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忻 城 县

忻城县历史上曾爆发过有名的八寨农民斗争。境内多山，土特产有金银花、果子狸、蛤蚧，壮锦

亦久负盛名。菜牛远销港澳，为自治区菜牛生产基地之一。红水河上的第一座梯级电站－恶滩电站坐

落境内。是全国发展沼气的重点县之一。全县已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位置面积 忻城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红水河下游。北邻宜山，南接上林，西与都

安毗邻，西南和马山交界，东北与柳江相连，东南和来宾、合山市接壤。总面积 2,541 平方公

里，合 381.15 万亩，其中陆地 377.6 万亩，占总面积的 99.09%；水域 3.5 万亩，占总面积的

0.91%。东西最大横距 71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79 公里。县治城关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206

公里。

建置沿革 秦属桂林郡地。汉属郁林郡地。三国至晋属桂林郡地。唐贞观初置芝州，下置

忻城县，为本县得名之始；天宝元年(742 年)改芝州为忻城郡；乾元元年（758 年）恢复芝州，

治所在忻城县，时境内还有羁縻归思州，羁縻纡州。五代沿袭唐制。宋初，芝州，归思、纡州

皆为羁縻州；庆历三年（1043 年）俱撤，并其地入忻城县。元因之。明弘治九年（1496 年）

降为忻城土县，由土官世袭统治。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废土司，仍称忻城土县。民国

十七年（1928 年）由土县升为正县，称忻城县至今。

行政区划 现辖宁江、马泗、欧洞、安东、果遂、北更、遂意 7个乡；城关、大塘、思练、

红渡、古蓬 5个镇。下设 130 个村（街）民委员会，辖 2,734 个自然村。大小圩场 15 个。县

治城关镇，1984 年有 2,570 户，13,644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总人口 361,203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42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17.4‰。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有壮族 313,929 人，占全县总人口 90.96%；汉族 22,637

人，占 6.56%；瑶族 5,475 人，占 1.59%；仫佬族 1,760 人，占 0.51%；苗族 1,252 人，占 0.36%；



满、白、土家、水等其他民族共 69 人，占 0.02%。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50 年

1953 年 1964 年 1982 年

第一次

人口普查

第二次

人口普查

第三次

人口普查

比

1950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42978 44964 49991 63544 47.82 41.32 27.11

总 人 口 200524 208466 233933 345122 72.11 65.55 47.53

性别

构成

男 101098 113212 174447 72.55 54,09

女 107368 120721 170675 58.96 41.38

地区

构成

城 镇 12516 7859 14636 16.94 86.23

农 村 195950 226074 330486 68.66 46.18

自然条件
地 形 属岩溶地形发育山区，以石山峰林为主。暗河溶洞遍布全县。地势为东南部较高，

西部较低。中部多为丘陵土岭。江河流经地带较平坦，形成河谷小平原。

山 脉 境内石山峰林遍布。县南部的弄霞山，海拔 887.06 米，为全县最高峰。干谷山横

贯县境西南，起伏延伸十余公里，最高峰海拔 788.3 米。县内 700 米以上山峰尚有红水河畔的

番龙山，中部的马岭，境北的卧龙山，境东北的木罗山等。全县山地面积 135.7 万亩，占总面

积 35.6%。

河 流 属红水河水系。红水河干流从都安县流入，流经县境 56 公里，自西向东进入来宾

县。县境南部有滂江河，全长 20 公里；中部有清水河，长 36 公里；两河均注入红水河。境东

北有三寨河，东南有练江河。

忻城县系岩溶地区，地下暗河较多，水源丰富。建国以来，水文地质工作者和广大干部群

众，对全县 2,500 多平方公里的山山㟖㟖进行了勘查，寻找到 29 条地下河，518 处连通地下

河的水点；可开发利用的地下水有 317 处，现己开发利用 148 处。把地下河水提引到地面后，

可灌溉农田和解决人畜饮水。

气 候 属南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严寒期短，少霜少雪，四季均可栽培农作物。年平

均气温 20.7℃，极端最高气温 39℃，极端最低气温-3℃。7月最热，平均气温在 28℃-30℃之

间。1月最冷，平均 8℃。据 1957 年至 1980 年气象资料，年平均降雨量 1,443.6 毫米，最多

1,871.4 毫米，最少 1,132.4 毫米。雨季集中在 4至 9月，一年中常出现“两头旱中间涝”的

情况。年平均日照 1,578 小时，8月最多，平均为 203 小时；3月最少，平均为 64.7 小时。主

要气象灾害有“倒春寒”，常出现在 3月，从 1957 年至 1985 年的 29 年中有 7年受“倒春寒”

危害，经常造成玉米烂种和早稻烂秧。“寒露风”，多出现于 10 月中下句，从 1957 年至 1984

年的 28 年中就有 23 年受“寒露风”危害，对晚稻扬花授粉影响很大。“冰雹”，多出现在三四

月间，使玉米、春荞麦、小麦收成受影响。

土 壤 全县土壤有水稻土、红壤土、石灰土、冲积土 4 个主类，分为淹育型、潴育型、



潜育型、盐渍性、矿毒性水稻土及红壤、黄红壤、红壤性土、棕色石灰土、河流冲积土、洪积

土等 11 个亚类。以棕色石灰土和河流冲积士为主。河流冲积土有 19 万亩左右，占耕地总面积

42%，大多数是旱地，分布在全县各地；虽适种玉米、红薯、豆类作物，但产量不很高。

资 源 矿藏：有石灰石、煤、锰、铁、铝土页岩等矿。石灰石全县石山均有，质优，是

水泥和石灰的主要原料。煤主要产地在红渡、古蓬、思练镇一带，储藏量约 3,802 万吨，现年

开采量约 20 万吨。锰矿主要分布在塘岭、永合、理苗、安东、寨东等村，储量 150.5 万吨，

年开采量约 4,00 吨。铝土页岩，主要分布在遂意、北更、古蓬、红渡等 4 个乡镇，目前尚未

开采。沼气：1984 年建成沼气池 7,875 个，已使用 7,021 个，容量 49,147 立方米，为全国发

展沼气重点县之一。地下水：资源丰富，目前尚有 169 处连通地下河水点可开发利用。野生动

物：有野猪、麝香、果子狸、黄猄、旱獭、穿山甲、猴子、毛鸡、蛤蚧等。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 8,786 万元，比 1950 年增长 5.5 倍；比 1978 年增长

18.83%；比 1983 年增长 6.3%。1978 年以来年递增率 2.9%。人均产值 1984 年为 243 元，比 1950

年增长 2.8 倍；比 1978 年增长 8.48%。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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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1227.5

956.0

3.5

179.O

89.0

100

77.88

0.29

14.58

7.25

5873

4065

64

362

1371

11

100

69.22

1.09

6.16

23.34

0.19

6722

4399

71

1222

1013

17

100

65.44

1.06

18.18

15.06

0.25

6796

4528

71

987

1194

16

100

66.63

1.04

14.52

17.57

0.24

453.64

373.64

1928.57

451.40

1241.57

15.72

11.39

10.94

172.65

-12.91

45.45

1.1

2.9

0

-19.2

17.9

-5.9

2.46

1.81

1.74

18.20

-2.27

6.40

农 业 1984 年，耕地面积 457,495 亩，其中水田 129,812 亩，旱地 327,683 亩，农业人

口 347,012 人（劳动力 47,446 人），人均耕地 1.3 亩。水田多种植双季稻或一季玉米一季稻，

少数实行双季稻加小麦三熟制。旱地大都推行玉米双熟耕作制或玉米－豆类－红薯等三熟小轮

作。

1984 年，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1,568 台，24,261 马力。其中大、中型拖拉机 152 台，5,615

马力；手扶拖拉机 741 台，8,888 马力；机耕船 13 台，156 马力；农业排灌动力机械 662 台，

9,602 马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农机动力 5.3 马力。

粮、蔗、油：1984 年粮食总产 22,857 万斤，比 1978 年增产 1.49%，比 1983 年减产 1.88%。

油料总产 218 万斤，比 1983 年增长 26.36%。1978 年以来，六年间粮食总产年递增 0.25%，向

国家提供商品粮年递增 2.40%。甘蔗年递增 24.95%。油料年递减 1.64%。



林 业 1980年有森林面积199,808亩，立木蓄积量为20.72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5.2%。

1984 年，有国营林场 1 个，经营面积 6万亩，有林 4 万亩；集体林场 36 个，经营面积 12 万

亩，有林 7.2 万亩。1984 年全县立木蓄积量为 15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 3%。主要用材林是

松、杉、香椿等；经济林有油桐、油荼、核桃、板栗等十多种。

牧 业 以养牛为主，马、羊次之。牛除役用外亦作菜牛出口，从五十年代起进入港澳市

场；1979 年定为自治区菜牛生产基地后，上级拨专款扶植菜牛生产，进行品种改良，发展较

快；现每年均向港澳市场销售菜牛 1,500 头以上；1984 年底有牛 73,313 头，比 1983 年增长

9.15%。1984 年饲养生猪 189,335 头，比 1978 年饲养量增长 7.28%；出栏肥猪 59,578 头，年

底存栏 129,757 头，比 1978 年存栏增长 3.28%。

副 业 家庭副业主要是养猪、鸡、鸭、鸽和养蚕，以及种植果木等。近年来，农村发展

了商业、服务、交通等第三产业和建筑业，经营项目有：粮油食品加工、造纸、制糖、酿酒、

运输、烧石灰和砖瓦、农具、修理、编织、服装等。出现了不少专业户、重点户。

渔 业 可养鱼水面 9,099 亩，其中水库 3,053 亩，池塘 5,966 亩，拦河水面 80 亩，年产

鱼 20 万斤，产值 16 万元。主要品种有草、鲢、鳙、鲤四大家鱼。近年来引进泰国、埃及塘角

鱼种，收益较大，深受群众欢迎。

土特产品 金银花：主要产于北更、遂意、城关、马泗等乡镇山区，品质优良。近年引作

家种，进行人工栽培，产量大增，年收购 10 多万斤，畅销国内外。

壮锦：亦称土锦。自唐代开始生产，历史悠久，造型精湛，图案新颖，线条流畅，色泽绚

丽，织工精巧，质坚耐用，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独特传统艺术风格，深受用户欢迎。产品以“狮

子滚球”，“双龙戏珠”最为畅销。唯设备落后，产量不多。

蛤蚧：生活于高山悬崖峭壁石隙间，日隐夜出，全县各石山区均有出产，以个大，体壮、

色鲜者佳。有滋补壮阳之功效。历史最高年收购出口量为 865 对。近年滥捕，产量有所下降，

拟采用人工繁殖，增加生产。

果子狸：生活于深山密林，喜居山洞中，以专食野果而得名。肉质香甜可口，堪称名菜中

之“山珍”。近年，北更、遂意乡、古蓬镇群众引为人工饲养，已见成效。

菜牛：又称“槽牛”、“育肥牛”。品系为本地黄牛。主产于北更、遂意山区乡村，索以皮

光毛亮，肌肉丰满，赢得国内外市场信誉。槽牛生产历史悠久，有全育、半育两种。全育是自

小牛开始，终生关养，从不使役，长成即出栏；出栏前适当辅喂以粮食精料，增加肥度；全育

菜牛是纯商品性的菜牛生产，以肉质鲜嫩，味美著称。半育则以淘汰耕牛或放牧已成熟的商品

牛关起来槽养，人为限制其活动量，加喂精料育肥，一般育期 30-50 天，即可增重 30%左右，

经济效益颇显著。

水 利 全县水利工程设施都是建国后兴修的，总计 2,998 处。其中蓄水工程 1,454 处，

总库容 1,966.5 万立方米，总排灌面积 1.58 万 s 亩；提水工程 368 处，共装机 374 台，可排

灌 3.51 万亩；引水工程 182 处，正常引水量 18.95 立方米/秒，可排灌 7.65 万亩；人畜饮水

工程 924 处，总库容 89 万立方米；还有隧洞工程 70 处，长度 26,815 米，可排灌 2.80 万亩。



北 更 水 柜

工 业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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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总产值

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121

100

1521

592

929

100

38.92

61.08

1541

938

603

100

60.87

39.13

1990

1179

811

100

59.25

40.75

1544.62 30.83

99.15

-12.70

29.13

25.69

34.49

4.58

12.17

-2.24

解放前，仅有一些零星的打铁、酿酒、织锦、竹木农具等家庭小手工业。1984 年，国营

工矿企业有：糖厂、水泥厂、农械厂、自来水厂、氮肥厂、金银花制品厂、印刷厂、酒厂、大

米厂、砖瓦厂、煤矿等 20 个。职工 1,779 人，产值 948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1,990 万元

的 47.64%。其中较大的是新村糖厂，有职工 300 人，产值 396 万元。水泥厂，职工 324 人，

产值 99 万元；生产的水泥，在 1982 年自治区同级厂质量评比中居第二位。以金银花为主要生

产原料的银花制品厂，产品享有很高声誉。

县管集体企业 1984 年有职工 168 人，产值 66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3.31%。

乡镇企业 1984 年有 105 个，从业人数 2,587 人，经营挖煤、采矿、砖瓦、石灰、石米、

造纸、建筑、铁木农具、农副产品加工等生产项目，产值 932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46.83%。

个体工业 126 户，产值 44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2.21%。

电力：1984 年全县发电量 60.93 万度（不合恶滩电站），比 1978 年增长 1.2 倍。现有小

水电站 3 处，装机容量 415 千瓦。有 35 千伏安变电站 4 座，主变电压器 13 台，容量 10,470

千伏安。配电变压器 296 台，9,674 千伏安。用电装机负荷 8,000 千瓦。有 35 千伏长途输电

线路 425 公里，1－10 千伏线路 449 公里。1984 年全县用电量 1,957 万度，其中农村照明、加

工农副产品用电 284 万度，占总用电量的 14.5%。

恶滩水电站位于忻城县红渡镇。1981 年 5 月第一期工程已建成发电，装机容量为 6 万千

瓦，是我区在红水河上建成的第一座中型水电站。1984 年发电量 3.39 亿度。

交 通 全县交通以公路为主。现有公路 10 条，281 公里，比 1950 年增加 4 倍。有货车



231 辆（个体户 69 辆），客车 19 辆。1984 年货运用转量 1,121 万吨公里，客运量 98 万人次。

由县治城关镇至毗邻各县及柳州、南宁市均有班车直达。全县所有乡镇和 85%以上的村通汽车。

流经县境的红水河航道 56 公里，可通航 80 吨位机帆船。1984 年全县有运输船 19 艘，1,220

吨位，从事水运 124 人。

邮 电 有邮电局、支局、邮电所共 10 个，职工 115 人。邮路 40 条，总长 1,276 公里，

各乡村均通邮。有载波电话终端机 16 部，电路总长 674 杆程公里，共安装电话单机 470 部。

商 业 1984 年，有商业网点 2,652 个，从业人员 3,826 人。其中国营网点 63 个，从业

人员 695 人；供销社网点 283 个，从业人员 712 人；集体网点 19 个，从业人员 88 人，个体网

点2,287个，从业人员2,331人。1984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857万元，比1978年增长88.12%。

集市贸易额 1,983.6 万元。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912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7.29%。

财政金融 1984 年财政收入 1,004.2 万元，财政支出 1,437.7 万元。超支部分 400 多万元。

主要用于建设投资。城乡储蓄余额 736.9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74.45%。其中农民存款 417.4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8.6 倍。发放农贷 617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12.49%。当年累计回收 404

万元，比 1983 年减少 16.26%。

人民生活 1984 年，农业人口人均口粮 508 斤，比 1978 年减少 15 斤；农民人均收入 147

元，比 1978 年增长 1.2 倍，比 1983 年增长 47.75%。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干部职工人均月基本

工资 57.6 元，比 1978 年增长 33.95%。1984 年，共销售自行车 9,280 辆，为 1978 年的 9倍，

缝纫机 5,164 架，为 1978 年的 6.3 倍；手表 10,209 块，比 1978 年多销 9,366 块；还销售电

视机 433 台，比 1983 年增长 31.21%；洗衣机 109 台，比 1983 年增长 67.67%；电风扇 726 台，

比 1983 年增长 36.21%。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有县立初级中学、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各 1 所，学生 478 人，教职工 30

人；小学 50 所，学生 10,423 人，教职工 535 人。1982 年秋恢复壮文学校，至 1984 年有教职

工 10 人，共培养学员 229 人。1984 年，有教师进修学校 1所，学生 59 人，教职工 22 人；高

中 1所，学生 503 人，教职工 58 人；农业中学 1所，学生 203 人，教职工 23 人；完中 3所，

学生 1,959 人，教职工 162 人；初中 16 所，学生 6,702 人，教职工 402 人；小学 123 所，学

生 50,092 人，教职工 1,104 人（不合民办）。幼儿园 10 所，26 个班，入园幼儿 783 人，教职

员 38 人。全县教职工中大专毕业的有 182 人。解放后至 1984 年止，历届高中毕业生 19,200

人，升入大学 661 人，占 3.44%。1978 年至 1984 年组织小学教师 350 人，中学教师约 150 人

进修学习。

科 技 现有县农科所、林科所、农机科研所共三个科研单位和一个科技情极所。各乡镇

设有农业技术推广站、兽医站。县内还有农、林、医、水电、机械、化工、农机、数理化、建

筑工程、科普创作、珠算等 11 个学会和创造学研究会、青少年科技辅导协会，共有会员 880

人。1981 年至 1983 年“引种推广墨白玉米良种”、“金银花育苗”、“引种推广北京黄豆”、“大

力推广沼气”、“育肥菜牛”“金银花人工栽培”6个项目获自治区科技成果奖。1984 年，全县



有工程师 1人，农艺师 6人，畜牧兽医师 1人，主治医师 2人；助理兽医师 8人，助理农艺师

19 人，助理工程师 35 人，助理会计师 7 人，助理统计师 1 人，农业技术员 34 人，工程技术

员 58 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21 人。

文化艺术 现有县文化馆 1个，乡镇文化站 10 个；县图书馆 1个，藏书 27,665 册；新华

书店 1个，图书发行点 13 个，1984 年图书销售量 1,193,630 册。全县有电影院 3个，电影

放映队 82 个。壮族著名画家罗鼎华善画金鱼、鲤鱼，1984 年 3 月由国家民委主持，在北京

举办了罗家三代画展，共展出画 110 多幅。县有广播站 1个，乡镇广播放大站 11 个，村广

播室 5个；有电视差转台 1座。

卫 生 1949 年，全县有 4个医务所，初级医务人员 8人。1984 年，有县医院 2所，妇幼

保健、防疫、血防、皮防站各 1个；乡镇卫生院 10 所，农村合作医疗站 71 个，医务室 12 个。

1984 年有病床 407 张，医务人员 254 人，受训接生员 101 人。育龄夫妇实行计划生育的 38,888

人，节育率 70.94%，领独生子女证的夫妇有 722 对。解放以来血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全’

县原有两乡一镇，63 个自然村是血吸虫病流行区，有 10 户人口灭绝。1955 年起建立县血防站，

有医务人员 20 人；历年来，投工查螺查病 3.36 万个劳动日，查出有螺面积 79.77 万平方米；

查病 10 万人次，查出病人 2,171 人；查病牛 1.6 万头次，查出病牛 46 头；投工灭螺、治病

51.37 万个劳动日，投资 31 万余元，改变钉螺孳生地 74.33 万平方米。1981 年县境基本消灭

血吸虫病。

体 育 群众性的体育活动较普遍，主要项目有篮球、排球、武术、举重、田径等，尤以

篮球运动最为普遍，全县有灯光球场 22 个。1979 年至 1982 年参加自治区民间武术比赛获个

人第三名 4人；1983 年，参加自治区举重比赛获金牌 3块、银牌 13 块、铜牌 1块；1984 年参

加自治区小学生篮球分区赛获女篮亚军。评为自治区一级运动员 1人，向自治区输送排球、田

径运动员各 1人。评为全国先进体育工作者 1人。

特殊风俗 瑶年：农历五月二十九日为瑶年。相传远古瑶民祖先因部落间的战争，首领率

兵出征，从农历十二月初守边至次年五月二十九日才凯旋，故定该日庆功，并邀集远亲近邻欢

聚和补过春节，这便是瑶年的由来。这天，瑶胞杀猪宰葶，猜拳行令，筵席上，如亲朋进膳过

谦，主家便用筷子将肉串成串，敬喂亲朋。

瑶族“猴鼓舞”：古蓬镇的古稠村，遂意乡的增仰村等地瑶胞，于喜庆年节之日喜跳“猴

鼓舞”，舞者模拟猴子动作边打鼓边跳舞，边舞边唱，作戏取乐。（传说瑶民在与敌人一次战斗

中，曾因得到猴子的援助而击败对方，为纪念猴子助战而创造了这种舞）。“猴鼓舞”为三人或

五人舞，节奏明快，动作敏捷，情趣诙谐，其道具服饰简单，击鼓多变，妙趣横生。

文物胜迹
土司衙门与土司祠堂 位于县治城关镇中和街。土司衙门建于明万历十年（1583 年），原

由前门照壁、一进大门、．头堂、二堂、三堂、东西花厅、长廊、兵舍、监狱构成。现存之前

门照壁、一进大门、头堂、二堂、长廊、西花厅，乃清道光十年（1831 年）按原样重建。土

司祠堂与土司衙门毗邻，建于清乾隆十八年（1758 年）。分前、中、后三进，祠堂前亦立照壁。



土司衙门与土司祠堂建筑面积共 2,692 平方米，空地 1,112 平方米。主体建筑皆飞檐挑脊，镂

花雕窗，图案复杂，浮雕艺术高超，古色古香，极为壮观。被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土司衙门

永吉桥 位于古蓬镇旧镇屯南滂江河上，建于清光绪十九年(1894 年)。桥长 22 文，宽 1.2

丈，高 2.7 丈，呈梯形，两头各有 10 余级踏阶。为 7拱 6 墩，拱高 2.4 丈，孔跨 1.8 丈，墩

脚最小处仅 0.12 丈，是罕见的小脚桥。桥两侧以石柱石板为栏，桥身迎水面饰以两大龙头，

下水面饰以两大龙尾，造型古雅美观。全桥料石砌成，无灰浆勾缝，缝处难以插锥，极为牢固。

对研究古建筑力学和壮族文化历史具有一定价值。

白虎山 位于古蓬镇周安街西半里，高约百丈，周约二里，平地独峰拔起，山势雄奇，状

如虎，故称白虎山。西麓有“卧仙岩”。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曾游并记曰：“昔有儒生过此，

无讬宿处，寄棲此中，题诗崖上，后人遂指为罗隐”，故又称“罗隐岩”。东麓有“回春岩”。

两岩现存摩崖 16 面，多为明王朝镇压八寨农民起义纪实。

著名人物
韦质彬(1906－1968) 壮族。原名韦肇文。古蓬镇凌头村板岑屯人。1947 年参加革命，1949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团、粤柱边纵队第八支队第二十

二团参谋长。解放后先后在宾阳专区法院、南宁市云亭粮所等单位任职。

莫西凡(1910－1941) 壮族。原名莫效康。思练镇练江村板社屯人。1934 年考入桂林师专

就读，1936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苍梧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中共南方局

香港分局宣传部长。

韦盛经(1911 年－1972 年) 壮族。古蓬镇凌头村人。1945 年参加革命，组织人民武装，

任红河纵队司令员。1947 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柱中南地委候补委员、粤桂边区人

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团团长、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副司令员。解放后，任上林县县长、广西少数

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莫江白(1918－1949) 原名莫思贤，化名邓如麟。大塘镇大塘街人。1946 年 3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曾任桂西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团（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前身）政委。1949 年 9 月在宜

山北山反“围剿”中，不幸被俘，壮烈牺牲。

蓝延春(1958－1979) 壮族。果遂乡丹灵村人。1976 年参加解放军，1978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系广西边防部队某部六连卫生员。1979 年 2 月在对越自卫还击战斗中，他冒着越军枪

弹，英勇抢救伤员，在胸部等多处受伤后，仍坚持为六名战友包扎伤口，最后用自己的身体掩

护一名受伤民工而壮烈牺牲。中央军委迫授他“战场救护模范”称号。

莫承宣(1911－1966) 思练镇梅岭村人。毕业于广西师专。曾任忻城初中、宜山初中、柳

庆师范、柳州高中等校校长、解放前当过忻城县参议长、“国大”代表；曾支持和掩护过中共

地下党员、进步师生和都宜忻游击队的活动，为革命作过贡献。

重要事件
八寨农民斗争 从元延祐元年(1314 年)至清雍正七年（1729 年）的 410 多年中，周安、

思吉、古蓬、古钵、古卯、都者、罗墨、剥丁 8寨 120 多个村庄，2,120 多户壮瑶人民，前仆

后继，对元、明、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进行了反抗和斗争。他们抗粮抗税，杀死土官汉吏，没收

官库银两，攻克州县府城，在明代极盛时曾发展成为广西壮族农民起义中重要的一支。八寨农

民的斗争，在历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中共上忻工委成立及其活动 1947 年 8 月 2 日，中共广西桂柳区工委在忻城大塘睦邻屯召

开会议，成立“上（林）忻(城)工委”。会议决定派人在上林北区、忻城加仁、宜山马泗等地

开展武装斗争。1948 年 4 月间在加仁、马泗地区组织都宜忻第一支武工队。1949 年 5 月、6

月两次解放忻城县城，救出被关押的革命同志和无辜群众，并开仓分粮救济群众。

古思起义 1947 年 8 月，在古蓬镇凌头村建立了中共上林支部。9 月 16 日国民党上林县

县长梅仲威及南宁区保安大队长覃培桂带领 200 多人前来‘清乡”，我上林党组织领导的游击

队在周安、俭表一带伏击敌人，击毙敌保安中队长、副官、分队长及士兵等 20 多人，缴获枪

弹及军用物品一批。次日中共上林支部宣布古蓬、思吉两乡解放，成立“古思人民联合办事处”，

在办事处举办干部短训班。参加这次起义的队伍，组成了“上林人民自卫军八二支队”，后改

编为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第二十二团。1949 年 11 月，该团曾配合南下解放军痛歼国民党黄杰

兵团八二师师部及二十五、二十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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