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二__

三

三

萎；；
重耋
雾‘．





’象州是生我育我的故乡，亦是我战斗过的地方。．

T’象州历史悠久，建县迄今2100多年。自然环境优越，资源丰富，素称“桂中粮

仓力，实乃鱼米之乡。重晶石以品位高、储量大驰名中外；象州人民勤劳淳朴，具r

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曾是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战场；曾在大革命时期开展过农4

民运动；抗日至解放战争期间，许多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终于迎来了象州的解，

放。’。ij。’ ·。‘ 。 ．·_+‘|一一 一

几十年来，尽管公冀羹囊。冀Fl萋||雕毪雾嚣霪雾羹断雾薹；夔鳇鞠鋈雾糍；。

耋耋霎羹。雾冀蓼薹!雾蓉耋霾鋈冀。薹雾羹雾。 l— j ⋯

蓁薹雾奏鋈冀；霎蚕鍪麓萋霪霎霎耋冀耋；霄萎囊霭塑雾墓塑薹墼霾雾蓊型。雾

邕霎羹，黼薹雾囊囊蚕臻军囊；羹囊萋鬟鬣墓垂霎翼蓁薹；雾黼羹冀霎囊霾霾i羹

鋈霎冀|羹蚕霞；薹冀瑟蔬耋。萋雾茹雾薹。薹冀

天无林荫蔽的山坡地种植。收

获腐的生羡香萆，要及时烤干，忌堆积沤黄沤烂，影响质量。， ：

茶叶 多为垦荒种植，种植翡铲革戆肥，及时采茶及割茶。 ． ．

，

·

疏菜一县内 疏菜种类繁多，四季常青。主要品种有白菜，包白菜、芥策，甘蓝、普马

(苦脉)菜 、我角、鬻悉以及葱、蒜等。常选择高产优良晶种，耩绷整建、培育壮菌蠢移

植，多施有 机肥，‘勤浇水，保持土壤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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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又名天花粉。宜在由区土质肥沃，土层深厚疏松的沙砾土生长，采用根块繁殖。

为使高产，常褒出冲两边挖掘肥泥集中冲底加深±层种植。株行距2．5～3。5米，出苗詹松

土除草。年施肥I一2次，以农家肥为主。番夏施氮肥，秋后施钾腮，当年或次年可收获。’

绞黢蓝，常为野生。遥年来，不少农民褒出阀疏林缝全垦种植。橡行距均王米左右，

当年或次年收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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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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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病虫鬻县肉水稻主要病虫害有稻癜病，纹桔瘸，白旰秸病，恶萌病、胡麻吁斑

病，细菌性条斑病等。1972年至1976年，个别地区曾发生干尖线虫瘸，197r7年后，未发现

此病。‘ 。
．

～ ‘

．。

j

稻瘢痰在全县各稻诈区均骞发生，以罗番、忠良，五角、大樟、长垌簿乡为多发送。

单季中稻改双攀稻区尤为严重。 、

。
。

纹辕病多发于罗香、惠良，夫樟，三角等乡的双季稻缝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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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象州县志》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出版发行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
事。 ．

象熊是一个有两于多年建县历史的吉县，自三国吴以来，历代均兹矧、郡

治所。经济亦开发较早，秦统一岭南后，中原较为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传到
象州，促进了象州生产力的发展，使之成蔸古代广西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方。

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长期压迫剿魏和帝营主义的侵略，象州的经济帮社会发

展十分缓慢，长期处于贫困与落后之中。为变革这种状况，象州人民进行了不

屈不挠的斗争。清代，成千上万的象州各阶层群众，投入太平天国起义的行刭；

本世纪20年代、4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全县先后开展了声势

浩大的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革命武装斗争。在漫长的斗争中，先烈们抛头颅、

。洒热盘，前仆后继，终于避来了象髑的解放与新生。解放惹，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厝，象州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现在已基本摆脱贫

．困，向更高的目标迈进。牢记过去，才能立足当代，激励未来。这是编修《象

州县志》的意义所在。 ，
’，。

．地方志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志书，可以帮助人们了

。解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古往今来，常有注重调查研究的地方

富，到任伊始，即着手研读地方志，以从中了解地情，药基露施政提供依据。由此

可见，地方志具有其他图书典籍所无法替代的作用。自宋代至民国，象州先后编

纂12部州、县志。本届修志是象州历史上的第十三次，也是解放后的首次。历届

；’县委、昙人民政府对修志工作十分重视，切实采取措施，刍嚣强领导，在人力、羹|力

等方面给予保证；全县各个单位和干部群众大力支持；修志工作者默默耕耘，历

时9个寒暑，付出巨大心血和汗水；象州在外地工作的老干部，上级修志部门和

l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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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象媸县位予广秀中部，东依瑶峨，西傍榔江，县城总嚣积1898．47平方公里。年乎均

气滠20．7℃，年平均降雨量130s．9毫米。1990年全县总入口32．8万入，其中壮族占

70．46％。
’

·

象媸历史悠久，警在毅石器时代(距今8◇oo～lo∞§年蘸>象熊的漂始居民已在秘汪’

岸边生息繁衍。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今热境置桂林县。三国·吴凤凰三年

(公元274年)，。为武安县、桂林县地，桂林郡治。隋开息十二年(公元592年)置象州，辖

3县i宋景德涎年(10§7年)，赵越帝疆豫。象鸯名鄂’’，‘‘宣加爨獬之名”。阚年，秀象建

为防御州，辖4县。元甄元十五年(1278年)，象州改为路，辖3县。明代降为无辖县之散

州。民国改为县。 ．+

1。。 ；‘，

‘
．。

象娥鲁然资源丰富，广秀主要矿带之_昀大瑶遗嚣德硫毒l二耱多金羼成犷带通过芸境东

部。抗日战争时期，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张文佑等曾到象州进行地质矿产调查。现融查

明主要矿藏有麓晶石、锰、铜、铅、锌等13种，已探明重晶石矿储量2600万吨，占广西

已探暖褚量酶55。7％，瞧最质优良，有。耋繇石之乡”和“重螽石皇看”之美誉。

象州水资源得天独厚。县域河沟纵横，川流不息，红水河、柳江、运’江、枫木河、罗

秀河、金秀河、，水晶河、青凌河分剐从西部的来宾县、柳江县和东部的金秀瑶族自治县大

瑶由注入县境，多年平均流入量1170．93亿囊方米。酶有源于芸境的寺镇河、下艚河、岩

村河、北山河、‘高龙河、妙皇河、龙富河。这是灌溉农田，保证粮食增产的重要条件。因
。

藤，象州素有“桂中粮愈”之美称。
‘

‘

象娜热泉是桂中独有的旅游资源，也是优质医疗保健和饮用矿泉水资源。泉日“沸如

鼎中汤”，最高温度85℃．可熟蛋，可宰猪。经国家级科学测定，泉水含钠、钾、钙、镁、

铁、镑等lo余种对人体蠢益的微璺元素，水瀑稷偏硅簸达医疗矿象水标准，以泉水沫浴可

防治多种疾病。

象州泥盆纪地层分布广，各门类古生物化石丰富，具很高的科学价值。自20世纪30年

代以来，国内、国际许多著名学者，纷至沓来，进行科学考察研究，有关象州泥盆纪大乐

剖丽的科研论文、专著、报告达数十篇、册。

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是象州人民的优良传统。

象攮是太乎天匡趋义薛策源弛之一。清道光二÷七冬至三十冬(1847～1850年>阚，象

·20·







在校学生11326人，每千人中有在校学生34．5人，比1948年的3人增加10．5倍；小学532所，在校学生49393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1977～1990年，共考取大专院校1115

人，中等专业学校1664人。’

’
，
十

五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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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州属广西老、少、边：山、穷县之一，工业基础薄弱，商品经济不发达，解放41年

来，一直靠国家财政补贴过日子。1990年，全县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1．5％，·人均国民收入678元，比广西同期人均水平少12ci元。县域西部农业生产条件尚未根本改变，群众生活水平较低，建设象州任重道远。

．，
-
’．

然而，象州的发展充满希望。县境气候宜农，土地宜农，水利宜农，具有发展农业商品经济的明显优势；许多资源尚待开发，对矿产品、农副产品、林产品进行深加工大有可为；1990年全县总人口中，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占74％以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25．9％，

劳矽力具有一定素质。全县各族人民，同心同德，抓住机遇，努力拼搏，具有2000年立县悠久历史的象州，一定会焕发出更加灿烂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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