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 山 县

马山县北缘红水河上之大化水电站，是广西目前己建成的最大水电站。县内生产的贡川纱纸驰名

中外，远销东南亚各国。特产以金银花、蛤蚧为著，所产的生姜、干姜片和姜糖片，是国内市场上有

竞争能力的商品。

位置面积 马山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居红水河中段的南岸、大明山的北麓。东接

忻城、上林县，西靠平果县，南与武呜县为邻，北面隔红水河与都安瑶族自治县相望。东西最

大横距约 80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约 50 公里。县城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130 公里。

全县总面积 2,665 平方公里，折合 399.75 万亩。其中山地 296 万亩，水面 24,524 亩。

建置沿革 秦属桂林郡地。汉属郁林郡领方和增食县地。唐代属岭南西道邕管思恩羁糜州。

元属湖广行省广西右江道田州路思恩土州。明属广西布政使司右江道思恩军民府。永乐十八年

（1420 年），田州土官岑瑛任思恩土州牧，将辖地分设白山、兴隆、那马、定罗、古零、乔利

等十三堡。嘉靖七年（1528 年），十三堡地并为白山、那马、兴隆、古零、定罗、下旺、安定、

都阳、旧城等九个土司。清同治九年（1870 年），废那马土司，改置那马厅。民国元年（1912

年），那马厅和定罗土司合并为那马县。民国四年（1915 年），兴隆、白山、古零三土司改土

归流，合并为隆山县。1951 年 7 月 1 日，隆山县和那马县合并为马山县。

行政区划 全县划为 12 个乡、2个镇：合群、古零、古寨、加芳、里当、金钗、乔利、林

圩、永州、州圩、贡川，片联乡和白山、周鹿镇。下辖 169 个村（街）和光明山林垦区，3,021

个自然屯，3,513 个村民小组。还有大化水电站。县治白山镇有 2,863 户，13,541 人。周鹿镇

有 9,110 户，52,544 人。大化电站常驻本县人口为 2,422 户，14,335 人。

人口民族 全县 1983 年有 474,358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78 人。主要民族有壮族、

汉族、瑶族。1982 年统计，壮族 355,933 人，汉族 79,459 人，瑶族 26,129 人，此外还有回、



水、侗、苗、毛难、仫佬等族共 137 人。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53 年

第一次

人口普查

1964 年

笫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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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38 54933 61243 82548 124.08 50.72 34.78

总 人 口 207721 256142 286212 461634 122.23 80.22 61.29

性别

构成

男 105291 125057 139838 234386 122.61 87.42 67.61

女 102430 131085 146374 227248 121.85 73.35 55.25

地区

构成

城 镇 3946 5982 8094 26191 563.73 337.83 223.59

农 村 203775 250160 278118 435443 113.68 74.06 56.56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境东部和西部是石山地，海拔在 600-700 米之间；中部是土岭区，海拔多在 500

米以下，呈东西高、中央低的马鞍状地形。境内大部分为丘陵石山地，丘陵起伏，山岭纵横。

山间形成许多小块的盆谷，全县有 4,884 个㟖场。

山 脉 大都南北走向，连绵相接。位于东部古寨与加芳乡交界处的加坚山，海拔 835.3

来，为县境最高峰。其他尚有苏维岭、东蒲山，高度在海拔 600 米以上。

河 流 红水河流经本县北部边境，境内各小河大都自南向北注入红水河。这些小河中较

有使用价值的有姑娘江等 11 条，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境内还有一些地下河，较有使

用价值的有龙灯河等 11 条，大部分分布在干旱地带和石山地区，深 35 米以下。此外，还有地

下水点数百处，较有效益的 203 处，大部分与地下河相通或是地下河的露头处。

气 候 本县地处低纬度，太阳入射角大，辐射强，四季多东北风，气温较高，属南亚热

带气候。雨量充沛，但分布不均匀，春秋两季有干旱，夏季大雨暴雨多，易成内涝。冬季有霜

冻，一般在 10 天左右，个烈年份降雪。1956 年至 1979 年，年平均降水量 1,666 毫米，最高

达 2,060 毫米，4至 9月为雨季。年平均无霜期 300 至 350 天，初霜日为 11 月 25 日至次年 1

月 21 日，终霜日为 12 月 21 日至次年 2 月 15 日。年平均气温为 21.3℃，7月最热，平均气温

28.2℃；1 月最冷，平均气温为 12.2℃；年极端最低气温为-0.7℃（1963 年 1 月 15 日），极

端最高气温为 38.9℃（1971 年 7 月 22 日）。主要气象灾害有大暴雨，强寒潮，强台风和冰雹。

1978 年 5 月 26 日至 27 日，全县有 8个乡降水在 100 毫米以上，其中古零乡 27 日降水超过 255

毫米，全县大部分乡山洪暴发，造成严重水灾。台风多出现在春末夏初，1976 年 4 月 20 日和

23 日，永州、州圩、周鹿 3个乡部分村，受到大风袭击，玉米受灾 4,961 亩，吹倒房屋 46 间。

冰雹出现大多是在 4 至 5 月，最早在 3 月份。1972 年 5 月 2 日，州圩乡 4 个村发生冰雹和大

风灾害，房屋倒塌，人畜伤亡，作物受害，损失不少。

土 壤 1959 年土壤普查，全县有 10 种土壤，各占耕地面积百分比如下：砂士 20.74%，

粉砂土 10.64%，石砾土 1.25%，砂壤土 11.77%,壤土 29.31%，粘土 22.9%，重粘土 2.96%，锅



巴土 0.26%，蚂蚁土 0.05%，烂湴土 0.12%。

资 源 矿藏：有煤、锰、铝土、铁、水晶、滑石、铜、锑、钨、金、铅、锌，有的储藏

量相当可观。金钗煤矿已探明藏量在 60 万吨以上，现年开采量 3万吨左右。除铝土矿以外，

其他矿藏都在不同程度地开采。水力：除红水河外，11 条地表河共集雨面积 2,170 平方公里，

总最大流量为 92 立方米/秒，最小流量 12.85 立方米/秒，多年平均流量 40.6 立方米/秒，可

开发利用水力资源蕴藏量 8,199 千瓦。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983 年工农业总产值为 8,745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10.14 倍，比 1982 年

增长 2.8%。1978 年以来年递增 2.4%。1983 年人均产值 185 元，比 1949 年增长 4.4 倍，比 1978

年增长 2.77%。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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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737

483

4

125

120

5

1100

65.5

0.5

17.0

16.3

0.7

6426

4364

105

1218

698

41

100

67.9

1.6

18.9

10.9

0.6

7389

4827

127

1551

846

38

100

65.3

1.7

21.0

11.5

0.5

7201

4515

129

1633

886

38

100

62.7

1.8

22.6

12.3

0.5

877.1

834.7

3125.0

1206.4

638.3

660.0

12.1

3.5

22.8

34.1

26.9

-7.3

-2.5

-6.5

1.6

5.3

4.7

0

2.3

0.7

4.2

6.0

4.9

-1.5

农 业 1983 年全县耕地面积 411,200 亩，农业人口 448,900 人（劳动力 183,505 人），

人平均耕地 0.9 宙。其中水田 184,900 亩，旱地 228,300 亩。旱涝保收田 159,958 亩，有效灌

溉面积 115,917 亩。

1984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2,516 台，合 39,831 马力，比 1978 年的 29,231 马力增

长 36.26%。现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9.9 马力，比 1978 年的 7.1 马力增加 2.8 马力，其中耕作

机械每百亩耕地占有 3马力。

粮、油、蔗：1983 年，粮食总产量为 21,770 万斤，比 1982 年减收 2,715 万斤。油料总

产 36,084 担，比 1982 年增长 38.84%。粮食收购 1,276 万斤，比 1982 年减少 1,634 万斤。油

脂收购 83.54 万斤，比 1978 年增长 5.8 倍。甘蔗收购 47,535 吨，比 1978 年增长 84.15%。

林 业 全县山地面积 296 万亩，其中宜林面积为 74 万亩，有林面积 46 万亩，占山地面

积的 15.54%，占宜林山地 62.16%。立木蓄积量为 19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 11.52%。油桐、

油茶、柑桔都有较大的发展。

牧 业 1983 年全县耕牛存栏 70,455 头。生猪饲养量为 241,656 头，年末存栏 163,231

头，出栏肥猪 78,425 头。山羊饲养量为 70,382 只，年末存栏 52,131 只，出栏 18,251 只。



副 业 除养猪外，还饲养鸡、鸭、鹅、兔、蜂、蚕、蜗牛、地鳖虫、种植桑、蘑菇、木

耳、香草，加工铁器、木器和编织竹具、草席，还有酿酒、加工豆腐等；乡乡都有建筑队伍，

在县内和到南宁、百色、河池等地承包建筑工程。

渔 业 全县可养鱼面积 24,524 亩，其中山塘水库 14,117 亩，池塘 10,407 亩。1983 年

养殖面积为 13,497 亩，其中山塘水库 8,216 亩，池塘 5,281 亩。1978 年以来，鱼产量每年都

在 6,000 担左右，1983 年鱼产量 6,278 担。此外，县设有鱼苗场，年产鱼苗 1,500 万尾以上，

基本满足本县放养需要。近年来还有不少家庭挖井放养本地塘角鱼、埃及塘角鱼和泥鳅等。

土特产品 桐油：历来为本县特产。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年产量最高达 5,000 担。年出

口量一般为 2,500 担，最高达 3,800 多担(1954 年)。七十年代后，年产 3,000 担，出口 1,500

担，最多 2,240 担(1972 年)。

蛤蚧：中医用作补肺、益肾、纳气、定喘药，价值较高。马山地处大石山区，气候适宜蛤

蚧繁殖，商业部门每年收购量在 1万对以上。

生姜：本县主要经济作物之一。1984 年产量 5,381 万担。除少量在本县销售外，绝大部

分加工成干姜片、姜糖片，输往区内外。

旱藕：年产约 2万担。加工成淀粉，可作工业原料，制成藕粉，可作食用，在市场上颇有

竞争力。

木薯干片：年产 15 万担以上，大部分收购外销。

金银花：原系野生，1976 年，人工培植成功到 1984 年，人工栽培已达 300 万株以上，产

量 1,100 多担。本县石山区面积广，金银花的发展有广阔前景。金银花根茎均能入药，能清热

解毒，主治温病、斑疹、咽痛、热毒下痢、痛肿、疮痛等症。花叶蒸溜成露，可作饮料。马山

酒厂已试产金银花露，加芳乡也建厂加工金银花精，投放市场。

金银花



辣椒：年产 1~3 万担，主要供应出口。

水 利 到 1984 年，全县已建有引水工程 211 处，引水流量为 7.25 立方米/秒，灌溉面积

42,400 亩。蓄水工程 69 处（中型水库 2处，小型水库 67 处），有效库客共 7,015 万立方米。

机灌 179 处，装机 179 台，2,658 马力，保证灌溉面积 7,600 亩；电灌 52 处，装机 52 台，850

马力，保证灌溉面积 4,100 亩；泵灌 68 处，共 72 台泵，保证灌溉面积 5400 亩；喷灌 2 处，

能喷 2,400 亩。还有排涝隧洞 107 处，全长 20,343 米，开明渠 277 公里。人畜饮水工程 606

处（其中水井 147 处，蓄水池 433 处，挖泉水 26 处），解决人饮水 127,000 人，牲畜饮水 104,300

头。

工 业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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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48

48

0

100

100

0

1342

640

702

100

47.7

52.3

1120

529

591

100

47.2

52.8

1544

806

738

100

52.2

47.8

3117

1579

0

15.1

25.9

5.1

37.9

52.4

24.9

2.8

4.7

1.0

1949 年以前，县内仅有铸锅、造纸、酿酒、织布及一些铁器加工等手工业。1983 年底，

全县国营厂矿企业有印刷厂、糖厂、水泥厂、氮肥厂、农机修造厂、汽车修配厂、酒厂、副食

品加工厂、粮油加工厂、锰矿、金钗煤矿等，职工共 1,279 人，产值 1,390 万元，占全县工业

总产值 90.03%。县管集体所有制企业产值 21 万元，占工业总产值 1.36%。

1983 年乡镇企业单位 27 个，主要从事陶瓷、砖瓦、农机配件、造纸、铁木器加工等，产

值 27 万元，占工业总产值 1.75%。个体工业产值 14 万元、占工业总产值 0.91%。非独立核算

单位工业企业产值 92 万元，占工业总产值 5.96%。

本县工业名牌产品有：铁锅头、小钢磨、铸铁管和贡川纱纸等。贡川纱纸纸质洁白，韧性

强，远销东南亚各国。

电力：全县有小水电站 39 处，装机容量 2,930 千瓦。1983 年小水电站发电量 302 万度。

1984 年全县有千伏安区域变电站 11 座，拥有 5,850 千伏安，降压变电站 3座。共有变压器 162

台，10,924 千伏安，用电装机容量 10,924 千伏安。有 10 千伏以上的输电线路 140 公里。年

供电量 1,570 万度，用电量 1,322 万度。

大化水电站位于本县古感和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化交界处，是广西目前在红水河上建成的最

大的水电站。此站于 1975 年 10 月 28 日动工兴建，1983 年 12 月 1 日第一号 10 万千瓦发电机

组建成，并网发电。第二、三号发电机组于 1984 装完工，已并网发电。整个电站共有 4 台发

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 40 万千瓦。电站枢纽工程主要由河床式厂房、溢流坝、左右岸挡水坝、

通航建筑物和开关站等部分组成。电站厂房与大坝紧密相连，长 175 米，宽 75.6 米，最大高



度为 83 米，是我国目前最高的挡水厂房。电站大坝全长 1,100 多米，高达 78.5 米；在溢流坝

上，设置 12 扇各 14 米高的平板闸门，能泄下千年一遇的 31,000 立方米/秒的洪水。

交 通 1983 年底统计，全县有公路 20 条，全长 429 公里（其中渣油路面 100 公里），比

1949 年增长 5.8 倍。拥有各种汽车 460 辆，14 个乡镇有 13 个通了客车。1984 年客运量为

1,669,890 人次，周转量为 5,506,635 人公里；货运量为 66,832 吨，周转量为 3,971,017 吨

公里。红水河流经本县河段长 91 公里。因河床落差大，滩多流急，原来只能通行木帆船，大

化水电站建成后，电站上游可通行机动船，每天有三班客船来往于大化和岩滩之间，其航路经

本县边境有 20 公里。

邮 电 有邮电局 1个，支局 3个，邮电所 11 个，邮电服务站 2个。邮路总长 301 公里。

各乡村全部通邮。电话线路 1,060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11 条，安装总机 3台，分总机 10 台，

单机 586 部。

商 业 1984 年，有商业网点 4,537 个，从业人员 7,971 人。其中国营网点 48 个，从业

人员 746 人；集体网点 125 个，从业人员 629 人；个体网点 4,364 个，从业人员 6,596 人。社

会商品零售总额 3,817.4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57%。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860.5 万元，出口商

品收购总额 823.3 万元。主要出口商品有生姜、木薯片、竹器、山羊等。

财政金融 1984 年全县财政收入 640.4 万元，自筹收入 10.6 万元。财政支出 1,571.5 万

元，自筹支出 8.1 万元。全县城乡储蓄额 667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547.5%；其中农民存款 281.4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382.6%。1984 年农贷款发放 1,304.6 万元，比 1982 年多放 387.2 万元。

当年累计收回 884.7 万元，比 1983 年多收回 16.6 万元。

人民生活 1983 年，人均有粮 457 斤，比 1978 年减少 49 斤。农民人均收入 162 元，比

1978 年的 74 元增长 1.19 倍。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平均月基本工资 60.2 元，比 1978 年的

51 元增长 18%。1983 年农村出现年收入超万元的有 6户。1983 年全县拥有自行车 69,120 辆，

比 1978 年增加 46,671 辆。手表销售 7,387 块，比 1978 年多销 5,998 块，缝纫机 3,031 台，

比 1978 年多销 2,323 台；自行车 4,597 辆，比 1978 年多销 2336 辆，收录机和收音机 2,456

部，比 1978 年多销 1,323 部；电视机从 1979 年到 1984 年共销售 971 台。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全县仅有初中 2所，学生 411 人，教职员 46 人；小学 374 所，学生 18,454

人，教职员 659 人。1984 年，全县有中等师范（教师进修警校）1所，学生 66 人；完全中学

5所，学生 1,B37 人；初中 30 所，学生 9,675 人；小学 173 所，教学点 1,242 处，学生 68,703

人；幼儿园 6间，入园幼儿 832 人。全县中小学教职工 3,950 人（含民办教职工 1,776 人），

其中大专毕业的 198 人，中专毕业的 926 人。1982 年恢复壮文学校，有教职工 14 人，到 1984

年，已培训学生 488 人。1971 年至 1984 年，全县升入大专院校的学生 631 人，升入中专的 851

人。

科 技 县有农科所、林科所、农机研究所、计量管理所、畜牧配种站等科技单位，还成

立了科协、农学会、兽医学会、水电学会、医学会、林学会、农机学会。县皮防站控制麻风病



流行的研究，获 1978 年全区科技大会协作奖。现有科技人员 938 人，其中工程师 3 人，农艺

师 1人，主治医师 8人；助理工程师 32 人，助理农艺师 18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12 人，医师

81 人，助理会计师 2 人；工程技术员 62 人，农业技术员 22 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5 人，医士

192 人。

文化艺术 县有文化馆、图书馆、文艺队、电影公司、新华书店，职工共 108 人。12 个乡

镇设有文化站和电影管理站，1984 年全县有 280 个放映点；图书馆藏书 75,906 册；新华书店

有发行点 11 个。还有县广播站、电视差转台，乡有转播站 12 个。前代留下志书有《白山司志》、

《隆山县志》、《那马县志草略》。

卫 生 1949 年，马山只有 2 间卫生院，4 张病床，医务人员 16 人。1983 年有县医院 1

所，乡镇卫生院 12 所，防疫站 1所，皮防站 1所，妇幼保健站 1所。全县有病床 261 张，医

务人员 303 人，（其中主治医师 8 人，医师 81 人）。村卫生所（室）169 间，卫生员 363 人。

19 84 年全县育龄夫妇 63，849 对，已做绝育手术的 29,250 人，到 1984 年底止，全县已领独

生子女证的夫妇有 993 对。

体 育 1956 年建立县体委，1973 年成立业余体校，为国家培养了一批运动员。在自治区、

全国各项比赛中，先后有 20 人获奖。向国家输送一级技巧运动员 1人，向自治区输送田径教

练 1人。

特殊风俗 节日：二月初二，壮家百花仙子节。四月初八，壮家敬牛节。五月二十七至二

十九日，瑶族达努节。七月二十日为瑶族的达旺节。这些是马山一带特有节日。十月初十，壮

家常称双喜节，这一天为传统吉日，青年男女多在这一天结婚请酒。婚嫁：壮、汉、瑶三民族

相互通婚。壮、瑶在本民族间，男嫁女、女嫁男都同样流行。丧葬：凡年七十以上而逝，叫作

仙逝。认为此时八已活到头，死是一件乐事，子女多不哭丧，有的做道场时，还吹箫弹琴，欢

送老者升天。歌圩：主要盛行于西部的贡川、州圩、永州乡一带，歌期有的是正月十六日，有

的是三月三、三月十六、三月二十七、七月二十七不等。历来以龙口歌圩（三月十五至十七日，

三天内遇圩日为歌节）最为热闹，届时有从都安、平果、武鸣等县来的青年男女参加，多达万

人以上。

文物胜迹
题诗岩 位于永州乡以西 4 公里的永州、州圩乡交界处。石壁上雕刻有历代著名诗词 10

余首，另有明代思恩土知州岑瑛手迹“镇安”二字，每字约 2尺见方。

龙眼洞 亦称黑岩。位于贡川乡龙眼村与平果县凤梧乡甘河村交界处。洞高数丈，长约 100

公尺，洞中石柱钟乳富集，奇特优美，大石上还留有古人诗词 10 多首。

白马山 位于县城西乔利乡白马屯西侧。该处有一石山，形似一只破土而出的马头。岑瑛

在石壁上题刻“归顺”二字，每字约 2尺见方。其下有墨客骚人所题诗文百首以上。

金伦洞 位于南宁市北 109 公里、马山县城南 21 公里的公路西侧。神话传说壮族英雄韦

金伦曾在此洞读书遇仙获宝，故名。洞深 9公里以上，穿过 12 座山腹，有 5个出口，只要稍

作修整，就可以从洞口乘小汽车穿过洞中长廊，直达洞内数公里深处。洞中石柱、石花、石幔、



石笋、石乳……千姿百态，宏伟壮观。洞中有长廊、大小厅堂，还有形如百凤朝阳、观音探海、

鲤鱼跳滩、青蛙斗蛇、村妇盼郎归、老渔翁钓鱼、刘三姐对歌等等奇石异景。洞内有地下河，

只要稍作疏浚，就可以从洞口起溯流而上，泛舟游览。洞内空气新鲜，气温常保持在 20℃左

右，冬暖夏凉。1983 年 5 月端阳节试行部分开放以来，已接待 2万多游客。

金伦洞

仙 岩 又叫灵泉洞。位于县城南 2 公里半山上。洞内有佛像数尊。

荔枝岩 位于古零街东北边的山上。因有岩石形如荔枝而得名。内有佛像。

著名人物
李凤彰(1887－1938) 壮族。州圩乡平山村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那马县农民

协会主席、那马县临时革命工作委员会主任、县农民赤卫军指挥长、中共那马支部书记、那马

总支军事委员、那马特支军事委员、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军委委员、那马中心县委军委书记等

职。1938 年 8 月 3 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韦成篇(1892－1938) 壮族。州圩乡平山村人。又名韦耀德。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

任那马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那马县临时革命工作委员会军事委员兼组织委员、那马县农民赤

卫军副指挥长、中共那马支部组织委员兼宣传委员、那马特支组织委员兼宣传委员、那马中心

县委委员等职。1938 年 8 月 3 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徐泽长(1904－1938) 壮族。州圩乡州圩村人。又名黎达。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

那马县农民赤卫军政治指导员、中共那马支部书记、总支书记、特支书记，中共果德中心县委

委员、中共那马中心县委统战委员。1938 年 8 月 3 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王维翰(1678－1763) 壮族。白山镇东风街人。字介宗。白山土司第七代土官。清初名画

家兼诗人，精通声律。著有《芦山诗话》，已失传。

王维相(?-?) 壮族。白山镇东风街人。字介臣、循斋。王维翰弟。清初，被誉为能起死



回生的名医。

王言纪(?－?) 壮族。白山镇东风街人。白山土司第十三代土官，清代中期诗人。《白山

司志》编纂者，有诗词十多首传世。

李萃东(?－?) 壮族。合群乡人。字荟文。清未庠生。创办白山司初、高等小学，并任高

等小学校长。著有《时婚诗对》、《广西纸业过去与将来》，均己失传。

重要事件
那马农民武装暴动 1929 年 6 月 3 日上午，在中共右江地下党领导下，果德农军三百多人

与州圩农民革命军汇合，举行武装暴动，攻占那马县城，打死敌人一批，俘获十多人，缴获步

枪十余支，放出四十多个被关押的群众。贡川人民反“三征” 1938 年 2 月间，那马县贡川、

等宦一带的农民，组织了一百多人的抗征团，反对国民党无理征兵、征粮、征税，国民党政府

派兵镇压，在都安抗征团的支援下，贡川抗征团把国民党保安队一个连包围在贡川街，打了三

天三夜，把敌人打垮。

“八·三”惨案 1938 年 6 月，国民党武鸣专署藉口共同抗日，诱骗中共那马县主要领导

人李凤彰、韦成篇、徐泽长到县府谈判。当送三位同志到县城时即被拘捕，并于 8月 3日在武

呜被杀害，造成有名的“八·三”惨案。延安《抗大日报》和桂林《救亡日报》先后登出了有

关“八·三”惨案的文章，揭露国民党当局假谈判、真反共面目。

日军进犯马出 1944 年至 1945 年间，日本侵略军两次进犯马山县境。第一次是 1944 年

12 月 2 日进犯隆山县城，5 日进犯那马县城。第二次是 1945 年 4 月 22 日进犯隆山县城，23

日进犯那马县城。两次共屠杀马山群众 1,340 人。

敢细岩惨案 1944 年 12 月 3 日，日军到上龙抓人抢劫，发现塘头村后山洞口下有牲口叫

声，山洞里有小孩哭声，便向洞内投手榴弹、燃烧弹，把洞内藏的六万斤谷垛烧毁，塘头村

86 名无辜群众被活活烧死。

隆中学运 1947 年 6 月 24 日，隆山中学学生响应全国学联“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的口号，全校五百多人举行罢课。学校当局宣布开除十七名学生，县政府又逮捕学生。学生们

坚持斗争三个多月，最后反动当局被迫释放学生，斗争取得胜利。

黄怀仁遇害 1949 年 1 月 29 日，中共隆山县总支书记黄怀仁及随员周国恩，在原金钗乡

地州村下楼红水河边被叛徒杀害。

隆山县城解放 1949 年 12 月 4 日，我党领导的隆山县游击队进攻隆山县城，守城的国民

党部队被迫投诚，县城宣告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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