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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一，J

合山，位居桂中腹地，是红水河畔一颗璀璨的明珠，有光热城之称，

乃广西新兴的工矿城市。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李宗仁便在此投

资办煤矿，广西最早的铁路便诞生在这块土地上。1981年国务院批准建

市，至今16年过去了，合山市人民励精图治，艰苦创业。原来的荒山野

岭，早变成鳞次栉比的楼群和绿树红花的街道。全市各行各业快速发

展，社会秩序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盛世修志，历来如此。编纂第一部合山市志，起步于1986年，在中共

合山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编纂人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辞辛劳，运用新观点、新方法，广泛查阅、征集

有关资料并进行去粗取精，纠谬补阙，筛选提炼，五易其稿后送自治区

通志馆审定，终使第一部85万字的《合山市志》付梓。可庆可贺!

我喜欢读志书，很庆幸我能成为《合山市志》的第一位读者。我认

为《合山市志》确是一部门类齐全，资料丰富，反映全市概貌、详略互

见的好志书。其有如下特点：

首先，坚持实事求是，论从史出。《合山市志》述古今之要，记人事

之变；有史书之实，无哗众之言；略古详今，着眼当代。充分反映了合山

市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人物、社会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具有鲜

明的地方特色和强烈的时代气息，为把合山建设成为繁荣的工矿城市

提供了丰富的市情资料。志书反映了全市概貌，侧重经济、侧重现状，纠

正重人文、轻经济的偏向。所述以史为实，所论精当公允。正是：“万事

不如公论久，诸贤莫与众心违”。

再次，《合山市志》是对广大市民进行国情、市情和爱国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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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让他们在“辅

治之书”中了解前辈付出的代价，走过的弯路。从而领悟到改革之不易，

创业之艰难。得以借鉴前人的经验，为振兴中华、建设合山，有所建树。

此外，《合山市志》凝聚着集体的智慧，汇集了众多同仁的心血和

汗水。他们“废寝忘餐修史志，铸词锻句炼篇章’’。古人云：“修史之难，莫

过于志一，合山修志，前无志稿，史料匮缺，难度更大。值此，谨向为《合

山市志》编辑出版付出过辛勤劳动的领导、专家和编纂人员致谢!

总之，《合山市志》史料翔实，观点新颖，语言流畅，博而要当，别

有特色，反映了合山的真实面貌，颇值一读。愿《合山市志》经世致用，

流传久远。

是为序。

中共合山市委书记覃九宏

一九九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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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一
，J 一

正当合山乘改革开放的春风步人广西工矿城市之林时，《合山市

志》于1998年12月出版问世，实为全市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本志共设7篇46章85万字，以“概述一为纲，。大事记’’为经，横排竖

写。在以经济部类记述为主的前提下，记述解放后，百业繁荣的现实，着

重记载建市后粮、煤、电生产的现状，以及交通、商业、科技、文化教育、

体育卫生、植树造林、环境保护等事业发展的轨迹。 ．

《合山市志》在编纂过程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以市情为依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

事求是地反映合山的历史和现状，既继承我国编修方志优良传统，又较

好地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体例。，新办法编著，力求做到观点正确，内

容丰富，资料翔实，结构合理，体例得当。

市志的出版，无疑对全市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都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值此，对市委、市人民政府前几任

领导为编修市志所作的决策，表示敬意；向《合山市志》编纂人员以及

关心和支持编纂市志的部门、专家、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合山市的壮、汉、苗、瑶等各族人民勤劳勇敢，富有反抗历代封建王

朝压迫和剥削的大无畏精神。在明朝北三农民起义(划马军)时，合山是

起义军根据地之一；清代咸丰年间，合山农民举行了反抗土司“初夜权”

的斗争，响应太平天国起义军，配合翼王石达开部队，击败当地千总、团

练等地方武装；抗日战争时期，组织自卫队，伏击日本侵略军；解放战争

中，地下游击队及民兵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截击、追歼南逃的国民党

军。1949年12月1日合山宣告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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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开展大生产运动，各行各业都取得了伟大

的成绩。建市后，市党委、市人民政府，根据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理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经过全市人

民团结奋斗，提前7年实现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翻两番的目标。当前从计

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我国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是一

场新的革命，如何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建设步伐，早El实现“小康’’目标，

是全市人民的共同责任。我有幸主政合山，愿与全市各级领导和广大干

部群众，共同研究《合山市志》，从中了解合山的历史和现状，吸取经

验教训，为制订发展经济战略，振兴合山找到可靠的依据和借鉴，这是

我们编纂《合山市志》的目的所在。

合山市市长江振荣

一九九八年八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凡例1

凡 例

一、《合山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党的基本路线、方

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进行编纂．本志设建置政区，自然环境，经济、政治、文化、居民、人

物7篇。经济篇中的煤炭工业，电力工业和农业为重点记述部分．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三，本志记事坚持详今明古，贯通古今的原则，上限不限，下限至1990年，个别适当下延．

解放前，解放后指1949年12月1日境内解放前、后．

四，人物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入传者为对社会有影响的已故人物，传主以卒年先后排

列． ，

五、本志行文采用语体文进行．表示数量的数字用阿拉伯数字；度量衡，解放前按习惯记

述，解放后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民国前的历史纪年用汉字，民国纪年用阿

拉伯数字，加注公元纪年．

六、入志数字以统计局公布为准．采用其他部门提供的资料，经考证后载入．

七、市境指原北泗公社辖地(包括自治区直属厂矿区在内)．合山煤田跨市域，按其实际辖

境记载．

八、境内地名，按1988年《合山市地名志》记述，已废(易)的地名加注．历代机构，职官按

当时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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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一 述

合山市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兴的能源城．市境位于自治区中部，柳州地区西南部，东西南

和来宾县毗邻，北与忻城县接壤，总面积350平方公里．煤田面积占总面积73％；耕地面积8．24

万亩，占总面积15．69％；工矿用地约占总面积2．05％．国道322线(二级公路)改道修成后，南距

自治区首府南宁市168公里，北距柳州市97公里． ，

’

合山地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温度20．6℃，年降雨量1203．9～1719毫米，年最高

蒸发量1542．1毫米．红水河自西向东流人，成为与来宾县的自然分界线，境内4条支流自东北向

西南汇入该河．合山地质属于石灰岩溶蚀盆地和丘陵谷地，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最高海拔593．2

米．境内资源丰富，两个9万多亩的准平原，土壤肥沃，灌溉便利，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合山

煤田地质储量6亿多吨，为广西之首．另有储量1649万立方米大理石；碳酸钙含量大于90％的石

灰石分布面积近万亩． ‘·

今合山市境，秦属桂林郡地．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属郁林郡领方县地．三国吴元兴元

年(264年)改属临浦县地．两晋至隋，复属领方县地．唐贞观五年(631年)属羁縻思刚州辖地．宋

天禧四年(1020年)至民国为迁江县属地．1949年12月1日市境解放．1952年11月迁江县并人来

宾县后，为来宾县辖区．1981年6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合山市，将原来宾县北泗公社(包

括自治区直属在合山的厂．矿区)划为市区．1982年1月1日，合山市正式挂牌办公．市辖2乡1镇，

1990年全市人口为13．79万人，农业与非农业人口近持平．在全市总人口中，壮族8．6万人，占总

人口63．84％；汉族4．8万人，占总人口34．13％；蒙，回，苗：瑶、彝、侗，水、满、仫佬、毛南，京族共

2742人，占总人口2．03％；平均每平方公里有人口394人．煤、电生产单位人口54182人，占总人

口39．29％．煤、电职工原籍除藏，宁、疆、青，台外，其余全国25个省(区)籍均有．
。

煤炭生产是合山经济支柱之一．合山煤矿开采始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民国23

年(1934)年，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面临倒闭，采取扩大招股，李宗仁用李德仁的名字带头入

股12份，广西省政府、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人股合办，资金投人由70万元(国币)增加到110万元，公

司职员亦增加到812人，月产煤高达1200吨，合山煤矿得以复生．日军人侵广西前夕，该矿月产

煤近300吨。解放后，合山煤矿在积极恢复生产的基础上开始扩建矿井，1958年兴建柳花岭矿场

和溯河矿场．1966"-'1977年先后兴建5对矿井，年设计生产能力提高59万吨．70年代着力于提高

运输能力和扩建矿井．1970年10月，来(宾)合(山)铁路轻轨改标准轨竣工，煤炭外运能力大为提

高．1969～1977年，里兰、溯河i柳花岭3对矿井扩建，竣工后，使年设计生产能力比原设计生产

能力提高70．09％．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合山矿务局率先在自治区煤炭系统推行吨煤补贴

经济责任制，继而推行多种形式、多层次的包干，从而调动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1988

年，原煤年产量达250万吨。进入80年代中期，合山市党委、政府大力扶助小煤窑生产．在不影响

国营大矿生产的前提下，实行“大小矿并举，国营，集体、个人一齐上”的办矿方针，全市小煤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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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至590个．1990年全市原煤产量282．17万吨，占自治区煤炭总产量28．81％．煤炭工业产值

10919万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24．26％．

50年代合山煤矿创造了超高打眼法采煤，工效提高6倍多．60年代，合山矿务局获中南地区

快速掘进第一名．1973年1月东矿工人手采606工作面，月产原煤10586吨，首创全自治区万吨工

作面．当年下半年，该工作面连续6个月月产煤超万吨，首创自治区炮采工作面最高记录．同年，

溯河矿快速掘进队月掘进338．1米，首破国家煤炭部颁定的全煤单孔月进300米的指

标。1981一--1990年合山矿务局先后创炮采单产、工区(队)炮采，薄煤层月产煤等7项获自治区最

高记录．

采煤业的发展带动了合山工业、交通，乡镇企业和机械业的发展．1990年境内铁路除来合

线外，有生产专用线8条共长37．339公里．公路除322国道外，有县道5条，共长37．3公里，这些县

道，除马安线外，已全部铺上沥青或水泥路面．有各厂，矿，乡镇相连，与国道县道相通的公路9

条，共长35公里．过去原煤外运主要靠铁路和水路，公路运输已举足轻重，1990年全市有各类机

动车1972辆，其中载重汽车858辆，中小型拖拉机735台．水路交通设施有4艘共780吨位的船舶

和1座5000平方米，年吞吐量20万吨的机械化煤炭装卸码头．1982～1990年全市乡镇企业，由26

个发展到2682个，产值由127万元增加到4393万元．在乡镇企业中，采煤或与采煤相关的企业

470个，产值2815万元，占乡镇企业总产值64．08％．境内机械工业，原为煤炭生产服务，现已辐

射其他行业并向境外发展．合山煤矿机械厂1990年有刮板输送机等30多种产品投放市场，该厂

生产的SGB--520／22型刮板输送机获自治区优质产品奖，该厂研制的QYZ一1型液压清车机，

其技术性能居国内外领先地位，获自治区“百花奖”．该厂还为制糖、建材、粮油加工、冶金、航运

和轻工等行业提供成套设备和部件，能承接30模直径3．4米以内大型圆柱齿轮和30模圆锥齿轮

加工．矿务局机电修造总厂是广西煤炭系统较大的综合性生产厂家，除承接煤矿和其他行业的

机电维修外，还研制，开发矿山和农用机械及配件．目前该厂既是柳州地区解放C型发电机定

点改装生产单位，又是自治区内唯一生产高铬耐磨铸球和高压电动机大修理厂家．

电力生产也是合山经济支柱之一．1954年合山煤矿利用合山煤发电，创办发电车间．1967

年国家在溯河矿平硐井口兴建“井口电厂”——671电厂(今合山电厂)，装机总容量50．5万千瓦．

3～8号机组为自治区内首次拥有的国产高温高压双水内冷发动机组，日耗煤最高超万吨．建有

容量40万吨的储煤场1座．自建厂至1990年底止，累计发电217．76亿千瓦时，拥有16条35～220

千伏的高压线与广西大电网联接．合山市利用合山电厂冷却水兴建1座水电厂，装机容量

2×1600千瓦，年发电量为11760万千瓦时，所发的电亦上广西电网．1990年全市总发电量26．83

亿千瓦时，占广西发电总量21．36％．全市电力产值12164．9万元，占工业总产值64．78％．合山煤

电生产相得益彰，为振兴广西经济作出了贡献，故合山被誉为“光热城”．

农业是合山三大经济支柱之一．1990年农业产值1780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占全市社会

总产值7．36％．民国时期，河里、北泗乡是迁江县主要产粮区之一．民国《迁江县志》载：“迁

江所出早粘油润，以河里北泗为上”，。(特产香禾)有迁江所产尤颗大而香，在北泗乡河里一带

为上”．迁江县也曾流传着“欲食香禾米，到北泗河里”的民谣。解放后，北泗区(公社)是来宾县主

要产粮区．河里，东亭农业生产合作社曾是来宾县农业合作化的旗帜．合作化后，境内掀起兴修

水利热潮，1955～1968年修建水库11座，总库容1834．63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1．205万亩，占

水田总面积24．66％．自1970年起，境内兴修水利以提水工程为主，1990年全市提水工程有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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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抽水，水泵．电灌共59处，装机总量2152．5千瓦，有效灌溉面积3．915万亩，占水田面积

78．19％，提水工程以溯河电灌区工程为最．1964年北泗公社仰江大队用拖拉机耕地，是境内机

耕之始．1970年后，境内农机逐渐增多，到1990年全市农业机械总动力达23223千瓦，亩耕地拥

有量为0．28千瓦，是柳州地区县(市)平均数的2倍，为全国县(市)平均数5倍多．1990年机耕面积

达3．53万亩，占总耕地面积42．88％．全市拥有植保机械426台，粮油加工、饲料加工机械共18

台(套)，基本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 。

’

60年代后，农业生产提倡科学种田，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引进早、晚稻和玉米良种，举

办水稻。三系繁殖制种’栽培技术培训班，派员到海南岛进行冬繁冬制不育系，推广。合式秧

田’，。快速育秧法’、。球肥深施”等栽培技术．70年代始用植物激素和速效化肥．1987年市政府

对种植良种实行种子，肥料等补贴措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较大提高．1990年早、晚稻单产与

1950年相比，分别提高63．89％，73．65 9H6．农业复种指数由1950年的130．7％提高到1990年

180％．1990年全市粮食总产值2718．2万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科学兴市有了良好的开端，各行各业的科研取得可喜的成绩．合山矿务局与外单位合作搞

水体下采煤和攻克煤炭职业病而研制成功治疗矽肺药黄根片，两项成果均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合山电厂与境外单位合作，研究成功。火电厂劣质粉煤燃烧技术”获国家“六五”科技攻关奖，该

厂与境外单位合作研制的CTY--2火电厂预热燃烧器，获自治区科技一等奖．合山煤矿机械厂

研制成功QYZ一1型全自动液压矿车清车机，获自治区科研进步二等奖和广西工业品。百花

奖”．农业生产实施。5万亩粮食增产综合技术开发’，获柳州地区大面积粮食生产技术开发。星

火项目”二等奖．1970"'1990年．科技项目获全国奖88个，获自治区奖407个．广大科技人员以科

技攻关为己任，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发明．科技队伍逐步壮大，1990年底全市获专业技术职称

3162人，其中高级职称70人，中级职称661人，初级职称1993人，员级438人(技术员)．平均每万人

有科技人员243．23人．

1982年，中共合山市委，市人民政府确立。服务厂矿，致富农民”的建市宗旨，为实现。小康”

目标，大处着眼，小处人手，集中力量发展经济．1990年与1980年相比，市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实

现了翻番，国民生产总值由2631万元增至9753万元(按1980年可比价计，下同)，社会总产值由

13712万元增至42397万元，分别比1980年增长2．71倍和2．09倍．职工人均年收入由806元增到

2337元，农民人均收入由65元增加到442元．社会商品零售额由1369万元增加到8696万元．税收

连续7年增收，财政收人3170万元．

合山是能源城，防治污染，保护环境卫生，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摆在市委、市政府面前的

重要课题．建市伊始，市委，市府即着手建立大气监测机构，兴建城区主要街道，及时铺上沥青

或水泥路面，购置洒水车，绿化城区，园林绿化与房屋、道路建设同步进行．至1990年底，城区先

后种下各种林木21．08万株，城区人均有绿化面积26平方米．路树、花草，喷泉、假山⋯⋯嵌镶在

城区主要街道和生活区间．1982～1990年全市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192亿元，房屋竣工面积

45．02万平方米，其中住宅竣工面积22．07万平方米．城区修建下水道22条共长9公里，为现阶段

服务所需的城区建筑物迅速建成，配套功能齐全，城区已具规模．1990年，全市县级医院有3所，

市辖30个村公所建有卫生所(室)30个，国家，集体、个人三结合的市厂矿．乡(镇)、村三级医疗网

初步形成．医院病床位由344张增至463张，每万人口有病床位33．57张．每万人口有医务人员18．

35人．天花病绝迹，麻风、疟疾基本消灭．为增强人民体质，市对体育事业投入资金65万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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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中心和活动场地．

为发展教育事业，改善办学条件，全市教育经费的投入由1982年的101．85万元，到1990年

增至559．3万元。1982～1990年对教育事业的资金投入共2834．17万元。1987～1990年，社会集资

400多万元抢修校舍危房．高完中由2所增至4所，小学由26所增至43所．1990年在校小学生

24654人，中学生7062人，平均每万人口有中学生512．1人、小学生1787．8人．小学入学率、巩固

率、普及率分别为97．5％，98％、98％．河里乡、合山矿务局，合山电厂基本普及初中教育．为提

高教师队伍的素质，1986--一1990年先后选送184名小学教师、27名中学教师到师范院校进

修。1990年中学教师具有大专学历以上占中学教师总数84％，小学教师具有中师和高中学历占

小学教师总数91．25％．中学有高级教师22人，一级教师79人；小学有高级教师86人，一级教师

264人．

合山不但是一块能源宝地，而且是山青水秀风景区：有玉屏山的清秀，仙掌山的突兀，寨

山的多姿，天堂山的恢宏，司烟山的神秘；有潭洞相辉的马蹄洞，九曲十八弯的牛岩，南北贯通

的仙岩；这些洞中，有钟乳，石幔，石柱．石台和石花奇观；有奔腾澎湃的红水河，清甜的龙王泉

水，飞流直下的瀑泉瀑布；有千姿百态的佛山石林；还有特辽王的美好传说。合山，山多水多，山

水相间，互相衬托，交相辉映，水显得更清悠，山显得更玲珑．具有旅游开发价值．

合山有丰富的奇石，现已发现、采集的奇石30余种，其中，绿玉石，鸳鸯石、壮锦石和生物化

石为上，特别是绿玉石已名扬海内外．

合山建市以来，各项工作都取得巨大的成绩，但面临的任务还很繁重，困难还很多，煤炭资

源虽然丰富，但采掘难度日趋增大；工业生产的。三废”处理十分艰巨；全市森林覆盖率还很低；

市民住宅有待改善；大理石、合山奇石和上万亩面积的石灰石有待开发；人民生活有待提高．合

山人民决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心，再接再厉，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合山而

努力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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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199碑主要经济指标统计表

劳动者人数 耕地面积 工农业总产值 社会消

年 (人) (亩) (不变价．万元)
主要产品产量

费品零

份 农业劳 企业 合 其中。 工业 农业 原煤 发电量 粮食 售总额

动力 职工 计 。 ．水田
总 总 历千 (万

’ 产值 产值 (吨) 瓦时) 公斤) (万元)

1954 14833 1316 856髓 6∞髓 102 83950 993

1955 14596 2012 93317 6翻；4l 238 196285 4 946．5

1956 16020 285l 81489 6韶27 约9 246767 63 96l

1957 13121 2832 971∞ 58969 477 328186 l∞ 791

1958 13786 3渤 84710 52443 踟17 608715 2晒 523

1959 12859 1159 72542 46478 ∞7 620804 561 513

1％0 ll眈4 6％8 79392 473筠 1062 7271D7 1143 10嬲

196l 11773 5920 842约 478∞ 624 424411 12∞ 755．5

1962 1265l ·4921 7lO∞ 。49215 610 572晒 1215 723．5

1963 13弱9 4277 779∞ 45770 411 82∞99 1178 394

19斛 13154 3937 79464 50815 593 4骚9舛 1331 gB6

1％5 13380 4313 72305 45658 625 鹳17∞ 1376 795．5

l∞6 13474 4619 7220l 45818 713 的3073 1591 892．5

1967 13589 5576 7302l 457∞ 6怕 53∞75 1767 766．5

l∞8 14737 5521 68391 45983 556 47畸眈 1294 ∞5

1969 14670 ∞12 67949 44919 1098 跖90∞ 928 8昭

1970 15059 9937 83580 4&诲7 1418 1117212 1570 1342

1971 15422 12398 79709 481睨 21船 1296925 4045 1425

1972 15674 12224 82680 48195 3375 1415956 13914 1385

1973 16265 12239 84550 49056 3631 1982292 21134 1751

19．74 16998 14287 87216 53183 4480 1583129 29476 1774．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