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 山 县

风山县是广西西北部的山区县，是右江革命老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境内土、石山交错混杂。

石山地区，岩洞奇特，风光绮丽；土山宽广，草长茅封，宜牧、宜林，林业用地约占全县总面积一半。

特产有油茶、油桐、八角，是广西茶油产地之一。硫磺矿、石灰石储量丰富，为自治区重要硫磺矿产

地。工业产品微型水轮发电机组，畅销区内外，供不应求；新试制成功的金银花汽酒投放市场，深受

顾客欢迎。

位置面积 凤山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东与东兰县交界，西和凌云、乐业县接壤，

南连巴马瑶族自治县，北邻天峨县。东西最大横距 63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80 公里，总面积

1,753 平方公里，合 262.95 万亩。其中，山地面积 252.8 万亩，占总面积的 96.14%；平地面

积 8万亩，占总面积的 3%；水域 1.7 万亩，占总面积的 0.65%。县治凤城镇，距自治区首府南

宁市 333 公里。

建置沿革 秦属桂林郡地。汉属郁林郡地。宋属羁縻兰州地。元属东兰州地。明洪武二十

四年（1391 年）东兰州改为土州，本县为其属地。清雍正八年（1730 年）升东兰土州为东兰

州，分外六哨地另设凤山土分州；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裁土官设弹压。民国八年（1919 年），

建立凤山县。因县治“环山似凤，环凤皆山，翠屏丹嶂，凌霄欲飞”而得名。1949 年 10 月解

放，县名沿用至今。

行政区划 现设凤城 1镇，袍里、砦牙、长洲、乔音、林峒、中亭、更沙 7乡；金牙、平

乐、江洲 3瑶族乡；下辖 96 个村民委员会，1个居民委员会，1,329 个村民小组，2,129 个自



然村。有大小圩场 13 个。县治凤城镇 5,267 户，26,937 人。

人口民族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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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17458 19713 26046 49.19 32.13

总 人 口 84127 89956 144686 71.98 60.84

性别

构成

男 41411 44197 72023 73.92 62.95

女 42716 45759 72663 70.10 58.79

地区

构成

城镇 2641 4208 8809 233.54 109.34

农村 81486 85748 135877 66.74 58.46

附注：1949 年人口无统计数字。

1984年全县总人口153,873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87.8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2.21‰。

其中，壮族 88,690 人，占总人口 57.6%；汉族 53,221 人，占 34.6%；瑶族 11,935 人，占 7.8%；

其他满、仫佬、回、苗、毛难等族，共 27 人。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境处云贵高原南缘。地势大致为西及西北部和东南部高，中南部和东北部低。

分别自西北向东南和东南向东北斜倾，土山占全县面积 61.3%，石山占 38.6%。从地形分区看，

东部、中部为侵蚀中山、低山区，分布在风城镇和袍里、砦牙、长洲、乔音、金牙、平乐、江

洲 7个乡一半的地方；东北部和西部为峰丛洼地区，约占砦牙、乔音、林峒、金牙、平乐、江

洲各乡的另一半地方；南部为峰丛洼地、峰林槽谷区，分布在凤城镇和袍里乡一带。

山 脉 县境各山均由西蜿蜒而东，分为东凤岭、青龙山和都阳山三脉。东风岭自天峨县

向南延伸至县境腹地，主峰五背洞岭，海拔 1,287.7 米；次峰十二坡，海拔 1,226 米，是县内

名山。青龙山起自乐业县边境的南盘江岸，呈西北－东南走向，伸入县西和西北部，主峰基朗

山，海拔 1,317 米，是县内最高山。都阳山自县东南崛起，经东兰、巴马边界深入都安县境，

南北纵亘 130 公里，境内无主峰，一般海拔 700-900 米。

河 流 县内河流呈树枝状分布，共 129 条，因水源受季节影响，常流的仅 16 条。较大的

有乔音河、砦牙河、坡心河三条，分布在县境中、北、南部。北部的砦牙河为地表河，发源于

长洲乡那老村久伦山沟，北流经长洲、砦牙两乡驻地，东流入东兰县境汇入红水河，境内流程

45 公里。干流区间集雨面积 278.31 平方公里，天然落差 156 米，多年平均流量 6.84 立方米/

秒，不通航。中部的乔音河为半地表河，发源于乔音乡巴甲等村山沟，由北向南，流经乔音乡、

凤城镇至恒星村入岩，中间出露四段，至袍里乡月里村良湾屯复出会坡心河，是巴马盘阳河的

上游。干流区间集雨面积 399.25 平方公里。境内明流和暗流流程各约 30 多公里，天然落差

103 米，多年平均流量 9.8 立方米/秒，亦不通航。南部的坡心河，基本是地下河，其源头有

三：一源自平乐乡洪力、力那村；二源自江洲乡相圩、维新村；三源自坡心村都一、社更。前



二支流于地下汇合后，从坡心岩露出，再与三支流汇合，经月里良湾屯和乔音河会合，全长约

70 公里（明流流程只 4 公里左右），是区内最长的地下河。干流区间集雨面积 210.58 平方公

里，天然落差 15 米，多年平均流量 6.176 立方米/秒，枯水流量 4.2 立方米/秒。此外，全县

出露地下水点还有 80 多处，均未开发利用，也未经实地勘查。

气 候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历年最高气温 37.1℃，最低气温-3.4℃，多年平均温度

19.2℃。一年之内，各地温差不同，海拔 500 米以下的河谷地区，年平均气温 19.6℃-20℃，

稳定在 10℃以上的温度达 305 天，无霜期 335-338 天；海拔高于 800 米的山区，年平均气温

在 15.7℃-16.3℃之间，稳定在 10℃以上的温度仅 248-262 天，无霜期 311-318 天。日照时数

偏少，全年仅 1,399.8 小时。12、1、2 月日照时数最少，每月只有 73.6-87 小时，平均每天

2.4-2.8 小时；7月达最高峰，为 162.2 小时，平均每天 5.2 小时。年平均降雨量 1,545.4 毫

米。1月份雨量最少，仅 20.8 毫米，7月份达高峰值，为 313.6 毫米。主要自然灾害有旱灾和

水灾。据气象部门统计，从 1958-1977 年的二十年中，发生重春旱 5次，重夏旱 3次，重秋旱

3次，冬干 2次。水灾多在夏季，旧县志记载，1936 年 6 月 13 日-14 日，“倾盆大雨，山洪瀑

发，淹没人畜，冲坏田地无数，久加圩庐舍荡然一空”。1983 年 6 月 21、22 两日，降雨 362.4

毫米，造成全县性的大水灾，农田被冲坏 16,900 亩，作物受灾 108,000 亩，共损失粮食 2,000

多万斤；民房被淹 1,13.2 户，3,009 间，有 13 人丧生；全县公路交通中断，危害极大。此外，

还有冰雹、大风、害虫等灾害。

土 壤 全县土壤分为自然土壤、旱作土壤和水稻土 3种类型。自然土壤有砂页岩红壤、

砂页岩黄壤、砂页岩黄红壤、黑色石灰土、棕色石灰土 5种；旱作土壤有耕型砂页岩红壤、页

岩红壤、砂页岩黄红壤、石灰岩黄红壤、砂页黄壤、棕色石灰土、酸性潮沙土、酸性潮泥土、

石砾土、砾质土 10 种；水稻土有淹育型、潜育型、潴育型、沼泽型、盐渍性和矿毒性等 6种。

水稻土是本县重要的农业土壤，占耕地的 38.27%，即 59,914 亩。其粮食产量占全县粮食作物

总产量 52.76%。其特点是土层较深厚，易于耕作，保水保肥力较强，宜种水稻。旱作土以种

玉米、红薯、豆类为主，也可种小麦、旱谷、蔬菜、火麻、芝麻、木薯、芭蕉芋和果树等。

资 源 矿藏：有硫磺、煤、铜、铁、锑、水晶、重晶石、磷灰石、锰、石膏、硝泥、石

灰石等十多种。杭东硫磺矿蓄积量达 3,500 多万吨，是我区硫磺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已建有

硫磺厂，产品质量优良。煤和锑也有一定藏量。水晶、铁矿分布较广。土地：尚有荒地 60 多

万亩，茅封草长，间有灌木丛，宜林宜牧。水产：有鲢鱼、草鱼、沟鲤鱼等。森林：以杉木、

马尾松为主，次为栎类、栲类、栓皮栎等；竹类有刺竹、楠竹。动物:：较珍贵的有果子狸、

穿山甲、猴子、吹风蛇、野鸡、鹧鸪等。植物：有木耳、乌桕籽、杨梅树皮、火麻、猫豆、饭

豆。药材：有薏米、田七、首乌、百部、蓖麻子、山苍子、山豆根等。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 2,665 万元。比 1952 年增长 383.7%，比 1978 年增

长 5.6%，比历年来最高产值的 1982 年减少 9.1%（因遭受水、虫等灾）。人均产值 1952 年为



60.98 元，1978 年为 166.20 元，1982 年为 202.71 元，1984 年为 175.51 元。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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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总产值

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513

266

28

198

21

－

100

51.85

5.45

38.60

4.10

－

1912

1196

125

552

38

1

100

62.6

6.5

28.9

1.9

0.1

2196

1083

348

460

303

2

100

49.32

15.85

20.94

13.80

0.09

2179

1047

422

425

282

3

100

48.05

19.37

19.50

12.94

0.14

324.8

293.6

1407.1

114.7

1242.9

－

13.96

-12.46

237.60

-23.01

642.11

200.00

-0.77

-3.32

21.26

-7.61

-6.93

50.00

2.2

-2.2

22.5

-4.3

39.6

20.0

附注：1949-1951 年无统计数字。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面积 156,556 亩。其中旱地面积 101,593 亩，水田 54,963 亩

（早涝保收 39,658 亩）。农业人口 146,430 人，其中劳动力 55,863 人。人均耕地 1 亩（其中

水田 0.375 亩）。高寒山区缺水，只种一季玉米，有些地方兼种些旱谷等杂粮。中低山有水地

区，春种玉米，夏种水稻，两熟轮作。

农业机械：1959 年，自治区赠送 3台 62 马力中型拖拉机，这是本县使用耕作机械的开始。

1984 年，全县拥有农业机械 833 台，11,707 马力，比 1972 年分别增长 6倍和 7.6 倍。其中，

各种拖拉机 246 台，3,678 马力可机耕面积 34,000 亩，平均每百亩机耕地占有 10.83 马力。

粮、油：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为主。1981 年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1982 年粮食产量最

高，继 1983 年遭特大水灾之后，1984 年又遭大水灾和虫灾，粮食总产量仅 5,876.61 万斤，

比历年最高产量的 1982 年少收 2,442.14 万斤。比 1983 年减 275 万斤。本县是区内生产茶油

基地之一。1978 年种植油茶 54,977 亩，年产茶籽 11,064 担；1984 年种植达 65,500 亩，因农

村经济体制改变，油料市场开放，国家收购部分只有 135 万多斤茶籽（农民自留口油和在自由

市场出售部分无法统计），价值 55 万多元。茶油是本县主要食用油，除留足口油外，其余外销

出口。

林 业 全县有林约 60 万亩，占宜林面织 123.9 万亩的 48.43%，占全县总面积的 22.8%。

森林覆盖率为 20.52%，木材总蓄积量 41.6 万立方米。每年生产木材 1,000-4,000 立方米，最

高 8,035 立方米（1983 年）。在全部森林中，用材林 380,424 亩，其中杉木 28 万亩；经济林

149,576 亩，其中油茶 12.5 万亩，油桐 2.8 万亩，八角 3,413 亩（有产面积，不包括幼林），

防护林 4,983 亩；其它林 48,855 亩。1984 年，有国营林场 3 个，经营面积 17.3 万亩；集体

林场 55 个，经营面积 7万亩。1981 年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积极进行开发性生产。1984

年累计全县有林 100 亩以上的有 22 户，200 亩以上的有 3 户；有油茶林 3 亩以上的有 3,456

户；有八角林 1亩以上的有 742 户。1984 年累计，全县有人工营造林面积为 46.5 万亩。林产

品主要有茶籽、桐籽、八角、乌桕籽、板栗、紫胶、木耳、栓皮、棕片等。



凤旁林场

牧 业 全县大牲畜是牛、马、驴、骡、猪、羊等。牛用于耕作劳役；马、驴、骡均作驮

运、拉车等用（近年也有的用马代耕）。牛各乡均有饲养，马、驴、骡以交通不便的山村为最

多。1984 年底有牛 28,193 头，马 9,305 匹，驴、骡 267 匹，比 1978 年分别增长 13.4%、9.86%

和 175.25%。猪总饲养量 110,643 头，年底存栏 86,273 头，出栏肉猪 16,689 头，山羊年底存

栏 13,190 只，出栏 1,969 只。

副 业 农户除养猪外，还饲养鸡、鸭、鹅、兔、蜂等。家禽的饲养，因缺乏科学知识，

防病防疫较差，瘟疫时有流行，影响家禽发展。近年来许多农户引种蘑菇，移种金银花。1984

年种金银花 100 株以上的有 1,575 户。其他如酿酒、本器具加工等小手工业项目也有所发展。

渔 业 全县山塘、水库有宜养鱼水面 3,536 亩。1984 年放养 1,101 亩，因管理不善，产

量极低，年产成鱼仅 445 担，鱼苗约 35 万尾。五十年代初，河鱼不少，六十年代以来，由于

用药毒、电捕，至今已濒于灭绝。近年有少数农民把低洼田改作鱼塘，发展渔业生产。

土特产品 油茶：产于全县各乡镇，以乔音乡上林村为最多。产量有大、中、小年之分，

大年全县可产茶籽 500 万斤左右。茶籽含油量 34-35%，出油率 27-29%。茶油是本县主要食用

油；茶油渣可作肥料和供洗涤，并可杀稻田害虫。本县茶油酸度在 2°-3°左右，质量符合国

家标准。

油桐：有千年桐和三年桐两种。全县年产桐籽约 50 多万厅。桐油是本县主要出口物资。

工业上用作化工原料，医药上有祛毒作用，民间常用来外搽刮痧，医治一些常见病。油渣是优

质肥料；果壳可制活性炭。

八角；是本县出口商品之一，每年外运 5-10 万斤，1984 年达 11 万斤（私人收购部分未

计在内）。其叶可熬茴油，现时出口调拨价每斤 14 元。产地以平乐、乔音、金牙、长洲等乡较

多。

水 利 建国以前，县内水利工程只有简易本桩卵石混合坝，亦有以水车提水灌溉。建国

后，大力兴修水利，至 1984 年，全县有提水工程 28 处，装机 33 台，有效灌溉面积 2,069 亩，

(1980 年统计，原有提水工程 100 处，112 台，灌溉面积 5,673 亩，近年部分集体机具因无人

管理而报废或散失）。蓄水工程 50 处，有效库容 1,954 万立方米，灌溉面积 6,370 亩；引水工

程 4,170 处，灌溉面积 30,930 亩；堤防工程 82 处，其中砌防洪堤 22.63 公里，凿防洪洞 0.71



公里，可防洪、防涝 10,000 亩。

工 业 解放前只有制锅、铸铧口、制碗、纺织等一些手工业作坊。1984 年国营工矿企业

有印刷厂、水泥厂、农机厂、酒厂、硫磺厂、软木综合厂、自来水厂等 15 个，职工 633 人，

年产值 433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89.1%。其中较大的是杭东硫磺厂，有职工 223 人，年产

值 25 万元。1984 年，集体企业有五金厂、被服厂、木器厂等 4个，职工 60 人，年产值 38 万

元，占工业总产值 7.82%。乡镇集体企业共 6个，249 人，主要从事铁、木器具、砖瓦、淀粉、

士纸、被服加工等生产，年产值 15 万元，占工业总产值 3.08%。此外，还有城乡个体手工业

84 户，从业 106 人，营业纯收入 2.6 万元。县农机厂生产的微型水轮发电机组，深受山区用

户欢迎，远销区内外，供不应求。凤城镇木衣夹厂生产的本衣夹，为本县唯一出口工业产品。

1984 年区外贸部门订购 17,000 箩，销往东南亚和日本，供不应求。县酒厂生产的最新产品金

银花汽酒，用本地盛产的中药材金银花配制而成。1985 年 3 月，经有关部门检验合格，各项

指标均达到部颁标准。试制 10,000 瓶投放市场后，深受顾客欢迎，也是供不应求。最近，北

京饮料总厂来信要求和该厂合作扩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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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38

100

100

612

348

264

100

56.86

43.14

413

232

181

100

56.17

43.83

486

298

188

100

61.32

38.68

1178.95

684.21

-20.58

-14.37

-28.79

-17.68

28.45

3.86

-3.8

-2.6

-5.5

附注：1949、1950 年无统计数字。

电力：解放前无电。解放后在 1956 年始有一台 24 马力的煤气机发电。1961 年以后逐步

兴建小水电站，至 1984 年共有小型水电站 65 处，装机容量 2,750 千瓦（据 1980 年统计，全

县历年来已建成小型电站共 172 处；装机 3,992 千瓦。但因近年来部分集体所有制电站未落实

管理责任制，有 107 处已损坏或报废）。总发电量 466.8 万度，用电装机负荷 5,516 千瓦。水

电电力供应有旺、枯两季之分，旺水季节供电情况较好，全县有 25%的村屯能用上电；枯水季

节，仅有 3处电站能发电，发电量 300 千瓦，仅供部分机关单位照明。由于电力严重不足，工

厂无法正常开工。目前自治区正在拨款扶持，准备从东兰县并接大化水电站电网。

交 通 解放前无公路。1956 年始修第一条公路－巴（马）凤（山）公路，境内长 31 公

里。到 1984 年已有公路 10 条，境内总长 272 公里，其中有 3 条通往县外：(1)凤山－东兰－

金城江线，总长 220 公里，境内长 51 公里，因与金城江火车站各铁路线交汇，运输最为繁忙；

(2)凤山－巴马－百色线，总长 208 公里，境内长 31 公里；(3)凤山－天峨县，全长 108 公里，

境内长 53 公里。现有各型汽车 80 辆。1984 年客运周转量为 985.3 万人公里。虽然全县 11 个

乡镇机构所在地都通了车，但在 97 个行政村中，尚有 58 个还未通车(占 59.3%)。山路崎岖不

平，运输靠人力和马驮。



邮 电 1984 年有邮局 1个，邮电所 6个。邮路总长 933 公里。全县各乡村都通邮。农村

电话线路总长 422 杆程公里。载波线路 11 条。共安装电话单机 269 部。1964 年起设有民用无

线电站，有收发报机 3部。

商 业 1984 年，有商业网点 836 个，从业人员 1 764 人。其中国营网点 31 个，从业人

员 773 人；集体网点 7个，从业人员 12 人；个体网点 798 个，从业人员 979 人。同年社会商

品零售额 1,280.36 万元。人均 83.2 元。集市贸易额 332.83 万元。出口商品收购总额 35.31

万元，最高收购额是 1983 年，总值达 61.60 万元。

财政金融 属区内老、少、边、山、穷县之一，地方财政入不敷出，靠上级拨款扶持，是

自治区重点扶贫对象。1984 年县财政收入 80.58 万元，加上级补助和上年结余，计 1,110 万

元。财政支出 1,047 万元。城乡储蓄存款 394.6 万元，比 1978 年的 71 万元增长 4.5 倍。农贷

款发放 386 万元，比 1983 年多放 47.25 万元。收回 202.6 万元。

人民生活 近两年来连续遭受水灾、虫灾，粮食大减产。1984 年，人均有粮仅 251 斤，比

正常年景的 1982 年少 270斤。农民年平均纯收入 97.53 元，比 1978 年的 74.50 元增长 30.91%。

全民所有制职工月工资为 49.68 元（不包括奖金、津贴等），比 1978 年增长 17.5%。实行生产

承包责任制后，农村中出现收入超万元的有 4户。1984 年，全县中档商品销售量：自行车 898

辆，比 1978 年多销 324 辆；手表 3,510 只，比 1978 年多销 3,112 只；缝纫机 1,400 架，比

1978 年多销 1,079 架；电视机 147 部，比 1978 年多销 75 部；洗衣机销 48 台( 1978 年无销售)。

文 化
教 育 解放前，全县只有 1所中学，10 所高小，学生总共 4,000 多人，教职员 70 多人。

1984 年有初中 10 所，学生 3,224 人，高中 2所，学生 588 人；农林职业中学 2所，学生 222

人。还有教师进修学校和壮文学校各 1所。中学教职员共 334 人。公办小学 95 所，教学点 310

个，学生 20,959 人，教员共 1,043 人（其中民办教员 75 人）；幼儿园 1所和 3个幼托班，入

园儿童 246 人，幼托教工 18 人。小学专任教师 787 人中，大学专科毕业或肄业的 7 人，中师

毕业的 469 人，高中毕业的 139 人，中师、高中肄业的 25 人，初师毕业的 64 人，初中毕业的

136 人，初师、初中肄业及以下的 22 人；中学专任教师 216 人中，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的 19 人，

高等学校专科毕业和本专科肄业两年以上的 90 人，中专、高中毕业的 103 人，中专、高中肄

业及以下的 4人。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的 1人。

科 技 1984 年有农科所、林科所各 1 个。1982 年成立农学会和林学会，会员共 48 人。

近年有科研成果两项。其中，微型水轮发电机组的研制，获 1981 年度自治区优秀科技成果奖。

这种发电机组的特点是重量轻、结构紧凑，易于安装、操作，在山区丘陵地带，人口分散的自

然村屯，可利用房前屋后的山泉、小溪来发电。全县科技人员，至 1984 年底，有农艺师 5人，

助理农艺师 21 人，农业技术员 37 人；工程师 3人，助理工程师 41 人，工程技术员 73 人；畜

牧兽医师 2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8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13 人；助理会计师 2人；助理统计师

1人。



文化艺术 有文化馆、图书馆各 1个，乡镇文化站 7个。图书馆藏书 4.2 万多册。县有电

影院 1座，电影管理站 6个，民办电影放映队 43 个，放映点 324 个。县文艺队 1个。县广播

站 1 个，乡镇转播站 7个。新华书店 1个，发行点 10 个。文艺创作方面，有中国作协广西分

会会员、美协广西分会会员、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广西分会会员各一人。美术工作者覃立强的

国画作品，1979、1981 和 1984 年曾参加全区、全国美展。其中，《雄关盛开英雄花》、《蕉茂

水流长》分别获得全区美展三等奖；《秋到壮乡》、《油茶之乡》、《雄关盛开英雄花》三幅，展

销美国、意大利和日本。

卫 生 1949 年只有东兰医院凤山分院 1所，有医生和药剂士各 1人，护士 2人，无病床。

1984 年，有县人民医院 1座，乡镇卫生院 7所，卫生站 10 间。还有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皮

防站各 1个。全县共有 192 张病床（其中简易床 8 张）。各类医务人员 234 人。其中，主治医

师 3人，医师 48 人。1984 年，全县实行计划生育的有 5,438 对夫妇，占全县育龄妇女 26,965

人的 20.17%，有 117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建国前，仅中、小学有简单的体育设施；建国后，成立县体委，经常组织学校机

关和群众开展篮球、乒乓球、象棋等比赛。现有灯光球场 5 个。1984 年举行学生和农民运动

会共 3次，开展各单项比赛共 13 次。平乐中学是地区晨跑先进单位，1983 年获自治区体委赠

送奖旗。

文物胜迹
红军岩 在县城南约 2公里的恒里山腰，原称恒里洞，可容千余人。洞侧皆崖壁，形势险

要。土地革命时期，县工农民主政府和革命群众千余人曾迁居于此，抗敌近年，英勇牺牲 374

人。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内有石刻革命简史。

三门洞 在县城西南 14 公里的莲花山山腰，属平乐瑶族乡平旺村。洞口宽大，洞内可容

万人。土地革命时期，平乐苏区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与革命群众五千余人在此据

险抵抗，坚持战斗月余，被敌攻入杀害三百多人。现洞口立有革命纪念碑，为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

凤阳关 在县城西北半公里，俗名穿龙岩。因此岩为县北各村入城孔道，雅称今名。岩宽、

长各半公里，乔音河沿右侧蜿蜒穿过，左岸为石砌小径。河上建有钢筋水泥桥，通内龙电站。

入岩时颇阴暗，数十步后顿见光明。岩内石乳峥嵘，石笋林立，千姿百态。前人有“路入岩中

别有夭，人间佳境异桃源”之赞。洞口上方，白崖高耸，夕阳返照河中倒影子崖上，幻化奇妙。

“文化大革命”中，岩内昔日游客、县官和邑绅所题诗词石刻和风景点，均遭到严重毁坏。

云峰洞 在县城背后山腰，俗称后龙岩。每当秋冬季节，洞口常有云气升腾缭绕，蔚为壮

观，雅称今名。在凤山八景中，题名“玉洞秋云”。山势险峻，洞下有一小径通上。洞口宽数

十米，形如笑狮。前洞平坦明亮，可容数千人。后洞石乳峥嵘，石笋林立，有的洁白如玉，玲

珑圆润，银光闪闪，宛如仙境龙官。岩顶石乳滴水，地下成池，终年不涸，凉气袭人。洞后有

孔，可通洞外山林。因居高临下，形势险要，素为控制县城之军事要地，也是县城居民历来避



乱之所。

江洲仙桥 在县城西南 26 公里的凤平村。该处两山对峙，中间横隔一座山梁，江洲河穿

过其下，俨然一座单孔大拱桥。高约 200 米，长、宽各达 100 米左右。桥下（岩内）明代建有

永宁寺，遗址尚存。古时为田州府（今田阳）八景之一。

江 洲 仙 桥

巴冈古寨 在县城东北 7公里之更社山顶，属长洲乡百乐、郎里两村境界。据旧县志记载，

宋皇祐年间，壮族首领侬智高举兵反宋，后被狄青打败，其部将在此山顶筑营扎寨，抵抗宋兵。

山顶周围筑有山墙，山腰有壕沟和土墙环护，十分坚固。寨内有大衙门，小衙门、太太泉、棹

印等。因内出叛徒，终被宋兵攻破。现其营门、残垣尚历历可辨。

著名人物
廖源芳(1880－1931) 字萱城（后改先行）。长洲乡百乐村人。早年随韦拔群赴黔从军讨

衰，后同进贵州讲武堂学习。1921 年加入韦拔群组织的“改造东兰同志会”，1929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是凤山县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历任区、县农民协会主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

三纵队 61 团、21 师 63 团团长等职。1931 年在战斗中牺牲。

廖由斌(1891－1931) 凤城镇凤凰村人。1925 年到东兰韦拔群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廖源芳等共同组织农会，建立农民武装。历任区、县工农民主政

府主席，中共凤山县委书记等职。1931 年 8 月，在国民党反革命“围剿”中，被叛徒谋害。

黄伯尧(1896－1944) 平乐瑶族乡力那村人。1925 年到东兰韦拔群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学习；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凌云县特支书记、右江上游草委常委、凌（云）凤

（山）边革委主席等职。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出任县参议员，坚持地下革命活动。1944 年 2

月，在平乐乡巴标村被国民党广西省保安队大队长钟福标谋害。

黄永安(1904－1979) 乔音乡老里村人。1926 年参加农民自卫队，任乡农会肃反委员；1930

年 6 月，在平马（今田东）参加红七军，后随红七军主力北上；1931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

任连指导员、华东荣军分校校长等职。解放后，任柳州铁路局副局长，曾被选为广西壮族自治

区第二届人大代表。

黄文通(1905－1932) 凤城镇恒里村人。早年外出求学，深受革命思想影响。1925 年到东

兰韦拔群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凤山县农运特派员、红



七军第三纵队参谋；1930 年冬，随红七军主力北上，任 20 师组织科科长，途中奉命返回老根

据地工作，不幸被敌人逮捕，1931 年牺牲于百色。

廖熙英(1907－1977) 长洲乡百乐村人。土地革命时期，曾任红七军连、营长。1947 年参

加中国共产党，历任桂西人民解放军凤（山）天（峨）支队前敌总指挥、凤山县游击大队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笫 25 大队大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桂西指挥部直属营营长、县

民政科科长等职。

黄明金(1913 年－1975) 平乐瑶族乡力那村人。1929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红七军

主力北上，后历任排、连、营、团长，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机械局副局

长等职，曾荣获二级八一、三级独立自由、二级解放勋章各一枚。

唐子培(914－1977) 凤城镇京里村人。1929 年参加农民自卫军，后随红七军主力北上。

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历任团政委、兵团卫生部政治部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

商业厅副厅长、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重要事件
瑶族农民起义 民国初年，军阀残酷剥削，苛捐杂税繁多，1914 年，瑶族首领邓卜才（书

名仁善）带领群众抗捐抗税。1919 年 5 月，邓联合凌云等数县的瑶、苗、壮、汉各族人民数

千人合团起义，攻陷中农旧区坡心乡，杀长里乡团董龙瑞邦，攻打郎里大土豪龙达尊；次年两

次攻入县城。坚持斗争共两年之久。

农民革命运动 1925 年，在韦拔群的领导下，本县部分区、乡开始组织农民协会；1927

年夏，建立县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各区、乡亦相继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四一二反革

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血腥镇压，农民运动暂时受挫。1929 年 12 月，县农军参加百色

起义，编入红七军第三纵队（纵队长韦拨群），并建立中共凤山特支、凤山县委。1930 年冬，

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县赤卫军编为红军 21 师 63 团，坚持斗争。

海亭惨案 红七军主力北上后，1931 年 2 月 20-28 日，国民党百色区民团指挥官岑建英指

挥黔军王海平部两个团，攻占我根据地平乐乡海亭村，分别在海下、海弄、福才三个屯，将搜

山被捕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实行大屠杀，被害者达 390 多人。

黄伯尧巧计歼敌 1931 年 3 月，国民党百色区民团指挥官岑建英，勾结黔军，“围剿”我

根据地，中共凌云县特支书记、凌云县农会主席黄伯尧，利用黔、桂军之间的矛盾，假借国民

党广西省政府名义，下令给岑建英和凤山县长罗颂钢，要他们将黔军缴械。命令上盖着仿刻的

假印，派政工人员故意送过黔军驻地。黔军搜获后，立刻袭击岑团，打死阮参谋长，活捉岑建

英；同时分兵赶到乔音乡康里村，将罗颂纲击毙，旋即向贵州方向撤退。桂军军长廖磊在东兰

接获情报，急派一个营赶往天峨县更新乡截击，夺回岑建英。趁敌军狗咬狗之际，红七军 21

师 63 团沿途伏击，使两团黔军几乎全部覆灭。

第一次解放县城 1947 年 9 月 15 日，中共凤山县工委代书记韦芳（巴马瑶族自治县人，

1945 年奉派来凤山进行地下革命活动），根据中共东（兰）万（岗）凤（山）委员会指示，配



合万岗起义，率领游击队向凤山县国民党政府进攻，赶跑县长，第一次解放县城，成立县临时

人民政府，韦芳任主席，罗启超任副主席，景墀、廖熙英为军事委员。数天后，主动撤出县城。

韦芳带工作队到砦牙乡宣传，被反动乡长龙永谋福害。10 月，国民党新任县长廖雪翘派一个

中队的县警到柳州领枪弹，被游击队侦悉，遂于 12 月 27 日到离县城三十华里的久隆坳伏击，

夺得马克沁机枪一挺，子弹一万发，步枪数支和布匹、现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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