县共有水电站

50处，装机82台，容量17 829千瓦，年发电，

3 316万千瓦小时，80％以上的农户用上了电。

地下矿藏主要有锰矿、煤矿、磁铁矿、钛铁矿、

硅灰石、花岗岩、大理石及矿泉水等30种。花

岗岩的储量达11亿多立方米，分布于沙子南源。

洞一带的硅灰石，为广西目前发现的唯一矿藏，

首期勘察藏量达29万多吨。源头鱼堰矿泉水，

含有20多种有益人体健康的元素，各项指标均

达到国家标准。 。

平乐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在与

封建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及外来侵略者的斗

争中，表现了不畏强暴、勇于献身的精神。据

’史志载，明朝自天顺七年(1463年)至万历二

十六年(1598年)的135年间，平乐各族人民，

特别是瑶、壮人民组织武装反抗封建势力的重

大斗争达23次，被官兵杀害4万多入，清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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