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0991

叠酗芗窆硅

广西壮族自治区
象州县妙皇乡志编写小组

一九八八年七月



内部用图 毫暑秣銎喜舔名嚣盒稳黼据



象州县妙皇乡志编辑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 邓永良

副组长 罩吉凡

成 员 黎善祥

李耀东

韦世宝

妙皇乡志编戛小组名单

组长，．j．、韦世宝

副组长 陈德贤

成员 陈强志

韦国志

易洪瑛



象州县妙皇乡志编辑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 邓永良

副组长 罩吉凡

成 员 黎善祥

李耀东

韦世宝

妙皇乡志编戛小组名单

组长，．j．、韦世宝

副组长 陈德贤

成员 陈强志

韦国志

易洪瑛



．)￡．

刖
—jL▲

日

《妙皇乡志》是对本乡自然孝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全面地，系统地、详细地记述乏

著作．为研究本乡历史，为社会现代化建设，提供翔实的资料依据．妙皇建置历史悠久，此

次修志是妙皇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根据中共象州县委和象州县人民政府关于修志工作的布置，妙皇乡于1986年8月正式成

立乡编辑领导小组。九月建立编辑小组后，制定乡志篇日，并根据篇目进行收集资料，先后

到武宣、象州两县档案馆、象州、县志办资料室，本乡资料室．乡直各单位及县所属各部门查

阅摘抄档案文献资料，共40多万字，同时聘请52人为乡志资料员，召开大小座谈会1000多人

次，并收到有关入士来信82封，我们走遍全乡80个村屯．还到柳州，广问等地进行走访。搜

集资料．在做好资料的考证核实工作后．即进行编写，1987年底写好初稿．经县志办审查．

对志稿又进行修改补充，予1§88年B月完成二稿，经乡党委，乡政府审阅，向县送审定稿．

金志共分15篇．58章．231节，共计15．1万字．

在修志中，资料员为我们提供大量的宝贵资料，有关部f1和人士也给予我们热情帮助和

支持．谨在此表示感谢l在编辑中．虫子眯谰仓率，如有错游，请给予批评指正．

妙皇乡志编辑小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妙皇建置子乾隆年同．原名。庙王一．民国二十二年，改为。妙皇”。1952年象州与武宣合

并为石龙县，即把象属近城乡的圹头．桥头等村划入妙皇．1962年恢复武宣县后，妙皇属象

州县辖区，1934年，设12个村蚕，60个自然电．102个生产队．1986午4274户，人口24568人．壮族

人口19678人．：占76％，汉族人．口4876人．，占19％，是壮．汉和其他民族杂居的山区，东与金秀瑶

族自治县的大樟乡相联，东南与武宣县的东乡、河马、小林接壤，西与武宜县的二圹、黄茆、金

鸡乡交界．北与本县的象州镇、寺村乡相邻。总面积约200平方公里。主要的大山共有20座．

海拔890米以上的两座， 其中廷笔岭841米系最高峰．海拔：00米以上的两座，其他海拔都是

300米上下；岩滑比较有名的15她。是旧社会动乱年代里为群众避难之所。关隘三处，氏国

时期，商人经过．有被抢物拉身．有被歹徒杀害．妗皇地区，地势险要，是象州县的南大门

户之地．

境内有三条主要小河流．发源于东部崇山峻岭中．不但解决大部份人畜饮用水，且5藿溉

百分之七十的农田．但如遇山洪暴发，交通中断，卵石堤坝易被冲垮．所有河水都流入石祥

河水库．建国前．妙皇地区，虽是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由于封建剥削．农业生产仃滞不

前．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土地改革．解放了生产

力．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从1957年后．建设了绿青辱5个中型水库．扩大灌溉面积．

1958年到1977年廿年时期问．实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脱离了农村实际情况， 吃大锅

饭，摘平均主义．特剔是文革十年，工农业生产几经周折．进展缓慢．1978年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进行农村经济改革．工农监生产出现新的局面．1986年工农业总产

值为IO，721：，000元．为1976年总产值2。，3I 13，530冗的4．6倍j粮食1985年总产222，800担．总

产比1975午的167，507担增加13．2j|；．生姜’蚕茧．格蔗．水果比过去有较-大的发展，但是药

材，柴胡、桔梗，山楂，金银花，古琶茶等过去远销港澳镣地．近年来，林木繁茂和以茶

还田药材产量大大下降，但总的说’来工农业的发展还是捩快的．农民收入大有提高．1986年

人均收入300元．比1976年的69元增加到’四倍多．全乡1986年林业用地面积156000多亩，其

中有林面积96759亩，比解放初期10050亩增加8倍多，是全县的第三位。重晶石一矿，矿藏丰

富，也是全县的第三位．

1958年开始兴建象州至妙皇公路，长15公里，通上客运班车，1986年兴建由寮村至风门坳公

路金长16．23公里，现尚未完工。1958年起，普遍修建机耕道，使12个村委通上拖拉机，其中

有八个村委通上汽车．

能源上主要是电，迄今农村有60％以上的农户．用上了大电嘲的电来照明和农副产品加

工．

财贸金融，供销合作社是基层商业的主导作用，发展很快，到1986年，全乡有商业网点113

个，个体商业185个，253人，同年营业兀183万元(其中收购兀为86万元，销售兀52万元)．

信用社存贷总兀为125刀-多元。乡镇企业巳具规模，办有工业、商业、林业厂场店等，以及农

村的两户一体，1986年总产值为165．96万元．

文教卫生事业有较大发展，乡办文化站，广播站、露天影场，提高人民文化生活的素



质：教育事业欣欣向荣，过去没有办过初级中学，1963年兴办一所，学生37人，到1986年学生发展

到700多人，农村初级教育点40个，198￡,年学生为4014人，比1972平的2711人增加了1．4倍。

大专院校毕业生58人，为民国时期的9人，提高了e．5倍。卫生部门有乡卫生院一所， 联合

诊所3令，村卫生所12／卜，共有医务人员G9人，计划生育抓得较紧，1986牟-收罚超生款，做

四种手术(结札，安环、人工流产、弓I产)自然生产率及多胎率有所下降，但仍未达到上级
√ ．?

的要求．．

名胜古迹，在妙皇的东部，距乡人民政府三公里的山定大队那宜屯，四面环山，泉水淙

淙，苍松翠柏布+满．山岗，上那宜屯背，有仙女’喷泉，龚三妹庙遗址。甘娥(岩)胜景，气候

凉爽，是山清水秀之屯。 ，．

。

那宜交界的花庚屯，屯与屯的距离约一公里，有山坳相隔，两屯中，各有风味，均不见

剔的村庄，花便四周林木葱茏，四季山花灿烂，画眉乌歌声宛转，村前一张水圹约60亩左右，

对面修竹倒影圹中：形如姜公垂钓，景致宜人，人们稚之为花侯公园。从乡人民政府到大梭

大队的甘邓屯那尧岩洞‘约12公里，‘岩洞年有山、有田、有当年仙女歌台，午厅，锺乳召，千

姿百态，如人形，如禽兽形，是一幅天然的胜景，可称是妙皇的七星岩。位于妙皇西部八公

里许．有“天盖晴岚”，素称象州八景之一：

凡 例

一、本志书上限一般从辛亥革命起，下限至11|≥86年tz}2止。个别事有记到1987年的．也

有追溯，到1911年以前，1911年——1940年10月1日前称民国××年，称民国时期，1949年lO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

．二、本志书资料来源，县档案资料，国民经济统计资料，绿州县地名．集》，《林业普查》，
《土壤普查》、本县各单位、乡直档案室、以及口碑资料．．

三，本文采用语体文编写，个别弓l用仍用文言文。

四、本文使用地名，．’均按《象州县地名集》．

五，本志以部门行业分编章在同一章一节，j般以时间为顺序记述。

六，．本志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1949年以后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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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清朝

清乾隆年问，废古城圩改福庆村为妙皇圩。

1881年(清成丰元年)，覃瑞麒、罗廖氏与其夫罗际隆、

军洪杨革命。

同年，太平军在上古城村背歼灭清兵李瑞获一次大胜仗。

清同治年问，属象县管辖村庄有界首、上下新造，石牛、

(今大窝)，屯村，上下古城，田洞、岁秀，圹头等14个村。

中华民国时期 I

黄招夫等共,200多人参加太平

廷村、牛栏(今思高)、同熬

1923年(民国十二年)，妙皇地区经济匪作乱，四处打家劫舍，抢牛、拉人、杀人放火，

血流遍地，当时群众称为“满地红”，到民国十八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清乡，才基本平息匪患。

1928年(、民国十七年)，在妙皇社背建立新坷亭厂二座，约210平方米。

同年．成立武宣县妙皇小学．

1931年(民国廿年)，建立妙皇新街(东西)二条，火砖结考句，宽8‘米．全长300米，

今还好。

1933年(民国--：十二年)新编区乡村时，建立国民基础小学．

同年，将庙王改为妙皇(今名)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将花禄．批头、新造、界首、石牛等五个村划为武宣县妙皇

乡管辖。 ．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月25日．，象、武两县协商以达操河为界，西南归妙皇乡所辖，

东北归象县所辖，同时妙皇辖的集义村(永隆，弄荒，华灵村)，埘归象县近城乡．所辖。

1845年(民国三十四年)3月10日，。日．本军从象州入妙皇，侵占九个行政村，进行烧杀

掳掠。

同年象县长煎传忠带领自卫队和近城、妙皇乡自卫队共150多人，分别在永隆、湾村背等

地攻打日军哨垒。

4月7日，日本军被迫退出妙皇。

1 949年(民国三十八年)7月正式建立中共武宣县大队妙皇中队。

同年8月×日晚，中共地下游击队夜袭近城乡公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1月28日，中共武宣县大队妙里中队采取里应外合办法，打入乡公所，缴获战制

品一批。．

1 1月29日，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妙皇解放，正式建立妙皇乡人民政府。

12月1日，国民党马拔翠残军，从象州逃往妙皇，被妙皇，中队在上明村围击，俘敌参谋

长以下官兵200多人，缴获战利品一大批。

1950年7月，匪首韦品鑫勾结武宣县金鸡匪何炳基第一次攻打妙皇乡人民政府。



8月，匪首韦品鑫又勾结-圹黄伯奎等匪帮，第二次围攻乡人民政府，二次均被乡政府

区中队、民兵打退。

12月2日，区中队，民兵配合人民解放军共300多人枪，全歼盘据在花侯村的土匪，结

束妙皇匪患。

1951年春，实行清匪反霸，将罪大恶极匪首韦品鑫等镇压：

7月，中共妙皇区工作委员会建立。 ，

7月，土改工作队进驻各村进行±地改革，把农村封建地主的土地，财产没收和征收．
分给无地的贫苦农民。

9月，建立盘古、龙头、圹头、妙皇，山定等五个党支部。

同年，建立妙皇乡粮食购销组，油脂购销组。

1952年，象婀、武宣并为石龙县，县人民政府在石龙办公，近城、妙皇两乡并为妙皇区。

同年，土改、复查工作结束，划定农村各阶层的阶级成份。

同年，建立妙皇人民银行临时营业所。

I 953年6月．建立中共妙皇区委员会。

同年，改乡为区，妙皇属第八区人民政府，同时村改为乡，设乡人民政府。

同年，将弄荒改为龙旺，牛栏改为思高，批头改为龙头前。
同年，建立妙皇乡粮油管理所，食品购销组。

同年，建立妙皇供销合作社。

同年，各小乡建立信用合作社。

同年，建立市场管理委员会。

1 1月，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棉布计翔供应。

1954年，圹头村黎明文互助组，第一个建立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

同年，第一次普选，妙皇召开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

同年，正式建立妙皇人民银行营业所。
I 955年，全区建立九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达40％以上。

同年，建立邮电营业所。

1956年；车缝，铁具等行业转入手工业合作社，商业、服务行业转为合作店(组)。

同年，进行第二次普选，并召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同年11月，山定水库兴工建设，总容水量65万立方米。

1 957年，兴建三连环水库，容水量51万立方米。

1 958年1月撤区并乡妙皇区改为乡人民委员会。

8月下旬，建立人民公社管委会。

同年召开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同年，农具工艺社改为^农械厂。

同年，金社60％以上劳动力投入到武宣县的河马，凤地等处去烧木炭支援古旺钢铁厂大

炼钢铁。

同年，修通妙皇至象州简易公路一条，开始通行汽车。
I 959年4月，召开中共妙皇公社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同年，妙皇，象州公社合并，称跃进入民公社。办公地点在妙皇。

9月，跃进公社分开，恢复妙皇人民公社。

同年冬，开始兴建长槽水库，1962年完工，容水量90．5万立方米。

1960年7月，中共妙皇公社召开第二次党代会。

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社员日吃粮3’——5两米，部份社员患浮肿病、干瘦、

妇女子宫脱垂等病，虽然分大队集中治疗抢救，非正常死亡达1 300多人。

1961年，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1962年4月1日，象州、武宣分开两县，妙皇属象州县所辖。

同年9月，妙皇公社改为区公所，各大队改为公社管委会。

同年，召开妙皇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一

1 96 3年，成立妙皇兽医站，1 965年改称畜牧兽医站。各大队设兽医员一入。

同年，开办中学(农中)’一班，学生37人。
1 965年新建达操孔桥一座，水泥结构，全长24米，1 967年建成通车。

1965-年7月，全面开展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清经济)，至1966年9月

结束。

同年，召开第六届入民代表大会。

1 966年5月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同年8月妙皇区改为公社。

10月组织红卫兵。不久师生到外地串联活动，回来后分成。四二二”和。联指”两大派，

搞夺权斗争。党。、政组织基本瘫痪。

同年兴建花仪水库，1975年完工，容水量213万立方米。

1967年吾月，公社并始推广使用人力插秧机，到69年金社拥有316架。

1968年3月，建立妙皇公社革命委员会。

同年召开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同年，大队办初中3所，到1 98 1年共有1 1所，1 98s年全部停办，

1969年9月天津医师8名到公社医院落户，开展医务工作，1982年全部回原藉。

同年9月，全公社1 1个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

同年，建立妙皇公社广播站。

1970年7月召开党代会，恢复成立中共妙皇公社委员会。

同年开办高中两班，学生100入(1 98 1年停办)。

同年修通妙皇至盘古简易公路一条全长1 0公里。

1971年寮村大队购买第一部中型拖拉机。

同年实行生猪派购“购六留四”政策。

同年兴建妙皇卫生院平房一幢。

1 972年生猪派购实行“购一留一”后又改为。购一多留”政策。

同年3月1日，公社建立天盖山林场。
1 973年1 1月20日，圹头中拖开往象州回来，造成翻车事故，压死1人，伤1人。

1923年9月在圩的南门外，建立两个新圩亭广共600平方米’：南门街延伸至中学校门口，
全长约300．米，街道两旁有供销社，粮管所、卫生院、畜牧兽医站等单位的办公室门市部及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工宿舍等。

1974年9月，兴建绿青水库，容水量25 1万立方米。

同年11月，公社召开第三届党代会。

197 5年3月3日，下冰雹如指头大，，山定、妙皇、寮村，思高、新造等大队部份村庄房

屋损坏，秧苗、蔬莱等受重大损失．

4月公社实行兽医医疗站。

同年冬，在圹头大队和生生产队田垌建设大寨田约100亩。

同年7月，建立公社企业办公室．

1976年，农械厂安装一台六十匹马力柴油机发电供社直机关单位照明。

同年．公社在下古城建设团结电灌站，第一次引进西津水电。

同年，妙皇中学师生动手建设平瓦房教室20同，宿舍13阎。

197Z年9月1日，建立公社电影队．

同年，抄皇至象州正式通班车。

1978年，成立公社文化站。

同年，在三角村背岭地建成妙皇银行营业所大楼一幢二层，钢材水泥结构，总面积500

平方米。

同年，新建花禄桥一座，水泥结构，全长34米，82年建成通车。

同年修通从妙皇至笔架山林场公路一条。

同年修通由下古城经思高，新造刭武宣的绿峰山林场界首分场．简易公路一条．全长7

公里． ～

同年1 1月县革委文件宣布供销社集体所有制为金民所有利商业．

】979年成立妙皇工商管理所。

同年重建达哲孔桥一座，水泥结构，金长19．6米。

1980年公社革委会改为公社管委会。

同年，召开第八届入民代表大会。

同年，将大队信用社并为公社信用合作社。

1 981年在达哲岭建设一座水塔，开始用柴油机，后改用电力抽泉水供应社直机关及居民饮

用水。

同年1D月妙皇公社露天影场建立，总面积1350平方米，2340个水泥板凳座位。

同年，公社购买第一部。柳江牌”j气车一台。

1982年公社建立供电站，在下古城电灌站引西津水电刭妙皇供应社直机关单位及妙皇村

委用电照明加工等。
。

同年8月，公社召开第四届党代会。

同年，全社实行农业生产联户承包责任制。

同年建设下古城村前平桥一座，水泥结构，全长120米，思高大岭矿场正式开采。

同午公社企办购买东风牌t解放牌汽车各一部。

同年新建乡政府三屡大楼一座，钢材水泥结构，面积858平方米。
198 3年．恢复妙皇供销社为合作商业。



同年，供销社召开一次社员代表大会，选举理事会和监事会．
1 98．4年公社改为乡人民政府，大队管委会改为村民委员会。

同年，召开第九届乡人民代表大会．

同年召开第一次信用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

同年，停止粮油征购，实行粮食定购合同喇．

同年，建设乡企业大楼一幢(三层)，钢材水泥结构，总面积1 1 z5-T,-方米。

同年，建成木材加工厂并正式投产。

同年，建设圹头、思高、妙皇、寮村四个大队小学两层楼房各一座，480-平-方米，钢材
水泥结构．

1 985年9月，召开第五届党代会。 ⋯

同牟建立妙皇乡财政所，办公地点在乡政府。

同年建设妙皇中学大楼一幢三层，钢材水泥结构，共1500平方米．

同年，在新圩街道建成妙皇税务所大楼二层，钢材水泥结构，总面积610平方米．
同年建立乡计羽生育工作指导站． ～

同年在新圩街道旁建成工商所大楼一幢二层，钢材水泥结构，总面积5 zo-乎．方米．

同年取消生猪派购，实行议价经营．

同年建设妙皇中心小学大楼一座三层，钢材水泥结构，共850平方米．

同年在三角村背建设新圩亭厂3座，砖瓦木结构，总面积1340平方米。

1986年供销社召开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

同年新建成邮电大楼一座二层，560平方米．

同年新建松香厂一座，次年投产。

同年兴建从寮村背到大梭风门坳公路一条，全长16．23公里(尚未完工)．

同年。金乡有8个村委，大部份村屯都用上西津电网电照明，加工、抽水等。

同年在新圩街道旁建成乡财政所大楼一幢，共三层，5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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