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百名骨干垂青史

时势造英雄。早年，韦拔群领导和发动的东兰农民运动，荡涤旧世界的污泥浊水，
无不顺应了苦难深重的广大人民谋求翻身解放的强烈意愿，其中有数以千计覃氏族人
踊跃追随，历练漫长烽火岁月的浴血奋战，先后涌现出一大批顶天立地的农运骨干，
用鲜血铸就永垂不朽的历史丰碑。

第一节 “东路指挥”覃孔贤

覃孔贤(1895-1931)，字哲臣，壮族，东兰大同区永模村（后迁苏托村）人。1922 年
春，随韦拔群从事农运，同年秋，参加组织“九九”同盟；1923 年春，任东路军（大

同、坡豪区的农军）指挥。1923 年 5 月，率领都彝方向农军组成的第
二路军参加三打东兰城；1925 年，县团务总局投票选举、覃孔贤以多
数票选为团务总局副局长，覃孔贤坚决拒绝。1926 年 2 月，东兰县革
命委员会在西山成立，覃孔贤任委员，同年 10 月，县知事陈勉恕指
定覃孔贤等 3人主持国民党东兰县党务工作，11 月，东兰县第二届农
民协会成立，覃当选为委员；1927 年 3 月，覃孔贤出席国民党广西省

党部在南宁召开第二次党代会，并在会刊发表《东兰党务报告》。同年 8月，韦拔群在
东兰兰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作战计划，将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路军整编为三个自卫
团，东兰农军为第一团，由覃孔贤、牙苏民指挥。同年 9月，刘日福部黄明远营围攻凤
山农军，准备扑向东兰，配合朱为珍全面镇压东兰。覃孔贤率都彝农军到凤山与该县
农军配合，将黄明远营包围于凤山县城。1928 年元月，敌人分水陆两路围攻覃孔贤的
住地苏仙屯。在敌强我弱形势下，为保存实力，覃被迫退进苏仙峒等石山地区，坚持
与敌人展开游击战争；1931 年 4 月 15 日，由于弹尽粮绝，饿病交加，覃孔贤于弄结峒
病逝，时年 36 岁。为创建东兰革命根据地，覃孔贤献出了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参见《东
兰县志》）

第二节 “丹池主席”谭国联

谭国联(1904-1938)，壮族，大同区板坡村西河屯人，覃炮宗支可
先分支权案世系第 7代孙，怀满公裔孙。1924 年毕业于东兰县立高等
小学校，1925 年至 1926 年在当地参加农运，曾任农民自卫军宣传员，
赤卫队文化教员。1927 年 7 月，参加广西第三届农讲所学习，并到凤
山参加进攻敌军黄明远营的战斗。1929 年 12 月，参加百色起义。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 年 1 月至 1932 年秋，任红七军第二十一师



六十三团第三营教导员、红军独立第三师都彝瑶族独立营政治指导员，投入三次艰难
困苦的反“围剿”斗争。1932 年冬，右江革命挫折后，谭国联奉派到贵州省的荔波及
广西的南丹、河池等地进行革命活动。1937 年，任丹池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38 年
2 月，在南丹县太平屯被捕入狱，4月在南丹县城英勇就义，时年 34 岁。（参见《东兰
县志》、《革命摇篮列宁岩》）

第三节 “中越边境主席”谭统南

谭统南(1808～1946)，又名彩金、苏平。壮族，大同区永安村（今
属花香乡干来村）可乐屯人，中共党员，覃炮宗支大里分支显案世系后
裔，怀满公裔孙。1923 年参加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运动，和覃孔贤一起
带领东兰农民赤卫军第二路军参加三打东兰城。1925 年 9 月，进入韦
拔群主办的广西东兰第一届农讲所学习，结业后，在板升、大同一带从
事农运工作。1929 年 12 月，谭统南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领
导的百色起义，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大同区委书记兼大同区

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0 年 12 月，红七军二十一师组建后，谭统南被调到二十一师政治部工作不久，

调任右江赤卫队第一路军秘书。1931 年 11 月，谭统南和黄庆金奉命率领一支武装转移
到中越边境的靖西等县开展革命活动，执行党的统战工作，争取了绿林军支队韦高振
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1933 年 5 月经上级批准，在靖西坡斗乡成立中越边革命委员会，谭统南任副主席、
党支部书记。同年 7月，滇桂边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谭统南任委员，并兼任滇黔桂边
区劳动游击队第三联队宣传部长兼第五大队队长。1937 年 12 月，由于中共桂西区特委
书记黄桂南擅自与国民党签订协议，谭等为反对收编，次年转移到靖西、德保一带隐
蔽活动，成立中越边抗日游击大队并任大队长。1946 年 2 月在靖西至德保途甲遭敌围
攻被捕，后在靖西县安宁乡那岭村英勇就义，时年 48 岁。（参见《东兰县志》、《革命摇
篮列宁岩》）

第四节 “右江主席”覃道平

覃道平(1894-1932)，在东兰牺牲的都安籍农运骨干。覃道平又名覃善鸣，1894 年出
生于广西都安古河乡丹桂村（今大化），怀满公玄孙覃李宗支覃改分支后裔。1918 年，
覃道平在南宁法政学堂毕业后，回到丹桂小学任教。1923 年秋，覃道平参加陈铭玖（东
兰人，韦拔群派到平治县江州、镇江开展革命活动）组织的“同盟会”并当选为该会
主席。1925 年 9 月，参加广西第一届农讲所学习。毕业后，回当地领导农民运动，任



丹桂乡农协会主席。1927 年，受田南道农运办事处委派任都安农会主任。1927 年“四
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军队镇压古河、丹桂一带农民运动。覃道平组织 150 多农民武
装，在都安与东兰边界山区开展活动。

1929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都安赤卫队大队长，右江赤卫军营长。百色起
义后，率部消灭当地反动武装，解放都阳区，成立都安苏维埃政府，任都安苏维埃政
府主席，红七军三纵队连长、红二十一师营长。

1930 年 2 月，覃道平领导的赤卫队被编入红七军第三纵队，覃道平担任连长，配
合红军第三纵队主力，在江州、达墨等地剿匪，歼灭土匪 300 多人，缴获枪 100 多支，
为保卫和巩固革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1930 年 11 月，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覃道平被留下跟着韦拔群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1931 年 1 月，红七军第二十一师在恩隆乙圩，宣告成立，韦拔群任师长，陈洪涛任政
委，下设四个团和两个独立营，覃道平任都安独立营营长。1932 年春，中共右江特委
和师党委在东兰西山召开会议，决定派右江革命委员会主席黄举平到黔桂边开辟新区，
右江革命委员会主席由覃道平接任。同年 10 月，因叛徒出卖，覃道平和他的父亲、弟
弟在西山弄统被捕，敌人将三人押到武篆一起杀害，牺牲时年仅 38 岁（参见《东兰县
志》、《革命摇篮列宁岩》）。

第五节 “莫广主席”覃士珍

覃士珍(1899-1931)，壮族，坡豪区（今长乐镇）纳标村纳串屯人，怀满公第十代孙
切桑覃朋的后裔、开国将军覃士冕少将的二哥。

1924 年，覃士珍在牙苏民、覃孔贤的启发下，开始投身农民革命活动。次年秋，
韦拔群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来后，发动各区、乡组织农民协会，覃士珍参加了农
会。

1925 年 9 月，覃士珍进入广西东兰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和同届
学员韦华松等人回到坡豪区一带开展农运工作，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
还将“什么是农民协会”、“什么是土豪”、“怎样组织农军”等材料和进步书刊带回家，
引导弟弟（覃士冕）和本村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使群众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踊
跃参加农民协会和加入农军队伍。是年，他担任吾雅乡农会主席。

1925 至 1926 年 2 月，任莫广区（辖吾雅、纳亮、坡索、纳标等乡，1930 年并入坡
豪区）吾雅乡第一届、第二届农会主席。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覃士珍率领农军在红水河东岸地区与敌人展
开游击战，抗击桂系军阀。经过艰苦斗争的考验，1929 年，覃士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0 年 11 月，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后，韦拔群等回右江组建红七军二十一师，覃



士珍所率领的农军被编入二十一师六十三团第二营，覃士珍任营长，转战于东兰、凤
山、河池边界，为保卫右江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后调师部工作。

右江革命陷于低潮后，覃士珍仍坚持斗争，病饿交加，也不向敌人低头。1931 年，
覃士珍在率领红军在长乐乡纳标村拉提屯与当地民团进行的一场激战中，因寡不敌众，
不幸被俘，英勇就义（一说被叛徒杀害）。牺牲时，年仅 32 岁（参见《东兰县志》《革
命摇篮列宁岩》）。

第六节 “东兰主席”覃联魁

覃联魁（1890-1968）太平乡玩石村巴纳屯人，又名覃应杓、覃应
标，壮族，怀满公覃李宗支总庆世系后裔。桂林岭南法政学堂毕业，
先后在三石那往小学、都彝区板布小学、凤山县立高等小学巴马凤凰
小学任教师、校长等职。

民国 14 年春，覃联魁和陆树桢任凤凰权法小学教师时，受韦拔群
宣传革命道理的感召，除在课堂向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外，还趁圩

日带领学生出外宣传、贴标语、发传单，号召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这年 4
月，凤凰农民自卫军打倒水峒土豪杨秀福，覃联魁和陆树桢派年纪大的学生参加农民
自卫军，年纪小的做警戒放哨。事后，土豪关闭权法小学，辞退覃联魁和陆树桢。民
国 15 年春，覃联魁被捕入狱，被营救出狱后，民国 16 年元月到恩隆（今田东）那定小
学任教师，继续革命宣传工作。民国 17 年，覃联魁回乡参加打倒土豪管腾榜、管腾芳
两兄弟的斗争，管腾榜逃遁，后为农军杀死，管腾芳被押到玩石圩，由覃联魁宣布其
罪状，执行枪决。

民国 18 年 9 月，农军攻克巴造、三石民团局，成立太平区农民协会。覃联魁任协
会委员。成立区苏维埃政府时，覃联魁任政府委员，并由黄举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 年任县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主席。1931 年任东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1 年 3 月，桂系派部队“围剿”东凤革命根据地，覃联魁处境险恶，隐匿在山
野洞中，以山薯、野菜充饥。1933 年秋，到恩隆切弯村任小学教师，1934 年辞教回乡。

建国后，覃先后任东兰县粮食局保管员、东兰卫生科副科长、县政协副主席等职，
编写《东兰近代史》稿。1968 年 8 月 27 日被迫害致死（参见《东兰县志》）。

第七节 “渡亭乡农会主席”覃炳贞

覃炳贞（又名覃秉珍，1909-1968），男，壮族，东兰镇田峒村拉门屯人，12 岁就读
县城劳动小学期间，受到韦拔群革命思想的影响，回乡会同覃权三、林秀元、谭天昌、
陈仕高等有志青年，在田峒、渡亭、好言、百豪等地宣传发动农民人会、农军，曾率



农军随着覃孔贤指挥的东路军，三打县城，结识韦拔群，1925 年参加韦拔群在武篆区
善学乡北帝岩开办的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毕业后深入发动贫苦农民，组建渡
亭乡农协会，任第二届主席，与当地土豪劣绅开展斗争。革命处于低潮时，为保存力
量，四处躲藏，倍受磨难，严重患病，建国后享受革命老人待遇。

第八节 “坡豪书记”覃茂英

覃茂英（1901-1931）壮族，三弄瑶族乡好言屯人，怀满公第十一代覃央的后裔。
1925 年参加韦拔群在列宁岩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 年至 1931 年初任中共坡豪区党委书记，1931 年 2 月 16 日被叛徒杀害牺牲，时年
30 岁（参见《东兰县志》《革命摇篮列宁岩》）。

第九节 “红军团副”覃家相

覃家相(1906-1931)壮族，都彝区（今花香乡）坡索屯人，覃玉林宗支（布拉）覃兰
芳支后裔，怀满公裔孙。中共党员。

1926 年参加东兰农民运动，同年 9 月，东兰农军攻占东兰县城后，覃家相随军围
攻各区、乡土豪劣绅团防局据点。1927 年 8 月，又参加东兰、凤山、凌云、百色四县
农军围攻凤山县城的暴动，并坚持农村游击斗争。1929 年 12 月，百色起义和红七军成
立后，覃家相担任第三纵队基层干部。

1930 年 12 月任红二十一师六十一团副官，参加了右江苏区第一、二次反“围剿”
作战。1931 年冬在东兰县都彝区巴新（地名）的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 27 岁（参
见《东兰县志》《革命摇篮列宁岩》）。

第十节 “板升会长”覃孟林

覃孟林(1897-1930)壮族，大同乡板坡村板一屯人，覃炮宗支显案世系后裔，怀满公
裔孙。1925 年，参加了韦拔群在列宁岩举办的广西东兰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毕业后回到大同的板坡、板升（今属大化）一带从事农民运动，并担任板升乡农民协
会会长。

1927 年 8 月参加东兰、凤山、凌云、百色四县农军围攻凤山县城的暴动，后坚持
农村游击斗争。1929 年参加百色起义后，担任都彝区赤卫队大队长。1930 年 10 月在都
安板升乡牺牲，时年 33 岁（参见《东兰县志》《革命摇篮列宁岩》）。



第十一节 “教育局长”覃兆祥

覃兆祥(1883-1948)，字瑞五，壮族，大同乡里龙村人。覃李
宗支覃福支系覃道世系后裔，怀满公裔孙。

覃兆祥出生文武世家，少年时勤学躬耕，习武练兵，极富爱
国热情。民国 10 年粤桂军阀混战，旧桂系失败，其散军周六部
队从宜山窜进东兰境内的坡豪、大同一带地方骚扰。覃兆祥向亲
友借用枪支，招呼悍勇青年猝击敌人，群匪溃窜外地。后来，进
桂林省立优级师范，专攻史地。毕业后，先后在庆远中学、百色
中学、南宁省立第三师范、东凤天联中、广西省立东兰简易师范
等校任教师。

覃兆祥早年和韦拔群义结兰谱。民国 13 年任东兰县教育局局长兼东兰高等小学教
师。陈洪涛亦在高等小学任教，两人极具爱国热忱，反帝反封，共同组织“东兰青年
救国团”。陈任团长、覃任副团长，编壁报、写标语，号召青年团结起来奋斗救国，倍
受拔群器重，成为高参。从拔群“给瑞五的信：

瑞五我兄有道；手示奉悉内

中明教暗导，无微不至，私衷感

激，诚不可任。

此次我地方劣绅土霸，勾引

盗阀走狗，压迫摧残我农民、学

生、党员，意图夺我民权，伸彼

官权，以遂其世袭思想，谁知我

人民之思想随潮而变迁，不能如

专制时代之人民，任一般贪官污

吏、劣绅土霸欺压鱼肉。科学所

谓压力愈大，反抗力更大。如此

次战争，官党以力服人，人民虽受重大损失，然基心不死，革命时日不断。强权虽猛，公理尤

刚。青天白日之国徽不存则已，倘能存在，兰民必有仰头之日，此群敢断言也。信内所开五条，

要群实行有何不可，惟需待祥卿、换庭畅生、伯民诸代表回兰后，方能出去，去之目的必在求

学。学到用时方恨烽少！不然人生在世等于与鸡犬争食耳。情长纸短，不尽欲言，肃此敬复。

顺祝幸福

聘三两兄均此不另

景鹏

弟 拔群

（一九二四）四月五日



民国 14 年冬，韦拔群在武篆创办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覃兆祥以教育局长身份，
批令各区乡屠捐征收员，“准从屠捐（当时屠宰税属教育经费）项下，拨给农讲所学员
在各地宣传及农运工作中经费困难的开支，出领条送教育局报销”。

民国 18 年，县苏维埃将东兰高等小学改为劳动小学，白汉云校长聘请覃兆祥任教
师。

桂系军队进攻东凤革命根据地期间，覃兆祥回乡隐避。民国 24 年任都爱区区长。
民国 25 年春，广西执行三位一体的行政制度，任东兰县大同乡乡长兼中心校校长。覃
带领师生割草搭棚，创办大同中心小学。民国 26 年，广西省政府拨款，在东兰城创建
东兰凤山天峨三县联立国民中学，委覃兆祥为筹备委员，他不惮重任，召集工匠修茸
东兰模范小学（现劳动小学）为联中校舍。协助校长聘用教师和添置图书仪器。

抗日战争期间，货币急剧贬值，覃处境清苦，但仍专心教学。培育了不少知识青
年，对东兰教育事业，作出一定贡献。当时县长蒋晃赠给“贤哲可敬”的匾额。民国
37 年在家病故。

覃兆祥与韦拔群义结兰谱，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物质和培养骨干方面，
对东兰农运给予有力支援，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摘自《东兰农民运动》第七十页、参见
《东兰县志》。

第十二节 “三石区农协主席”覃应物

覃应物（1907-1987 年），三石镇纳合村纳往屯人，1924 年跟随韦拔群搞农运，从事
宣传工作，为拔群亲密战友，先后任乡农协会主席、三石区农协会主席等，为较早的
农运领导骨干。解放后任东兰县政协委员。

第十三节 “大同主席”覃桂芬

覃桂芬(1906-1988)壮族，大同乡和龙村廷锐屯人，覃李宗支切桑
覃朋世系后裔，怀满公裔孙。1925 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历任大同
区赤卫队中队长；红七军二十一师六十三团三营一连一排副排长、排
长；六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多次出色完成韦拔群、覃孔贤、韦汉超
从大同板合到西山指挥部往返途经廷锐、坡豪、泗爷等地的护送任务。
韦拔群、陈洪涛牺牲后，东兰县革命活动的热点逐渐从西山转移到大
同，大同留下的党员、红军及干部等担负着更繁重、艰险的任务。其

两个弟弟（日规、日荣）战场牺牲，妻子、女儿被白匪抓卖，他不顾自己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携带老母到南丹、荔波等地坚持革命。1936 年 2 月，覃桂芬被任命为右江
上游革命委员会下属的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委员。1948 至 1949 年任大同、板升、坡豪独



立游击大队长；游击队第七支队第一中队指导员；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宣委、粮委。
建国后任先后任大同区农会主席、革命烈士陵园管理员、广西区政协委员、东兰县政
协副主席，享受副厅级待遇。1988 年 2 月逝世，享年 82 岁。

第十四节 “渡亭乡农会主席”覃权三

覃权三，男，(1908-1932)，东院镇田峒乡弄论屯人，出生贫苦农民家庭，自小吃苦
耐劳，体格强壮，12 岁就读东兰县劳动小学期间，受到韦拔群革命思想的影响，毕业
即回到田峒乡组织同屯的堂兄弟覃汉伯、覃汉雄、弄拉的覃秉贞和好言屯的林秀元，
百豪的陈仕高等一批青年，到弄拉一家武馆，练功习武。白天劳作，晚上到各屯发动
贫民众，参加韦拔群搞农运，打倒劣绅恶霸，争得平等自由。渴望翻身解放的劳苦民
众，激情涌动，报名参加农会的人日趋踊跃。在县农协会的具体指导下，积极筹建各
乡农民协会组织，覃权三任渡亭乡第一届农协会主席。革命处于低潮，覃权三四处躲
藏，贫病交加，于 1932 年病故。

第十五节 “红军连长”覃恒圭

覃恒圭(1901-1990)壮族，花香乡坡索村拉今屯人。玉林宗支后裔，怀满公裔孙。劳
动小学学历后随覃士珍（纳标村纳串屯人，烈士）到武篆列宁岩参加韦拔群开办的第
一届农讲所学习，后任赤卫队队长。1929 年入党，同年奉韦拔群之命，和覃士珍到南
宁领取枪弹。1930 年东兰赤卫军改编为红七军二十一师六十三团第二营（营长覃士珍），
他任该营第四连连长。覃士珍调师部工作后，二营归编第三营（营长韦汉超，大同板
坡弄肖人，烈士），覃恒圭任三营副营长兼第八连连长。1937 年，为了利用合法身份掩
护交通联络站，继续护送革命同志过路，经请示黔桂边根据地领导批准后，同意接受
群众选举，出任纳亮村村长。1948 年在覃建奇领导下，组织本地青年到拉今自己家里
歃鸡饮血，参加民主革命同盟会，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后组织民兵迎接解放，是纳亮
村民兵负责人。

建国后享受“革老”待遇。1990 年病逝（参见《东兰县志》《革命摇篮列宁岩》）。

第十六节 “滇桂黔纵队中队长”覃建奇

覃建奇(1919-1980)壮族，大同区坡峨乡永安村（现属花香乡）板叩屯人，覃李宗支
切桑覃朋世系覃利支系坡峨板叩支后裔，怀满公裔孙。

覃建奇曾参加早期农运活动，为板叩乡赤卫队队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桂西区第 10 支队大同独立中队中队长，是东兰大同、切桑、
纳亮、干来、坡峨、板叩等河东都彝一带游击武装斗争的领导之一和直接负责人。建



国后先后任东兰县大同乡人民政府主席、东兰县第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第三区公所
副区长、第五区公所副区长、东兰县农械厂厂长等职。

第十七节 “红军电台队长”覃恩

覃恩(1904-1991)，男，壮族，太平乡纳合村人。1929 年 5 月参加革命，1936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后编入红七军第
二纵队第二营战士，红七军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汇合后，历任中共中央通讯员、叶剑
英同志警卫员，中央军委通讯排排长等职务。1934 年 10 月，随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到
达陇西不久，被送入抗大学习，学习期间任区队长，毕业后又投入抗战，在 8年的抗战
中，历任某部中队长、连长、营长、八路军总部电台报务员，1151 师 344 旅电台队长、
新四军三师、二师电台队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电台
队长，在参加淮海战役中他头部负伤。此后至 1949 年底在山东蓬军管站医院治伤，由
于头部负伤引起脑震荡，医治留下后遗症，不能随军作战。新中国成立后，覃恩转业
到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农业科学实验场任副场长，终因神经衰弱，于 1956 年提前离休。
1979 年组织给覃恩落实政策，享受老红军干部待遇，由退休改为离休。1991 年 6 月 27
日，覃恩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 87 岁。

第十八节 “渡亭乡农协主席”覃朝杰

覃朝杰，男，1899 年生，东兰镇渡亭屯人，从小，忠诚厚道，聪明灵利，16 岁考
入庆远初中，开始受到韦拔群革命思想的影响，对穷苦农民，有同情感，毕业返乡，
即跟着覃炳珍、覃权兰等农运骨干一起，到各村屯宣传农运纲领，执行耕者有其田，
发动农民人会，曾担任第三届渡亭乡农民协会主席（摘自《东兰农民运动》）。

第十九节 “黄埔军校学员”覃廷芝

覃廷芝(1901-1932)，男，壮族，系东院区渡亭乡渡亭屯人，1922 年，就读初中时，
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毕业后即参加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积极配合覃炳珍、
覃权兰、覃朝杰等积极分子，以山歌形式，深入渡亭、平信、弄论、拉门、弄拉、好
言等村屯，广泛宣传发动广大贫苦农民，参加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等运动，
成为一名全县农运的积极分子，于是被推荐介绍到黄埔军校广西南宁分校学习，毕业
后曾任国民革命军营长，眼见国共分裂，遂返回家乡，组建渡亭乡农民协会。革命低
潮后，转入隐蔽斗争，因四处躲藏，环境恶劣，饥寒交迫，患病逝世，时年 31 岁。



第二十节 “黄埔军校学员”覃桂隆

覃桂隆(1894-1981)，男，壮族，东院区渡亭乡渡亭屯，15 岁上初中时，开始接受进
步思想，毕业后追随韦拔群领导的农运，加入农军，坚定果敢，无所畏惧，韦拔群委
协助区乡征收粮食，工作出色，被推荐到黄埔军校南宁分校学习深造，毕业后回来东
兰继续参加农运农军，革命处于低潮，转入隐蔽，展开斗争。建国后党和政府定为革
命老人，享受退伍干部待遇。

第二十一节 “早年游击队长”覃建才

覃建才，大化六也乡丹桂村人，早年随覃道平一起参加韦拔群领导的农运，担任
解放六也游击队长，建国后任梧州地委秘书长，终年 90 岁，骨灰葬在丹桂村；覃喜田
（覃道平之子），早年承其父志，与其堂兄弟覃喜筹、覃炳军组织并指挥巴马万冈部队
解放六也游击队，任过都安司法，离休干部，享受副厅局，终年 90 岁，骨灰葬于都安；
覃喜筹任过都安人大，享受副厅局，现居北海市；覃炳军任过百色军区武装部长，终
年 90 岁，骨灰葬在丹桂村。

第二十二节 “好仁乡农协主席”谭天昌

谭天昌（谭家珍），男，1912 年生，东院镇好仁乡好仁屯，初中学历，思想进步，
早年与同屯的谭耀廷、谭耀昌、谭家祥等追随韦拔群开展农运，编撰众多感人壮歌，
深入各村屯宣传韦拔群革命的动人事实落，劳苦大众，深受鼓舞，到 1926 年下半年，
农民自愿报名参加农会的达数百人，并积极筹建乡农民协会，农民运动富有成效，得
到县、区农协会领导的高度赞扬。谭天昌被推选为好言乡农民协会主席，谭耀廷为东
院区农业协会副主席，谭耀昌为宣传员。谭家祥在建国后评为革命老人……因编幅所
限，没一一录出。(祥见农运骨干名录）

第二十三节 抗战老兵覃树国

覃树国(1908.9-2016.5)大同乡和龙村人，早年追随韦拔群闹革命，先后参加百色起
义和龙州起义。1931 年辗转前往上海，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抗日战争爆发后，
先后参加了淞沪抗战和长沙会战等，抗战胜利后退伍回乡。2005 年和 2015 年先后获得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抗战胜利 60 周年 70 周年纪念章。1992 年。为支援
国家岩滩水电站建设，他举家移民迁居北海三合口农场，1916 年 5 月逝世，终年 108
岁。



有歌云：一氏忠烈数百人，空前绝后天地惊。

横刀跃马铲熊罴，英勇无畏献终身。

英烈悲壮泣鬼神，显赫功绩世闻名。

终身报国忘生死，情操至上动地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