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舍弃家园建电都

据东兰县移民部门的资料显示，七十年代以来，国家在河池境内建设大化、岩滩、
龙滩三个大的水电站，河池被称为“电都”。全县库区有 8个乡镇 39 个村，359 个村民
小组，38660 人（2017 年数据，不含外迁）。红水河沿岸大同乡的和龙、信河、平勇、
板坡，长乐镇的坡豪、纳雄、更乐、永模、坡切、苏仙，三弄瑶族乡的苏托、双苏、
弄怀、当马、牙满、江洞、可吾、新村，三石镇的板文，东院镇的平信、下渡、上渡、
纳旺、同拉村等五个乡镇、16 个村委、108 个村民小组、2400 多个农户，16000 余人，
2万多亩田地成为淹没区，需“内迁安置”6000 人，“异地搬迁”4000 人。这些淹没区，
大多是覃氏后裔聚居区域，是当年韦拔群开展农运的重点区域，是覃健、覃士冕及覃
波（享受副军级医疗待遇）等赫赫有名开国将军或战将和覃孔贤、谭统南、谭国联等
十名早期农运领导人的家乡，有覃士珍等上百名烈士洒血捐躯的热土。覃氏广大族人，
毅然决定舍小家为国家，响应党委政府“内迁安置”或“异地搬迁”的政策，艰辛迈
入拓荒经营、重建家园的漫长岁月。

第一节 和龙告别鱼米乡

和龙村，是大同乡府（都彝哨）所在地、始祖怀满公落籍地、发祥地和祖茔地，
辖纳雅、移民新村、切近、累吴、切合、拉当、里龙、板更、江板、板拉、同旁、河
口等 10 多个村民小组，上 700 余户，近 4000 人，90%村民为覃（谭）氏族人。该村为
东兰的二三大平原之一，无论是自然资源禀赋还是生产生活条件，相当丰富与优越，
古有“天下奇观”、“千年贾道”和“鱼米之乡”之称誉。

自然景观别致。和龙三面环山，西靠神奇巴社峰，海拔 900 多米，为全县三大高峰
之一。南连群鹤坡，形似群鹤相随，活灵活现，翩翩起舞。北接五龙岭，犹如龙腾虎
跃，气势恢宏。峰奇岭异，天设地造，美不胜收。因地得名一和（鹤）龙。且山岭坡
绿，峰峦戴萃，古木参天，岭间溪水潺潺，山清水秀，漫步曲径通幽，不时凉风习习。
东达红河口岸的“千年贾道”和“红水河第一湾”，景致如诗如画，自然形成“天下奇
观”。登临此地，仿人仙境，令人心旷神怡，可与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相篦美，并无逊色。

天然千年贾道。和龙南临红水河最大的口岸一河口，千百年来，货船、木排上下，
停泊于此。70 年代初，河口—大同—东兰公路已开通，数以万吨（方）的农林产品、
山货、农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输入，车船穿梭，人流如织，商机勃勃好一派繁华景
象。

古称鱼米之乡。最让人感叹的是，若干年冲积形成的和龙小平原，极目无垠，六
七千余亩，土质肥沃。一条清澈见底小河穿越平原流向红水河，水资源充沛，地肥水



美。气候适宜作物生长，稻米品质极佳。
千百年来，和龙平原生产的粳、粘、糯等稻米，不仅米质优而且产量高，独具柔

软、香甜、可口之特质，
倍受众人青睐，纷纷求购。解放以来，一直成为历届政府领导定为优质农产品生

产基地之一。80 年代初，仅和龙村就有近百户向粮所交“双超粮”，每户上交少则几百
斤，多则上千斤，荣获国家奖励白行车、缝纫机等日用品。

大同鱼类繁多，肉质肥嫩，可烹调多样美味佳肴，让人赞叹不已的是“粉蒸鱼”，
味道鲜美，饱而不腻，声蜚县内外。让族人回味无穷的是，和龙有个屯因盛产鲤鱼而
得名一里龙屯。屯旁大同河，鱼类繁多，鲤鱼尤为出名，民国初年的区乡制建制时，
同拉文人就以此为家乡命名—“里龙村”。尔后，覃氏才子慕名而来，迎着山风拂面，
居高临下，俯视着里龙村，呈现出河水清澈、鱼翔浅底的景象，才子观鱼，触景生情，
吟诗赋词。即挥笔题诗赞道：“红鲤畅游于君河，牧童鼓腹草坪歌。”的千古名句。

然而，该村委先后有 8个村组 500 多户，共 3200 多覃氏族人，为全力支持国家电
站建设重大项目，宁可舍弃世代耕耘的“鱼米之乡”，甘愿“内迁安置”或“外迁安置”。
其中“后靠安置”的 200 多户 1200 多人。“外迁安置”的 442 户、2196 位覃氏宗亲，及
其他村组覃氏的 198 户 1800 多人，共 698 户 3800 多人迁到 600 多公里外的北海三合口
农场异地安置。开启拓荒种地或林果等生产经营、建设新家园的艰辛漫长岁月。

众多移民族人，始终弘扬始祖怀满公“艰辛拼搏、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精神。”在
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近三十年的不懈奋斗，辛勤劳作，用心血和汗水建设新的
家园，逐步过上幸福生活。但是他们怀祖恋故之情依然如故，和龙村原老支书，移民
北海三口农场，80 多岁高龄的覃汝南等代表前来参加怀满祖茔修葺立碑揭幕仪式时动
情地说：“始祖先祖、先烈前辈、生养故土，难以忘怀。今将传统文化和怀满文化、怀
满精神、历史功绩、世代繁衍等载人族谱，非常及时。我们有个愿望，即将大同乡和
龙村等地库区淹没前田园原貌制作成图等历史资料，筹建移民纪念馆，让后人永远铭
记，弘扬覃氏舍小家为国家，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精神。”由此可见覃氏族人高尚情操。

第二节 平川坡豪河水没

东兰县内外，一提起坡豪，便知那早就闻名的萝卜产地。此地产的萝卜与其他区
域不一样，这与其独有土质、特定区域、气候因子等密切关联。

在东兰，坡豪也可号称为小平原之一，其面积与和龙相当，土地形成的漫长历史
过程大致一样，拥有四五千亩，土地黑油油的，松软、湿润、肥沃，适合栽培萝卜等
疏菜。

坡豪，地处红水河岸，古老苏托渡口旁，位于东兰县城至大同乡公路中段，水陆



交通便捷，地理条件优越，地处神奇巴社山麓，具得天独厚的旅游开发资源，发展潜
力巨大。

坡豪村管辖更乐街一队、二队、拉丘、苏仙、永模、坡切、巴一、巴二、纳雄、
拉岜等十多个村民小组，为覃氏后裔居多。

千百年来，坡豪覃氏族人种植的萝卜。品质好，雪白大个，味甜，脆嫩、汁多，“熟
食甘似芋，生荐脆如梨”，其效用不亚于人参，故有“十月萝卜赛人参”之说。可生食
或作为蔬菜，又可腌渍，以便久藏。正因其品质佳，倍受青睐。特别逢年过节，八方
客商、商船，云集坡豪，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生意火红。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东兰县政府将坡豪列为优质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每年腊月，东、凤、巴、河池
等县份的车辆穿梭于坡豪采购萝卜，群众收入成倍提高，率先成为全县劳动致富先进
村之一。

因岩滩水电站建设，坡豪是重点淹没区，5 个村组近 1300 多人，别离富饶故土，
搬迁到 800 里外的黎塘园艺场，安置经营。

第三节 富裕河口水中浸

70 年代初至 80 年代中期，乡村（社队）企业异军突起。在东兰县，起步最早、发
展最快的就数大同乡平勇村河口屯了。

平勇村河口屯，为平勇村企业所在地。该屯自然条件好，人均一亩的良田；70 年
代初，自己修通村屯至河口码头公路，加上自然形成的红水河航运，交通便捷；干部
群众据自然条件，劳力状况，制定实行统一领导，劳力统一安排，作业分工有序等经
营体制，共同组建并实施：粮食、码头、船队、商行、养猪场、糖厂、酒厂等七大项
目。村组干部领导有方，廉洁为民，夙夜在公，在群众中有凝聚力。积极推行：村、
组干部人人挂项目，劳力分到项目，各尽其能，统一记工，统一分配的经营模式。村
民素质高，集体观念强。

功夫不负有心人。平勇河口企业，历经近十年的艰辛拼搏，七大项目，个个见效。
村民们不但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而且使用上了拖拉机、发电机、打谷机等，是
当地最早实现部分生产机械化的村屯，成了红水河一带无人不晓的富裕村。他们那时
的生产生活，距“小康”仅一步之遥。

可惜的是，世代经营的宝地，艰辛创建的基业，眼见富饶的曙光，因国家建设岩
滩水电站，成为淹没区。但是，该屯 100 多人，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回忆当年农运时期，
为了穷人翻身解放，大同民众有很多个人舍弃家人，甚至全家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
如板坡村早期农运领导谭统南，举家为国捐躯。可谓“忠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
青山”。于是服从国家建设，与和龙村数千族人先后搬迁北海、黎塘。如此情怀，可歌



可泣。

第四节 后靠安置苦亦甜

东兰县长乐镇长乐村的纳哄、纳么、文风、提马、拉君、坡吝、板内、板桑等村
民小组，160 多户，1000 多人，2000 多亩田地，因岩滩水电站建设成为淹没区，这些村
在当地称得上“小平原”，这里原是长乐乡府所在地，水陆交通便捷，是生产生活条件
较好的乡镇。

他们为了配合国家建设岩滩水电站，愿意后靠安置，整体搬迁到“权甘给”（地名）
的数十个大小、高矮不等的荒坡土岭上。历经二十多年的艰辛打拼，终于建成新的家
园。在漫长的辛苦岁月里打拼，有劳动力但土地少，有的甚至全家，纯粹依赖外出打
工挣钱，糊口养家、供子上学、筹建新房等开销，确实不易。

时光稍纵即逝。二十七年过去，笔者有幸到访长乐“后靠安置移民点”，正巧遇上
街日，受访村民较多，发言热烈，十分感人。其中有一位村民，名叫覃鸿，中等个子，
年近花甲，面带笑容，心地善良，谈笑风生。他心有感触地说，当年动员移民，开始
心存疑虑，甚至有些牢骚。后来左思又想，历史如此，现在亦然，幸福是靠前人奋斗、
奉献出来的，否则后人无幸福可言。他最后说：“昔日搬迁弃家园，后靠安置苦亦甜”。
话语虽短，哲理极深，是众多族人及人民群众至上情操的生动诠释。

有歌云：传统文化古传今，始祖精神铸群贤。舍弃家园品高尚，电站光照万家明。

前世功德垂千古，后代感怀百姓吟。修齐治平鸿鹄志，圆国梦歌舞翩跹。

——覃绍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