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 左 县

崇左县是桂西南诸县的交通枢纽，左江横贯中部，湘桂铁路斜穿南部。铁、磷、石灰石矿藏较为

丰富。盛产甘蔗、花生、黄豆、红瓜子等。特产以草席、龙眼、蛤蚧闻名，还有世界珍稀的白头叶猴

和金花茶。有归龙塔、白云洞、碧云洞等胜景，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曾游历到此。

位置面积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居左江中游。东接扶绥县，南邻宁明县，西连龙

州县，西北与大新县、隆安县毗邻。总面积 2,901.56 平方公里，折合 4,352,340 亩，计陆地

4,271,175 亩，占 98.1%。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7O.55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82.1 公里。县治太平

镇，跨左江南北两岸，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130 公里。

建置沿革 先秦时是百越西原农、黄峒地。汉为临尘县。唐属左江镇，唐末置左州。宋皇

祐五年（1053 年）始置崇善县。元、明、清因之。民国元年（1912 年），左州改为左县，崇善

县仍沿用本名。

1951 年 4 月 23 日，崇善县，左县合并为崇左县至今。

行政区划 1984 年崇左县设 8乡 2镇：新和、和平、江州、罗白、漱湍、雷州、左州、那

隆乡；太平、驮卢镇。下辖村（街）民委员会 107 个，自然屯（街）共 906 个，保留生产队

2,194 个。

太平镇辖 3村 6街，共有 2,421 户，12,102 人。全县大、小圩场 13 个。

人口民族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53 年 1964 年 1982 年

第一次

人口普查

第二次

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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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3 31534 35795 49543 155.2 57.1 38.4

总 人 口 98448 141613 168293 278966 183.4 97.0 65.8

性别

构成

男 48973 69154 84862 140453 186.8 103.1 65.5

女 49475 72459 83431 138513 180.0 91.2 66.0

地区

构成

城镇 9762 13142 16239 21235 117.5 61.6 30.8

农村 88686 128471 152054 257731 190.6 100.6 69.5



1984年，全县总人口291,243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00.37入，人口自然增长率18.25‰。

据 1982 年 7 月 1 日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壮族 220,460 人，占总人口 79.03%；汉族 58,122

人，占总人口 20.83%。瑶族 285 人，苗族、侗族、水族、仫佬族、京族等共 67 人。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境内崇山峻岭，丘陵起伏。北部和南部土山环抱，西部和中部石山叠连。地势

是西南部稍高，中、东部稍低间平。

山 脉 县境北部有小明山，属西大明山山脉，从大新、隆安县交界处入县境那隆乡后，

自西向东，横亘于县之北部，形似卧蚕；山脉绵延曲折，峰峦重迭，高耸连云，其主峰海拔

1,071.2 米，是全县最高峰。南部诸山来自上思北部之四方岭山脉。横亘于本县南部，这里多

是土山，丘陵起伏，山峰拔起其间。西部和中部多是石灰岩石山，与龙州、大新县边境的石山

连成一片，沿左江两岸星布罗列，向东北蜿蜒。

河 流 境内河溪遍布，大小河流共 14 条，总长 475.93 公里。除福厚河向南流入明江，

农投河向北流入右江外，其余皆注入左江。左江为境内最大河流，从西南流入县境，横贯中部，

向东北流去，将县境分成南北两片。左江河道弯曲，水浅滩多，两岸较陡，长 139.6 公里，宽

281 米。

气 候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春暖多旱，夏热易涝，秋凉而干，冬短徼寒。据 1957 年至

1980 年资料，年平发均降雨量为 1,202 毫米。最多 1,481 毫米，最少 634 毫米。降雨多集中

在 5-9 月份，雨量最多是 8 月。年均气温为 22.3℃；7 月最热，平均气温为 28.5℃，最高气

温为 41.2℃；1月最冷，平均气温 13.8℃，最低气温为-1.9℃；日平均气温 20℃以上的日数，

每年有 235 天至 245 天。年平均日照达 1,634.4 小时，日平均为 4.5 小时，日照时间最长是

7-9 月份，月平均超过 180 小时；最少是 2-3 月份，月平均不足 70 小时。自然灾害主要有旱、

涝、冰雹等。1963 年总降雨量仅 634 毫米， 比历年平均值少 47%。春夏干旱严重，山塘、水

库于涸 339 处，溪水断流 48 条，505 个生产队人畜饮水困难，百分之四十七的田地失收，粮

食亩产平均只有 36 斤。洪涝威胁也大，如 1955 年 9 月 27 日至 29 日，洪痕高程达 106.98 米，

全县 62 个乡镇受灾的就有 35 个，受淹面积达 3.3 万多亩。冰雹亦时有出现，如 1972 年 5 月

7 日降雹，个体大 ，密度稠，危害颇为严重，仅大村、驮逐、公益三个村，玉米受害面积 1,035

亩．寒露风为害也大，1957 年到 1980 年，共出现 17 年次，对晚稻造成灾害。

土 壤 水稻土壤有淹育型、潴育型、潜育型、沼泽型、侧渗型、碳酸盐渍石灰性土等 6

种类型，共 18.9 万亩。其中淹育型水稻土 11.2 万亩，这类田排灌条件差，熟化程度低，肥力

不足，产量低，主要分布于江州、罗白、那隆、驮卢、和平等乡村的水稻地区。旱地土壤以砖

红壤性红壤居多，总计 158.3 万亩。其中红土赤红壤占 48%，此类土种分布于全县各乡村，土

质多属粘、酸、瘦，适宜种甘蔗、玉米、木薯、黄麻、红瓜子、豆类等。山地、丘陵土壤有红

壤、黄红壤、石灰性土、洪积土和紫色土等，共 10 万多亩，土层较薄，肥力差，呈酸性，分

布于沙页岩山地和丘陵，适宜种杂粮或造林。

资 源 矿藏：金属类有铁、铜、铅土矿、锰、铝、锌、金、铀等。铁矿储量约 1.4 亿万



吨，含铁量 25%左右，分布于蒙井、渠香、渠勒、咘满、陇丰、仁良、那贞等地。非金属类有

石灰石、煤、磷、硫磺、水晶、石油、白泥、河沙等。石灰石矿储量较为丰富，是生产水泥和

石灰的主要原料。境内左江沿河出产河沙，沙质纯净，是建筑的上乘材料。水力：水源丰富，

落差较大，水力资源理论总蕴藏量 49,656.7 千瓦，可开发量约 18,000 千瓦，占理论蕴藏量

36%。其中总装机容量可达 500 千瓦以上或单机 100 千瓦以上的有左江、黑水河、驮卢河、响

水河、那练河、何大河、伏廖河等。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 9,975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6.47 倍，比 1978 年增

长 30.65%，比 1982 年增长 10.44%．比 1983 年减 0.11%。1978 年以来递增 10.14%。人均产值

1984 年为 342 元，比 1949 年增长 1.5 倍，比 1978 年增长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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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

1109

6

135

46

34

100

83.4

0.4

10.2

3.5

2.5

5331

3768

233

831

437

62

100

70.7

4.4

15.6

8.2

1.1

6555

4879

144

1189

268

75

100

74.4

2.2

18.1

4.1

1.2

6621

5024

170

942

402

83

100

75.9

2.6

14.2

6.1

1.2

397.8

353.0

2733

597.7

773.9

144.1

24.19

33.33

27.04

13.35

-8.2

33.87

1.01

2.97

18.05

-20.77

50

10.66

3.68

4.91

-5.12

2.11

-1.38

4.98

农 业 1983 年，全县耕地面积 545,446 亩，有农业人口 246,227 人（其中劳动力 101,663

人），人平均耕地 2.21 亩。水田总面积 218,700 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40.1%，旱地 310,361 亩。

占耕地总面积的 56.9%。旱涝保收 153,645 亩，有效灌溉面积 18.39 万亩。随着农田水利建设

不断改善，本县在耕作制度改革中，突出抓单造变双造，早稻变水稻。1984 年水稻双造面积

达 10.7 万亩，粮食单产也不断提高。

1984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20,777 台，63,069.6 马力。其中各种拖拉机 2,343 台，

35,689 马力，平均每百亩耕地有 67.4 马力。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后，这些耕作机械基本作价

卖给个人。除农机站搞些代耕外，其余多搞农副产品加工和运输。

主要农产品有粮、油、蔗、黄豆、红瓜子、木薯等，其中以糖蔗、黄豆、红瓜子、木薯为

优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年间粮食年产量在 1.6 亿斤左右。1982 年达 1.8 亿斤，

是历史上产量最高的一年。1983 年 1.66 亿斤，比 1982 年减 1,400 万斤。1984 年 1.45 亿斤，

比 1983 年减产 2,100 万斤。1984 年油料总产 873.86 万斤，比 1983 年增 78 万斤。糖蔗总产

458.34 万担，黄豆 740 万斤，红瓜子 258.83 万斤，木薯 787 万斤。

林 业 全县宜林地 1,233,534 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28,34%。现有林地 915,880 亩（包括

疏、灌木林），占山地面积 36.6%，立木蓄积量 662,936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10.8%。用材林有



马尾松、枫香、银荷木、桉类、木棉、苦楝、樟木、竹类等。人工栽种的经济林品种有油桐、

龙眼、木菠萝，荔枝、沙梨，板栗、枇杷、李、桃等，近年还引进三华李和温州柑；以六板、

渠座、江州的甘蔗、香蕉和那隆三华李最盛。国营林场有那达、群力、跃进 3个，乡村集体办

的林场有新和、雷州、左州、那隆等 25 个。

牧 业 全县大牲畜主要是牛，1984 年有 40,539 头。家畜主要是猪，1984 年底存栏数

106,785 头，出栏肥猪 48,633 头。

副 业 农户以养猪、鸭、鸡、鹅、兔、山羊、白鸽、蜂、蚕等为主，其次是搞竹器、草

席、编织、木器、家具加工、烧砖瓦、烧石灰，以及农副产品、糕饼、豆腐、酱料等加工，还

有采集野生纤维、药材，捕捉兽类、蛇类、鱼类。1982 年以来，已有农民到城镇从事建筑、

车马运输，开办企业。

渔 业 1984 年底，全县有国营江州鱼种场 1 个，养鱼面积 112 亩，职工 29 人，年产值

19,247 元。太平、驮卢镇船家渔业队，劳力有 65 个，主要从事捕捞江河鱼虾。据 1980 年普

查，全县可养鱼的池塘、水库总面积达 22,318 亩，若善于经营管理，渔业生产大有可为。近

年来实行承包制，个体户或联户荞鱼正在兴起。

土特产品 草席：主要产于江州街。织席的草表皮呈青黄色，草头草尾粗细均匀，光泽鲜

艳，有花纹，成席后两头平整，席面密实，平滑、美观耐用。年产四、五万张，远销国内外。

龙 眼：本县龙眼树成活时间长，果含糖分较多，肉厚，核小，营养价值较高，晒干或烤

干后为桂圆干。桂圆肉是珍贵补品。据 1973 年至 1980 年统计，年均产量 197.24 万斤，占全

县果类总产量 49.5%；其中 1977 年产量达 737.92 万斤，占当年果类总产的 79.26%。

木菠萝：分布全县各乡村，其特点是个子大（有的一个达 20-35 斤），枚粒饱满，肉质率

腴、软嫩，香甜可口，糖分多。年产 178.7 万斤。

蛤 蚧：县境多石山，是蛤蚧栖息的理想场所，故产量较多。七十年代后，全县年均收购

6,000-7.000 对，1984 年收购 8,266 对。

白头叶猴：是世界稀有的一种珍贵动物，本县的白头叶猴分布在左江南岸地域，1956 年

首次发现。

金花茶：是世界珍稀的名贵花木，于 1960 年首次发现，已列为国家保护的珍贵花木。

水 利 水 利 工 程 概 况 表

工程类别
处

数

台

数

建 设 规 模。 灌溉面积(万亩)

引水流量

(万立方米)

总库容

(万立方米)

有效库容

(万立方米)

装机容量
有 效 保 灌

马 力 千 瓦

合 计 1894 367 12.25 9795.07 6759.01 3404 4724.9 18.39 13.8

蓄水工程 411 9795.07 6759.01 9.11 7.04

引水工程 1191 12.25 3.28 3.06

提水工程 292 367 3404 4724.9 5.5 3.70

其

中

机灌 183 188 3404 1.01 0.86

电灌 83 110 4724.9 2.79 1.32

泵灌 26 69 1.7 1.52



本县原系干旱山区，由于水利设施差，1965 年以前，全县仅有水田七万亩，部分乡村人

畜饮水困难。1970 年以来，大力兴修水利，县境内建成一批山塘水库和电力抽水站。1971 年

建成先锋水轮泵站，1984 年又兴建新和电站，安装第一机组，初步改变了本县水利、电力的

落后面貌。

工 业 1949 年，全县有个体手工业 689 户，从业人员 1,491 人，总产值仅 5万元。1984

年底，国营企业有糖厂、水泥厂、印刷厂、水厂、农机厂、汽车修配厂、副食品加工厂、森工

站、洒厂等 17 个，职工 2,273 人，产值 3,085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92%。

县管集体企业有 13 个，从事五金、服装、木器、建筑等行业，职工 728 人，产值 178 万

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5.3%。

乡镇企业有采矿、农具修理等 44 个，人数 658 人，产值 87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2.6%。

个体企业有 64 户，64 人，产值 3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0.1%。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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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总产值

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5

5

－

100

100

－

2304

1803

501

100

78.3

21.7

3461

3060

401

100

88.4

11.6

3353

3074

279

1OO

91.7

8.3

66960

61380

－

45.53

70.49

-44.31

-3.12

0.45

-30.42

6.45

9.30

-9.30

电 力：1984 年全县总发电量 628.2 万度（不包括西津电厂供电），其中水电站 66 处，装

机容量 1,513 千瓦，发电量 266.2 万度。全县现有 35 千伏安变电站 4座，变压器 151 台，28,730

千伏安。用电装机负荷6,448.5千瓦。有10千伏以上的输电线路594.6公里，年供电量2,158.58

万度。全县已有 2个镇、8个乡、66 个村用上电。

县城江南街

交 通 全县交通以陆路为主。湘桂铁路从东北向西南穿过县境，全长 35 公里。公路交通

运输任务繁重，是广西西南部各县重要的交通枢纽。1984 年，有县道公路 7 条，全长 265.8

公里；乡村公路 89 条，全长 815.50 公里（其中渣油路面 121 公里）。有各种汽车 228 辆，全

县 10 个乡镇 97 个村已通车．1984 年客运周转量 5,357 万人公里，货运周转量 1,040 万吨公

里。左江流经县境 110.5 公里，是本县水路交通运输的主要航道，县城至南宁水程 271 公里，



至龙州 64 公里，载重三四万斤的帆船及浅水的汽船可常年畅通。全县有运输船 20 艘，其中钢

质船 5艘，共 447 吨位，最大的 100 吨位，最小的 40 吨位。货运周转量 1,094 万吨公里，比

1949 年增长一百多倍。水上运输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

邮 电 县有邮局、支局、邮电所、代办所共 10 所。邮路总长 2,180 公里，全县乡村都通

邮。农村电话线路 969 杆程公里，有电话机 435 部。电话、电报皆可畅通各地。

商 业 1984 年全县有商业网点 223 个，从业人员 944 人。其中国营网点 164 个，从业人

员 713 人；集体网点 58 个，从业人员 228 人；个体商店 1个，从业人员 3 人。社会商品零售

额 5,995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38 倍。集市贸易额 1,902.72 万元，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637

万元，出口商品收购总值 16 万元。

财政金融 1984年全县财政收入995.5万元，财政支出1,112.5万元。城乡储蓄额1,415.64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3.43 倍。其中农民存款 850.64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5.7 倍。1984 年

农贷款发放 349.26 万元，比 1983 年增加 35.72 万元；当年累计回收 305.86 万元，比 1983

年增加 79.12 万元。

人民生活 1984 年农村人均有粮 548 斤，农民平均收入 188.87 元，比 1983 年增加 12.61

元，比 1979 年增长 1.5 倍。1984 年，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月人均工资 80.56 元（含奖金各种

补贴），比 1979 年的 43.5 元增长 85%。1984 年农村出现年收入超万元的有 8户。1984 年全县

共销售自行车 5,090 辆，手表 8,027 块缝纫机 2,093 台，电视机 442 台（比历年销售总数多

269 台），洗衣机 201 台(比历年销售总数多 153 台)。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有省立龙州师范 1 所，学生 226 人，教师 17 人；初级中学 2 所，学生

640 人，教师 38 人；乡村小学 182 所，学生 11,345 人，教职员工 264 人。1984 年，有县办高

中 4所，学生 991 人，教职员工 192 人； 初级中学 11 所，学生 4,911 人，教职员工 365 人；

农业高中 1所，学生 296 人，教职员 25 人。全县乡村小学 556 所，学生 39,981 人，教职员工

1,804 人。幼儿园 57 所，入学儿童 3,358 人，教师 104 人。全县历届高中毕业生 13,512 人，

升入大专院校 492 人，占 3.6%。中小学教师中大专文化水平的 447 人，占 20.3%。被评为全国

优秀班主任 1人。

科 技 1984 年县有农科所、农机研究所、农业技术中心站、土肥站、测报站、种子站、

兽医站等科研单位及科技情报所，8个乡镇设有农业技术推广站。还有农学会、林学会、畜牧

兽医学会、建筑学会、化工学会、教育学会、农机学会、水利学会、医学会等，共有会员 721

人。1973 年到 1984 年，有科研成果 31 项。1978 年，县油桐试验站选育 4个千年桐高产优良

无性系品种试验成功，并编写《千年桐造林技术》一文，分别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 1980 年

全国林业科技成果一等奖。1982 年，全县有工程师 4人，农艺师 3人，主治医师 9 人；助理

工程师 46 人，助理农艺师 52 人，医师 71 人，助理会计师 3人；工程技术员 86 人，农业技术

员 54 人，医士 154 人。

文化艺术 1984 年，县有文化馆 1 个，乡镇有文化站 8个。县图书馆 1 个，藏书 55,990



册。工人文化宫 1个，电影院 5座，城乡民办电影队 104 个，农村普及放映点 329 个。县新华

书店 1 个，发行点 8 个。县文艺队 1 个，1 乡村业余文艺队 15 个。民间传统戏剧有麒麟灯、

采茶、小调、舞春牛等。还有县广播站 1个，乡镇广播站 9个，村广播站 18 个。到 1984 年，

全县拥有电视机 1.600 台。

卫 生 1949 年，只有县卫生院 1所，医务人员 8人，设备简陋。1984 年，有县人民医院

1 所，中心卫生院 1 所，乡、镇卫生院 7 所，厂、场、站、机关、学校卫生室 13 间，乡村卫

生室 107 间，共有病床 281 张。还有防疫站、皮防站、妇幼保健所。另有 1个医治麻风病的村

落，到 1984 年已治愈 420 人。全县医务人员 516 人，被评为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 2 人。全县

育龄夫妇实行计划生育的有 20,926 人，有 965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主要项目有舞狮、篮球、乒乓球、射击、田径等。近年，常举行工人、农民、中

小学生运动会。1973 年以来，向上级单位输送 18 名运动员。

文物胜迹
白云洞 在县城东北崇明村背后的白云山上。白云山主峰海拔 240.9 米，山体石质系石灰

石，山腰有七洞，白云洞最胜，山上常有白云缭绕，故名“白云洞”。洞前草青树绿，洞口右

立鹦鹉石柱，洞中石纹绚彩，扣之有声；石壁题词，碑文甚多。

归龙塔 位于县城东北 2公里，屹立于左江中心鳌头山上。建于明天启元年至崇祯二年间。

先为三层，清康熙三十五年加建二层。塔底层直径 5米，高 28 米，塔内有螺形阶梯上升，外

形成八角面体，塔身呈歪斜状，国内外少见。虽历 360 余年，迄今仍然矗立着。

归 龙 塔

碧云洞 位于县城壶关外教场西的青连山。洞门向东，壁有“碧云洞”三字。明万历四十

一年（1613 年）开辟。洞穿半山，上透山顶，引光一线照下。洞里四穴崎峡曲折，分中、南、

西、北向，环穿山间。中穴有透光“天门”，南穴通“宝盆”、“通天窍”，西北穴通“盘龙窟”，

有‘群峰献媚”、“华盖亭”、“卧虎”等胜景。素有“碧霞胜岩”之称。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曾

经到此。

太平府古城垣 始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 年），城垣为土石砖结构，城墙高二丈一尺，厚

一丈一尺．周围六百四十二丈。分设东、南、小西、大西、北五个城门。今存东、大西、小西

门城垣遗迹，其余已毁。

金柜山绝壁题词 明嘉靖十九年(1540 年)御史毛伯温率兵击退安南入侵，凯旋后路经太平



府城丽江(今左江)，借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平二征（征侧、征贰）有功事抒怀，书“元老壮猷，

平交伟绩”八字，令人写于金柜山临江石壁上，至今墨迹尚存。

著名人物
庞桂芳(1913－1982) 江州街人。1955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带领本街农民办起全

县第一个“江州农业生产合作社’，历任社长、乡党支部副书记、乡长、大队长等职。

黄泽善(1915－1983) 壮族。渠座村人。曾任小学教师、村长、乡长、征收员。1949 年 6

月起义参加革命。同年 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崇善县江南游击队大队长。解放后，历任县政

府军事科长、秘书、县法院代院长、副县长、区委副书记、副主任、县手工业局副局长。

卢 俊(1923－1950) 壮族。福厚村六瑞人。曾任小学教师、教导主任。1948 年 6 月参加

中共崇善县特支领导的游击队，次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新和乡人民政府乡长，

1950 年 2 月 21 日在新和街反击土匪战斗中不幸牺牲。

林 兴(1927－1968) 板麦村岑臣人。又名林崇盛。1949 年 4 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 7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历任农会会长，土改队组长、片长，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

邓佩锦(?－?) 江州人。清咸丰元年(1851 年)组织农民反清起义，率队投奔吴凌云起义军，

转战左江各州、县，先后三次进攻太平府城。咸丰十一年（1861 年）元月初八，随吴凌云农

民起义军攻克太平府城，活捉知府刘作肃、参将多禄等官吏，被封为建武将军。后吴凌云军在

东罗被围，他又挥师镇安府与吴亚终部会合，转战于中越边境多年，清同治四年十月与清兵激

战中牺牲。

卢裕纶(?－?) 壮族。左州人。清咸丰二年(1852 年)组织农民揭竿起义，率队归附吴凌云

部，参加攻打太平府城，捉拿清知府刘作肃有功，被封为水师都督。吴凌云失败后，他率队与

吴凌云之子吴亚终部会合，转战中越边境数年。

刘辉廷(?－1952) 太平镇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任广西镇南毅新衔军左营左哨

哨官。同年 9月 1日，同盟会举行防城起义，刘在革命党人策动下，率领全哨反正，参加孙中

山领导的革命军。1911 年参加著名的黄花岗之役。曾任广东第一标标统、桂军营长、粤汉铁

路警务处一等督察等职。1937 年退休，1952 年病逝于家乡。

重要事件
农民起义军攻占太平府 清咸丰十年（1860 年），农民起义军领导人吴凌云（扶绥县渠卢

村人），集江州、左州农军邓佩锦、卢裕纶等部近万人，率师西上，围攻太平府城。八月初七

晚，攻入壶关城，俘守城清兵参将多禄，农民军乘胜占领府城，活捉太平府知府刘作肃。吴凌

云农军占太平府近两年，成立延陵国。1862 年 3 月，清军重兵反攻，农民军退守东罗圩根据

地，部分农民军转战江州、罗白和中越边境，历时十余年。

红八军进驻崇善县 1930 年 2 月 8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何家荣，率领

一、二营约九百人来到崇善县城，协助当地农民打击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势力，建立革命政



权。2月 12 日，崇善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宣布废除并烧掉土豪劣绅的地契及奴婢的卖身契等。

2月 14 日，成立崇善县总工会，并没收几万斤稻谷、黄豆和一批枪枝弹药，分给工人、农民。

土地圩之战 1930 年 3 月 11 日，崇善县革命委员会人员、县农民赤卫队和左县农民赤卫

队第三营，宿营子土地圩（今新和街），傍晚突遭国民党崇善县民团和土匪袭击，赤卫队迎击

敌人，激战半小时，消灭敌军十余人，赤卫队无一伤亡，敌人败退。游击队坚守岜等岩 1949

年 11 月 5 日，我游击队 34 人，阻击国民党龙州区保安团扫荡，因失利而撤入岜等岩中，敌人

用三百余兵力围攻，游击队有 24 人巧计出岩。留在岩里的排长黄维汉、班长陶猛禄等十勇士

坚持与敌人战斗，毙敌副团长韦鹤政。直到 12 月 9 日，我解放大军挺进崇善县境，敌人逃跑，

岩中十勇士坚守 34 天后胜利出岩。

崇善、左县解放 1949 年 12 月 19 日，我崇善县江南游击大队配合解放大军于傍晚攻进崇

善县城，国民党守城部队缴械投降，县城解放。1950 年 1 月 14 日，我左县独立营和黄村民兵

配合解放大军，进攻左县县城，拂晓击溃了盘据县城的国民党县长张鹏翔残部，左县宣告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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