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凭 祥 市

凭祥市是祖国南方的边城，居湘桂铁路终点，为中越交通要道，我国进出口物资集散口岸之一。

它两面毗连越南，素称“南疆重镇”，历来为国防要地。境内的“友谊关一”、“镇南关大捷古战场”、“万

人坟”、“古炮台”、“白玉洞”和“镇南关起义地址”，是名驰中外的文物胜迹。

位置面积 凭祥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边境，东西最大横距约 35 公里，南北最大纵

距 55 公里。东与宁明县交界，北与龙州县相邻，西、南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接壤，边界线

全长 97 公里。全市总面积为 650.32 平方公里，合 975,480 亩。其中陆地 966,915 亩，水域

8,565 亩；城区面积 5.4 平方公里。

市区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231 公里。

建置沿革 秦属象郡地。汉属郁林郡雍鸡县地。晋属晋兴郡临尘县地。隋属宣化县地。唐

属石西羁糜州。宋皇祐五年（1053 年）置凭祥土峒，为凭祥得名之始。元改为凭祥州。洪武

十八年（1385 年）改为凭祥镇，永乐二（1404 年）改为凭祥土县，成化十八年(14 年)升凭祥

土县为直隶土州。清顺治十一（1654 年）降为土州，光绪十八年(1892 年)为弹压，光绪三十

年（1904 年）升为凭祥厅民国二年（1913 年）改为凭祥县。解放初因之。1951 年 5 月，凭祥、

宁明、明江 3 县合并称镇南县，次年改称宁明县。1955 年 7 月，凭祥从宁明县分出，成立凭

祥镇（县级）。1957 年改为市。1958 年 12 月，凭祥、宁明、龙津合并，称睦南县。1959 年 5

月，睦南县分为宁明、龙州 2县，凭祥属宁明县。1961 年 5 月恢复凭祥市建制至今。

行政区划 凭祥市现设 1个街道办事处，6个居民委员会，60 个居民小组；3个乡（友谊、

夏石、上石），辖 34 个村民委员会，486 个村民小组，260 个自然村（街）。市区 3,395 户，11,080

人；郊区 11.811 户，67,915 人。



人口民族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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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全市有 78,995 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22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2.10‰。

总人口中，有壮族 65,960 人，占总人口的 83.50%；汉族 12,894 人，占总人口的 16.32%；其

余为瑶、苗、京、布依、侗、回，满、傣等民蔟，共 141 人。

自然条件
地 形 本市地貌略似南北走向的谷地。以低山丘陵为主，间有些石山分布。北部、西部、

南部略高，东部和中部较低。地势自西南渐向东北倾斜。

山 脉 呈自北向西南和自西南向东北两个走向。在两条山脉之间，是一片连绵起伏的低

山矮岭，石山泥岭相杂其间。主要高山有：大青山，耸立在南部隘口村的山岭群中，海拔 867,9

米，为本市最高峰。中法战争时，著名的镇南关大捷战场就在山脚。伏波山，位于市境东南部

的�东村，海拔 796.3 米。

河 流 全境较大的河溪有 39 条，全长 264 公里，均属珠江水系。最大的河流是平而河（古

称松柏河、黎溪河），源于越南北部，从平而关绕入市境，然后往北流入龙州县注入左江；流

经境内河段长 10 公里，洪水期可航轮船，平时通木船；该河流量和水位变化很大，最大流量

为 5,150 立方米/秒(1955 年 9 月)，最小流量为 4.3 立方米/秒（1958 年 5 月）。其次是凭祥河，

发源于境内柳班村板温屯，经市区到平而村茶陋屯汇入平而河，全长 18 公里，流域面积 135

平方公里；因地形复杂，水流湍急，迂回曲折，自然落差大，可建 3 个梯级电站，装机容量

1,640 千瓦，还可灌溉大片良田。

气 候 本市处北回归线以南的低纬度地区，气候属于高温多雨的亚热带季风型。冬无严

寒，夏无酷热。年平均气温为 21.3℃，最热的 7月，平均气温 27.6℃；最冷的 1月，平均气

温 13.2℃；极端高温 38.7℃（1966 年 5 月 12 日），极端低温-1.2℃（1967 年 1 月 18 日）。全

年无霜期 344 天。年均降雨量 1,376.5 毫米。年雨量变化很大，1970 年达 1,838 毫米，1977

年仅 1,056 毫米。年均日照 1,614 小时。灾害性气候有干旱、寒露风、霜冻、低温和阴雨。

土 壤 多为赤红壤和紫色土。水田主要有沙泥田、黄泥田、腊泥田、粘壤土。旱地主要



有赤壤土、红壤土、赤沙土、潮沙土，紫红沙土。土壤的共同特点是土层松厚，含腐植质较多，

肥力较高，适宜农作物生长。

资 源 本市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人均 12.35 亩，平均每个劳动力有耕地 2.35 亩，尚有宜

农荒地 3,123 亩待开发。有牧草地 41,013 亩，宜牧荒地 7,100 亩。野生植物：具有较高经济

价值的有巴戟、半夏、金银花、鸡血藤漆树等 47 种。野生动物：有虎、豹、黑色两头蛇、果

子狸、水獭、麝、黄猄、蛤蚧、穿山甲、绿豆鸟、紫胶虫等 57 种。水力：水力蕴藏量为 2,557

千瓦，已开发 910 千瓦，尚有 1,647 千瓦可开发。矿藏：有铁矿、锰矿、磷矿、煤、硫铁矿、

沙金、水晶矿和石灰石、大理等。夏石和上石巴稔山 2个大理石矿区蕴藏量丰富，约 2亿立方

米以上；大理石色多，质纯，光泽度好，颗粒细且均匀，具有开采价值。硫铁矿品位高，含杂

质少。石灰石有 100.440 亩，约占总面积的 0.1%。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3 年为 1,838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9.97%，比 1981 年增长 1.66%,1978

年以来年均递增 3.7%。1983 年人均产值 233 元，比 1978 年增长 10.10%，比 1981 年减少 0.9%，

1978 年以来年均递增 2.1%。

工 业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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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670

355

315

100

52.98

47.02

680

377

303

100

55.44

44.56

702

417

285

100

59.40

40.60

4,78

17.46

-9.5

3.24

10.61

-5.9

0.9

3.3

-2.0

解放前，凭祥仅有几家私营手工业，生产简单的铁器、木器、竹器、土布和酒。现在全市

有电力、机械、食品、建材、文教艺术用品、缝纫和木材加工等工业。1983 年全市工业企业

有 30 个（不合中央所属企业），职工 1,376 人，占全市职工总数的 22.19%。其中全民所有制

企业 10 个，职工 529 人，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 74.64%，集体所有制企业 20 个，职工 847 人，

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 20.10%。有固定资产 714 万元（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 628 万元）。1983

年全市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34 万元，比 1978 年的 20 万元增长 70.O%，五

年平均递增 11.2%。现在民间开采的硫铁矿，年产 1,000 吨左右，远销武汉等地。

农 业 郊区现有土地面积 741,698 亩，农业人口 67,915 人，劳动力 27,400 人。1983 年

底，有耕地面积 6.31 万亩，人均耕地 0.798 亩。粮食总产 3,822 万斤，油料产量 5,956 担，

甘蔗产量 168,269 担。有林地面积 360,765 亩，占总面积 36.98%，其中森林面积 285,533 亩。

森林覆盖率为 13.81%。有常年菜园 350 亩，果园 2,299 亩，渔池 3,421 亩。1983 年年末生猪

存栏 35,300 头，当年出栏肥猪 10,900 头，牛年末存栏 8,600 头。



郊区的排灌、植保、脱粒、运输等作业基本实现了机械化。1983 年底，有中、小型拖拉

机 321 台，平均每马力负担耕地 13.22 亩。现有农田水利工程 284 处。小型水电站 19 处，装

机 21 台。电力排灌站 56 处，装机 1,196 千瓦。柴油抽水机 10 台，292 马力。效区有企业 10

个，从业人员 100 人，年总产值 18 万元。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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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862

530

64

167

91

10

100

61.5

7.4

19.4

10.6

1.2

1128

628

235

160

92

13

100

55.7

20.8

14.2

8.2

1.1

1136

695

90

222

109

20

100

61.2

7.9

19.5

9.6

1.8

31.8

31.1

40.6

32.9

19.8

100

0.7

10.7

-61.7

38.8

18.5

53.8

5.68

5.57

7.06

5.86

3.67

14.87

土特产品 八角：烹饪的上等调味品。常年产量在 200 万斤至 300 万斤之间，畅销港、澳

和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地。

金花茶：俗名金茶花，是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极高的珍稀野生植物，被人们誉为花卉中的

“超级明星”、“茶族皇后”。嫩叶可制茶，老叶煎水内服可治痢疾，外洗可治疮疖；其花煎水

内服，能调经治便血，制成黄色染料，可供食用；种子可榨油，供食用；木质坚实细密，可作

雕刻用材。

蛤蚧：是珍贵的药用品，具有补肾、壮阳、益精血、止喘咳等功能。主治虚劳、喘咳、咯

血、肺结核、神经衰弱、老人脚膝冷软、阳痿早泄、小便频繁和心脏性气喘。治肾虚喘促功效

显著。盛产于石山地区，年收购量最高为 3,500 对。为出口商品。

巴戟酒：凭祥酒厂所产。用本地名贵的巴戟等 15 种药材，以科学方法精制而成，味醇和，

香甜可口。具有补气补血，滋阴补阳，壮腰健肾之功能。主治夜尿盗汗、头晕目暗、半身麻痹、

遗精夜梦、肾虚腰痛、气血不足、病后体弱等症。常年产 1.5 万斤，最高年产 2万多斤，畅销

区内外。

藤篮：为凭祥名产，具有地方色彩的编织用具。设计新颖，工艺精湛，美观耐用，曾远销

日本和美国。

市政建设 1949 年以前，凭祥县城几经日本飞机滥炸，破败不堪，面积仅 0.3 平方公里，

只有 3条小街，长度不到 1公里。200 多户人家 1,000 多人口，茅屋占三分之一。就是官署衙

门也是简陋的砖瓦房。解放后，国家每年拨出大量资金建设凭祥，仅 1978 年就投资 309 万元。

到 1983 年，市区面积扩大到 5.4 平方公里，为 1949 年的 18 倍。道路总长 12 公里，其中干道

9公里。，

1883 年，有公共汽车 3辆，营运路线 3条，长 40 公里，年客运量 16 万人次。



1966 年国家兴建凭祥水厂后，逐步解决了市内用水问题。到 1983 年，全市铺设供水管道

19.3 公里（其中干道 7公里），供水面积 4.5 平方公里，供水范围达到市区面积的 83.3%。市

区和郊区 1.5 万人用上了自来水。凭祥市过去没有排水设施，雨水循地排放，污浊不堪，到

1983 年，市区所有道路均铺设了下水道。

1957 年对横贯市区的凭祥河进行改造，砌了河堤 150 米，使市容卫生面貌大为改观。1964

年建立了苗圃基地，现在市区街道均已绿化，城市绿化覆盖率达 20%。

交 通 铁路：凭祥对外交通以铁路为主。1951 年 11 月 7 日湘桂铁路南宁至凭祥段通车。

1955 年 3 月 1 日凭祥至睦南关和越南河内至睦南关两铁路接轨通车。同年 8 月 1 日开始办理

国际联运（境内里程 43 公里），当时凭祥成为我国支援越南物资集散的重要口岸。1967 年客

运量达 13.86 万人次，1960 年货运量达 46.4 万吨。1978 年因越南挑起边境事端，国际联运中

断，凭祥划为边境管理区，客运量和货运量相对减少。1983 年客运量为 10.63 万人次，收发

货运量为 3.20 万吨。

公路：解放前，只有龙（州）镇（南关）公路（境内 24 公里）和邕（宁）龙（州）公路

（境内 29 公里）两条干线，及 5 条简易乡村道路，共长 81 公里。到 1983 年全市公路共 27

条，长 229 公里；其中渣油路 109.6 公里，占总里程的 47.86%。还有通往林区、矿山的专用

公路 21 条，长 172 公里。全市 3个乡全通汽车，34 个村有 32 个通了汽车，占村庄总数的 94.1%。

这些公路与宁明、龙州、南宁以及越南公路相接，四通八达。

1983 年全市拥有各种类型机动车 658 辆，其中长途客车 27 辆，每天有固定班次通向宁明、

龙州、大新、崇左、扶绥、南宁等地，年客运量达 189.4 万人次。1983 年，市交通系统完成

货运量 108,712 吨，货运周转量 4,322,050 吨公里，货物装卸量达 27,779 吨，营运收入有

2,209,850 元。

邮 电 解放前，虽有电报局和邮政局，但设备落后。44 个乡公所，仅有 4个通电话。1983

年全市有邮电局、支局各 1个，邮电所 4个，架设杆路总长 269 公里，明线线路总长 654 公里，

电话交换机总量 480 门，其中市内 300 门，郊区 180 门。还安装了长途电话线路和电报专用线

路。邮路单程总长 515 公里，其中步班邮路 95 公里，邮件直投面达 90%以上。

商 业 解放前，凭祥只有 10 多间小商店，圩市萧条。到 1983 年，全市有商业网点 970

个，从业人员 3,178 人。其中：零售商业网点 713 个，从业人员 2,215 人；饮食业 101 个，389

人；服务业 156 个，574 人。还发展了贸易货栈，建立了 3个农贸市场。1983 年，社会商品零

售总额 1,706 万元，外贸收购总额 31.6 万元。

财政金融 1983 年，财政收入 56.2 万元，财政支出 501.5 万元，上级补贴 480.7 万元。

1983 年末，全市城镇储蓄存款余额有 352.5 万元，比 1978 年的 98.2 万元增长 258.96%。发放

各种贷款 2,994.8 万元，当年收回新、旧贷款 3,035.5 万元。

人民生活 1983 年，全市国民经济总产值 2,830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10.7%；国民收入

1,383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15.6%；人均国民收入 175 元，比 1978 年增长 115.6%。随着生

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相应提高。1983 年，城市实有居住面积 6.08 万平方米，人均 4.05 平方



米。农民兴建新房 11,500 多平方米。录音机、自行车、手表、电视机、缝纫机等高档商品的

销售量大大增加。1984 年，据夏石乡夏桐村统计，全村 280 户，总产值达 2,948,900 多元，

平均每户收入 1.05 万多元，成为全市闻名的“万元村”。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有初中 1所，学生 212 人，教职员工 18 人；小学 4所，教学点 64 个，

学生 2,475 人，教职员工 116 人。1983 年，全市有高中 1所，学生 657 人，教职员工 67 人；

中学 6所，学生 1,612 人，教职员工 238 人（其中农业中学 1所，学生 62 人，教职员工 6人）。

小学 36 所，学生 1.17 万人，教职员工 615 人。1983 年，全市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98%。全市有

幼儿园托儿所 4个，入园（所）儿童 1,494 人，保教人员 65 人，保健员 1人。1980 年至 1983

年，全市为高等院校输送新生 41 人，为中等专业学校输送新生 49 人。

科 技 1964 年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1978 年建立了科学技术协会。1983 年，全市有

农林业研究所 4个（其中中央属 2个，市属 2个），并成立了农、林、水利、电力、畜牧兽医、

数理化、电机和医学等 7个学会。全市自然科学技术人员 418 人（其中中央属 106 人，自治区

属 9 人，市属 293 人），已定了技术职称的有 290 人，其中总工程师 1人，工程师 7 人，农艺

师 2人，助理工程师 32 人，助理农艺师 6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2人，主治医生 8人，医师 43

人，护师 1人，药师 1人，技师 2人。

1974 年以来，全市共取得较重要的科研成果 6项，推广应用新技术 15 项，完成技术革新

4 项（有 2项达到区内同行业先进水平）。市绿化队还成功引种了具有热带风光的城镇绿化优

良树种——人面果和蝴蝶果。

文化艺术 1983 年，全市有电影院 5个，电影场 18 个，电影放映队 50 个。还有文化馆、

图书馆、博物馆和新华书店各 1个，专业文工团 1个。市图书馆藏书 34,600 册。有 15 个单位

建立了图书馆、室和文化站。群众性的美术摄影活动比较活跃，作品《药公》获南方八省（区）

卫生美术、书法、摄影作品二等奖。1965 年和 1977 年分别建立了凭祥广播站和电视差转台。

卫 生 解放前，凭祥只有卫生院 1所，医务人员 4人，没有病床。到 1983 年，有医院 4

间，卫生所和门诊部 9个，拥有病床 268 张，医药卫生技术人员有 166 人。合作医疗室 33 个，

卫生人员有 37 人。1983 年，全市做节育手术的育龄夫妇有 1,590 人次。晚婚率为 59.88%。节

育率为 13.45%，比 1981 年下降 4.28%。独生子女率达 17.64%，比 1981 年提高 9.61%。

体 育 1983 年，全市有灯光球场 7 个，一般篮球场 51 个，足球场 3 个，射击场 1 个，

举重练习房 1 间。1975 年成立市业余体育学校以来，开设了男女篮球、男女田径、男女射击

和举重 4个班，几年来共培训学员 1,800 多人，其中为基层培训的体育骨干有 150 人。体校有

1名教练为国家级举重裁判。为自治区田径队和摔跤队输送优秀运动员各1人，其中罗良生1979

年以来与队友合作，3次在全国举办的运动会上获得 4×400 米接力赛第一名；黄文贵 1984 年

在华盛顿举行的世界青年摔跤锦标赛上获得古典式 48 公斤级金牌，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1981 年至 1984 年，在 9次全国或自治区青少年举重比赛、锦标赛和达标赛中，凭祥选手

破自治区青少年举重纪录 10 项、全国纪录 1次，获得第一名 32 人次。1982 年至 1984 年，在



4 次全国和全区青少年业余射击比赛中，凭祥选手获第一名 3人次，第二名 10 人次。

特殊风俗 夏石乡板任村壮族群众有“背婚”的习俗，新娘出嫁，既不坐轿，也不走路，

而由女方的男亲戚轮流背新娘到男方家，沿袭至今。

文物胜迹
友谊关 位于市西南端边界处，距市区 18 公里，为历代中越交通的主要关口。曾名雍鸡

关、鸡陵关、界首关、大南关，明称镇夷关，清至民国叫镇南关，1953 年改为睦南关，1965

年又改称友谊关。关楼在中法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两次被侵略军所毁，1957 年改建成雄伟的拱

式城门和三层城楼，两侧有短垣连接左右山麓。额书“友谊关”是陈毅的墨迹。1907 年孙中

山领导的镇南关起义地址－右辅山三炮台就在关旁。此关是祖国南疆的门户，又为中越人民进

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和游览胜地。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友 谊 关 万 人 坟

万人坟 位于右辅山脚旁的土丘上，距友谊关约 400 多米。是中法战争遗迹，为抗法而殉

国的部分清军集葬于此。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清政府在葬地树碑勒石以资纪念，碑文为

“大清国万人坟”（距该坟 40-50 米处原有昭忠祠，已毁）。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大连城 白玉洞 大连城位于市区北 1.5 公里处。清末苏元春督边时，在此依山势修筑城

墙，将周围诸山连成一体，建成颇具规模的军事指挥中心，故名。城内有大行营、提督行台、

演武厅、庆祝宫、军械局、武圣庙、兵房、操场和为日常生活服务的商店。城内半山腰有一天

然溶洞，名白玉洞，是苏元春办公和休息之所，修饰雅致，碑刻亦多。从洞口左侧上到山顶，

可俯瞰大连城内外。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关前隘 古战场，位于卡凤村境内，南距友谊关 3公里，掘中越大道之咽喉。中法战争时，

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战即在此展开。

古炮台 1886 年至 1903 年广西提督苏元春守边时，督工修建炮台 109 座，分布在广西沿

边一带。凭祥是重点防御地区，境内建有右辅山镇南、镇中、镇北炮台及平公岭、青山、凤尾

山、白云山、孔明山、松梅山和伏波山等炮台，共有德国克虏伯大炮 11 门。现存镇南、镇北、



镇中、孔明山、平公岭炮台和镇南、镇北炮台的大炮。镇中炮台和孔明山、平公岭炮台的大地

巴分别运往南宁人民公园、自治区博物馆和北京军事博物馆。镇南、镇中、镇北炮台为自治区

文物保护单位。

平而关 位于市西北，距市区 23 公里。关前临近平而河，西接越南平瑞村界。为桂边有

名的“三关”之一，1950 年 2 月 5 日的平而关战役就在此进行。1974 年重建关楼。

班氏夫人古墓 位于市区北面白马山脚。坐西向东，墓前有 10 米宽的拜台，左右两侧分

列石刻对联、诗文、石柱。墓碑为清道光九年（1829 年）秋立，碑文为‘皇汉勅封太尉威灵

感应护国庇民班氏夫人古墓”。相传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路过凭祥，班氏曾解囊接济军粮，

皇帝诏封她为太尉一品夫人，后人据此而立墓。

著名人物
陆绍修(1891－1931) 凭祥市人。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凭祥县峺墩村农民协会主

席，夏石乡赤卫队长、乡长，凭祥县革命委员会委员。1931 年 10 月遭敌人伏击，光荣牺牲。

蒙恩士 清同治、光绪年间人，住在蒙家村，又名蒙大。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曾参加过农民

暴动。1885 年，法军侵犯镇南关，蒙大竭力协助冯子材抗击，参加了关前隘长墙前的肉搏战。

中法战争后，冯子材送给他一块匾额，上写“蒙恩士”三个字，表示对他感谢，后蒙大即以此

为名。

李幼卿(1881－1913) 凭祥人。世袭凭祥土官，因对清政府不满，曾被革职通辑。1907 年

在越南河内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与指挥镇南关起义。1908 年随同黄明堂等在云南河

口起义，失败后带领余众退入越南，被法国殖民当局押送新加坡。武昌起义后，他由新加坡回

国参战，任琼州抚黎局局长。1913 年“二次革命”爆发，他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在琼州策划

讨衰，不幸事机泄露，被杀害于琼州。

王赞斌(1890－?) 凭祥人。号佐才。桂林陆军速成学校毕业。曾任国民党军的团长、少

将师长、桂（林）乐（平乐）师管区司令、中将副军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3 年至 1934

年，率桂军第四十四师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四、第五次围剿，是红军的手下败将。解放前夕去

台湾。

重要事件
镇南关大搪 1885 年 3 月 23 日，法国侵略军三千多人在尼格里指挥下闯进镇南关，扑向

关前隘，遭到清军顽强阻击。24 日，法军又猛扑清军阵地，老将冯子材率先杀出长墙肉搏，

王孝祺、苏元春、王德榜诸将亦挥军奋击，边境人民纷纷助战。法军兰面受敌，死伤 2,000

余人，旋大败溃逃，是为镇南关大捷。清军乘胜追击，破文渊，复谅山，重伤尼格里。法国茹

费里内阁因此倒台。

镇南关起义 钦廉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派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发动镇南关起义。1907

年 12 月 2 日，革命军百余人由镇南关背面袭取右辅山三炮台，缴获大批枪炮。当晚孙中山亲

临镇南关犒赏起义部队。清廷派龙济光、陆荣廷率五千多清军反扑。革命军英勇坚守，血战七



昼夜，重创敌军。终因弹尽粮绝，革命军被迫放弃炮台撤退。

中共凭祥县第一个支部和凭祥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龙州起义后，凭祥成为左江的红色区

域，革命力量蓬勃发展。1929 年 12 月 23 日，中共凭祥县支部建立。1930 年 2 月 2 日，凭祥

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下设肃反、财经、文化教育、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等委员会和赤卫队。

日本侵略军两次侵占凭祥 1939 年 11 月至 1940 年 10 月间和 1944 年 9 月至 1945 年 8 月

间，日本侵略军两次侵占凭祥，凭祥遭受惨重破坏。仅 1944 年 9 月至 1945 年 8 月间就死亡

1,008 人，受伤 996 人，失踪 80 人，患病 3,000 余人，公私财产损失巨大。

红旗插上镇南关 1949 年 1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广西，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我军

一部沿镇南公路追歼选敌，12 月 11 日 18 时 30 分进占镇南关，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城楼，这

标志着广西全境解放。

平面关战役 1950 年 2 月 5 日，国民党逃入越南之 17 兵团残部 6,700 余人回窜到平而关。

我军四个营与敌激战两昼夜，将敌全歼，其中有敌兵团司令刘嘉树等将官 9名。此战全歼了广

西最后一股较大的残敌。

法卡山收复战 法卡山位于凭祥市夏石乡板旺村境内。1980 年 1 月被越南军队占领。为了

捍卫祖国领土的完整，我军奉命于 1981 年 5 月 5 日收复法卡山。边防军某部二营担任主攻，

在兄弟部队支援下，激战 55 分钟，胜利收复了法卡山。敌军为了挽回败局，从 5 月 5日至 6

月 30 日，先后发动了从连到营团规模的几十次进攻，在仅两公顷面积的法卡山上，倾泻了近

万发炮弹。二营指战员前扑后继，坚守阵地 54 昼夜，粉碎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共毙敌 705 名，

伤敌 500 多名，击毁、击坏各种大炮 135 门，汽车 14 辆，坦克 2辆，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及作

战物资。战斗结束后，二营荣获中央军委授予的“法卡山英雄营”光荣称号。

胡耀邦视察法卡山 1984 年 1 月 31 日，胡耀邦、余秋里、张廷发、郝建秀等中央领导同

志亲临前线视察法卡山，检阅了“法卡山英雄营”。胡耀邦同志还挥笔题词：“法卡山，英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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