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 州 县

龙州县是祖国南疆重镇。中法战争后被开放为当时广西第一个通商口岸。1930 年邓小平等同志领

导“龙州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于此。境内㟖岗自然保护区有白头叶猴等异兽珍禽与名贵药

物、稀有花种。龙州菜刀、木宪木砧板、五瓜蛤蚧、桂圆肉、八角、桄榔粉、红碎茶等土特产品，不仅

享名区内外，有的还远销港澳及东南亚一带。

位置面积 龙州县位于左江上游，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边境。东邻崇左县，西与越南社会

主义共和国接壤，南界宁明县、凭祥市，北接大新县。县治龙州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162

公里。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68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64 公里，总面积 2,317.8 平方公里，合

3,476,700 亩。其中耕地 408,823 亩，中低山地 1,415,757 亩，水域 69,524 亩，余下为台地

与丘陵。

建置沿革 龙州县秦属象郡。汉属交趾郡龙编县地。唐武德四年(621 年)设羁縻龙州。宋

因之。元大德元年（1297 年）升为龙州万户府。明洪武二年(1369 年)复为龙州。清雍正三年(1725

年）分龙州为上、下龙两土巡检司，移太平府通判驻扎；乾隆十六年(1751 年)下龙司复改为

龙州。民国二年(1913 年)合上、下、金龙为龙州县；民国十六年(1927 年)又分上龙、金龙为

上金县；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改龙州县为龙津县。解放初困之；1951 年 5 月，设立“龙津、

上金联合县”，后改丽江县；1962 年恢复龙州县名至今。

行政区划 现辖 11 个乡、1个镇，即霞秀、八角、上降、彬桥、下冻、水口、武德、金龙、

逐卜、响水、上金乡和龙州镇。下属村委会 124 个、街委会 5个，994 个自然村。

县治龙州镇有 5,032 户，23,695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总人口 239,017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02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3.99‰。

民族构成中，壮族 225,331 人，占全县人口 94.27%；汉族 13,547 人，占 5.67%；还有瑶、

苗、回、侗等族共 137 人，占 0.06%。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53 年

第一次

人口普查

1964 年

第二次

人口普查

1982 年

第三次

人口普查

比

1949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26605 28152 34336 41126 54.58 46.09 19.78

总 人 口 127485 128975 172241 232764 82.58 80.47 35.14

性别

构成

男 59939 61335 84731 116575 94.49 90.06 37.58

女 67546 67640 87510 116189 72.02 71.78 32.77

地区

构成

城 镇 11543 14632 22555 23542 103.95 60.89 4.40

农 村 115942 114343 149686 209222 80.45 82.98 39.77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境四面环山，缺口向东。地势由西向东倾斜，西北部较高，中部为小盆地，西

南属大青山脉中低丘区。从彬桥至平而关一带，从罗回至北胜一带为低丘医，断层发育，河流

下切，沟谷较多。

山 脉 龙州为山区县，中低山总面积达 1,415,757 亩，占全县总面积 40.72%。境内以大

青山脉为最著名，主峰海拔 1,045 米。全县海拔 800 米至 1,000 米之间的山峰有 19 座。800

米以下 200 米以上的山峰 100 座左右。

河 流 龙州处左江上游，左江横贯全境。东有黑水河，自崇左县经响水注入左江。西有

水口河，源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经越南高平省流入本县水口关，至龙州城南与平而河相汇，

注入左江。南为平而河，源于越南弄替，经越南谅山、板寨流入平而关，至县城南与水口河相

汇，注入左江。

气 候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22.8℃。1月最冷，平均气温 14.4℃；7月最热，

平均气温 28.1℃；年极端最低气温-3℃，年极端最高气温 40.5℃。年平均降雨量为 1,348 毫

米。夏季为雨季，平均降雨量 681 毫米；冬季为旱季，平均降雨量在 81 毫米左右。年平均无

霜期 352 天左右，宜于作物生长，可一年三熟；惟降雨量多集中于夏季，有时日降雨量高达

146 毫米，往往出现夏涝；而科天又往往久旱无雨，对农作物造成灾害。

土 壤 全县分为水稻土、赤红 壤、石灰（岩）土、紫色土、冲积土、黄壤、红壤、红色

石灰土等 8个土类，属地带性砖红壤性红壤区。西部大青山脉多为山地黄壤、山地红壤和花岗

岩赤红壤。石灰土分布于武德、科甲、金龙、?岗一带。紫色土则分布于龙州小盆地东面的上

金、联江、新旺，以及西北面的东合至北耀场一带之紫色岩丘陵区。水稻土在山区、丘陵和谷

地均有分布，但主要集中在西南大青山的双季稻区。县城周围的小盆地，分布着近代第四纪沉

积物，虽然红、酸、粘、瘦，但提高栽培技术，对发展甘蔗、茶叶十分适宜。县内左江、明江、

水口河，平而河沿岸，都分布着近代河漫滩第一、第二阶地冲积层，土质深厚肥沃，皆宜农、

桑、竹、果的发展。

资 源 动植物：㟖岗自然保护区横跨龙州、宇明两县，大部分在龙州境内。保护区内，



动植物资源特别丰富，除木宪木、金丝李、格郎央、风吹楠等珍贵木材外，?岗金花茶是世界花

坛的稀有花种。已发现的四百多种药用植物中，药效显著的，有治风湿的黄毛豆腐木、降压的

萝芙木、治蛇伤的七叶莲、治皮肤病的绿背桂花以及轰动世界医药界的抗癌药－密花美登木等

等。保护区内更以珍禽异兽著称，其中有白头叶猴、黑叶猴、冠斑犀鸟、猕猴、熊猴、大灵猫、

小灵猫、云豹、麝、苏门羚、白鹇鸟、原鸡等。水力：境内左江及其支流，据勘测水能总蕴藏

量为 7.26 万千瓦，可利用 35,362 千瓦，现已开发利用 9,110 千瓦。地下水年蕴藏量 27,360

万立方米，可利用 8,208 万立方米。森林：全县森林总面积 1,481,191 亩，森林覆盖率 38.56%，

立木蓄积量 111.45 万立方米，按农业人口计算每人有林 5.89 亩。所产木宪木、金丝李等珍贵

木材，被列为国家保护树种。矿藏：有石灰石、建筑石、陶土、铁、磷、矽、大理石等矿藏。

其中以大理石藏量较丰，约 620 万立方米，且质地坚韧，可加工性强，很有开采价值。水产；

全县水域面积 69,524 亩，其中河流面积 35,831 亩，余为水库、坑塘、沟渠，有利于发展水产

业。经普查共有 175 个鱼种，常见鱼 69 种。经济鱼类有鲢、鳙、青草、鲮、鲤、倒刺鲃、赤

虹、龙州鲤、塘角鱼等 30 多种。上金河盛产鱼苗，年产约 2亿尾。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 9,744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10.98 倍，比 1978

年增长 46.5%，比 1982 年增长 28.34%。1978 年以来每年递增 6.5%。1984 年人均产值为 407.66

元。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78 年 1983 年 1984 年
1978 年

以来递

增率%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比

1949 年

增长%

比

1978 年

增长%

比

1983 年

增长%

农业总产值

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772

301

74

329

64

4

100

38.98

9.59

42.62

8.29

0.52

4948

3089

462

760

594

43

100

62.43

9.34

15.36

12.00

0.87

4964

3180

330

829

578

47

100

64.06

6.65

16.70

11.64

0.95

7122

3966

1113

1298

637

108

100

55.68

15.63

18.93

8.94

1.52

822

1217

1404

296

895

2600

43.93

28.39

140.91

70.78

7.24

151.16

43.47

24.71

237.27

56.57

10.21

129.78

6.3

4.3

15.8

9.3

1.2

16.5

农 业 全县耕地面积 408,823 亩。1984 年农业人口 211,558 人（劳动力 98,920 人），人

均耕地 1.93 亩。其中水田 132,401 亩，旱地 276,422 亩(合畲地 185,558 亩)。

1984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2,378 台，共 42,113 马力。

粮油：1984 年粮食总产量 1,177,990 担，油料总产 49,629 担。粮食收购 96,724 担，油

料收购 12,734 担。

林 业 现有山林面积 1,481,191 亩，占全县总面积 42.6%。林种有用材林、经济林、薪

炭林、灌木林、竹林等。其中用材林有木宪木、金丝李、杉木、松木。经济林有八角、油茶、



油桐。果树类有龙眼、木菠萝、李子、桃子、酸梅、鸡皮果、黄皮果、柚子、柑橙等。

牧 业 主要大牲畜为水牛和少量黄牛。县有畜牧繁殖场和配种站，各乡均设有畜牧兽医

站。1984 年底，耕牛存拦数为 49,730 头。猪存栏数为 80,594 头，出栏肥猪 31,047 头。

副 业 主要有养猪、养鸡、养鱼、编织竹器、采集野生药材、木材加工等项目。

渔 业 有国营鱼场(包括水库养鱼)8 个。养殖水面 5,138 亩。1984 年水产品 13,312 担，

其中国营、集体养殖产量 11,798 担，江河捕捞 1,019 担，个体养殖 495 担。

土特产品 龙州菜刀：又称青龙菜刀。历史悠久，锻工精湛，刀形美观，锋利无比，旱在

元、明时代就遐迩闻名。现年产约 30 万把，畅销区内外，远销东南亚和法国等地。

木宪木砧板：木质坚硬，经久耐用，切菜不起木粉，远销区内外及港澳。年收购量约 2.5-2.8

万块。

五爪蛤蚧：优于四爪蛤蚧，有补气、益阴、壮阳作用。用蛤蚧泡酒，滋味清香，为人们所

称誉。年收购量 3万对，最高达 4万对。

乌猿酒：乌猿又名黑叶猴，乌叶猴。龙州酒厂用乌猿配制的乌猿酒醇香味美，有滋补养颜、

驱风、健骨、活血等功效，畅销区内外。

香肉酒：即狗肉酒。用鲜狗肉，狗骨与大米发酵配制而成。味美香浓，可与乌猿酒媲美，

还可治风湿病。

桂圆肉：本县各地均有出产，以逐卜乡产量较多。有滋补气血功效，远销区内外。年收购

20 万斤左右，最高 60 万斤。

木菠萝：又称菠萝蜜。果实小者几斤，大者几十厅，甜蜜可口。年产量 40 万斤，最高达

60 万厅。

八角：产于本县八角、上降、彬桥等乡，畅销区内外，远销海外各国。年收购约 120 万斤，

最高达 180 万斤。

鸡皮果（山黄皮）；全县各地均有。果味酸甜，去核晒干果皮，系菜肴上等佐料，远销区

内外。每年收购量 15 万斤，最高达 20 万斤。

桄榔粉：用去皮桄榔树干制成，有生津、助消化等功效，对痢疾也有一定疗效。远销区内

外，年产 10 万斤。

香大糯：米粒比一般糯米几乎大 1倍，烹饪后不但味美可口，且有异香，故又名“十里香”。

下冻、彬桥、水口、上降、八角等乡为主要产区，亩产 500 斤左右，年产约 200 万斤。

黑糯：色黑如墨，农民视为滋补珍品。因亩产不高（300 斤左右），且多作礼物馈赠，故

种植不普遍。

上龙果蔗：产于霞秀乡上龙村，故名。其节粗、爽口、清甜，为食用蔗上品。年产约 200

万斤，远销上海、天津、广州等地。

下冻油粘细米：产于龙州县下冻、彬桥等乡。米粒细长，晶莹如玉，烹饪后，色、香、味

俱佳。单造亩产约 400 斤，年产约 200 万斤，远销港澳。

红碎茶：为我区远销东南亚各国及美国的名茶之一。产于县内先锋、龙北、北耀农场。种



植面积约 1.25 万亩，年产约 540 万斤。除内销外，1984 年出口达 225 万斤。为提神、消暑、

清心、健脾佳品。

水 利 三十多年来本县兴修的水利工程见下表：

水 利 工 程 概 况 表

蓄水工程 84 处 引水工程 82 处 机灌工程 电灌工程

有效库容

(万立方米)

灌溉面积

(亩)

引水流量

(立方米/秒)

灌溉面积

(亩)

装机容量

(台/马力)

灌溉面积

(亩)

动力

（千瓦、马力)

灌溉面积

(亩)

4277.2 32507 13141 39029 329/5969 7499 173/374 20446

工 业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78 年 1983 年 1984 年
1978 年

以来递

增率%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比

1949 年

增长%

比

1978 年

增长%

比

1983 年

增长%

工业总产值

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41.25

41.25

－

100

100

1703

561

1142

100

32.95

67.05

2688

2312

376

100

86.01

13.99

2622

2259

363

100

86.15

13.85

6256

5376

－

54.9

302.6

-68.2

-2.46

-2.30

-3.48

7.5

26.1

-17.4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苏元春在龙州设立军火制造局，这是本县现代工业之始。民

国三年(1914 年)将机器拆运南宁，厂遂废。至于民用现代工业，直至解放前龙州还没有，只

有手工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解放后经过三十多年建设，到 1984 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有

41 家，职工 1,800 人，产值 2,274 万元，占工业总产值 86.72%。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 48 家，

职工 1,097 人，产值 348 万元，占总产值 13.28%。此外，乡镇企业有 165 家，职工 1,953 人，

产值 320 万元。

交 通 全县共有公路 27 条，746 公里，其中渣油路 33 公里。有各种汽车 290 辆。全县

12 个乡镇全通汽车，1984 年客运量达 126 万人次。水运有木帆船 80 艘、机驳船 9艘，总载重

量 1,785.89 吨。

邮 电 1884 年因军事需要，架设了广州－龙州有线电报，设立龙州官电局，故创办邮电

早于全区各县市。解放后大力发展邮电事业，电话、电报可畅通全国各地，信息传递敏捷，农

村有电话线路 623 杆程公里，安装单机 500 部。1984 年金县有邮电局、交局、邮电所

共 14 所。邮路长 1,491.5 公里，所有农村都通邮。

商 业 1887 年龙州被迫开为商埠，成了广西西南部商品流通之门户。抗战前，不到两万

人口的龙州镇，就有一千多户从事商业活动，拥有较多资本的有一百多家。后来因战争和交通

线的转移，龙州的商业地位逐渐衰落。解放后，地区性的商业又迅速发展，1984 年，全县有 9

个公司、10 个食品站和 12 个供销社（商店），及城乡各种代购代销店组、个体商业网点，从



业人员共 1,325 人。社会商品零售和批发总额达 7,090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2倍；集市贸易

额 2,214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7.9 倍。

财政金融 1984 年县财政收入 1,540 万元，自筹收入 108 万元，财政支出 1,400 万元，自

筹支出 56 万元。城乡储蓄额 988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50.5%；其中农民存款 281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53.38%。农贷款发放 784 万元，比 1983 年多发放 3万元。

人民生活 1984 年，全县人均有粮 502.8 斤，农民人均收入 299.64 元，比 1982 年增长

30.9%。全民所有制企事业职工月人均工资 70.59 元（含奖金和各类补贴），集体企业职工月人

均工资 51.09 元（含奖金和各类补贴）。1984 年共销自行车 6,027 辆，比 1978 年多销 3,813

辆；手表 21,375 只，比 1978 年多销 12,922 只；缝纫机 1,826 台，比 1978 年多销 1,047 台；

电风扇 4,728 台，比 1978 年多销 4,532 台；电视机 435 台，比 1982 年多销 239 台；洗衣机销

168 台。

文 化
教 育 1984 年本县有初级中学 9所，完全中学 3所，高级中学 l所，中学生 5,306 人，

中学教职员 526 人（其中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 146 人）；完全小学 97 所，初小 351 所，小学生

28,979 人，小学教职员 1,658 人（其中中师 402 人，初师 41 人，高中文化程度 442 人）；幼

儿园 5 所，入园幼儿 690 人，幼儿园教职员 50 人；附设在小学的学前班共 27 个班，教 9 币

29 人，入学学前儿童 1,244 人。

校址在龙州镇的南宁师范专科学校设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 5 个专业，1984 年

在校学生 476 人，教学人员 79 人。

解放后兴办的专业学校有龙州壮文学校、机械学校、水电学校、卫生学校、农业技术耕读

学校、广西亚热带作物学校、广西少数民族农林学校、农机学校、县师范学校。

1953 年开始办城镇工人文化夜校和干部业余文化夜校，1982 年全县千部、职工参加文化

补习的有 4,353 人。

科 技 1984 年全县科技人员有：助理研究员 1人，工程师 2人，农艺师 3人，主治医师

6人，主管医师 4人，助理工程师 67 人，技术员 267 人。1979 年以来获学术论文奖 29 篇。建

国以来攻关成果 181 项，较显著的有《抗感灵新药》、《运用芽接法提高白兰嫁接成活率》两项。

《抗感灵新药》经广西中医学院一、二附院、龙州县医院进行 500 例临床验证，本药可于 24

小时内消除或减轻感冒症状，缩短感冒病程，并有预防并发症的作用，总有效率达 88.9%；经

区卫生厅审批，1984 年 8 月开始投产，远销国内各省、市。《运用芽接法提高白兰嫁接成活率》

以黄兰作砧木，白兰作接穗，接活率达 91.8%，嫁接操作简易，工效高，开花早，成本降低 83.3%。

文化艺术 县有文化馆 1 所，工人俱乐部 1 个，乡镇文化站 11 处。县图书馆 1 个，藏书

34,000 册。县城有电影院、影剧院各 1 座，乡电影院 1 座，乡露天电影场 7 处，电影放映队

71 个（含民办队）。县新华书店有发行点 14 个，县有广播放大站 11 个，村广播室 3个。

卫 生 有县人民医院、中医院、防疫站、药检所、妇幼保健站、皮防站、县卫生进修学

校等 7个单位；农场、乡镇卫生院 21 个；机关、厂矿、学校医务室 39 间。全县共有病床 399



张，医务人员 526 人（其中主治医师 6名，检验师 1名）。还有 11 个集体所有制诊所，医务人

员 23 人；农村医疗联合诊所 48 个，医务人员 312 人；批准个体开业行医 102 人。实行计划生

育后，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所下降。

体 育 历次参加自治区、地区运动会中，1956 年本县获女篮全省第一名，1977 年获全区

少年足球赛冠军，1960 年获全区女子自行车赛第二名。先后向上级输送体育人才 6 名。龙州

业余体校，开设篮球、足球、乒乓球、武术 4个班，学员 120 人。

文物胜迹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司令部旧址 座落县城西新街，为三层中武楼房。1930 年 2 月 1 日，

邓小平等同志领导龙州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司令部即设于此；左江革命委员会亦

设于院内右侧。现已扩建为红八军纪念馆，共设两个展览大厅，陈列展出有关红八军革命文物。

红八军司令部旧址 小连城一角

小连城 在龙州县城西 5公里，山峰连亘，形势险峻。中法战争后，抗法将领苏元春于山

巅筑左、中、右三炮台。山腰有著名的石窟寺－龙元洞，南麓有光禄寺和报恩亭，西麓的小垒

城以石灰岩料石砌成长墙与山巅的炮台相连，气势恢宏，素有南疆长城之称。山巅俯瞰，江城

如画，为一县之胜。

龙州花山崖壁画 据考察全县有 22 个点、42 处、75 组，在龙州县东北 30 公里棉江北岸

的高山崖壁上，左侧山崖有 180 个、右侧有 50 个图象。图象以人为最多，间有铜鼓和狗、马

等。最大的图象高达 2米，最小的一般也有 0.6 米。壁画风格与宁明的花山崖壁画相同，图象

均为土红色，虽经风雨剥蚀，画面仍鲜艳如新，是壮族人民古代绘画艺术的珍品。

紫霞洞 在县东 20 公里上金乡境内。峰奇水秀，山岩殊绝，南麓有石级登道，道旁多合

抱天桃大树，间以黄皮、龙眼之属。山风吹拂，枝叶扶疏，凭栏远眺，远山如屏，江河似缎，

美不胜收。且岩洞深邃，钟乳复垂，若罗伞，石幔、蛟龙，千姿百态，各肖物类，目不暇给。



著名人物
扬舂秀(1888－1930) 下冻乡河渡屯人。1926 年投身农民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 2 月 1 日参加龙州起义，被选为左江革命委员会委员。因叛徒出卖被捕，1930 年 4 月 8 日

被敌人杀害。

何建南(1901－1930) 县城白沙街人。又名何鸿发。1926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 年担

任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1930 年参加龙州起义，任中共左江特委委员，左江革命委

员会和龙州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同年 2月 20 日被叛徒黄飞虎杀害。

高孤雁(?－1927) 下冻圩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党组织派他在南宁任《革命

之花》编辑和《桂宇》文艺杂志主编，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1927 年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与

敌人英勇斗争，同年 9月被杀害。

张兆梅(?－1930) 霞秀乡陇那屯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参加龙州起义，任

左江革命委员会委员，上金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同年 3 月，任中共左江特委委员。3 月 21

日在龙州被敌人杀害。

周和平(?－1930) 下冻乡扶伦村人。原名周福祥。1926 年投身农民运动，1929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30 年参加龙州起义后，被选为左江革命委员会委员，同年 3 月，任中共左江特

委委员，红八军转移后，仍留在左江组织游击队坚持革命斗争。7月 14 日被叛徒杀害于下冻。

赵可任(1902－1971) 壮族。下冻圩人。字绩龙。早年参加革命运动，1925 年赴莫斯科中

山大学学习，参加苏联共产党。回国后，在上海被捕。出狱后，长期任职于广西的贸易、企业、

银行等机构，参加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 年，任广西省银行总经理兼港行经理。1950 年初，

率港行职工通电起义。后在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研究员，参事室参事。

谭浩明(1869－1925) 水口乡驮怀屯人。字月波。早年随陆荣廷混迹绿林，清末任荣字军

统领，民国三年（1914 午）后历任陆军第二师师长、龙州镇守使、广西边防督办、护国军第

五军司令、广东代督军、广西督军、湘桂粤联防军司令。1921 年老桂系军阀失败，逃离广西，

1924 年死于上海。

重要事件
龙州开埠 中法战争后，1887 年“续订中法商务专条”，指定开龙州为通商口岸，进出口

货物要比沿海关税减十分之四。1889 年 6 月，龙州海关和法国驻龙州领事馆先后成立，广西

提督已移驻龙州，并设广西边防督办、太平兵备道于此。龙州遂成为广西第一个通商口岸和边

防、外交的中心。

龙州起义 1930 年 2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在龙州领导武装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

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邓小平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李明瑞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俞作

豫任红八军军长，王逸任左江革命委员会主席，全军共有三千多人。起义失败后，部分队伍开

至右江和红七军汇合。

大青山起义 1947 年 8 月 19 日（农历七月初四），中共左江工作委员会组织一支武装小分



队，袭击大青山林场场部，缴获场警队枪支弹药一批，这是左江地区解放战争时期向国民党打

响的第一枪。

对越自卫还击战 在 1979 年 2 月对越南进行自卫还击中，边防部队从县境的水口、布局、

科甲、彬桥、金龙等地出击，严惩越南侵略军。龙州县一万多名民兵、干部、医务人员支前参

战。在自卫还击作战取得全面胜利后，1979 年 3 月 5 日起，随边防部队陆续撤回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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