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 峨 县

天峨县地处广西西北边远山区，森林资源丰富，人均有林 17 亩，是广西林业重点县之一。宜牧荒

地广阔，草质优良，具有发展畜牧业的天然优势。土特产有木耳、栓皮、艾纳香、灵芝等。国家计划

开发的红水河梯级发电站之一龙滩水电站就在县城附近。

位置面积 天峨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红水河中游。东邻南丹，西接乐业，南连

东兰、凤山，北与贵州省罗甸县隔红水河相望。县治六排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381 公里。

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76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94 公里，周界长 429 公里，总面积 3,192.47

平方公里，合 4,788,705 亩。其中，山地 4,741,560 亩，占总面积的 99.02%；水域 46,440 亩，

占总面积的 0.97%，平地 705 亩，占总面积 0.02%。

建置沿革 秦分属桂林郡和黔中郡。唐分属宜州与田州。清初分属南丹、东兰两土州和凌

云县：道光六年（1826 年）置天峨分县，属凌云县。民国元年（1912 年）撤销分县改设弹压

委员公署，后改为凌云县驻防办事处或特别区。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1 月析凌云、南丹及凤

山 3县地，置天峨县，县治天峨圩（今向阳镇）。1950 年 1 月天峨县解放。

行政区划 现辖岜暮、八腊（瑶族乡）、老鹏、纳直、更新、燕来、下老、坡结、三堡 9

个乡和六排、向阳 2 个镇。共 75 个村（街）民委员会，1,615 个村（街）民小组。县治六排

镇，有 3,685 户，20,695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全县总人口 149,153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19.18‰，人口密度每平方公

里 46.7 人。



据 1982 年统计，有壮族 69,926 人，占全县总人口 57.5%，汉族 48,041 人，占全县总人

口 39.5%，瑶族 2,871 人，苗族 189 人，仫佬族 54 人，毛难族 89 人，回族 3人，彝族 15 人，

水族 5人，满族 2人，布依族 300 人，侗族 24 人。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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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11775 1332 14221 19203 63.1 44.1 35.0

总 人 口 59708 64514 68812 121519 103.5 88.4 76.6

性别

构成

男 29434 32214 34357 58434 98.5 81.4 70.1

女 30274 32300 34455 63085 108.3 95.3 83.1

地区

构成

城 镇 － － 3660 7610 － － 107.9

农 村 － － 65152 113909 － － 74.8

自然条件
地 形 地处广西丘陵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形极为复杂，西南、西北以及东北高，

中部及偏东南低。自西南、西北、东北向中部及偏东南方向倾斜。群峰林立，连绵不断，形成

以中山为主的地形特征。其面积为 2,107.47 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 66%。

山 脉 境内各山属云贵高原凤凰山脉支系和东凤岭山脉。其特征是群峰基座相连，顶峰

对峙，素有“喊话听得见，走来要半天”之说。位于西南部的高楼山，海拔 1,419 米，为全县

最高点。其次是谋鲁山，海拔 1,328 米，交连岭海拔 1,332 米，三匹虎山海拔 1,356 米，交麻

岭海拔 1,330 米，其余山脉都在 1,300 米以下。县内最低点位于岜暮乡隆安村的劳拉河口，海

拔 205 米。

河 流 境内大小河流 58 条，皆注入红水河，属珠江水系。红水河发源于云南省沾益县马

雄山，经贵州省自西北向东南方向流贯本县，经县内长度 111.5 公里。水力资源极为丰富，最

大流量 1.58 万立方米/秒，最小流量 174 立方米/秒。最高水位和最低水位差 25.98 米。多年

平均最高水位 232.6 米，最低水位 212.83 米，相差 19.78 米。多年平均流量 1,580 立方米/

秒，多年平均径流总量 499.1 亿立方米。此外，还有布柳河，境内长度 60.9 公里，集雨面积

1,100平方公里，占本县总面积34%。其测流断面控制集雨面积3,310平方公里，最大流量2,600

立方米/秒，最小流量 1.50 立方米/秒。牛河，发源于贵州昌明，沿黔桂边界自北向南，经三

堡至小八腊流入红水河，境内长度 36 公里。纳益河，发源于南丹县，自东部贯穿本县，流经

玉里、纳益至百友渡入红水河，境内长度 30 公里。全县河网密度 0.22 公里/平方公里。

气 候 属亚热带季风区，雨量充沛，四季明显，光、温、水同期。1959-1980 年 22 年间，

年日照平均数为 1,281.9 小时，3-10 月达 984.7 小时。年平均气温 22℃。最热是 7 月份，平

均气温 26.9℃，极端最高气温 41.4℃。最冷是 1月份，平均气温 10.8℃，极端最低气温-2.9℃。

年平均降雨量 1,100-1,400毫米，极少值为 613.3 毫米（1937年），极大值为 1,700.9 毫米（1979



年）。全县灾害性气候有旱、涝、雹、风灾，以旱灾为甚。尤其是六十年代以来，季节性旱灾

年年出现，年度性旱灾也经常发生。从 1959-1980 年 22 年中，出现 4 个重旱灾年，9个轻旱

灾年。其中 1972 年冬、春、夏、秋四季均出现旱灾，从上年 11 月上旬至当年 4月下旬，总雨

量仅 130.5 毫米；早稻播秧期的 4月份，月雨量仅 28.9 毫米。1963 年冬、春、夏发生干旱，

到 6月上旬播下的中稻只完成计划量的 7%。1977 年春旱，135 条河溪断流，462 处水井、水柜

干涸。洪涝灾害每年都有发生，但属局部地区；一般出现于 4-7 月，日雨量达 50 毫米以上即

发生。其原因：一是大量毁林开荒，造成水土严重流失；再是河流上游雨量影响，本县几条河

流皆发源于外省邻近县份，当上游出现暴雨、河水猛涨时即导致县境内水位上涨，造成洪涝。

如 1968 年 7 月 14-15 日，本县雨量仅 70 毫米，由于上游有大暴雨，水位猛涨到 238 米，比多

年平均水位高 20.17 米，造成较严重的水灾。冰雹风灾平均两年出现 1次，多在春夏之交出现

风速大于 17 米/秒（八级）的大风天气，常伴雷雨冰雹，对旱地作物影响很大。

土 壤 分为红壤、黄壤、黄红壤、石灰岩土和冲积土（洪积）等土类。其中红壤面积 100

万亩，占总面积 21%，分布于海拔 500 米以下；黄壤面积 100 万亩，占总面积 21%，位于中山

陡坡；黄红壤面积 180 万亩，占总面积 38%，以向阳、更新面积最大；石灰岩土面积 76 万亩，

占总面积 16%。集中分布在县中南部的 26 个村；冲积土面积 6.4 万亩，占总面积的 1.3%，主

要分布在河流两岸，往往形成山间小盆地或狭小的河阶地，如坡结、都隆、纳州、向阳：龙鱼

等，是县里粮食生产的主要地方。

资 源 土地资源：目前已利用的土地仅占总面积的 48.8%，尚有宜农荒地 4.5 万亩，宜

林荒地 125.71 万亩，宜牧荒地 54.56 万亩。牧草有 6 大类 11 组 17 型，优等草种 4 种，良种

草种 32 种，千亩以上的草场 105 处，均有待于开发。森林资源：全县现有用材林蓄积量 287.45

万立方米，按国家现在计划每年砍伐 1-1.4 万立方米的指标开发，可采伐两百年。矿产资源：

据调查，老鹏和上福村有煤硫矿，平腊、顶茂村有锑矿，全平村亨里屯有水晶矿，八腊、岜暮

有铝土矿，三堡、坡结、向阳、六排有锑、锡、锰矿。石山地区赤铁矿的藏量可观，易开采。

此外，近 70 万亩的碳酸盐岩是石灰、水泥生产的极好原料。水力资源：红水河水能、水量皆

极为丰富。在国家对红水河的梯级开发规划中，将在县城上游约 12 公里处兴建的龙滩电站，

装机容量计划为 400-600 万千瓦，年发电量 183-230 亿度。此外，对红水河在县内一级支流的

布柳河、牛河、纳益河和二级支流的白龙河、曹渡河、穿洞河、谐里河等的水能资源进行粗略

估算，水力能源蕴藏量理论值约为 89,897 千瓦，可开发量约为 52,752 千瓦（过境河流只计县

内集雨产水部分）。其它大小支流还有 54 条，这些河水流湍急，也有着丰富的水力资源可以开

发。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 2,843.80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26.66%，比 1983 年

增长 4%。1978 年至 1984 年的年递增率为 4.02%，1984 年人均产值 234.06 元。

农 业 1984 年全县总耕地面积 206,736 亩，农业人口 113,867 人（劳动力 4.13 万人），



人均耕地面积 1.8 亩。水田总面积 53,774 亩，其中有效灌溉面积 27,721 亩。旱地面积 152,962

亩。粮食以稻谷为主。在耕作削度上，将一季稻改双季稻，1975 年曾把双季稻盲目扩大到 19,000

亩，但效果不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调整林粮关系，因时、因地制宜种植粮食作物，不

再强调种双季稻，而粮食总产仍维持在原种双季稻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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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60

282.60

－

－

－

－

100

100

1394.59

913.54

84.39

272.21

123.87

0.58

100

65.51

6.05

19.52

8.88

0.04

2090

1021

358

398

309

4

100

48.9

17.1

19.0

14.8

0.2

2212

1064

397

420

32

4

100

48.1

17.9

19.0

14.8

0.2

682.7

276.5

－

－

－

－

58.6

16.5

370

54.3

164

590

58.4

4.2

10.9

5.5

5.8

0

7.99

2.57

29.44

7.5

17.56

37.97

农业机械：1984 年底全县拥有耕作、排灌、植保、收割、加工等农业机械 2,210 台（辆），

共 16,228.81 马力，其中拖拉机 303 台，4,212 马力。农机总数比 1978 年多 4,241.21 马力。

平均每百亩占有 7.85 马力。但由于水田处于山沟中，山路难行，机耕有一定困难，加上畜力

充裕，因而农民多半用拖拉机来运输。

粮、油、蔗：1984 年粮食总产 6,735.3 万斤，比 1928 年增加 767 万斤，增长 12.9%，比

1983 年的 6,558.31 万斤增加 177 万斤，增长 2.7%。征粮 100 万斤，购粮 339 万斤。油料总产、

1,280 担，比 1978 年的 5,600 担减少 4,320 担，减少 77%，比 1983 年增加 400 担，增长 45%。

国家收购 1,035 担，比 1978 年增加 1.01 倍。糖蔗，1984 年总产 180 万斤，比 1978 年的 464

万厅减少 61%，比 1983 年的 189 万斤减少 5%。

林 业 1984 年有林面积 183.5 万亩，森林覆盖率 38.3%，每人平均有森林 17 亩。1978

年以来，人工造林（包括飞机播种）81 万亩。全县用材林蓄积量 287.45 万立方米，其中幼林

蓄积量占 2.96%，中林蓄积量占 67.95%，成林蓄积量占 29.09%。木材主要以云南松、杉、丝

粟、椿木为主。自六十年代以来，先后在圭里、大山 2 处原始森林进行采伐，年采伐量近 1

万立方米。1983 年全县落实了林业生产责任制，把原有的山林分户管理，叫“责任山”。另外，

把荒山秃岭划作自留山，谁种谁有，并有继承权，限期绿化，从而大大促进了林业的发展。有

的地方已搞了林业专业屯，如纳尚屯，现有 5户，43 人，12 个劳力；他们从山区的实际情况

出发，因地制宜，退粮还林，以林为主，全屯巳种杉木 1,350 亩，沙梨 51 亩，油茶 50 亩，柑

橙 51 亩，柿子 50 亩，沙田柚 2亩，芭蕉 200 丛，平均每户有林 308,8 亩，人均 35.9 亩；按

现有用材林和经济林计算，总产值可达 100 万元，平均每户 20 万元。

牧 业 牲畜主要有牛、马、猪等。牛、马主要用作劳役，马为山区民间运输工具。1984



年末存栏数：牛 35,883 头，比 1983 年增长 10.7%，比 1978 年增长 27.5%；马 8,481 匹，比

1983 年增长 12.9%，比 1978 年增长 63.2%。猪 64,198 头，比 1983 年增长 10.04%，比 1978

年增长 27.4%，出栏数 16,772 头。

副业、渔业 农民家庭副业和水产养殖业都不发达，但本县水域辽阔，牧场宽广，草源丰

富，对发展畜牧业、渔业等具有良好条件。

土特产品 栓皮：又叫橡子树皮，年产 300 万斤。县软木厂用来生产软木砖、软木纸等半

成品，供应全国 17 个省、市、自治区的医药、国防、食品等工业作原料。

木耳：以云耳最佳，大如掌，干而不碎，是配制佳肴的珍品。食之清脆爽口，润肺滑肠补

身。已经能够用人工方法培植。1978 年以来，年产 120 吨以上，除畅销国内以外，还远销东

南亚一带。

艾纳香：属多年生菊科草本植物，是提取天然冰片和西瓜霜、冰硼散等中成药的主要原料。

下老乡产艾纳香历史悠久。但十年动乱，濒临绝种，近年来才加紧发展，1983 年全县种植 2,000

多亩，产量 4,500 多斤，仍然供不应求，不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

灵芝；含有丰富的麦角甾醇、树脂、脂肪酸、甘露醇和多糖类等成份。药用价值很高，能

益精气，活筋骨，可以治疗心血管病、冠心病、脑神经衰弱、失眠和消化不良等症。灵芝生长

在深山阳坡的栎木朽根、朽桩和地下朽木上。菌朵黑色、菌肉呈锈褐色、表皮光泽者为上品。

本县深山到处有栎木，都可生产灵芝。年产量约达两吨。

水 利 三十多年来兴建的水利设施（不包括人畜饮水）有 3,695 处。计：1、蓄水工程

35 处，有效库容 599 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0.44 万亩；2、引水工程 3,537 处，渠道总长

2,539 公里，引水流量 8.71 立方米/秒，有效灌溉面积 2.246 万亩；3、提水工程 123 处，其

中机灌 66 处，装机 68 台，862 马力。电灌 40 处，整机 51 台，684.9 千瓦。水轮泵 17 处，24

台，有效灌溉面积 0.424 万亩。另外，人畜饮水工程 235 处，解决饮水人数 10,455 人，占应

解决人数的 20.54%；解决牲畜饮水 11,657 头，占应解决的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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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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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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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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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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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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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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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1978 年

增长%

比

1983 年

增长%

工业总产值

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16.86

16.11

0.75

100

95.6

4.4

850.62

587.12

263.50

100

69.0

31.0

642.44

165.00

477.44

100

25.7

74.3

631.80

385.86

245.94

100

61.1

38.9

3647

2295

32692

-25.7

-34.3

-6.7

-1.66

133.85

-48.48

-4.8

-6.8

-1.1

工 业 1949 年无工矿企业。1984 年国营工矿企业有：水泥厂、农机厂、酒厂、软木厂、

汽车修理厂、水厂、木材加工厂、印刷厂、煤矿共 9个，职工 394 人，年产值 467.34 万元；

县管集体企业 11 个，职工 136 人，年产值 118.67 万元；乡镇企业 8个，从业人员 475 人，年

产值 34.84 万元。



水泥厂建于 1970 年 3 月，现有职工 78 人，1984 年产水泥 4,000 吨，比 1983 年的 2,000

吨增加 1倍，比 1978 年增加 3倍。

农机厂建于 1958 年，现有职工 81 人，1978 年以前年产碾米机 150 台、小钢磨 70 台、破

碎机 80 台。年总产值 13-14 万元。到 1981 年产品共 20 多种，但由于边远山区的农机销路不

畅，乃于 1984 年 7 月起转产家具和胶合板等 10 个品种。胶合板年生产能力是 800 立方米，因

电力不足，实产仅 400 立方米。全厂年总产值 19 万元，比 1978 年增加 5万元。

电力：1984 年有小水电站 104 座，装机容量 2,959.9 千瓦，发电 418.05 万度。变压器 84

台 6,495 千伏安，用电装机负荷 2,774.3 千瓦，用电量 320.2 万度，农村用电占 24.2%。

交 通 主要公路干线 5 条，总长 330 公里。有各种汽车 113 辆，东与南丹（客车当天往

返一趟），南与凤山（客车每天对开一趟）相通。年均客运量 7.3 万人次，货运量 13.6 万吨。

每天还有客车与金城江镇对开。红水河在县内涨水期能通行 50 吨汽轮，枯水期能通行 10-15

吨小汽轮，上至贵州罗甸，下至东兰安鲁。全县 11 个乡镇、38 个村通汽车，占总村数的一半。

养路班 25 个，工人 108 人。

邮 电 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有 1 部无线电台，1 个邮电代办所，1 个信箱，电话单

机 15 架，线路总长 129 杆程公里，学习话务员 2人，外线工 6人，班理员 1人，管理员 1人，

1949 年已全部不通话。1984 年有邮局 1 个，分局 1个，邮电所 8个。农村电话总机 7部，总

机容量 260 门。邮路总长 1,992 公里。农村电话线路 522 杆程公里。县至乡载波线路 3套。县

城内石磁交换机 200 部。架空明线 11 对公里，电缆 2.3 公里，电话单机 130 部。农村电话职

工 33 人，乡邮员 24 人，通邮村 75 个。

商 业 1984 年底全县有商业网点 735 个，从业人员 1,364 人。其中国营网点 74 个，从

业人员 487 人；集体网点 143 个，从业人员 298 人；个体网点 518 个，从业人员 579 人。社会

商品零售总额为 1,694.04 万元，比上年增长 65.25 万元。农产品收购总额 594.77 万元。外贸

出口商品总额由 1972 年的 16.8 万元增加到 136.032 万元。

财政金融 本县属“老、少、边、山、穷”地区，每年财政收入不能自给，须靠自治区拨

款扶持。1984 年全县财政收入 133.26 万元，比 1983 年减收 5万元，支出 735.07 万元，自治

区补助 601.81 万元。城乡储蓄额 83 万元，比上年增加 25 万元。农贷发放 220 万元，比上年

多放 10 万元。累计收回 70 万元，比上年减少 39 万元。

人民生活 1984 年人均有粮 591 斤，比 1983 年增加 171 斤，增长 40.7%；比 1978 年的 569

斤增加 22 斤，增长 3.9%。农民现金收入人均 169.81 元，比 1983 年增加 79.01 元，增长 87%；

比 1978 年的 82.28 元增加 87.53 元，增长 106.4%。农民中出现了 5 家“万元户”。全民所有

制单位职工 4,598 人，年工资总数 258.90 万元，人均月基本工资 56.30 元，集体所有制单位

职工 687 人，年工资总数 74.89 万元，人均月工资 90.84 元（含奖金），比上年增长 50.9%。

1984 年中档商品销售量，自行车 751 辆，比 1978 年增长 96%；手表 2,830 块，比 1978 年增长

35%；录音机 193 台，收音机 729 台，电视机 178 台，电风扇 184 台，洗衣机 134 台。农民迁

进新居 1,900 户，占总农户 11%，总建筑面积为 171,000 平方米。



文 化
教 育 解放前，全县没有中学，只有 21 间小学，入学儿童 650 人，仅占学龄儿童的 5.5%。

1984 年有教师进修学校 1所，教职员 13 人。有高中 3所，学生 589 人，教职员 96 人；初中 8

所，学生 2,456 人，教职工 15 人；其中中学专任教师共 179 人。小学 441 所，在校学生 15,061

人，教职工 953 人；小学教师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 83 人，专任教师 908 人；民办教师 256

人。幼儿班 17 个，入班儿童 552 人，幼儿班教职工 32 人。1977 年以来历届高中毕业生 4,126

人，升入大学的 168 人。1982 年本县大学生余仁秋到美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东南亚历史）。

1978 年以来共组织 292 名教师进修。

科 技 县有科委，6个乡镇成立了科普协会，会员 335 人。自 1978 年以来有科研成果 5

项。其中，天峨县建筑公司于 1977 年夏天参加全国在郑州召开的墙体材料改革会议后，经多

次总结本县水泥砖生产经验，试制成功一种新型生产工艺一“下蛋机”，从一次生产 1块水泥

砖发展成电动脱模一次生产 4块，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经推广使用，全县的基建已扔掉了“秦

砖汉瓦”，全部采用了空心墙材料进行建筑。1978 年荣获国家改进建筑材料荣誉奖。另外，1983

年县科学技术委员会农科人员，用六年（1977-1983）时间，对甘蔗的大害－褐纹金针虫的人

工防治和药物防治研究成果达到区内先进水平，获自治区农业局授予科技成果四等奖。1983

年获得技术职称的有：农业技术员 37 人，工程技术员 35 人，兽医技术员 17 人，会计员 18

人，统计员 7人；助理农艺师 10 人，助理工程师 15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5人，助理会计师 6

人，医师 60 人；工程师 1人，农艺师 4人，兽医师 1人，主治医师 1人。

文化艺术 现有县文化馆 1 个，图书馆 1 个，藏书 38,000 册；新华书店 1 个，发行点 7

处；电影公司 1个，乡镇电影院 8个，民办电影队 26 个；县文艺队 1个，25 人；县广播站 1

个，1975 年被评为全国广播先进单位。此外，还有电视差转台 1 个，黑白、彩色差转机各 1

台。有黑白电视机 358 台，彩色电视机 42 台，收录机 650 台，扩大机 20 台，有线广播线路

500 杆程公里。

卫 生 有县防疫站、县妇幼保健站、县医院各 1 个，乡镇卫生院 9 所，金县有病床 197

张，医务人员 204 人。还有村卫生室 57 间。全县育龄夫妇实行计划生育的 2,594 人，节育率

38.38%，1984 年底领独生子女证的夫妇有 80 对。

体 育 1970 年以来，全县多次举行篮球和乒乓球运动会。有达标运动员 1,850 人。1984

年底有三级裁判员 8人，二级裁判员 3 人，专业教练员 2人。有男女篮球队，有成年和少年男

女乒乓球队各 1队。

文物胜迹
都楼烈士塔 位于县城西南 23 公里的纳凡坳上。1958 年县人民政府修建。刻有在甘孟岭、

拉号岩英勇牺牲的战士姓名。塔旁还立一石碑，刻韦拔群在 1927 年写的一首诗。

仙人桥 位于县城西南 103 公里的更新乡新亭林村巳满屯上侧。一山悬空拱状，飞越布柳

河并与对岸的山崖联结，形似一道悬天长虹。拱壁高距水面约二十丈，帷横河面十余丈，乍看



宛若一座天然拱桥，俗称“仙人桥”。桥下喧风震耳，水流浩荡，绿波涟漪，与翠竹晴岚辉映

生姿，幽景秀色。巳载入《全国少数民族风光画卷（广西卷）》。

仙人桥

犀牛泉 位于县城西北 76 公里的燕来乡燕来村告里寨边，山脚有一大泉孔，与相距五公

里的常里寨边山下的另一泉孔，互相呼应。这对泉孔一日轮流涌泉三次，每次约两个钟头。每

当告里泉出水，常里泉就断水，反之亦然。当地民间传说，山内有一条“犀牛”，“犀牛”翻身

挡住哪一边，那一边就不出水，故名“犀牛泉”。

著名人物
韦国英(1901－1969) 原名韦明宽。壮族。岜暮乡都楼村岑西屯人。1922 年参加东兰农民

运动，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农民特派员，那地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赤卫营营长，

红七军二十一师六十三团团长，中共黔桂边委员会委员，黔桂边革命委员会委员。1949 年在

党组织的领导下，他直接组织领导岜暮地区革命武装力量，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天峨。建

国后任天峨县副县长，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班四妹(1883－1967) 壮族。女。岜暮乡都楼村岑西屯人。1925 年参加农民赤卫队，先后

担任交通员、侦察员、财粮员、都楼赤卫队队长。建国后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第一、二届委

员。

黄景芬(?－1951) 三堡乡甲板村人。解放前任国民党天峨县民团副司令，曾多次带民团，

警兵进攻我游击区。1950 年 3 月，黄纠集股匪暴动，自封“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黔桂边区

军政司令部副司令。1951 年 4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剿，黄负伤后自杀。

重要事件
中共天蛾第一个支部和黔桂边委的建立 1929 年 11 月，广西省农民协会副主任韦拔群派

中共东兰县委委员韦菁等到天峨的岜暮培养韦国英等人入党。1930 年 8 月，岜暮中共天峨第

一个支部建立。1932 年 6 月，中共右江特委派委员黄举平在向阳镇治安村林右屯组织成立中



共黔桂边委。

拉号岩激战 1931 年红七军主力北上，岜暮苏区赤卫队留下二百多人坚守根据地。1932

年 9 月 19 日，桂系廖磊部和东兰等五县民团约一万多人进犯岜暮苏区。根据地全体指战员经

过五个昼夜的激战，打死打伤敌方 80 多人后，退守拉号岩。9月 26 日，敌人集中兵力一再向

拉号岩进犯，赤卫队顽强反击，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最后，红军营长蓝志仁、战士黄桂

德、宁美姣等八人，各抱住一名进入岩内的敌人，跳下悬崖，壮烈牺牲。

和平解放天峨 中共天峨县岜暮地下党、游击队负责人韦国英，根据上级关于要争取和平

解放天峨的指示，于 1949 年 9 月至 11 月，反复向国民党天峨县长张近贤宣传党的驶策和解放

战争形势。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张于 1949 年 12 月 27 日接受和平改编。1950 年 1 月，天峨县

宣告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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