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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八步镇志》出版了，它是八步有史以来的第一部

志、书。

八步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为广西一大名镇，

页县人民政府现驻于此，是全 县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 镇的形成始于清代中叶，百多年来矿业繁盛，工商

兴旺，素有"锡都"之称。民因时期为平乐专署治地。

抗日战争初期，宁、沪、汉、陈失守，有名的同济大学

囚一度在八步办学。抗日战争 后期，桂、柳、邑、梧沦

陷，八步成为抗日前线的小后方。李济深、何香凝、柳

亚于、千家驹、梁i驮溟、陈此生和英乃群等各界著名人

士先后到达八步，他们向社会各阶层宣传中国共产党的

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

卖国行为，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开展救亡运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里曾是中国共产党地下活动的

重要地区，许多志士仁人为推翻帝Wl主义、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而进行顽强斗争，积极配合中国人

民解放军解放华南。八步在1949年11月 21 日解放之后，

全镇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继承发扬革

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促使工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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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不断发Jl~ ， 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中国共产党十

一届三中金会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

放，坚 持四 项基本原则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八步镇边入

了崭新的发展时期。

纪录八步镇的发展历史，编察镇志， 是时代赋 予的

任务，也是全镇人民的愿望。编杀人员经过 4 年 努 立，

《八步镇志》终于完稿付悖。 镇志本着贡牛古今、 1-1手 今

略古的原则，搜集了自然和社会方面;可大量资 抖， 以 j注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远行研究分析，把 历

史忠实地记载下来，基本~到观点明确、资料 翔实、体

例得当的妥求。

"以铜为鉴， ~J整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件。 "

本镇志必定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充分发挥其资攻、敦

育、存史的作用。

黄传林

1990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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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内容包括抵迷 、毛:主记 ~'fl 地理、经济、政治、文

化、社 -~、人物、杂记等 9 个可 i] 0 r;求 ;!气 述、大事:记外，其余分

缩、幸、节，共设 7 纳 33章J1 6 寺， 在兮 节下设目。

二、 本 45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

国共产党现行的路线、方针、政支 为 在绳，力求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相统一。

三、本志贯穿古今.详 今略古 己 找时间上至清咸丰八、九

年(1 858 、 1859 年) ，下至 1988年 c苟分 内 在 向前追溯或向后延伸。

对民国及其以前情况的记述，斐本从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 情况的记述，力求从详.但若有普遍性而不具有本镇特色的情

况记述，也从简。

四、本志大事记所载 犬事，是指本镇岭设置与变迁、重要活

动、雪六成就与失误、重犬 灾 情等。

五、接"生不立传" 约 原 刑，人物绚只给对社会发展有较大

影响的已故人物立传。考虑到一个镇所属的立传人物范围和数量

有限，设置了劳模、先进名录 E- 团 I~J， 土 职级名录，中级以上职

称名录。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历史纪年、 地理名称、各历史时期的

政权、官职，按当时的称谓载录，必要处括号加注。文中的"建

国前后"或"解放前后"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七、本志材料以自治区、地区、县历史档案材科为主，同时



参考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也个别选用历史事件当事人、知情人

的口碑或函件材料。统计数字以县统计局提供或核定的为准。

八、计量单位除注明外，均为当时用的计量单位。中华人民

共和国旧版人民币一律按新版人民币币值作了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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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八步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地处东经111 0 12'一112~

03' ，北纬23 0 49'一24 0 48'之间。东界莲塘镇美仪、新燕村，南

与鹅捕镇羊角山、厦岛寨接壤。西邻沙田镇的芳林、民田村。北

界黄田镇担石、安山村。 为桂东重慎，贺县人民政府现驻地。总

面积22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为 5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0108

亩，其中水田 7074亩，占耕地面积69.98~否，早地3034 亩，占耕

地面积30.02%0 1988年总人口51853人，其中非农业人员 40675

人，占总人口的78.44% 。

全镇系一片冲积盘地，地势略似骆驼形。境内土壤成土母

质，大部分为第四纪红土壤， 土层厚， 有机质含量高，诚称肥田

沃野，宜农宜牧和多种经营。 l陆江河东西两岸地带为缓丘坡地，

全属耕种型土壤，可资开发。境内有石灰岩石3400多亩，基建用

的角石、石灰石多取之于比。临江为贺县主要河流，纵穿八步镇

全境，可航可渔。五十年代前，汇集八步的农副产品、矿产品从

临江直航广东都城出口，布匹、汽油、煤油、食盐和工业品溯江

源源运至八步，鼎盛时，两岸停泊航船有400余艇。临江为八步

镇 5 万余人充分地提供了灌溉和工业、生活用水，也为发电照明

提供了充足的动力，更为八步镇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基

本条件。

八步镇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日照充足，年平均日



照时数为1586.7小时，相对集中于春夏秋农作物最需日照季节。

年平均太阳辐射能总母为99 .73干卡/平方厘米。年均降雨平均日

数171天，占全年日数47 5否 3 年平均气汩l19. 9t. 无霜;在 299天。

有利于农业生产。但问有倒春寒，对春播育秧稍有影响。只要平

断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农业也是有作为的。扫史籍记载.

1946年，一造亩产稻谷仅300市斤 ， 1978年以来，稻谷一造亩产

都维持在 1000市斤左右。粮食总产 过 1954年为 25万斤. 1978年为

680.87万斤. 1985年增至799.9万斤 。 农业人口人均产粮食 1954

年为274斤. 1978年为 725斤. 1985律为 768斤。 1988年农民人均

收入达到618元，比 1978 '; ;::增长了4.8倍。 主要农产品有稻谷、红

薯、花生、甘煎、红瓜子、马醋、烟叶、蔬菜等。

八步镇历来以商埠著称。总人口 中. 70% 以上呐为非农业人

口，其中大部分以营商为生。八步统的形成始于清咸丰年间，永

丰街就是当时的商街，寓"永远纪念咸丰"而取名。永丰不久又

有油行街和沙街。苏杭布匹、日杂商品、土特产、放校等i于行，

清时已现雏形。民国期间，水岩坝、望高、西湾等矿区矿资i尿的

开发，吸引了外地矿商的纷至沓来和投资。八步慎内的矿业经营

公司随之迅猛增长，较大的铅矿公司当时就有16家，工人最多时

有 3 万人，远近同名的货、富、钟各县矿区，其办事机构亦设八

步，故八步时有"锡部"之称。矿业的兴盛，促进了商业的繁

荣。 1933年全镇有大小商号163家，总资本额179.6万余银元。在

三十年代，八步阔的进出口贸易十分兴旺，当时出口的纯锡约

3000余吨、红瓜子43万斤，花生油、桐油、黄糖也大量出口。进

口的货物有汽油 19600余桶、食盐540余万斤、煤油60400 余桶，

布匹、海昧、杂货也大量进口。 1940年，广西省平乐行政专员公

署设治地于八步，除取其物质基础的丰厚外，更取其特有的"地

利"和"人和"。八步织地处湖、粤、桂三省(区)交界边酶，为桂东

北门户，素为交通一枢纽。公路东至广州、南通梧州、西达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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