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 阳 县

田阳县位于广西西部，右江由西向东横贯其中，水陆交通方便。江河两岸，土地肥沃，盛产稻谷、

玉米、甘蔗，是广西主要商品粮基地之一。土特产品以云耳、甘蔗、田阳香芒果等著名。全县百分之

六十以上的乡村已用电。县城（田州镇）附近的狮子山、长蛇岭、八面山是历史上的关隘要塞。

位置面积 田阳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右江上游。东与田东县接壤，北屏巴马县，

西连百色市，南接德保县。县境东西最大横距43公里，南北最大纵距117公里；总面积2,392.85

平方公里，合 3,589,2175 亩。其中陆地 3,517,068 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97.98%；水域 72,207

亩，占 2.02%。县治田州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陆路 228 公里，水路 330 公里。

建置沿革 田阳县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由奉议、恩阳二县合并而成，定名为田阳县，

沿用至今。奉议州置于宋代，为土州。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一度改为奉议卫，寻复为

土州。至清雍正十年（1732 年）始改土归流，为镇安府奉议州。民国二年（1913 年）乃改为

奉议县。恩阳县自唐以来为羁縻田州地。元于田州路外增置来安路，治所在今本县县境。明洪

武二年（1369 年）改为来安府，洪武十七年（1384 年）撤销，仍并入田州。清乾隆七年（1742

年）析土田州增置阳万土州判，属思恩府；光绪五年（1879 年）改为恩阳州判（州治在今县

境百峰乡）。民国二年(1913 年)改为恩阳县。

行政区划 田阳县现辖百育、玉凤、坤平、二塘、百峰、洞靖、桥业、巴别、五村、雷圩、

琴华 11 个乡和田州、那坡、那满、坡洪 4 个镇。下设 151 个村民委员会，1 个居民委员会，

2,262 个村民小组。共有大小圩场 17 个。县治田州镇共有 5,545 户，19,950 人。

人口民族 1984年底总人口314,184人，平均每平方公里131人，人口自然增长率13.79‰。

民族：壮族 280,029 人，占总人口的 89.13%；汉族 33,171 人，占 10.55%；瑶族 884 人，占

0.28%；其他少数民族 9个，100 人，占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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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16 36676 43457 56164 49.7 53.1 29.2

总 人 口 167178 175796 197196 309599 85.2 76.1 57.0

性别

构成

男 79376 81976 94935 152299 91.8 85.8 60.4

女 87802 93829 102261 157300 70.1 67.6 53.8

地区

构成

城 镇 10051 10472 15866 28156 180.1 168.8 77.4

农 村 157127 165324 181330 281443 79.1 70.2 55.2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界近长方形，全县约为六分山地，四分平地和坡地。南部偏西石山重叠，地势

较高；北部遍布丘陵士坡；中部为平原，间杂土坡，属右江河谷盆地。

山 脉 县境内西南诸山属德保的天保山脉，盘里右江南岸诸乡，面积达 1,616,125 亩，

占全县总面积 45.03%。最高山峰为位于巴别乡的丁农山，海拔 1,250 米；还有大乐山、大草

山，桥业乡的巴牙山、大伟山，琴华乡的黄高山，洞靖乡的南北山，坡洪镇的冷老山，一般海

拔皆在 800 米以上。东北部由巴马散入境内的都阳山脉，主要山峰有马鞍山、三么山，最低是

定立山，海拔为 250 米。中部偏北有八面山、莲花山、三针山、瀑陀山等，与长蛇岭连成一片。

河 流 右江自百色入境，横贯中部，在境内长约 70 公里，流出田东，经平果直达南宁市，

四季可通航。此外，有发源于百色四塘流入县内二塘乡的磺桑江，汇入右江，集水面积 20.5

平方公里，总长度 6.6 公里，最大流量 863 立方米/秒，最小流量 0.38 立方米/秒，年径流量

760 万立方米，水能蕴藏量 2,398 千瓦。百东河（已建水库），发源于百色龙川，流入县境坤

平乡，汇于右江，集水面积 435.1 平方公里，总长度 54.7 公里，最大流量 1,380 立方米/秒，

最小流量 0.84 立方米/秒，年径流量 15,008 万立方米，水能蕴藏量 10,473 千瓦。

气 候 属南亚热带气候，具有日照充足、冬暖春旱、霜期短暂等特点，有利于农业发展。

据 1959 年至 1980 年资料，县城年平均气温 21℃至 22℃之间，南部和北部山区在 18℃至 21℃

之间。最热是 7 月份，平均气温 28.5℃，极端最高温度达 39℃。最冷是元月份，平均 13.3℃，

极端最低温度 1.2℃。中部平原气温稳定在 20℃以上的达 230 天，霜冻极少。南部和北部山区

偶有积雪，时间很短。雨量年平均 1,253.3 毫米，北部山区雨量最多，年平均 1,328.8 毫米；

最少是中部平原，年平均 1,054.9 毫米。主要气象灾害有春旱、秋旱、倒春寒、寒露风。1941

年至 1943 年，水，旱、虫灾频仍，农作物严重失收，人民生活无着，不少人卖儿卖女，逃往

百色、巴马等地谋生，灾情之重，为右江各县之冠。解放后 1963 年和 1977 年两次春旱，2-4

月仅降雨 85.3 和 57.1 毫米，前者导致 11.9 万人受灾，山区绝大部份山塘干涸，泉水断流，

人畜饮水困难；后者使 20 万亩旱地作物大减产，因有政府大力帮助灾区人民渡荒，没有发生

逃荒现象。



土 壤 水田土种主要有沙质黄泥田、棕泥田、浅潜底田、白胶泥田、石灰性淀积田等，

宜种水稻、甘蔗、花生、瓜莱类。旱地土种以黄红壤、红壤、石灰土、冲积土为主。东北部为

沙页岩发育的低山地貌，多为红壤、黄红壤水稻土，宜种林木和稻谷。中部多属砖红壤性红壤

（赤红壤）和冲积土。西南部为石灰岩地区，多为棕色石灰土，宜种玉米、豆类、杂粮等。

资 源 经济作物有甘蔗、花生、芝麻、烟叶、蓖麻。野生植物有金银花、环草、土太片、

首乌等。经济林有八角、油茶、桐、香蕉、芒果、扁桃等。野生动物有果子狸、蛤蚧、穿山甲、

蛇类等。水产有油鱼、鲤鱼、鲢鱼、塘角鱼、花鱼、草鱼，还有水鱼、乌龟、山瑞。矿产有煤

炭，储量 1亿吨，水晶 300 吨，锑矿 1,824 吨，金矿藏量也不少；最近勘查发现有铝土矿，蕴

藏量 850 万吨。其他尚有大理石矿、锰矿、铁矿、磷矿等。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13,217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16 倍，比 1978

年增长 17.4%，比 1983 年增长 2.8%。1978 年以来年递增 2.71%。人均产值 1984 年为 421 元，

比 1949 年增长 8.8 倍，比 1978 年增长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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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

488

40

33

212

2

100

63.0

5.2

4.2

27.3

0.3

5852

4015

143

576

1086

32

100

68.6

2.4

9.8

18.6

0.5

6984

4483

449

931

1096

25

100

64.2

6.4

13.3

15.7

0.4

6646

4085

359

1224

948

30

100

61.5

5.4

18.4

14.2

0.5

757.5

737.1

797.5

3609.1

347.2

1400

13.6

1.7

151.0

112.5

-12.7

-6.3

-4.8

-8.9

-20.0

31.5

-13.5

20.0

2.14

0.29

16.58

13.39

-2.24

-1.07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总面积 339,134 亩，农业人口 285,664 人（劳动力 123,123 人），

人均耕地 1.19 亩。其中水田 172,728 亩，旱地 166,406 亩。保水田 145,800 亩。解放以来，

不断增加水利设施，将不少旱田改为水田，由过去单季稻改种双季稻，少数实行稻－稻－菜一

年三熟的耕作制。

1984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10,528 台，74,082 马力，比 1978 年的 50,735 马力增长

46%。现有农机总动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21.8 马力，比 1978 年的 13.2 马力增长 65%。其中

耕作机械即各种拖拉机 2,265 台，33,209 马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9.8 马力。农业机械大

部集中在右江河谷的百育、田州、二塘 3个乡镇和那坡、那满镇沿河的几个村。

粮、油、蔗：1978 年以来，六年间粮食年递增 1.29%，油料年递减 15.15%，甘蔗年递减

0.16%。1984 年粮食总产 20,715 万斤，比 1983 年减少 12%，比 1978 年增长 8%。油料总产 7,789

担，比 1983 年减少 15.34%，比 1978 年减少 167,98%。甘蔗总产 122,128 吨，比 1983 年减少



11.43%，比 1978 年减少 10.2%。粮食收购 6,884 万斤，比 1983 年减少 21.29%，比 1978 年减

少 18.89%。油脂收购 3,292 担，比 1983 年增长 18.33%，比 1978 年增长 83.9%。糖蔗收购入

厂 116,448 吨，比 1983 年减少 3.73%，比 1978 年减少 3.05%。粮、油、蔗总产量下降，主要

原因是：①耕地面积减少。1984 年比 1983 年少 42,383 亩，比 1978 年少 44,773 亩。其中一

部分退耕还林还牧，部分改种瓜菜类；②旱、虫灾。由于旱灾、虫灾严重，致使南部山区玉米

大面积减产；③施用化肥减少。1984 年比 1983 年平均每亩化肥施用量少 14.6 斤。

林 业 全县有海拔 100 米以上的山地面积 3,070,340 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85.5%。现有

林面积 1.411,693 亩，占山地面积的 46%。立木蓄积量为 2,677,937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28.4%。

人工栽种的经济林品种有油茶、油桐、八角、竹子、芒果、龙眼、柑、梨等。1984 年全县有

油桶面积 25,553 亩，油茶 53,143 亩，八角 3,828 亩。县办的那么、三雷、右江 3个国营林场，

经营面积 93,000 亩。

牧 业 全县大牲畜主要是牛和马。1984 年末有牛 61,739 头，比 1978 年的 40,343 头增

长 53.07%；马 7,157 匹，比 1.978 年的 3,873 匹增长 84.79%。主要家畜是猪，1984 年全县饲

养 223,242 头，年末存栏 168,758 头，比 1978 年的 128,175 头增长 23.86%，出栏 71,300 头。

山羊存栏 14,169 只。

副 业 农户普遍饲养猪、鸡、鸭、鹅，还有种植八角、油桐、椿木、金银花、油茶等专

业户，以及经营豆制品加工、运输、建筑、酿酒、编织竹具、加工铁木器等项目的专业户或重

点户。1984 年全县“两户一体”共 5,330 户，占全县农户 51,142 户的 10.4%。农村经济进一

步向商品化发展。

渔 业 境内水域总面积 72,207 亩，可养鱼水面 16,246 亩。1984 年已利用的养殖水面有

12,766 亩。其中山塘水库 10,463 亩，池塘 2,180 亩，鱼种池 123 亩。1984 年产成鱼 4,847

担，其中农民在江河捕捞成鱼 1,100 担，国营养殖场繁殖鱼苗 6,600 万尾，鱼种 1,387 万尾。

土特产品 云耳：主要产于玉凤乡。适量食用，可起到降低血压和排除污积的作用。年产

量 1,500 担左右。畅销国内外。

田阳香芒



金银花：主要产地在南部石山区的五村、雷圩、洞靖、桥业、琴华、坡洪等乡镇。可解暑、

消毒、退热、治湿热、利尿。年产千花 400-500 担。

牛甘果树皮：年产量约 1,000 吨。为主要烤胶原料之一。

龙须草：为造纸工业原料，亦可用以搓制绳子。年产量 2,000 吨左右。近年来销路不好，

收购量少。

芒果：右江沿河一带一些村屯种植，年产量 4~5 万斤。发展芒果生产是本县优势之一。

县科委建立芒果实验基地后，目前正在大力宣传和推广芒果栽培和管理技术，在林业局的积极

配合下，同心协力发展芒果生产。

甘蔗：主要产于右江河谷的田州、二塘、百育，那坡、那满等乡镇。年产 12 万吨以上。

县糖厂可日榨 1,000 吨原料蔗，生产的白砂糖和赤砂糖远销全国各地。

水 利 建国前县内水利工程仅有石头浆砌结构的那音河坝，灌溉面积 2,000 余亩，以及

简单的卵石坝。建圈后，大力兴修水利，至今计有蓄水工程中小型水库 24 座。中型属Ⅱ区灌

溉设备的 2座，总库容为 9,265.11 立方米，Ⅲ区灌溉设备的 1座，总库容 1,860 立方米；小

型水库 21 座，总库客 1,874.55 立方米。其他各类塘坝 116 座。全县农田水利有效灌溉面积

17.21 万亩，大大改变了解放前落后的灌溉状况，促进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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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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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万元)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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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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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比

1983 年

增长%

工业总产值

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3.34

3.34

－

100

100

－

5407

4199

1208

100

77.7

22.3

5876

4933

943

100

84

16

6571

5590

981

100

85

15

196636

167265

－

21.5

33.1

-18.8

11.8

13.3

4.0

3.30

4.88

-3.41

1949 年，只有制锅、制农具、家具、制鞋、织布、酿酒等一些手工业。解放后，工业迅

速发展，到 1984 年底，国营工矿企业有：绢纺厂、配件厂、水泥厂、煤矿、糖厂、造纸厂、

水厂、饮料厂、综合食品厂、氮肥厂、农机修造厂、汽车修理厂、建材厂、大米厂、榨油厂等

25 个，共有职工 5,315 人，产值 5,228.2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79.6%。

田阳绢纺织厂是自治区第二座大型绢纺厂，有职工 1,404 人。1965 年动工兴建，1967 年

正式投产，主要生产化纤产品。1984 年，全厂生产腈涤布达 451 万米，全年工业产值达 2,477.61

万元，上交税利 522 万元。

县属最大的企业是糖厂，有职工 799 人，产值 1,350.91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20.5%，

占全县全民所有制工矿企业产值 25.8%。

1984 年底县管集体企业 44 家，从业人员 2,368 人，主要从事制鞋、棉织、成衣、铁锅、

印刷等生产，产值 1,000.59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15.23%。



乡镇企业共 134 个，主要从事砖瓦、石灰、挖煤、炮竹、铁木器加工等生产，从业人员

3,290 人，产值 590.1 万元，其中工业产值 306.85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4.67%，占乡镇

企业收入的 51.2%。

全县个体手工业 1,039 户，从业人员 1,239 人，产值 36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0.54%。

主要从事修理，铁制品和食品加工等生产。

电力：全县有小水电站 21 处，装机容量 1,331.5 千瓦，年发电量 564.97 万度．现有降压

变电站 4座，主变电压器 5台，容量 6,850 千伏安，有 10 千伏以上输电线路 480.9 公里。1984

年总供电量 4,357.238 万度，用电量 3,773 万度，用电装机负荷 41,677 千瓦。全县 15 个乡镇

普遍通了电，96 个村、1,017 个村民小组用上了电，分别占 63%和 45%。全县主要靠澄碧河电

站供电。

交 通 以陆路交通为主，水路次之。全县现有公路 16 条，总长 324 公里，其中渣油（或

水泥）路面 152.4 公里。1984 年底有各种类型汽车 357 辆。全县 15 个乡镇每天都有客车往返，

120 个村通汽车，占 152 个村（街）委会的 78.9%。1984 年客运量达 2,847.53 万人次，完成

货运量 560 万余吨。县城每天有客车发往南宁、德保、巴马等市县，发往县内有雷圩、五村、

琴华、坡洪、古美、洞靖、桥业、巴别、三坡、那满、新生、百育、玉凤、坤平、那坡等乡镇；

还有公篓煤矿、绢纺厂等单位来往县城的客车。田阳至百色、田阳至田东每天每 1小时有一班

对开客车。

流经县境内的右江航道，长 70 公里，出田东可达南宁。1984 年全县共有运输船 87 艘，

3,180.25 吨位，1,787 马力，完成货运量 68,338 吨，周转量为 1,059.8 万吨公里。

邮 电 1984 年有邮电局 1所，邮电所 12 所。邮路总长 1,859 公里，全县 152 个村、970

个自然屯通邮。农村电话线路 666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13 条，共安装电话单机 286 部．

商 业 1984 年有商业网点 4,530 个，从业人员 6,336 人。其中国营网点 19 个，从业人

员 216 人；集体网点 163 个，从业人员 705 人；个体商业网点 4,348 个，从业人员 5,415 人。

社会商品零售额 4,994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60.27%。国营和供销部门商品纯购进总额 3,614

万元，其中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1,423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3.9 倍。

财政金融 1984 年全县财政收入 1,505 万元（包括上级补助 387.8 万元），财政支出 1,847

万元（包括上解支出 676.8 万元），支大于收。全县城乡储蓄额 1,516.4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5 倍。其中农民存款 409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3.6 倍。1984 年农贷款发放 882.6 万元，比

1983 年少放 493.2 万元，当年累计回收 752 万元，比 1983 年减少 134 万元。

人民生活 1984 年，人均有粮 531 斤，比 1978 年增加 82 斤。农民年平均收入 187.5 元。

比 1978 年增长 1.7 倍，比 1983 年增长 14.7%。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 76.38 元（含

奖金和补贴），比 1978 年的 48.04 元增长 59%，集体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 51.68 元。随著工农

业生产的发晨，人民生活不断改善。1984 年，全县共销售洗衣机 70 台，电视机 572 台，比 1978

年多 559 台；自行车 4,240 辆，比 1978 年多 2,744 辆；缝纫机 2,899 台，比 1978 年多 1,905

台；收录机 81 台，比 1978 年多 6台；手表 6,600 块，比 1978 年多 4,166 块；电风扇 965 台。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全县有普通初中 2 所，教职员工 39 人，在校学生 382 人；小学 206 所，

教职员工 397 人，学生 8,500 人。1984 年，全县有普通高中 2所，学生 975 人；初中 19 所，

学生 5,849 人；中学教职员 573 人。职业中学 1所，学生 184 人，教职工 33 人。公办小学 638

所，学生 41,818 人，教员 1,426 人；民办小学 182 所，学生 2,508 人，教员 809 人；单位办

小学 9所，学生 1,223 人，教员 87 人。幼儿园 23 所，入园儿童 1,258 人，幼托教工 53 人（其

中民办 23 人）。1984 年全县适龄儿童 36,823 人，入学 33,082 人，入学率 89.8%。建国以来高

中毕业生 11,438 人，升入大专院校 201 人，升入中专 764 人，分别占 1.7%和 6.7%。

1984 年全县小学专任教师 1,931 人，有 176 人达不到初中文化程度。中学专任教师 387

人，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 178 人。

科 技 全县现有农科所、林科所，农机研究所、情报研究所 4 个科研单位和 1 个芒果良

种实验场。还成立了农、林、医、畜牧兽医、机械工程、农机、水利机电、护理等学会，会员

共有 338 人。1984 年全县有工程师 6 人，农艺师 8 人，畜牧兽医师 1 人，主治医师 9人；有

助理工程师 28 人，助理农艺师 43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9人，助理会计师 1人，助理统计师 1

人，医师 134 人；有工程技术员 92 人，农业技术员 48 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40 人，医士 127

人。自 1982 年以来，获得科研成果 4项，其中县糖厂、县糖业办公室推广早熟高产高质甘蔗

良种桂糖 7号，获 1982 年度自治区推广优秀成果三等奖；县糖厂与广西大学矿冶系合作研制

的合金铸铁甘蔗压榨藕筒辊，获 1983 年度自治区科技成果三等奖。

文化艺术 现有文化馆 1个，各乡镇文化站 8个。县图书馆 1 个，藏书 50,100 册。新华

书店发行点 17 个，从业人员 31 人，发行图书 1,098,303 册。县有电影院 1座，乡镇电影院 9

个，电影放映队 106 个。县有专业文艺队 1 个，36 人。有广播站 1个，电视差转台 1处，乡

镇广播转播站 9个，有 134 个村、420 个自然屯遥有线广播，广播线路全长 185 公里。

卫 生 1949 年，有县卫生院 1 所，12 张病床，还有卫生分院 3 所，医务人员共 21 人。

1984 年，有县人民医院 1所，乡镇卫生院 11 所，农村合作医疗站 144 个。此外还有防疫站、

妇幼保健站和各学校、厂矿卫生所（室）等。全县有病床 463 张，医务人员 670 人。全县育龄

夫妇中实行计划．生育的有 25,839 人，节育率为 62.93%。到 1984 年底，领取独生子女证的

夫妇有 1,453 对。

体 育 县城现有灯光球场 3处，旱冰场 1处，县城中学有足球（含田径）场。1978 年至

1984 年，每年举行全县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 1 次，每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 150 人左右。1978

年至 1984 年荣获全国、自治区体育比赛奖的有：田州镇舞狮队荣获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优

秀节目一等奖，历次获自治区优秀节目一等奖。荣获全国武术传统优秀节目奖和自治区二等奖

1人。获自治区铅球比赛第二名 1人，盲人自由泳第二名 1人，象棋第二名 1人。1982 年田州

小学荣获自治区传统项目团体总分第五名。全县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学生共 2,355 人。评

为三级运动员 2人。



文物胜迹
春晓岩 离县城 15 华里，位于百育乡六联村那贯屯的山顶上。原来洞口古树参天，建有

庙宇亭台。有滴水泉洞、凉风洞、鸟类洞多处岩洞，环境幽雅，故名春晓岩。建国后，该岩洞

原建的庙宇亭台遭到破坏，现只残存遗址。每年农历三月初七至初九，青年男女到春晓岩对唱

山歌，老人小孩亦去看热闹，人数多时达千人，少的也有几百人。

瓦氏夫人墓碑 瓦氏系明朝田州土官岑猛妻，以征倭寇有功，封二品夫人，葬于田州镇隆

平村。现存瓦氏夫人基石碑一块，上刻“前明嘉靖特封淑人岑门十六世祖妣瓦氏太君之墓”。

瓦氏夫人墓碑

革命烈士纪念碑 位于县城西南部。1964 年 10 月建成。碑底座内设展览室，四周松柏常

青。碑高 22.8 米，上刻“革命烈士纪念碑”、“革命烈士永垂不朽”。每年逢清明节，前往凭吊

先烈的人络绎不绝。

著名人物
黄治峰(1891－1934) 壮族。原奉议县甫圩乡篆虞上屯（今百育乡新民村）人。毕业于广

西军官学校。1924 年追随韦拔群搞农运。1928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 10 月，任奉

议县农民赤卫队总指挥，历任奉议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红七军二十师副师长、军部参谋处长

等职。1934 年中央红军胜利粉碎蒋介石第四次“围剿”后，黄奉命调离中央苏区，转回右江

工作，在途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梁乃全(1949－1979) 壮族。巴别乡德安村人。原任坡洪公社党委副书记。1979 年 2 月参

加对越自卫还击战，任田阳县民兵担架二营教导员。18 日晚，队伍遭到越南特工队袭击，梁

为掩护同志，中弹负伤后被俘，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中央军委授予“英雄民兵二营教导员”

的荣誉称号，追记一等功。

黄勇刹(1929－1984) 壮族。田州镇那塘村人。195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广西文联委

员、民间文学研究会秘书长等职。大力发掘民族文化遗产，为《刘三姐》创作组成员之一，著



有《歌海漫记》等书。

岑 猛(1489－1526) 田州土官岑溥之次子，九岁时袭任田州第十六世土官。明正德七年

（1512 年），发兵弹压右江东乡之乱，放走歹徒，而受贿以亿万计，成为左右两江最大的富豪。

为扩大地盘与劫掠财物，先后发兵龙州土州、泗城土州、归德州等，杀土官赵相，岑接及归德

知州壬通，反抗朝廷，自雄一方。嘉靖五年（1526 年），明总督两广都御史姚镆等，率兵 8万，

分路进讨田州，岑猛逃至归顺土知州岳父岑璋家，后被岑璋使计杀死。

瓦 氏(1498－1557) 壮族。归顺土州（今靖西县）人。田州土官岑猛之妻。（详见靖西县

概况）

重大事件
瓦氏率兵扫倭寇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倭寇犯江南。明廷征调田州土官岑大禄率土兵

从征。大禄曾祖母瓦氏（系岑猛妻）以孙幼不堪军旅，求代获准，亲率土兵数千人应调，授“女

参将”之职，隶于总兵俞大猷麾下，数次打败倭寇，屡建战功，威震江南。明廷封为“二品夫

人”。

赶走粤军陈炯明部 1921 年 12 月，粤军陈烱明派旅长熊略率其部溯江而上，攻入田南道

各属，桂军溃败。田南为粤军所据，粤军以莫昌藩为田南道警备司令，田阳各地从此骚然。1922

年 6 月，田阳各地军民奋起反抗，莫昌藩败走贵州。

农民自卫军赤卫军先后攻占田州 1929 年 6 月，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张云逸部，将警

备第三大队所属营长陈秀山部缴械于田州新埠。10 月，共产党员、农民自卫军领导人黄治峰，

联合张云逸部攻占田州。

1930 年 4 月，黄治峰率两连赤卫军和李子珍、黄立丰各一个连赤卫军联合袭击田州，国

民党县长韦玉英带随从往南部山区逃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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