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 山 县

蒙山县前称永安州，历史上曾是太平天国建号封王的地方。盛产稻谷、甘蔗，桑蚕年产量居自治

区首位，良种猪花、屯巴茶畅销区内外。

位置面积 蒙山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东邻昭平，西接金秀、平南，南毗藤县，北

靠荔浦、平乐。县治蒙山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286 公里。

县境东西最大横距43公里，南北最大纵距70公里。总面积约1,260平方公里，合1,919,004

亩。其中陆地 1,887,365 亩，水域 31,639 亩。

建置沿革 汉属苍梧郡荔浦县地。三国吴属始安郡荔浦县地。隋开皇十年（590 年）分荔

浦县置隋化县。唐武德四年（621 年）改为立山县，贞观八年（634 年）改置蒙州，因州东有

蒙山（今新联邱家屋背岭），山下又有蒙水，居民多姓蒙，故名蒙州。领县三（立山、纯义、

东区），不久改纯义为正义。宋太平兴国初改正义为蒙山县。熙宁五年（1072 年）废蒙州，以

东区、蒙山两县入立山县，隶昭州。元仍为立山县。明洪武十八年（1385 年）废县为立山乡，

属荔浦县，成化十三年（1477 年）建永安州。清因之。民国三年（1914 年）复为蒙山县，至

今不变。

行政区划 蒙山县现辖 7个乡：西河、黄村、汉豪、文圩、新圩、夏宜（瑶族乡）、长坪(瑶

族乡)；2个镇：蒙山、陈塘。下设村民委员会 77 个，居民委员会 2个，村民小组 1,613 个。

县治蒙山镇，有 2,336 户，9,846 人。

人口民族 1983 年全县总人口 167,073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32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 10.01‰。据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有汉族 154,368 人，壮族 5,815 人，瑶族 3,627 人，

还有回族，苗族、满族、侗族、白族 2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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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24658 23248 26397 30953 25.5 33.1 17.3

总 人 口 108078 101920 113680 163839 51.6 60.8 44.1

性别

构成

男 52378 58795 85162 62.6 44.8

女 49542 54885 78677 58.8 43.3

地区

构成

城镇 8258 9392 15474 87.4 64.8

农村 93662 104288 148365 58.4 42.3

注：1949 年的总户数、总人口，包括现已划出的荔浦县杜莫乡、金秀县忠良乡在内。

自然条件
地 形 蒙山县四周群山环抱，境内丘陵起伏，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湄江纵贯其中。县

境东西窄，南北长。北部的新圩、文圩、蒙山镇及西河为 3个小盆地。南部的黄村、汉豪、陈

塘为峡谷地。

山 脉 县境西连大瑶山。西北部的鸾山，属萌渚岭山脉，海拔 1,104 米，是全县的最高

峰。东北部有鸡冠山脉，从荔浦县的猪头山起延伸经蒙山、昭平两县，成为两县的天然分界线。

北部有白面山，西南部有石崖顶、大道岭，南部有高山岭。

河 流 县内有大小河流 24 条，总长 576.8 公里。湄江是蒙山江河的主流，属珠江水系，

发源于大瑶山，由西北入境，流经新圩、西河、县城、黄村、汉豪、陈塘，下经藤县濛江注入

浔江。境内流程为 86.78 公里。水位最高为 112.61 米，最低为 106.76 米。主要的支流有：忠

良、壬山、茶山、瓦冲，百合、文圩等河流。

气 候 县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据气象资料统计，年平均气温为 19.7℃。极端最高

温为 38.5℃（1971 年 7 月 12 日），极端最低温为-4.5℃（1955 年 1 月 12 日）。全县太阳年辐

射总量为 102.03 千卡/cm2，平均年日照总量为 1,581 小时。年平均降雨量为 1,738.7 毫米，

最多为 2,529 毫米（1970 年），最少为 1,138.3 毫米(1958 年)。降雨季节分布不均匀，雨季一

般始于 4月中旬，终于 8月下旬，4至 6月降雨 800-1,000 毫米，占全年总降雨量的 48-50%。

主要气象灾害有：倒春寒、冰雹、狂风、暴雨、寒露风、霜冻等。

土 壤 全县分为水稻土、旱地土、山地土 3个土类。水稻土有 7个亚类，18 个土属，43

个土种，均宜种植水稻。旱地土大部分耕作层浅，保水保肥力差。一般山地土以山地黄红土、

山地酸性紫色土、山地红土 3个土属为主。

资 源 矿藏：有重晶石、铁、铜、锰、金等，以重晶石矿储量为最丰富。水产：鱼类有

鲢、鲤、草鱼等 10 多种。野生动物：较珍贵的有山牛、山猪、果子狸、穿山甲、竹鼠、獐、

獭、鲵、画眉、相思鸟、翡翠、寒鸡、山鸡、竹鸡、鹧鸪、春丝鸟等。植物资源：森林植物有

40 个科，72 个属，80 个种。马尾松遍布全县。自然繁殖的树种主要有：榕、樟、枫、柏、楠、

泡桐、乌桕等。人工营造的树种有：松、杉、桉、油桐、油茶、肉桂、八角、竹类。果树有沙

田柚、柑、橙、梨、桃、李、龙眼、芭蕉等 20 多种。野生植物中，药用的有山楂、金银花、



山苍子等 90 多种；真菌类有木耳、香菇、草菇、凤尾菇、猴头菇等食用菌以及药用的茯苓、

灵芝等。水能资源：全县水能蕴藏量为 9.63 万千瓦，可开发量为 6.39 万千瓦。1982 年装机

容量为 7,100 千瓦，占可开发量的 11.11%。可供利用的水源平均年总量为 13.91 亿立方米，

耕地面积年耗水量只占 19.5%。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3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6,513.99 万元，比 1952 年增长 5 倍，比 1978

年增长 56.8%，1978 年以来年递增 9.4%。人均产值 1983 年为 390 元。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

7,494.18 万元。

农 业 全县耕地面积 145,350 亩。农业人口 153,453 人（劳动力 65,593 人），人均耕地

0.94 亩。其中水田 128,723 亩，旱地 16,627 亩。西河、文圩、新圩、蒙山等乡镇是水稻的主

要产区。

1983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2,583 台。其中：中型拖拉机 86 台，手扶拖拉机 598 台，

机耕船 47 台，以及农用载重拖卡 291 辆和一批农田提水灌溉机械，共计总动力 22,074 马力，

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动力为 15 马力。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2 年 1978 年 1982 年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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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

增长%

比

1978年

增长%

比

1982 年

增长%

农业总产值

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955.73

576.74

148.26

135.52

90.98

4.23

100

60.3

15.5

14.2

9.5

0.5

2579.4

1648.5

174.6

444.3

307.6

4.4

100

63.9

6.8

17.2

11.9

0.2

5253.4

3143.9

597.3

1026.6

473.0

12.6

100

59.9

6.2

22.5

9.0

0.3

5100.3

3158.2

318.3

1148.8

460.3

14.7

100

61.9

6.2

22.5

9.0

0.3

433.7

447.6

114.7

747.7

405.9

246.8

97.7

91.6

82.4

158.6

49.6

231.2

-2.9

0.5

-46.7

11.9

-2.7

16.6

14.6

13.9

12.8

20.9

8.4

27.1

粮、油、蔗：1972 年水稻单产已突破千斤大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五年间粮食

年递增 6.8%。1983 年，粮食总产达 15,869 万斤，比 1981 年增产 4,354 万斤，比 1982 年增产

239 万斤；粮食收购 2,363.7 万斤（不包括议价双超、工业品换购），比 1978 年增长 51.9%。

1982 年油茶籽、花生、油菜籽等油料总产 15,716 担。1982 年至 1983 年榨季，原料蔗总产

58,647.3 吨，平均亩产 5.65 吨。

牧 业 1983 年全县有牛 12,720 头，主要用于耕作劳役。生猪生产是本县养殖业的大头，

特别是“蒙山猪花”，畅销广东、湖南及区内各地。1983 年，全县生猪饲养量 158,585 头（其

中母猪 13,500 头），年底存栏 105,852 头，出栏肥猪 52,733 头。并向区内外各地销售猪花 11

万多头。

林 业 现有山地面积 170 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88.8%。有林面积 99.87 万亩，占山地



面积的 58.7%。立木蓄积量为 97.81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 42.5%。经济林有油桐、油茶、

玉桂、八角、柑橙等。推行林业生产承包制后，群众治山有权，管山有责，养山有利，加快了

林业生产发展的步伐。

副 业 以种养为主，兼营加工、建筑、运输等。桑蚕，投资少，收益大，适应性广。1983

年，全县有桑园面积 5,896 亩，养蚕 20,985 张，蚕茧收购总量 9,160 担，比 1982 年 5,252

担增长 74%，产量为广西之冠。1984 年，年总产量上升到 13,657 担。成为新崛起的桑蚕之乡。

生姜，1983 年总产量达 13,900 担。茶叶，1983 年总产 1,558 担。1983 年，松脂收购总量 17,030

担，蘑菇 758 担，蜂蜜 2,150 担。香菇、木耳、穿心莲、淮山、田七、罗汉果、莪术等的生产，

也有较大的发展。农户还发展养猪、鸡、鸭、鹅、兔、种蘑菇等副业。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建筑、

加工、编织、酿酒、烧砖瓦、运输等专业户或重点户。

渔 业 全县有渔业村 1个，186 人，主要在湄江沿河一带捕捞。1983 年，全县养殖水面

3,688 亩，产鱼 2,435 担。

土特产品 蒙山猪花：具有皮薄肉嫩，长膘快，饲养期短，出栏快的特点，1984 年全县共

繁殖猪花 178,000 多头。

屯巴茶：产于海拔 800 多米的屯巴山上，色泽翠绿、油润，茶色清澈，滋味醇厚，清香可

口，为广西名茶之一。

永安肉丸：本县著名的传统汤类菜之一，香甜鲜脆，美味可口。

三利菜刀：文圩乡原有黄冬剂、黄万利、黄锐利三兄弟，租居平南县，是远近闻名的铁匠；

移居蒙山县后，既继承祖传手艺，又独辟艺径，制作出的菜刀美观大方，钢质坚韧，锋利耐用。

除本地用户购用外，还畅销荔浦、金秀、昭平等邻县。称之为“三利菜刀”。

回龙果蔗：产于蒙山镇回龙村一带，糖份丰富，清甜爽脆。

水 利 解放前，沿河只有临时性的拦河坝和简车提水灌溉。解放三十多年来，水利面貌

起了巨大变化。近年兴建的茶山水库，设计库容 6,300 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5,120 万立方米，

水坝顶长 193 米，坝高 60 米，其引水渠道东、西两干渠，全长 92.1 公里；灌溉西河乡、蒙山

镇、文圩乡的 8.17 万亩农田（西干柴未竣工，未通水）；西干渠中的西马渡槽长 550 米，宽 3

米，高 25 米，过水流量 3.3 立方米/秒，造型美观，气势雄伟。

工 业 1949 年，蒙山县仅有 1 间 65 马力的火力发电厂，以及一些分散的木机纺织及农

具铸造手工作坊。至 1983 年底，国营工矿企业有：糖厂、化工厂、制药厂、农机厂、松脂厂、

电机厂、汽修厂、酒厂、印刷厂、水厂、造纸厂等共 18 个，职工 1,241 人，产值 1,053 万元，

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74.5%。其中最大的是蒙山糖厂，有职工 262 人，日榨甘蔗 500 吨，1982

至 1983 年榨季产值 476 万元。

县管集体企业共有 44 个，职工 754 人，产值 361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25.5%。

乡镇企业共 114 个，从业人员 4,750 人，总产值 147.2 万元。

开采金矿、重晶石矿的民办采矿业也有发展。

工业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纸类、棉布、松脂、药品及木器、藤编家具等，已销区内外。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2 年 1978 年 1982 年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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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 年

增长%

比

1978 年

增长%

比

1982 年

增长%

工业总产值

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59.18 1573.26

1193.69

379.57

100

76

24

1805

1328

477

100

74

26

1413.71

1106.36

307.35

100

78.3

21.7

2283.8 -10.1

-7.3

-19.0

-21.7

-16.7

-35.6

-2.1

-1.5

-4.1

注：1983 年总产值未含乡镇企业的产值。

电 力：1983 年，总发电量为 1,032 万度。现有大小水电站 337 处，装机 348 台，容量 8,600

千瓦。还建有 35 千伏、容量 5,000 千伏安的变电站 1座，35 千伏线路 15.2 公里，10 千伏线

路 138 公里，0.4 千伏线路 302 公里。全县乡村有 78%以上的农户已用上电。

交 通 全县有公路 8条，长 148.7 公里，乡村便道 91 公里。荔濛公路为干线，纵贯南北，

南接西江航运并通梧州市，北接桂林、柳州，还有蒙昭公路通昭平。荔濛公路蒙山县境内段的

78 公里是渣油路。9 个乡镇都通汽车，77 个村中，有 45 个村通汽车。1983 年有机动车 146

辆，客运量 352,080 人次，货运量 16,011 吨。湄江水运，五十年代直达梧州，现因水源减少

及沿江拦河筑坝，水运已经中断。

邮 电 全县有邮电局 1 所，邮电所 7 所，邮路长 576 公里，乡、村全都通邮。农村电话

线路 284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10 条，共安装单机 415 部。

商 业 1983 年，有商业网点 1,196 个，从业人员 1,820 人。其中国营网点 63 个，从业

人员 340 人；集体网点 41 个，从业人员 116 人；个体商业网点 1,092 个，从业人员 1,364 人；

社会商品零售和批发总额达 2,898.86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56%。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1,473.4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32.7%；集市贸易额 170 万元，出口商品收购总值 115.6 万元。

财政金融 1983 年，地方财政收入 387 万元，自筹收入 153 万元，财政支出 705 万元，自

筹支出 153 万元。全县城乡储蓄额达 579 万元，比 1982 年增长 51.6%，比 1978 年增长 148.5%；

其中农民存款 257 万元，比 1982 年增长 108.9%，比 1978 年增长 92.3%。农贷发放 248 万元，

比 1982 年多发放 115%；年累计收回 214 万元，比 1982 年增长 35%。

人民生活 1983 年，人均有粮 741 斤，比 1978 年增长 35%；农民人均收入 236.7 元，比

1978 年增长 195.6%；全民所有制企事业职工人均年工资 758 元（含奖金和补贴），集体企业职

工人均年基本工资 543 元。

1983 年，全县销售自行车 3,718 辆，比 1978 年多销 2,427 辆；手表 4,877 只，比 1978

年多销 3,986 只；缝纫机 1,184 台，比 1978 年多销 821 台；电视机 191 台，比 1980 年多销

31 台；收音机 1,793 台，比 1980 年多销 1,192 台。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全县仅有初中 1所，筒易师范 1所，小学 105 所，学生 4,800 人，教职

员 380 人。1983 年，有全日制中学 1 所，乡镇初中 8所，小学 61 所（下设校点 124 所），农



业中学 2所，职业中学 1所，县教师进修学校 1所。全县中、小学生 30,598 人，其中高中生

886 人，初中生 5,775 人，小学生 24,783 人。全县教职工 2,034 人，其中小学教师 1,134 人

（不及初中毕业文化的 155 人），中学教师 421 人（大专毕业的 162 人）。幼儿园 1所，入园幼

儿 608 人，教职员 36 人。县农机校 1 所，教职员 9 人，1983 年培训农机学员 108 人。1950

年至 1983 年，有高中毕业生 8,520 人，升入大学的 619 人，占 7.27%。其中 1977 年恢复高考

制度以来，升入大学的 271 人(入全国重点院校的 48 人），升入中专 392 人，升学率达 23.84%。

1983 年开办文化补习班 14 个，参加学习的 710 人；技术补习班 39 个，参加学习的 1,800 人。

从 1979 年至 1983 年，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共创产值 405.26 万元，利润 187.66 万元，改善

了办学条件，用于建筑和维修校舍款项 159.21 万元，新建校舍总面积 31,638 平方米，维修校

舍 30,176 平方米。1982 年本县被评为自治区和全国勤工俭学先进单位。

科 技 1983 年县有农科所、林科所、农业机械研究所、科技情报所等 4个科研单位，各

乡镇都有农业技术推广站。县还成立有农学会、林学会、畜牧兽医学会、水电（水利、机电）

学会、医学会、护理学会、农机学会、土木工程学会、心理学会小组、气象学会小组、青少年

科技辅导员协会、科普协会等组织，会员共 464 人。各乡镇科普协会 8个，会员 457 人。

1979 年至 1983 年，全县获自治区科技成果奖的有 4个项目。1983 年，全县已评定技术职

称的有：工程师 4 人，农艺师 7人，畜牧兽医师 1 人，主治医师 7人；助理工程师 39 人，助

理农艺师 19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13 人，医师 91 人；工程技术员 84 人，农业技术员 59 人，

畜牧兽医技术员 17 人，医士 154 人。在册科技干部 594 人。

文化艺术 有文化馆 1个，各乡镇文化站 8个，街道文化室 2个。县图书馆 1个，藏书 5

万册。新建县教育图书馆 1个，为 7层楼房，总面积 2,750 平方米。县新华书店 1个书，店发

行点 8个，县邮电局报刊零售门市部 1 个，报刊零售摊 8个。县城有电影院 1座，乡镇电影院

2座。露天放映点 158 处，1983 年有电影放映队 26 个。文艺团体有县文工团 1个，30 人；业

余剧团 9个，200 人（其中木偶剧队 4个，8人）。县广播局有广播站 1个，乡镇转播站 8个，

职工 40 人。县建了 50 瓦的电视差转台 1 座。1983 年，全县有电视机 191 台，收音机 1,793

台。

卫 生 1949 年，全县只有设备简陋的卫生所 1间，区卫生所 1间，医务人员 5人。1983

年，有县人民医院、精神病医院、妇幼保健站、防疫站、卫校等 5个单位，各乡镇共有卫生院

8 所，村卫生室 75 间，校医务室 5 个。有病床 241 张，医务人员 377 人，受过训练的接生员

347 人。全县育龄夫妇实行计划生育的有 19,910 人，节育率 83.66%。到 1983 年底实行 4种节

育手术的 14,242 人，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夫妇 1,004 对。

体 育 群众性的体育活动项目有武术、舞龙、舞狮等。1950 年以来参加各种田径比赛，

获得：广西田径运动会的 800 米第一名 1人次，3,000 米第二名 1人次，5,000 米第二名 2人

次；广西少年田径赛的 60 米第一名 2人次，100 米第一名 2人次，400 米第三名 1人次，1,500

米第三名 1人次。1983 年，县组织篮球、足球、乒乓球、棋类比赛和环城赛跑共 17 次，开农

民运动会 7次，中小学田径运动会 1 次。县成立有武术协会，会员 21 人，参加自治区武术比



赛获老年组的 2枚金牌。向上级输送优秀运动员 2人。

特殊风俗 本县瑶族以男到女家落户居多数，定婚后择日宴请亲友完婚。婚前瑶族青年男

女习惯对歌，常通宵达旦。

文物胜迹
新圩古墓群 位于新圩乡双洞村哥谷岭，为汉晋古墓群，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金带桥宋碑 是蒙山县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碑刻，位于今县人民政府大门南面 50 米处的

小石桥下。碑文刻有“宋淳熙十年西街莫淳备己钱来建桥”字样。

�并土坑 是太平军埋葬清州官的土坑。位于今蒙山县师范学校大门前右侧。1976 年发掘，

在井中挖出清朝官员朝珠、帽顶珠、玉石、首饰、人头骨等文物百余件。

天王洪秀全发布诏令处 位于县师范学校大门前左侧的广场上。1851 年至 1852 年天王洪

秀全曾在此发布诏令。

天王洪秀全发布诏令处 永安州城墙

南王冯云山指挥所 位于今蒙山镇莫家村，1851 年至 1852 年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曾在此

设立指挥所。

太平军炮台遗址 1851 年至 1852 年太平军在永安（今蒙山县）建有东、西、南、北 4座

炮台。东炮台位于城东 1华里的嘹望岭，南炮台位于城南 1华里的大教岭，西炮台位于城西半

华里的团冠岭，北炮台位于城北半华里的红庙（今教育局农场）。这 4座炮台互成犄角，声势

相连，成为太平军在永安的重要城防工事。

永安州城遗址 建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 年)。清代曾为太平军的重要城防。毁于民国二十

六年（1937 年），现仅存西门北面一段。

玉龙关 位于蒙山镇东面 18 华里的古苏冲（今古苏水库坝首），两面峡壁，中间一线通路，

被称为“铁打天下第一闸”。1852 年 4 月 5 日，太平军先锋罗大纲率领先头部队，采用冲腰剪

尾、两面夹击战术，攻破清军的第一防线，突围北上。

三冲古战场遗址 位于县城东 27 华里的平冲、旱冲、崩冲。这里悬崖峭壁、沟壑纵横、



草深林密，形似长口袋。1852 年 4 月 8 日，太平军在此设伏，围歼了尾追的清军，击毙清总

兵 4人，军士 5,000 多人。

龙潭瀑布 位于县城西北约 10 华里的石龙冲。据《永安州志》记截：“其水甚深，飞瀑数

十丈，旧传有龙潜此，春暮群鱼皆来朝云”。

三山叠翠 位于县城西南 12 华里的三石村，村后有三大石相叠，山青水秀，景色迷人，

故名。

著名人物
黄成业(1897－1927) 字迹仙。西河乡古排高坡村人。1926 年 3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受中共广西地委的指派，回蒙山领导农民运动。1927 年 10 月 15 日，县长曾贯一执行广西

省府密电，将黄成业杀害。

韦杰三(1903－1926) 新圩乡人。1925 年考入清华大学。1926 年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

于 3 月 18 日在北平示威游行中被北洋军阀杀害。为了纪念韦杰三烈士，清华大学的同学在清

华园中立了纪念碑。

莫 更(1916－1938) 初名莫运烈，易名“莫更”。陈塘镇寺村人。1933 年入广西航空学校

攻读，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离桂北上参战，多次驾机与日作战。1938 年 7 月 17 日，在武汉

上空与日空军展开激烈空战，击毁敌机一架，但不幸被尾追之敌机击中，英勇为国捐躯。

苏元春(1844－1908) 字子熙。县城北街人。同治年间投湘军席宝田部，曾镇压粤、桂、

黔农民起义。1884 年，中法战争时任广西提督，率军到越南船头、郎甲、陆岸、威坡等地抗

击法军。次年，协同冯子材大败法军于关前隘，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中法战争后，督办

广西边防，戍边十九年，修筑镇南关及边沿炮台一百三十余座，为巩固国防作出了贡献。1903

年被贬谪到新疆，1908 年死在释放途中。

马盛治(1844－1902) 字仲平。西河乡古排村人。为苏元春部将，历任边防统领、柳庆镇

总兵、记名提督。中法战争时，曾率军出关援越抗法。后戍边十七年，协助苏元春建设边防。

1902 年在隆安镇压会党被击毙。

苏元瑞(?－?) 苏元春从弟。新圩乡新圩村人。中法战争时，曾随苏元春率军出关抗法，

在镇南关、谅山等战役中立有战功。官至记名提督，补贵州威宁镇总兵。

黄 三(?－?) 名广瑞。西河乡北楼村人。雇农出身。1898 年，激于义愤，亲手杀死作恶

多端、奸淫掳掠的法国传教士（司铎）苏安宁及两名教徒。

重要事件
太平天国建号封王 1851 年 9 月 25 日，太平军一举攻克永安州（今蒙山县），取得了首次

占领州城的重大胜利。洪秀全率全军于 10 月 1 日进城。随后，在永安州治右边玉兰树下（今

蒙山师范学校内）宣布建号太平天国。并于 12 月 17 日在永安州治（今蒙山县人民政府所在地）

举行开国封王大典，洪秀全以天王名义颁布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肖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

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太平军在永安进行了半年的反“围剿”斗争。



永安教案 1898 年法国传教士苏安宁在永安州（今蒙山县）恣意横行，为非作歹，激起人

民的义愤。永安州人民通过决议，“不信天主教”，如有加入“天诛教（天主教）者，赶出家族，

赶出州境”。并将禁约写成揭帖，到处张贴。4 月 21 日（清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苏安

宁等 3名教士由州城取道古排塘上桂林，在古排旧凉亭竟将贴有揭帖的“联兴店铺”捣毁，还

辱打店主和店员。当地群众闻讯，立即鸣锣集合，包围苏安宁等，法传教士苏安宁先开枪向群

众射击，群众忍无可忍，将苏安宁等 3人杀死于程村洞旧官道小石拱桥附近。后清政府以革官、

缉凶、赔款来了结此案。

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 1926 年秋，蒙山县成立了农民协会筹备处。全县农民运动蓬勃发

展，实行“二五”减租。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农民运动仍继续发展。1927 年 7 月，共产

党员黄成业奉派回县领导农民运动。全县 4个区，有 64 个村（乡）成立了农会，入会人数达

5,000 多人，占全县农民成年人的 30%。国民党反动派对此极为仇恨，先后将共产党员黄成业

和农运骨干彭庆麟等杀害。

黄村起义 1949 年春，中共广西省农委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指示，要求各地开展武装

斗争。9月底，中共桂东地工委副书记吴赞之同志对此作了指示，经过周密部署，将武工队组

织 4个行动小组，于 10 月 29 日晚 7时，里应外合，攻进了蒙山县黄村乡公所，活捉国民党乡

长，收缴乡警的武器，切断电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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