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 色 市

百色市系多民族聚居的市。地处广西边陲，为黔、滇、桂三省（区）交通之枢纽，既是三省（区）

土特产外运集散地，也是桂西较大的商埠。境内林产品较为丰富，八角、茴油、云耳远销国内外。矿

藏颇丰，主要有煤、水晶、锑、石膏。土地革命时期，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在这里领导著名的百色

起义，创建红七军，成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位置面积 百色市位于广西西部，右江上游。东南及南部与田阳县毗邻，北部与田林、凌

云等县相接，东北部与巴马县接壤，西南部与德保、靖西两县交界，西部与云南省富宁县为邻。

市境东西最大横距 84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82 公里。全市总面积 3,713 平方公里，合 5,569,500

亩，其中陆地占 5,437,781 亩，水域 131,719 亩。市治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266 公里。

建置沿革 秦属象郡地，汉至明隶属关系多次变更。清置百色直隶厅，雍正八年(1730 年)

在百色建城，这是百色得名之始。民国元年(1912 年)，改厅为府，民国二年(1913 年）改府为

县。解放后，仍称百色县。1983 年 10 月，百色县改为百色市。

行政区划 百色市设 9 乡：那毕、永乐、汪甸（瑶族乡）、阳圩、大楞、泮水、四塘、百

兰、龙川，下辖 111 个村，1,268 个村民小组。1 镇：百色镇，下辖 5 个街道居民委员会和 5

个村民委员会，38 个村民小组．1984 年，市治百色镇人口为 78,456 人。

人口民族 据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壮族 180,902 人，汉族 65,762 人，瑶族 7,180 人，

回族 223 人，苗族 140 人，还有满族、京族、仫佬族、侗族．彝族、布依族、毛难族、仡佬族、

傣族、锡伯族、蒙古族、水族、白族、土家族，畲族、黎族、傈傈族、朝鲜族等民族 262 人。

1984 年全市人口 266,589 人，自然增长率为 12.46‰，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72 人。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53 年 1964 年 1982 年

笫一次

人口普查

第二次

人口普查

笫三次

人口普查

比 1949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23819 26153 31869 45679 91.77 74.66 43.33

总 人 口 110926 116206 151855 254469 129.40 118.98 67.57

性别

构成

男 51924 55639 76321 129827 150.03 133.34 70.11

女 59002 60567 75534 124642 111.25 105.79 65.01

地区

构成

城镇 23049 34537 76185 230.53 120.59

农村 93157 117318 178284 91.38 51.96

自然条件
地 形 百色市地处云贵高原边缘，西北，西南高，东南低，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形成马

蹄形地形。境内山岭绵延，丘陵起伏，西北多高山峻岭，南多丘陵，平原地带与右江流向一致，

自西而东南，平原四周有丘陵低山，象一个缺口的盆地。

山 脉 境内各山系从云贵高原伸延而来，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山有 175 座。较高的山有

西北的大王岭，海拔 1,212 米；西南的雷塌山，是全市最高山峰，海拔 1,469 米；东北的坡陆

山，海拔 1,251 米。全市山地面积计有 5,125,759 亩，占总面积的 92.04%，其中，海拔 250-500

米的占 41.03%, 500-800 米的占 26.65%，800 米以上的占 11.92%。

河 流 境内大小河流共 21 条，全长 818.3 公里。主要河流为右江，源于云南省广南县境，

自西向南穿越市境中心；洪水期相应流量 5,390 立方米/秒，枯水期为 31.5 立方米/秒。东北

境有澄碧河，自凌云县水源洞流入境内汇入右江，最大流量 1,350 立方米/秒，最小流量 0.7

立方米/秒。南境福禄河，始源于田阳县桥业地下河，经溶洞口流入市境，自南向东汇入右江，

洪水期流量 14-60 立方米/秒，枯水期流量 4-7 立方米/秒。

气 候 百色市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据 1951 年至 1980 年资料记载，年平均温度 22.2℃。

1 月份最低，平均 13.4℃；7 月份最高，平均 28.7℃。年极端最高气温为 42.5℃，年极端最

低气温为-2℃。全年夏长冬短，春秋相似，冬季平均气温约在 8℃，夏季炎热，为期较长。年

降水量约为 1,000-1,200 毫米，年降雨日为 140-160 天，集中于 4-9 月间。在强锋面作用下，

4-5 月间多有大风，或有冰雹发生，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危害。

1955 年 4 月 30 日下午，百色城及附近乡发生一次强风及冰雹灾害，风力 10 级以上，冰

雹最大直径 35 厘米。死亡 35 人，受重伤 105 人，轻伤 275 人；打死牛 3头，轻、重伤 66 头，

失踪 21 头；房屋倒塌 306 间，104 户的家禽全部死亡，农作物损坏 6,288 亩。

1972 年 5 月 2 日凌晨，以百色镇为中心发生一次大风灾害，受灾面长达 21 公里，风速大

于 40 米/秒。风灾造成死亡 100 多人，伤数百人；一些学校、仓库、民房、工棚倒塌，压坏不

少储存物资，仅汽车站就损失 100 万元；全城电话、电灯线路全受破坏，一些大树被吹倒、吹

断或连根拔起，是近百年来罕见的大风灾。



土 壤 全市土壤分为 8大土类，即水稻土、沼泽土、砖红壤性红壤土、石灰岩土、黄壤

土、冲积土、红壤土、菜园土。17 个亚类，47 个土属，103 个土种。一般旱地以红壤土、黄

壤土为主，主要分布于汪甸、阳圩、大楞、泮水、龙川等乡。水稻土一般是黄泥田、沙泥田、

潮泥田、浅浸田等，黄泥田、沙泥田多分布于平原、广谷和缓丘垌田。

资 源 森林：全市有林地面积 265 万多亩，其中森林 197.8 万亩，灌木林 37.3 万亩，疏

松林 19.21 万亩，未成林 10.87 万亩，林木蓄积量为 7,448,249 立方米。用材林主要有松、杉、

香椿、桦木、苦楝、栎、竹等；经济林主要有油桐、油茶、八角；果木林有芒果、扁桃、龙眼，

黄皮、柚、梨、柑、橙、板栗等。野生动物：主要有猴、野狸、黄猄、野猫、野猪、果子猩、

穿山甲、鳖、麝、蛇等。矿藏：主要有煤、锑、铁、锰、钛、水晶、锡、铜、石膏、滑石矿、

冰洲石等，其中以煤的蕴藏量较大。目前已开采的有 4种。水力：右江上游百林河段落差较大，

据有关部门测算，可建造大型水力发电站，蕴藏量为 40 万千瓦。此外，全市河溪可以修建小

型电站 24 处，蕴藏量 84,192 千瓦。目前已开发利用 7处，装机容量 32,290.5 千瓦，占 39.5%。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 12,349 万元，比 1952 年增长 5.94 倍，比 1978

年增长 39.71%。1978 年以来年递增 5.7%。1984 年人均产值为 463.22 元。

农 业 总 产 值 统、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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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 1978 年 1983 年 1984 年
1978 年

以来递

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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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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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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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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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总产值

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1569

1095

109

203

153

9

100

69.8

6.9

12.9

9.8

0.6

4337

2296

577

629

817

18

100

52.9

13.3

14.5

18.9

0.4

6372

3174

975

945

1251

27

100

49.8

15.3

14.8

19.7

0.4

6190

3019

873

983

1293

22

100

48.8

14.1

15.9

20.8

0.4

294.5

175.7

700,9

384.2

745.1

144.4

42.7

31.5

51.3

56.3

58.3

22.2

-2.9

-4.9

-10.5

4.0

3.4

-18.5

6.1

4.7

7.1

7.7

7.9

3.4

农 业 1984年，全县耕地面积26.21万亩（包括非固定耕地7.69万亩），农业人口184,349

人（劳动力 79,179 人），人均耕地 1.39 亩。水田总面积 12.42 万亩（其中保水田 9.13 万亩，

有效灌溉面积 11.74 万亩），旱地面积 13.79 万亩。自 1954 年以来，随着水利设施的增加，将

不少旱地改为水田，粮食种植面积不断增加，并以双季稻为主。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全市大面

积推广早稻良种“桂朝”、“杂优”、“双桂”和晚稻良种“团结一号”，使早、中、迟熟更替合

理，促进产量上升。

1984 年，全市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17,334 台，55,732 马力，比 1970 年的 1,656 台、11,315

马力分别增加 9.4 倍和 3.92 倍。其中各种拖拉机 810 台，12,745 马力，平均每百亩耕地有 4.86

马力。



粮、油、蔗：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粮食年递增 4.9%，甘蔗年递增 5.3%。1984

年粮食总产量 14,697 万斤，因自然灾害影响，比 1983 年减收 1,718 万斤。同年粮食收购 2,482

万斤，比 1978 年增长 46.14%。油料总产 32.06 万斤，比 1965 年增产 18 万斤，油脂收购 10.9

万斤。糖蔗收购入厂 86,687 吨。

林 业 现有森林面积 197.91 万亩，森林覆盖率为 35.52%。松林面积为 12.51 万亩，杉

木林 1.52 万亩，全市木材生长量为 39 万立方米。1984 年，提供商品材 3.08 万立方米。据 1974

年林业普查，全市经济林面积为 55,591 亩，其中油茶林 17,882 亩，油桐 2,328 亩，八角 27,332

亩，竹子 5,443 亩，板栗 1,532 亩，玉桂 70 亩。

国营林场 2个，即永乐林场、城郊林场，到 1984 年，两个林场经营面积 6.9 万亩，林木

蓄积量 11. 67 万立方米。

推行林业生产责任制后，据 1984 年统计，全市拥有林业专业、重点户共 2,603 户，经营

面积 39,489 亩。

牧 业 全市有宜牧荒地 299,871 亩，饲养畜主要是牛、马、羊。牛一般用于耕作劳役。

1984 年底，存栏耕牛 3.83 万头，仔牛 0.56 万头，马 0.86 万匹，羊 0.26 万只。近年出现一

批养牛专业户。

副 业 主要有养猪、鸡、鸭、鹅、蜂，编织、采摘土产、竹藤编织、造纸原料，粮食加

工和服务业等。近年来，出现不少养猪、牧牛以及经营其它副业的专业户或重点户。1984 年

饲养生猪 13.21 万头，年末存栏 8.77 万头，出栏肉猪 4.44 万头，比 1983 年增长 3.01%。

渔 业 全市有可养鱼水面 38,369 亩，其中水库山塘 37,245 亩，池塘 1,124 亩；巳养面

积 34,225 亩，占可养面积 89%。主要鱼类有草鱼、白鲢、青竹、鲤鱼、大头鱼、油鱼、鳊鱼

等。鳊鱼状如人掌，成鱼一般重 1-2 斤，骨刺少，肉厚嫩，味清香，产于右江河段；油鱼身圆

形，如手指大，成鱼重 20-50 克，煮时香气浓郁，美味可口，是淡水鱼中稀有的鱼种。1984

年，全市捕鱼总量 54.27 万斤。

土特产品 八角：多产于阳圩、大楞、泮水、汪甸等乡，八角果可作调味香料和医药、化

工原料，畅销国内外。八角分大红、小红两种，大红果大、肥厚、出油率高。小红果质次之。

全市 1984 年收购量共 19,708 担。

茴油：用八角树叶或八角果加工而成，为化工、药物的原料，是本市出口特产之一。1983

年最高收购量达 74,200 斤。

云耳（又名黑木耳）：属食用菌类，是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林副产品，它具有除淤，降血

压，减肥胖，防癌等功能。主要产于百兰、龙川、永乐、汪甸等乡，年收购量最高 5,757 担。

百兰乡产的“鲁贤云耳”是传统特产，久负盛名，该云耳肥厚、色黝黑而有光泽，质量居同类

产品之首，产量约占全市的 30%左右。

芒果：本市种植芒果历史悠久。其果实营养价值高，肉嫩滑、味香甜、汁多可口，含有丰

富的维生索 A、B1、B2、C。一般成熟在 7-8 月，产于那毕、四塘、永乐等乡，年产约 100 万斤。

以那毕芒果为最佳，年产约占全一市的 60%左右。



扁桃：生长条件和成熟期与芒果类似，果实比芒果小，味香甜，产于那毕、四塘、永乐、

阳圩、汪甸等乡，年产约 30 万斤。

茶叶：本市有阳圩青茶、红茶及巴平茶叶，产于阳圩、柳羊、六丰、巴平等村。阳圩红茶

远销国外，春夏秋季可采摘加工，但以清明采摘加工者为最佳，其茶水色鲜透明，饮后口内回

味甘香，健胃消食。1984 年产 11,980 担。

龙川香粳米：因产于龙川乡，故名龙川香粳。米粒肥大而油润，呈浅红色，煮时其味清香

扑鼻，吃时香滑柔软而不腻，素有“粳饭未入口，数家已闻香”之美传。由于其种植需要特殊

的土质和气候条件，年产仅万余厅。

水 利 1949 年仅有斩龙颈拦水土坝 1座，没有灌溉效益。解放后兰十五年来，水利建设

有很大发展。建造水库 49 座，总库容 118,020.2 万立方米，灌区渠长 102.84 公里，实际灌溉

面积 12,902 亩。堰塘（坝）151 处，总库容 365.32 万立方米，实际灌溉面积 5,100 亩。引水

工程 3,1214 处，实际灌溉面积 51,305 亩。提灌工程 72 处，实际灌溉面积 49,360 亩。

澄碧河水库，为百色地区最大水利工程，位于百色城北郊 5.5 公里处,1963 年 3 月建成。

是一座土坝结构，内坡砌浆石防浪墙的大坝，主坝长 425 米，高 70.4 米，坝顶宽 8 米。集雨

面积 2,000 平方公里，正常高水位 185 米，最大藏水量 11 亿立方米，有效库容 6亿立方米，

最大水面积 39.1 平方公里，死水位 165 米高程，正常水深 65 米。安装发电机组 4台，装机容

量 26,000 千瓦，年发电量为 9,823 万度，对工农业生产发挥了作用，电灌达 16 万亩，库内还

放养数种鱼类，年产约 40 万斤，

工 业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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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68.2

53.2

15

100

78

22

4502

3881

621

100

86

14

5625

4579

1046

100

81

19

6159

5064

1095

100

82.2

17.8

8931

9419

7200

36.8

30.5

76.3

9.5

10.6

4.7

5.4

4.5

9.9

1949 年以前，百色仅有手工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解放后至 1984 年止，国营工矿企业有：

矿山机械、电机、锻压机床、农业机械、汽车修配、煤矿、化肥、栲胶、水泥、砖瓦、制糖、

制药、日用化工、造纸、酿酒、糖果饼干等厂 52 个，共有职工 14,155 人。市属国营工业年产

值为 4,338 万元，占市工业总产值 70.43%。其中最大企业是百色市糖厂，有职工 357 人，日

榨蔗 1,000 吨，年产值近 1,000 万元，年利润 122 万元。地区驻市最大的企业矿山机械厂，有

职工 617 人，年产值 801 万元。

市管集体企业，1984年底共有职工5,669人，产值1,797万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9.18%。

1984 年，个体户办企业共 177 个，主要经营小五金、轻工、化工、机械、建材、煤矿等。



从业人员 212 人，产值 24 万元，占全市工 业总产值 0.39%。

1980 年以来，工业产品获自治区优质、名牌产品的有七时礼花弹、余柑栲胶、FyC 翻斗运

输率、百矿牌 Gx 型螺旋输送机、鹅城牌“716”、“752”毛巾、百色棉胎等 18 种。

电力：1984 年，全市总发电量为 15,883 万度，其中火力发电厂 4,479 万度，澄碧河水电

站 9,823 万度，东坪水电站 1,514 万度，农村小水电 67 万度。到 1984 年止，共拥有 560-2,O00

千伏安降压站 4 座，配变压器 461 台，容量 48,215 千伏安，用电装机负荷 75,210 千瓦。10

千伏以上的输电线路 463.8 公里。年供电量 6,640 万度。用电量 6,500 万度。全市已有百分之

六十四的农村用电。

交 通 全市交通以陆路为主，现有公路 30 条，全长 550 公里（其中渣油路 99.8 公里），

比 1949 年增长 6.62 倍。各种汽车 1,568 辆（含百色地区单位 1,138 辆），比 1949 年增长 78.4

倍。全市 9乡 1镇均通汽车，除百兰乡外，其余都通了客车。主要公路干线有百色－南宁线、

百色－八渡线、百色－剥隘线，还有大楞支线可直通田阳、德保，龙川支线可直通凌云。年客

运量 475 万人次，货运量 39 万吨。水运有右江航线达南宁。航运有各种机轮、机帆船 27 艘，

共有 1,788 吨位，从事水运工作有 495 人。1984 年货运量 23.1 万吨，货物周转量 8,591.42

吨公里，客运量达 88,097 人次，比 1949 年分别增长 29 倍、35 倍和 17 倍。

邮 电 全市有邮电局、支局、邮电所共 16 所，邮路总长 1,491 公里。农村 116 个村，623

个屯通邮，分别占 100%和 82.6%。农村电话线路 7,158.18 杆程公里，有 111 个村通电话，占

95.68%。全市安装电话单机共 1,275 部。有载波电路 142 条。

商 业 解放前百色虽是商业重镇，进口仅有花纱匹头、日用杂货和食盐等，出口仅是少

量的牛皮、药材土产之类，而最大宗则是云、贵两省的鸦片烟贸易。解放后，市场繁荣，城乡

沟通，农贸市场活跃。1984 年有商业网点 3,043 个，从业人员 6,407 人。其中国营网点 433

个，从业人员 1,757 人；集体网点 349 个，从业人员 2,011 人；个体商业网点 2,261 个，从业

人员 2,639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7,026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83.23%。全市农贸市场共 19

个，集市贸易额 1,846 万元。出口商品收购总值 419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33.86%。

财政金融 1984 年全市财政预算内收入 1,363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285.2 万元，预算外收

入 159 万元，总收入为 1,807.2 万元；预算外支出 161 万元，总支出为 2,024.9 万元。城乡居

民存款 2,884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2.67 倍。1984 年农贷款发放 487.99 万元， 比 1983 年

增加 260.99 万元；当年累计回收 304.93 万元，比 1983 年增加 47.93 万元。

人民生活 1984 年，农业人口人均有粮 764 斤，比 1978 年增加 296 斤，比 1983 年减少

74 斤。农民人均收入 126 元，比 1978 年增长 135.66%。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 68.3

元（含奖金等），比 1978 年的 45.5 元增长 50.1%。1984 年农户收入超万元的有 20 户。在生产

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84 年，全市销售自行车 4,943 辆，比 1978 年的 2,377

辆多销 2,566 辆；手表 11,290 只，比 1978 年的 1,849 只多销 9,441 只；缝纫机 2,964 架，比

1978 年多销 2,430 架；电视机 1,448 台，为 1978 年总销售量 284 台的 5.1 倍；电扇 2,265 台；

洗衣机 1,080 台。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全市有省立百色中学 1所，师范 1所，县立初级中学 1所，私立中学 1

所，小学 214 所；中小学生共 11,073 人，教职员 524 人。1984 年底统计，全市有普通中学 28

所（其中公办 16 所），学生 10,300 人，教职员 646 人；农中 1所，学生 167 人，教师 12 人；

小学 147 所，教学点 563 个，学生共 38,000 人，教职员 1,798 人。驻市内大专院校 2所，学

生 836 人，有副教授 5人，讲师 54 人；中专 7所，学生 2,488 人，教职员 266 人。电视大学

1所，学生 198 人，教职员 15 人。1978 年至 1984 年止，历届高中毕业生 4,645 人，其中升入

大学 954 人，占 20.5%。

城镇职工不及初中文化程度的有 3,723 人，1978 年以来，经脱产参加文化补习和参加业

余补习后，及格率 20.6%。

全市小学教师 1,798 人，未达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有 103 人，中学教师共有 646 人，不及

大专文化程度的有 196 人；1978 年以来，分别组织参加各级进修学习，均分别达到中专、大

专水平。

科 技 本市现有农科所、农机研究所、农业病虫测报站、林科所等科技单位，各乡镇均

设有农业技术推广站、农机推广站和兽医站。百色地区驻市内科研单位有林科所、农机研究所、

电子研究所、工业化工研究所等。市内还有农业、林业、畜牧兽医、医学、农机、科普、水利、

建筑、青少年科协学会等 9个，共有会员 347 人。1979 年至 1984 年获自治区科技成果奖的有

13 个项目。全市现有工程师 5 人，农艺师 5 人，畜牧兽医师 1 人，主治医师 5 人；助理工程

师 69 人，助理农艺师 31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11 人，医师 84 人；工程技术员 83 人，农业技

术员 24 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11 人；共计 473 人。

文化艺术 本市现有文化馆 1 所，乡镇文化站 9 所。市图书馆 1 所，藏书 13.2 万册。新

华书店发行点 4个，代销点 9个，总发行图书 2,487 万册。城内有电影院 4座，剧院 1座，东

笋工矿区有露天电影院 1座，各乡电影场 9个，电影放映队 124 个（其中私人放映队 25 人）。

市工人俱乐部 1座。市有右江民族歌舞团和百色粤剧团。群众业余文艺创作作品，在自治区已

发表有 155 篇，代表自治区上北京展出的美术作品 4幅，其中油画《编新囤》参加自治区、全

国画展后，作为艺术珍品收藏于中央民族文化宫；儿童画《庆祝“六一节”》和《人小志大》

分别被选送到国外展出；农民画《八角飘香》在自治区展出后，深受赞扬。

全市有广播站 1个，乡镇转播站 9 个，电视差转台 5个，卫星地面接收站 1个，电视机约

8,000 台。

卫 生 1949 年城内有县医院 1所，医生 12 人，病床 20 张；私人医疗室 3个；驻城内的

省立百色医院 1所，医生 20 人，病床 60 张。至 1984 年，有市人民医院 1所，乡镇卫生院 10

所，村医疗点 156 个；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 1处。此外还有机关、学校、厂矿的卫生所（室）

等。全市有病床 314 张，医务人员 357 人。驻市内还有右江医学院附属医院、百色地区医院、

防疫站。妇幼保健院、精神病医院等单位，共有病床 787 张，医务人员 737 人。



全市有 31,552 对育龄夫妇实行了计划生育，节育率达 68.89%。到 1984 年底，领取独生

子女证的有 1,991 对夫妇。

体 育 市设立田径协会和游泳协会。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项目主要是田径、游泳、武术、

舞狮等。全市有游泳池 15 个，其中 50 米标准池 6 个，25 米儿童游泳池 5 个，幼儿游泳池 4

个，还有 1个室内温水游泳池和 1个天然游泳场。年参加池内游泳活动达 10 万人次，参加东

坪天然游泳场活动的约有 20 万人次。市内设有 400 米跑道田径场 1个。1984 年，机关学校多

次举行田径运动会。1978 年以来向上级体委及体育大、中专院校输送优秀运动员 190 人，有 7

人获运动健将称号。在历届全国和国际性比赛中获名次的有田径 4人，游泳 7人，其中 1人参

加国际比赛破 400 米自由泳亚洲纪录，获银牌 1枚，1人获全国女子 800 米自由泳冠军。1982、

1983 年，百色市先后被评为全国“田径之乡”、“游泳之乡”。

特殊风俗 瑶族迎客礼：旧俗，瑶族凡有客人临寨，鸣枪数响迎客，特别是“老同”（一

般指同庚或老友）来寨，迎客礼仪更隆重，设宴款待等。

丧葬：旧俗多是土葬，50 岁以上死的人可入老人“归仙”之列。青年、儿童死亡则为“短

命”。葬老人的棺板叫寿棺，年轻的叫豆腐厢，小孩则席葬。近年来，到殡仪馆实行火葬，已

开始为人们接受。

文物胜迹
清风楼 建于 1911 年，占地面积 120 平方米，是一座三层砖木结构的独立建筑物。1929

年 12 月 11 日百色起义时，红七军政治部曾在此楼办公，红七军的各种文件、布告以及《右江

日报》曾在这里印发各地，现在壁上还留着当年红七军写的标语，墨迹仍清晰可辨。

清风楼 粤东会馆

粤东会馆 建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1 年)，是本市现存最大的砖木石结构古建筑，集中体

现了我国南方古代建筑的艺术传统和独特风格。1929 年 12 月百色起义时红七军军部设于此，

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曾在馆内办公，现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百色起义烈士纪念碑 位于百色城东的后龙山。为纪念百色起义及牺牲的烈士，建于 1984



年。碑高 23.9 米，碑顶是一把红缨枪，碑座正面镶嵌邓小平同志题书的“百色起义的革命先

烈永垂不朽!”13 个金字，碑座侧面有反映百色起义的浮雕。

百色起义烈士纪念碑

著名人物
关祟和(1884－1931) 又名亚发。原籍贵州省，从小被卖到百色城。1929 年 10 月，在共

产党领导下，关在百色城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1929 年 12 月 11 日参加百色起

义，1830 年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百色总工会主席、百色县临时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中共百色县临时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是百色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1931 年在平乐县被捕

牺牲。

黄正规(1893－1930) 壮族。东兰武篆人。1921 年参加韦拔群同志组织的银海洲誓盟，参

加了三打东兰县城的战斗。1925 年冬在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9 年到百色县一都、二

都、三都等区，组织农民协会，同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 4 月，任中共百色县临时

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同年底在果德县被捕牺牲。

罗文佳(1899－1935) 又名文雅。祖籍钦州小董，落藉百色镇。土地革命时期与关崇和组

织工会，领导百色城工人对资本家开展斗争，后参加百色起义，任百色县总工会副主席、县临

时工农民主政府副主席兼裁判委员会主席、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委员。1930 年 1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后随红七军转战右江，与中央红军会师。红七军改编后，罗任红三军团第五师某营营

长。长征途中，1935 年 7 月在过大雪山时光荣牺牲。

梁宗岱(1903－1983) 百色城遵义镇大街（现解放街）人。曾在广州岭南大学读书。1924

年赴西欧留学。1931 年回国，先后在北京、清华、南开、复旦大学及广西西江学院任外语教

授、系主任、教务长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山大学、广州外语学院西语系教授，广东省、广西

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1957 年任民主促进会外国文学理事、顾问。著有《晚祷》、《芦笛风》



和译著《水仙辞》等。

周廷雄(1911－1973) 百色城崇德镇兴安街人。曾考入中央军校广西分校学习，后转入航

空学校受训。抗日战争时期任飞行员、飞行队长、参谋、科长等职，多次参加对日空战并立战

功，官阶至空军中校。1949 年广州解放前夕驾机起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飞行教

练官。

梁绍鸿(1917－1982) 百色城遵义镇盐仓街人。在担任小学教师期间，刻苦钻研，自学成

才，曾在数学刊物上发表过数学论文。1950 年，发表《朋力点》，引起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的重视，于同年邀请前往北京讲学。1953 年被破格提为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参与尖端科学

研究。著有《初等数学复习及研究》、《初等几何》和译著《初等几何教程》等。

马 济(1888－1927) 字慎堂。回族。百色城崇德镇太平街人。毕业于广西南宁讲武堂。

1916 年后，历任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副官，云、贵、湘、粤、桂五省军政府军事委员，广东兵

工厂少将总办，西湖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军长等职。1927 年于山东济南被暗枪击中重伤，

死于青岛。

重要事件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攻打百色城 清咸丰十年(1860 年)二月二十四日，石达开派其养子

石镇吉等率兵数万，围攻百色厅城，用炸药两次轰塌城东墙十余丈。因守城的右江总兵富顺、

署中军游击马旭东等悉力固守，太平军受挫，伤亡数千，石镇吉等于二月二十四日率部向西北

撤离。

护国运动在百色 1915 年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袁世凯命令盘据广东的龙济光进攻

云南，龙济光取得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同意，于 1916 年派其兄弟龙觐光率兵四千，借道广西开

进云南。当先头部队进攻富宁县剥隘镇时，以援龙为名打入其内部的桂系陆裕光、马济部两个

连突然反戈，龙军大乱，云南护国军乃乘机反击，驻百色城的龙军指挥部和数千人马，同时被

陆裕光、马济部主力夹击，全部缴械投降，迫令龙觐光在百色签署反袁。此后，陆荣廷公开宣

布参加护国讨衰运动。

百色起义和红七军建立 1929 年 10 月，由共产党所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

在邓小平和张云逸等同志率领下到达百色。在百色城，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了两次党委会议，

传达贯彻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指示，对百色起义作了周密的布置，并做了充分的发动组织等

准备工作。1929 年 12 月 11 日宣布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当天在百色城东门

广场举行有工、农、兵及各界人士参加的庆祝百色起义和红七军成立大会，同时成立百色县临

时工农民主政府。

红七军回师百色 1930 年 4 月，红七军转战右江各地，百色城重受国民党军占据。6月初，

李明瑞、张云逸同志率领一、二纵队回师百色城，守敌岑建英部凭借坚固碉堡拼命顽抗，战斗

打了一整天仍未攻下。李明瑞、张云逸等领导同志冒着敌人枪弹，亲临离敌五百米处观察指挥。

李明瑞同志亲自持炮瞄准，下令射击，命中目标，炸毁了敌人主要碉堡，部队猛冲入城，歼敌



七百余人，岑建英只身化装逃往田阳县，百色城获得第二次解放。

陈洪涛同志英勇就义 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兼红七军第二十一师政治委员陈洪涛同志，在红

七军主力北上后，坚持右江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因叛徒出卖，于 1932 年 11 月上旬在燕乐乡（今

巴马县）被捕，1932 年 12 月 22 日就义于百色城郊场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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