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 保 县

德保县地处桂西南边陲，是壮、汉、瑶等民族杂居的县份。1930 年邓小平同志曾到本县龙光乡一

带开展革命活动。境内山多田少，气候四季温和，夏秋雨水充沛，适于发展多种经济作物。八角、茴

油每年出口量为广西之最。花篮、藤椅工艺产品驰名区内外。是我国西南矮马马种基地之一。

位置面积 德保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县城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275 公里。东面

与天等、田东县相连，西南面与靖西、天等县接壤，北面和田阳、百色县毗邻。全县总面积

2,559.32 平方公里，其中山地 1,931.25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 75.45%。

建置沿革 汉代属牂牁郡句町县地。唐为废冻州（羁縻州）。宋建镇安峒。元为镇安路。

明为镇安土府。清康熙二年（1663 年）改土归流为镇安府。乾隆四年（1739 年），添设附廓县，

叫天保县。民国元年（1912 年）置府废县，次年废府复置天保县。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

从天保、靖西、田阳三县拨出交界边乡新设敬德县。解放后，1951 年 8 月将敬德、天保两县

合并为德保县。县治设在原天保县城。

行政区划 1984 年，全县划为 3个镇（城关、隆桑、敬德），13 个乡（东关、都安、马隘、

那甲、足荣、荣华、燕峒、龙光、大旺、巴头、东凌、朴圩、扶平），下辖 187 个村。县治城

关镇有 1,286 户，14,067 人。

人口民族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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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46325 52232 49448 61019 31.72 16.82 23.40

总 人 口 213695 248055 235503 325443 52.29 31.19 38.19

性别

构成

男 103543 122348 116633 165636 59.96 35.38 42.01

女 110152 125707 118870 159807 45.0 27.13 34.44

地区

构成

城 镇 5066 5066 6140 13377 164.05 164.05 117.87

农 村 208629 242989 229363 312066 49.57 28.43 36.06

注：1949 年，天保县人口 143,176 人，敬德县 58,786 人。1951 年两县合并，构成德保县人口的基数。



1984 年底总人口 332,504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30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3.3‰。

民族：壮族 324,265 人，占总人口 97%，瑶族 6,123 人，汉族 2,093 人，还有苗、满、蒙古、

布依、京等族共 23 人。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境西北部为云贵高原余脉，向东延伸。东南部有摩天岭丛山环绕。鉴河横贯其

中，形成一块狭长的槽谷。全境西北高，东南低。

山 脉 全境山脉分为西北和东南两系。西北部属云贵高原余脉，最高为黄连山，海拔1,618

米。东南属云岭山系，土山连结，其中间有石山，最低山岭海拔 912 米。

河 流 县西北部为石山区，水源稀少，中部和东部多土山，水源较丰富。全县有 30 条溪

河，大都分布在西南部、中部和东南部。境内最大河流为鉴河，源出都安三合村百咘屯北面山

麓，由西到东横贯县境中部，流程 70 公里，流域面积为 2,166 平方公里，落差为 522 米，河

床形成多级跌水，年均流量 35 立方米/秒，最大流量 884 立方米/秒，最枯流量 2.15 立方米/

秒，为本县农田灌溉和水电能源之主要河流。全县尚有 13 条流程长短不等的地下河。

气 候 本县具有热带、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的特点。冬不严寒，夏不酷暑，春秋温凉。

气温年均 18℃至 21℃，最高气温 37℃，最低气温为-2.6℃。历年平均降雨量为 1,461.4 毫米。

据资料统计，德保县有十年九春旱，三年一洪涝，春寒秋霜冬雪少，农田病虫灾害多的特点。

1962 年 10 月至 1963 年 5 月，降雨量仅 228.9 毫米，为解放后较严重的旱灾。1979 年 9 月中

旬至 1980 年 4 月，降雨量 159 毫米，比 1963 年同期还少 124.7 毫米，3至 4月间，全县有 9

个公社 990 个生产队，13,905 户到外地挑水饮用，有些村民绞芭蕉树取水喂牛。1968 年 8 月

7 日至 9日，连续三天暴雨，总降雨量 344 毫米。全县普遍出现洪涝，许多地方房屋倒塌，燕

洞公社粮所仓库被洪水淹没，损失粮食 30 万斤。

土 壤 属岩溶地貌，其形成类型有：1、峰林槽谷；2、峰丛洼地；3、土山坡地。成土母

质有石灰岩、沙页岩、页岩、赤红壤、河流冲积物等 5种。其中以石灰岩、沙页岩最多。水田

土壤有潴育型、潜育型、淹育型、沼泽型、侧渗型、碳酸盐渍性、矿毒性等 7个类型。旱作土

壤有黄红壤、砖红壤性土壤、棕色石灰土、红壤、洪积土、粗骨黄壤、红色石灰土、红壤性土、

冲积土、酸性紫沙土、河流冲积土等。

资 源 矿藏：发现有铜矿、煤矿、硫铁矿、磷矿、钒矿、铀矿、水晶矿、铅锌矿、锰矿、

粘士矿、大理石矿、石灰石矿、金矿、铝土矿、灰锑矿、红锑矿、冰洲石、铁矿、钾矿、重晶

石等 20 种。铜矿储量 C1级 779.05 万吨，C2级储量 299.14 万吨，含铜品位 1%±，1961 年自

治区已建矿开采。硫铁矿那甲矿区总储量 C1级 187 万吨，C2级 219.49 万吨。1958 年由县建矿

开采，到 1984 年已开采 197,464 吨。大理石矿普查了六个点，储量丰富，1985 年已开采。

水力：本县年降雨量较多，除蒸发和渗入地下外，年地表水量达 21.46 亿立方米。水力资

源比较丰富。全县水能理论蕴藏量达到 137,100 千瓦，可开发量为 19,370 千瓦，现已在鉴河、

扶平河开发 6,910 千瓦。鉴河及其他小河还可作梯级开发，装机容量比现在可增加一倍以上。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为 6,441.27 万元，比 1952 年的 2,764.53 万元增 1.33 倍，比 1978

年的 5,678.73 万元增长 13.43%，1978 年以来年递增 2.12%。人均产值 1981 年为 200.91 元，

1982 年 210.39 元，1984 年为 193.71 元。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2 年 1978 年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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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 年

增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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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2.9

1500.6

454.3

322.3

424.4

1.4

100

55.5

16.8

11.9

15.7

O.O5

4276

2646

634

686

300

10

100

61.9

14.8

16.0

7.0

0.2

5443.7

3221.5

575.7

1109.1

535.0

2.5

100

59.2

10.6

20.4

9.8

0.05

4772

9492

630

1100

544

6

100

52.2

13.2

23.1

11.4

0.13

76.6

66.1

38.7

241.3

28.2

328.6

11.6

-5.8

-0.6

60.4

81.3

-40.0

-12.3

-22.6

9.4

-0.8

1.6

140.0

1.8

-0.99

-0.1

8.9

10.4

-8.2

农 业 全县耕地面积 370,757 亩，其中 25°坡度以上退耕还林 132,964 亩，其余 237,793

亩，都分布在山㟖沟洼梯形地里。1984 年农业人口 316,876 人（劳动力 144,310 人），每人平

均耕地面积 1.17 亩。

1984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总动力为 16,816 马力，比 1972 年增长 4倍。1984 年机耕

面积 9,305 亩，机械脱粒 9,515 亩。

粮、油、蔗：1984 年粮食总产 151,616,500 斤，比 1952 年的 108,550,000 斤增长 39%，

比 1983 年 189,620,000 斤减 20%；油料 3,755 担，比 1952 年增 137.4%，比 1983 年的 8,523

担减 5.5%；甘蔗 438,514 担，比 1952 年增长 14.4 倍，比 1983 年的 381,947 担增长 14.8%。

林 业 林业用地面积 1,763,500 亩，占全县总面积 46.6%，其中有林面积 895,000 多亩

（包括天然林和新造林），尚有宜林荒山面积 733,000 多亩。立木蓄积量为 50 多万立方米。

1983 年，全县有用材林 321,000 多亩，经济林 221,613 亩，其中果用八角林 21,932 亩，

叶用八角（苗油）林 49,288 亩，油茶林 35,000 亩，油桐 18,425 亩，果木林 1,189 亩，紫胶

寄主树 7,700 亩，竹林 5,479 亩，玉桂、板栗、核桃、石榴、茶树等 82,600 亩。黄连山和红

泥坡两处国营林场，有林面积 53,012 亩。黄连山林区、多奎保山林区划为全区水源林保护区

之一。

牧 业 有大牲畜水牛、黄牛、驴、马、骡、羊等。这些大牲畜的存栏数，1956 年为 90,301

头，1984 年为 95,376 头，其中黄牛 67,200 头，水牛 21,310 头，马、驴、骡等 6,866 匹（只）。

同年，出栏肉用羊 1,270 只，羊肉产量 23,571 斤。1984 年牧业总产值 1,100 万元。

副 业 农户主要从事养猪、鸡、鸭、鹅，以及种蔬菜、水果、烧石灰、砖瓦、编竹器、

孵鸭、酿酒、制家具、碾米、加工豆制品等副业。1983 年生猪年末存栏 136,000 头，当年出



栏 55,300 头。产水果 13,792 担。1984 年止，有本地黑猪保种场、麻鸭种禽场 3 个，1982 年

至 1984 年繁殖 13,053 头（只）。1984 年有种植专业户 1,214 户，养殖户 841 户，加工 1,688

户，建筑运输 984 户，商业 867 户，其他 221 户。这些专业户中，经济收入万元以上的有 10

户。1984 年，“两户一体”5,824 户，比 1983 年增加 3.4%，占全县农户 9.8%。

渔 业 1984 年全县养鱼水面积：山塘水库 132 亩，河沟 16 亩，池塘 172 亩，产量共 90,318

斤，社员在江河捕鱼 11,790 斤。国营鱼种繁殖场 1个，职工 6人，养殖水面 62 亩，年产鱼苗

178 万尾。

土特产品 本县土特产药材资源丰富，民间常用药材达五百多种。

蛤蚧：本县名产之一。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是脚有五趾。蛤蚧有益气、壮阳、定喘等功能，

可熟食或浸酒。现巳由野生逐步发展到人工养殖。1984 年全县共养殖 8,500 只。

田七：田七又名三七，是理血之要药。本县人工培植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它是多年生宿根

草本，秋季开花，果子扁椭圆形，一般种后三年可采收。叶、茎、根均可入药，但以块根为最

佳。1974 年产量达 4,300 多斤，价值 180 多万元。

茴油：本县茴油主要产于东关、燕垌、扶平、足荣、敬德、那甲等乡镇。1982 年产量为

32.56 万斤。占自治区总产量的 70%。本县茴油质地优良，折光指数大，凝固点高，历来是我

国传统名牌土特产品，远销世界各国。

八角：一年收一次，可成颗使用，也可制成八角油做香料，用其配制中药、名酒，用途甚

广。1984 年全县共收购八角 7,570 担。

矮马：是本县壮、瑶人民饲养的名贵畜种。体短矮而粗壮（最矮 82 公分），结构匀称，肌

肉结实，少病耐劳，性格温驯，能拉能骑，是山区人民交通、运输的重要工具之一，很有观赏

和使用价值，在国际市场有竞争能力。

矮 马 花 篮

茴香廿露酒：1983 年，县酒厂同自治区林科所林化产品研究室共同研制成功。此酒有清

爽可口，芳香浓郁，开胃健脾，帮助消化，促进肌体新陈代谢作用。经自治区科委等有关部门

鉴定，己于 1984 年正式投产。

花篮：系用麦杆编织并缀上华丽绸丝而成。造型小巧玲珑。早在明代己成为壮族人民送礼

的珍品。1974 年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德保花篮得到国际友人、海外侨胞的高度评价。周



总理曾将此种花篮赠送国际友人。产品远销美国、德国、英国、日本。

藤椅、藤沙发：本县出产的藤椅、藤沙发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款式新颖，造型美观，朴

素大方，柔软舒适。1975 年以来，产品畅销区内外，供不应求。1982 年至 1984 年，外贸出口

共 2,800 余张。1985 年 5 月藤编工艺厂有两名代表出国，到非洲布隆迪传技。

红碎茶：德保扶平茶场出产的红碎茶，颗粒紧实，色泽乌润，汤色红艳，滋味浓、强、鲜、

香。几年来，该茶叶出口 10,051 斤。1984 年 7 月份，荣获国家农牧渔业部的优质产品奖。

水 利 1955 年至 1980 年，全县水利总投资额 2,610 万元。修建大小引水工程 2,027 处，

引水流量 16.19 立方米/秒，兴建水库 13 座，总库容 2,554 万立方，有效库容 2,135 万立方。

此外，防洪排涝、人畜饮水等工程亦先后兴办，改进了农业生产条件，使全县保水田由原来的

18,000 亩增加到 1984 年的 121,850 亩。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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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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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3

－

－

100

－

－

1393.3

460.0

933.3

100

33.02

66.98

1690.2

894.3

795.9

100

52.9

47.1

1669.3

827.3

841.0

100

49.56

50.44

2705

－

－

19.8

79.8

-9.7

-1.2

-7.4

5.8

3.0

10.3

-1.7

工 业 解放前，县内仅有打铁、木工、砖瓦、织布、铁制等民间手工业。解放后，全县

工业发展较快，至 1984 年底，国营企业有铜矿、水厂、酒厂、印刷厂、造纸厂、综合厂、饼

干厂、大米厂、糖厂、冷冻厂、硫铁矿、煤矿、森工站、汽车修配厂、农机厂、水泥厂、矿产

公司、食品厂、砖瓦厂、芳香厂、电厂等 26 个，固定职工 1,846 人。

德保铜矿是自治区所属，为广西唯一具有年产铜金属 1,000 吨能力的基地。1985 年矿山

建、筑总面积 39,385 平方米。全矿总投资额 1,280.5 万元，固定资产原值为 1,358.2 万元。

全矿职工 992 人。该矿采用井下采选技术，主要产品有铜精矿（品位 23%），年均产量 1,000

吨；铁精矿（品位 60%），年产能力为 15,000 吨；锡精矿（品位 40%），年产量 40 吨。还有铜

精矿中的黄金、白银和硫磺等计价元素。1966 年至 1984 年，该矿上交利润 674 万元。县管集

体企业有五金厂、被服厂、藤编工艺厂、铁木器厂等，总产值 145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8.7%。

电力：本县电力事业是解放后才办起来的。1984 年，全县总装机容量 8,590 千瓦，总发

电量 2,220.79 万度。农村用电量为 823.64 万度。国营电站有多罗二级、多罗三级、谷隆、三

合、铁匠、那边、沙坡等 7座，装机容量 7,310 千瓦，年发电量达 2,085 万度。集体办小水电

站 107 座（其中乡镇办的 3座，380 千瓦），装机容量 1,280 千瓦，发电量 135.79 万度。全县

现有 35 千伏区域变电站 4座，主变电压器 8台，容量 15,950 千伏安，10 千伏配电变压器 175

台，10,820 千伏安。有 10 千伏以上输电线路 320 公里。用电装机负荷 4,200 千瓦。全县电力



供应以水电为主，旺水季节供电正常，枯水季节则不足。

交 通 本县交通以陆路为主，1984 年全县共有公路 10 条，475 公里，比 1950 年的 71.2

公里增长 5.7 倍，已铺渣油路 66 公里，截至 1984 年底，全县有各型号汽车 191 部，其中属于

私人所有的 9 部。1984 年已通班车有东关、城关、足荣、荣华、隆桑、那甲、巴头、东凌、

马隘、朴圩、敬德、扶平、都安、燕峒、龙光 15 个乡（镇）84 个村。年客运量 1,878,830 人

次，客运周转量 37,207,950 人公里。货运量 18,242 吨，货运周转量为 2,143,257 吨公里。

平龙路（田东县平马镇至靖西县帮龙乡）、板德路（崇左县板利到德保县）和田足路（田

阳县至德保县足荣），是经过本县的公路干线，在县境内全长 125.5 公里。

邮 电 1984 年全县有邮电所 11 所，各所安装有 30 至 60 门总机，县安装 300 门总机，

城内电话机 165 部，全县 16 个乡（镇）154 个村通电话，用户装机 430 部。农村电话中继线

路 218 杆程公里，乡以下线路 1,265 杆程公里，长途载波线路 11 条，长途交换机一台（30 门）。

1984 年全县邮电职工 167 人。

商 业 1984 年全县商业网点 168 个，从业人员 3,109 人。其中国营商店 119 个，从业 920

人；供销合作社 140 个，从业人员 572 人；集体所有制商户 20 个，人员 92 人；农村双代店

269 个，从业人员 269 人，个体有证商户 1,132 个，从业人员 1,249 人。1984 年全县社会商品

零售总额 3,812 万元，比 1952 年增长 25.4 倍。社会农副产品收购额 1,257 万元，化学农药销

售 9,855 吨。

财政金融 1984 年地方财政收入 304 万元，比 1952 年增长 18.1 倍，平均每人 9.14 元，

比 1952 年增长 7.12 倍。1984 年财政支出 1,314 万元，自治区补贴 1,010 万元。城乡居民存

款余额 593 万元，比 1952 年增长 61.7 倍，其中城镇居民存款 456 万元，占 77%；农村社员存

款 137 万元，占 23%。发放贷款 21 万元，收回贷款 136 万元（历年）。

人民生活 1984 年人均有粮 503.5 斤，比 1967 年每人增加 114.9 斤。职工年平均工资

978.72 元（含奖金和各种补贴），比 1957 年增长 1.4 倍。1984 年居民销费品零售总额 3,027

万元，社会集团消费品零售额 150 万元，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 338 万元。1982 年至 1983 年，

全县农民新建房屋 5,237 间，投资 273.3 万元，竣工面积 105,757 平方米。1984 年全县共销

售棉布、棉花化纤混纺布、化纤布 1,574,500 米，缝纫机 2,083 台，手表 5,320 只，自行车

2,217 辆，半导体收音机 846 台，电视机 160 台。

文 化
教 育 1950 年，全县有中学 1所，小学 110 所，学生共 9,659 人（其中中学生 423 人）。

小学教员 1,046 人（其中民办 757 人），中学教职员工 39 人。1983 年，全县有完中 3所，初

中 16 所，学生共 6,760 人，中学教职工 573 人。小学 1,195 所，学生 44,710 人，公办教师

1,754 人，民办教师 567 人。幼儿园 11 所，入园幼儿 818 人，教职工 55 人。小学教师 2,321

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 155 人，中学教师 405 人，具大专文化程度的 213 人。

解放前，全县受过高等教育的仅有 28 人。1950 年至 1984 年就有 387 人考上大学（“文化



大革命”期间推荐入学的末计在内），研究生 3人。

1956 年成立县壮文推广委员会，下设壮文办公室，同时成立县壮文学校，为自治区推行

壮文重点县之一。1981 年至 1984 年，先后培训壮文学习辅导员 427 人，举办小学公办教师壮

文学习班共 2期 2个班，培训了 125 人，全县已建立一支壮文教师队伍。农村参加壮文学习的

青壮年 21,685 人。

科 技 县现有科技情报所、农科所、农机科研所、林科所等科研单位。1979 年先后成立

县科协和农学、畜牧、医学、数理化、日语等学会。各公社相应组建科普协会。全县各种学会

会员共 1,786 人。1979 年至 1981 年，有科技研究成果 11 项，其中荣获国家农委和国家科委

科技成果奖 3 项，自治区奖 1 项，1984 年评定科技职称的有：农业技术员 133 人，工程技术

员 175 人；助理农艺师 28 人，助理工程师 33 人，助理会计师 1 人，医师 106 人；农艺师 4

人，主治医师 2人，工程师 4人，畜牧兽医师 1人。

文化艺术 县设文化馆、图书馆各 1个，各乡巳设文化站共 11 处。县图书馆藏书 44,863

册。1981 年 6 月，县城新建电影院 1座，有 1,453 个座位。1984 年有电影放映单位 90 个（其

中国营 12 个，厂矿办 3个，民办队 75 个），农村有 363 个放映点。1984 年，足荣乡建电影院

1座，850 个座位。德保人民喜爱壮剧，1955 年壮剧《宝葫芦》参加北京全国业余文艺会演，

荣获优秀节目奖。1981 年，壮族末伦小戏《女儿媒》参加自治区业余文艺会演，荣获创作一

等奖，音乐三等奖，演出三等奖。大型壮剧《种瓜得瓜》，1984 年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

会演，荣获录象演出奖，得铜质奖杯一个。县新华书店有 13 处发行点。1956 年建广播站。1984

年，县成立广播电视局，各乡设广播放大站，干部职工共 43 名。1973 年，全县仅有电视机 1

台。1979 年在县城后龙山顶建电视差转台，并配 50 千瓦、10 千瓦发射机各 1 台。1984 年，

燕峒、龙光、马隘、东凌等 4个乡建电视小功率差转台。据 1984 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县已

有电视机 1,100 多台。

卫 生 1949 年，县里有医院 1 间，医务人员 28 人。1984 年，县城设人民医院、妇幼保

健站、防疫站、血防站、皮防站等 5个卫生单位，另有一个麻风医疗村，各乡镇均设卫生院。

1956 年起至 1983 年，经调查全县发现麻风病人 205 人，接受治疗的 176 人，治愈 132 人。1984

年全县共发现患血吸虫病 1,005 人，治愈 987 人。1983 年，全县有病床 383 张，比 1952 年的

7 张增长 53.7 倍；有医务人员 495 人，比 1952 年 29 人增长 16.1 倍。实行计划生育 24,773

人，占全县育龄妇女 37,208 人的 66.6%，有 891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1973 年县成立了体育委员会。1983 年在中小学中有专职体育教师 37 人（其中小

学 13 人），比 1953 年 1 人增长 36 倍。1973 年，县建环形灯光球场 1个，观众看台 12 层，3,300

个座位。县体委经常组织群众开展各种体育活动。1974 年，儿童男子篮球代表队，参加地区、

自治区及在四川宜宾市举行的全国儿童篮球分区赛，均获第一名。

特殊风俗 瑶族婚俗：会唱山歌的男女青年则答歌为婚；不会唱歌的则私下谈情说爱；不

会唱歌又不善谈情谈爱者，则多由父母包办成婚。瑶族丧葬习俗：丧父守孝三十天，丧母守孝

四十天，满孝则洗孝服。父死三年内禁忌食狗肉，母死禁食四年。特殊节日：壮族有六月牛魂



节。“牛魂节”又称“孩子节”，一些地方则称“鸡德节”。节日那天当外婆的要送鸡给外甥。

文物胜迹
独秀峰 矗立于县城中，突兀挺拔，似青筍直指苍穹，有石级蜿蜒而上，直通山中慈云洞

和流云洞。峰壁上镌有“云山”、“独秀峰”等字及历代墨客骚人的名诗警句。1981 年，在峰

北麓建一山门。山上有明、清建筑物，新建有叠翠亭，拾级而上，莲城鉴水，尽收眼底。

羊角蜂 大小羊角峰在县城云山前。苍松横空，粗藤盘错，地势险要。清咸丰年间农民起

义军首领苏日照曾率众占领此山，从这里攻入府城。1982 年建亭于大羊角峰巅，更为壮观。

鉴芳园 为 1981 年新建的公园。位于县城东桥头之鉴河与布洪溪汇流处，风景优雅，园

中建有九曲桥及亭台榭阁。

石 斧 在燕洞乡燕洞村地表屯和玉燕村的背㟖桶等地，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石斧多种。现

收藏在县文物管理所。

铜 斧 1982 年在那甲乡发现铜斧一件，通长 8.3 厘米，銎部 3.6 厘米，刃部宽 6厘米。

据鉴别此器乃汉代遗物。现存自治区博物馆。

南 桥 在县城南，为五孔石拱桥，系清雍正十二年（1734 年）始建，光绪六年(1880 年)

重修，1950 年 10 月 19 日被法国飞机炸毁，1951 年 5 月 14 日重建，全长 46.5 米，桥面宽 4.1

米，桥高 4.6 米。

土 炮 清咸丰年间，镇安府城屡遭农民起义军进攻，清吏团绅置大小青铜、生铁铸成的

土炮十多门于城上顽抗。大者口径有二十多厘米。现仅存一小炮置于县城独秀峰慈云洞口。其

余已于 1958 年大办钢铁时熔毁。

著名人物
杨 旦(1886－1927) 马隘乡年纽村大年屯人。又名杨鼎新、杨铭勋。民国初考取桂林法

政学堂。1926 年天保农民运动兴起，杨被选为县农民协会筹备会委员，领导农民同贪官污吏

作斗争，并发展地方武装惩恶除霸。1927 年被天保县知事吕仲仁杀害于天保城西门。

潘大斌(1897－1931) 德保县龙光乡新龙屯人。1928 年参加革命，历任天（保）向（都）

农民自卫军排长、副营长等职。1931 年 2 月 12 日在龙光的陇香与新龙交界卡八山战斗中，掩

护指挥部和群众转移，率部阻击敌人，因弹尽跳崖壮烈牺牲。

许宗崇(1952－1979) 马隘乡喜兰村人。民兵。1979 年 2 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斗中，四次冲

上山头，抢救伤员，五次中弹，英勇牺牲。中央军委授予“支前模范”光荣称号。

岑天保(1328－1394) 本邑人。明代土官，为左右江溪洞军民宣抚使岑仲淑之第十代孙，

世袭镇安土知府。死后民怀其“保境息民、薄赋轻徭”的德政，以其名命天保山，建岑公祠于

府城东，岁时祀之。天保县也因而得名。

陆鸿一(1833－1909) 敬德镇多敬村叫亩屯人。晚清时任保亭团团总（今多敬等地）。宣

统元年（1909 年），号召该团所属各乡绅民栽种八角，成活在十万株以上。对发展地方经济林

业有所贡献，广西省抚部院于宣统元年八月十三日授于他四品顶戴官衔及奖扎一件。



谢宗铿(1896－1951) 城关镇莲城街人。字寿彭。广西陆军速成学校毕业。曾任广西省少

将参议，广西省政府顾问，广西第六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任职期间，曾带兵到东兰、

凤山“围剿”红军，杀害红七军二十一师政委陈洪涛。1951 年在清匪反霸中被镇压。

重要事件
二打镇安府 1、清咸丰十一年(1861 年)六月，本县农民起义首领苏日照（马隘大偶村人），

以杀官，开仓赈民为号召，率众数百，攻打镇安城，越过后龙山，冲入城内，激战于西街，后

失败。2、清同治元年（1862 年）三月，桂南农民起义军领袖吴凌云在新宁州建延陵国，攻占

太平府，被清兵包围，吴凌云牺牲，其子吴亚终率余部突围到镇安府，重整旗鼓，联系天保南

乡的小张三，本县的班世雄、谢友齐、及归顺黄崇英、马隘黄付胜，奉议黄十、牛头等，合攻

镇安府城，不克。

天保县农民游行示威反贪官 1927 年 1 月 16 日，百登乡农民协会领导黄乃强等组织农民

群众及各界进步人士共一千多人，两次进入天保县城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天保县团务局局长

余达初贪污压榨老百姓，要求县知事江涵撤余的职务。后又向广西省农民部和省党部告发，揭

露余达初罪行和江涵处事乖张。最后，国民党省党部撤去江、余的职务。

邓小平在天保的革命活动 1930 年 8 月，邓斌（即邓小平）从右江到天保的龙光、燕峒、

旺峒、华屯和陇香等地进行革命活动。曾召开农军指挥部营级以上干部会议。对天（保）向（都）

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作了重要指示，并将随队同来的红七军干部乔松、许廷福（天保县人）留下，

协助地方农军工作，播下革命种子。

农民武装攻打敬德县府 1949 月 6 月 20 日，在敬德县的扶隆一带，以陆南山、黄华山等

人为首组织一百多入农民武装，联合云南省富宁县谷拉乡的覃常忠以及敬德附近村屯的农民共

800 多人，分三路攻打国民党敬德县府，后因山洪暴发和靖西县保安队增援，农军攻城未克。

敬德县城解放 1949 年 11 月 2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边纵队敬德独立大队解放敬德

县城。

天保县城解放 1949 年 12 月 2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边纵队左江支队七十五团、天

保独立队、天保独立营解放天保县城。

法机轰炸天保县城 法（国）越（南）战争时期，1950 年 10 月 19 日下午 3时 30 分，法

国飞机 4架侵入天保县城（今德保县）上空，投弹 9枚，破坏炸毁房屋五十多间，及城南五孔

石桥 1座。是日正值圩日，桥上行人拥挤，遭炸跌下河被水冲走者无从统计，仅现场查明，死

亡 13 人，受伤 15 人。事件后，经我外交部提出抗议，法方被迫道歉赔偿损失。

英 U2型无人驾驶飞机侵入本县上空被击落 1967 年 6 月 12 日下午 2时 30 分，一架美国军

用 U2型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侵入我县上空，被我空军某部击落于燕洞公社平安大队大龙上屯

山腰。残骸在德保、南宁等地展览后，运往北京军事博物馆存展。

供稿：德保县志办公室

编辑：粱武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