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 兰 县

东兰县地处往西北隅边陲，境内山岭连绵，幽谷深壑纵横，是个土、石山交错的山区。红水河自

北向南贯穿全境，地势险峻，交通闭塞。矿藏有煤、铁、锑等，以石灰石藏量最富。是自治区油桐、

油茶生产基地县之一。大革命时期，韦拔群同志在这里组织领导了农民运动，开办广西第一届农民运

动讲习所，建立了县、区、乡各级农民协会。1929 年，党中央派邓斌（小平）、张云逸同志领导百色起

义，组建红七军后，这里便成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红军北上后，当地人民在党领导下，坚持革

命斗争到解放，一直红旗不倒。

位置面积 东兰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隅，云贵高原南缘。东接河池，西界凤山，南

邻巴马、都安，北交天峨、南丹等县。东西最大横距 85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68 公里；总面积

2,415 平方公里，折合 3,622,500 亩。县治东院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308 公里。

建置沿革 秦属桂林郡地。汉属郁林郡定周县地，称木兰峒。唐称朱兰。宋初，置羁縻兰

州，由土司世袭统治，崇宁五年（1106 年）改兰州为文兰州。元初，分文兰州为东、西兰州，

东兰之名由此始。其后撤销西兰州，其地并入东兰州，并置安习州。明初复并为东兰州，洪武

二十四年（1391 年）改东兰州为东兰土州。清初因之，雍正八年（1730 年）改土归流，称为

东兰州，并将所属外六哨划出另置凤山土州（今凤山县），均属庆远府辖。民国元年（1912 年）

改东兰州为东兰县，沿袭至今。

行政区划 现辖弄占，泗孟、金谷，长江、隘洞、切学、坡拉、长乐、双苏、大同、坡峨、

太平、五联、四合等 14 个乡，东院、武篆 2个镇。下设 147 个村委会，2,902 个村民小组，1

个街道委员会，21 个居民小组。另有圩场 23 个。县治东院镇有 6,378 户，31,698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全县总人口 255,088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05.62 人，人口自然

增长率为 19.46‰。据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壮族 207,929 人，占全县人口的 85.7%；汉族



23,373 人，占 9.6%；瑶族 11,269 人，占 4.6%，还有毛难、仫佬、哈尼、侗、回等民族共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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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6 26555 33930 44971 87.3 69.4 32.5

总 人 口 116941 127170 165261 242663 107.5 90.8 46.8

性别

构成

男 59026 61056 80712 121483 105.8 99.0 50.5

女 57915 66114 84549 121180 109.2 83.3 43.3

地区

构成

城 镇 1949 5672 9802 402.9 72.8

农 村 125221 159589 232861 86.0 45.9

自然条件
地 形 境内地势高峻，山岭连绵，河谷深切，土山、石山交错分布，西北和西部有东凤

岭，南部有都阳山，中部有怀达山，海拔多在 500 米至 1,000 米以上。北部以土山为主，石山

穿插其间；南部以石山为主，夹有少数土山，石山山峰挺拔，岩溶发育。山间的小盆地和石山

中的洼地，是境内主要农作基地。全县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山 脉 境内群峰罗列，峰连岳锁，绵亘重叠。其山脉东北部属凤凰山，南部属都阳山，

西北和西部属东凤岭。全县最高峰是东凤岭的莫中山，海拔 1,214 米；其次是凤凰山的中洞坡，

海拔 1,209 米。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山峰有巴则山、祖华山等 124 座。最低处是大同乡信河村

的板黑河口，海拔仅 176 米。

河 流 均属红水河水系。红水河在境内流程为 92 公里，是历史上唯一的交通运输航道。

但岸商水陡，滩险浪急，牛塘、都凉二滩，船工视为畏途，谚云：“水大怕牛塘、水小怕都凉”。

此外，境内还有大小河流与溪流共 250 条，分别注入红水河。其中香河、坡濠河、巴英河、九

曲河、兰阳河、那夭河、坡拉河、东平河、大同河等较大的河流有 29 条，总长 340.9 公里，

最大流量为 123.6 立方米/秒，最枯流量为 0.58 立方米/秒。地表水积雨面积 2,400 平方公里，

多年平均流量 12.223 亿立方米/秒。地下水源丰富，目前已探明的地下泉点有 157 处，太平、

玩石、泗盂、坡豪等岩溶地区地下河多，水能蕴藏量较大。但随着季节和下雨前后的变化，其

流量变化很大。

气 候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气候温和，严寒酷署时间短。据

1958-1980 年资料，年平均气温 20.1℃。最冷为元月份，平均 11℃，极端最低气温-2.4℃；

最热为 7月份，平均 27.3℃，极端最高气温达 39.2℃。年平均降雨量 1,546 毫米，最多年雨

量 2,079.9 毫米（1968 年），最少年雨量 1,246 毫米（1962 年）。一年中雨季为 5至 8月，平

均降雨量 1,011.6 毫米，占全年降雨量的 65%。年平均日照 1,522.6 小时，夏秋长，冬春短。

年平均无霜期为 340 天；初霜最早出现于 11 月 21 日，最晚出现于 2月 24 日；终霜时间最早



为 12 月 22 日，最晚为 2月 28 日；霜期最长为 16 天，最短为 3天。主要气象灾害有干旱、冰

雹、雨涝、低温等。据 1954-1981 年的资料，中等以上的旱灾，五十年代十年四遇，六十年代

十年八遏，七十年代十年十遇。特别是 1977 年春旱，农作物受灾面积达 135,600 亩。近年来，

春旱、夏旱、秋早每年都有不同程度发生。冰雹出现于 3-4 月。境内有两条冰雹线：一条经金

谷乡的金谷至坡峨乡的永安等 5个乡 15 个村；另一条经泗盂乡的弄平至太平乡的玩石等 3个

乡镇 13 个村。解放以来，危害较严重的雹灾有 16 次，最大的一次出现于 1982 年 4 月 21 日，

冰雹最大密度每平方米 700 颗，最大直径为 20 厘米，37 小时后尚未全溶化，有金谷等 42 个

村 569 个屯 7,347 户遭受袭击，房屋倒塌 45 座，人畜伤亡，农作物受害面积 27,000 亩，总计

损失人民币 864,700 元。涝灾几乎每年都有，主要发生在雨量集中的夏秋，受涝面积每年约 1

万亩。低温灾害有“倒春寒”和“寒露风”两种，十年有三四次较为严重。这些灾害的加剧，

主要是境内原有四十多万亩的自然林被毁，自然植被和生态平衡受到破坏所致。

土 壤 境内土壤分为水稻土、红壤、黄壤、石灰石土、冲积土 5个土类。根据对 1,236,108

亩自然土的调查，红壤占 81%，黄壤占 11%，棕色石灰土占 7%，冲积土占 1%。但无论自然土和

耕作土，土层均较厚，有机质合量较高，呈中性至微酸性，适宜种植各种作物。耕作土主要为

水稻土，以壤土田、潴育田、潮泥田为主，约 9,64 万亩，占耕地面积 45%。分布在溶蚀盆地

和谷地。旱作土以棕泥土和红壤土为主，分布在峰丛洼地和沙页岩区，约 11.85 万亩，占耕地

面积 55%，但旱作土大都坡度较大，耕作困难。自然土分布所在的海拔较高，宜于植树造林。

资 源 矿藏：有煤、锑、铜、水晶矿、方解石、石灰石、硫铁矿、铅土矿等。其中煤藏

量 670 万吨，含炭量 25-50%，含硫量为 5-7%，已开采 18,000 多吨；水晶矿储量 20 多吨，已

开采 10 多吨；现均已停采。硫铁矿储量 700 万吨，含硫量 15%；铝土矿 40 多万吨，含铝 40%；

均未开采。石灰石藏量丰富，含钙 40%以上。森林：全县林业用地 143 万亩，原有林面积 53.1

万亩。树种主要有杉、松、椎．枫香、栎、桦、樟、荷木、香椿、任豆树、苦楝、金丝李、酸

枣、竹等。经济林有乌桕、黄檀等。牧草场：有大小牧草场 2,060 处，其中千亩以上的 260

处，面积 72.9 万亩。牧草种类有雀稗、狗尾草、野葛藤、芭芒、水草等几十种，其中优良牧

草约 30 种。野生药用植物：有金银花、淮山、首鸟、鸡血藤、黄精、百合、水槟榔等。野生

动物：较珍贵的有麝、果子狸、龟、穿山甲、水獭、旱獭、蛤蚧、马鬃蛇、毛鸡等。水能：境

内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约 2.47 万千瓦（不包括红水河），可供开发的约 1.18 万千瓦，已开发

0.42 万千瓦，占可供开发量 36%。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为 5,122.86 万元（净产值为 2,926 万元），比 1952

年增长 5.55 倍，比 1978 年增长 15.7%，比 1983 年增长 1.3%。全县人均产值为 200.8 元。1978

年以来总产值年递增率为 2.5%。

农 业 1984 年，全县有耕地面积 21.49 万亩，其中水田 9.64 万亩（有效灌溉面积 73,651

亩；旱涝保收面积 68,400 亩），旱地 11.85 万亩；农业人口 245,000 人，其中全劳动力 93,157



人，半劳动力 6,584 人；人均有耕地 0.877 亩。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农田水利设施的改善，对

水稻耕作制度因地制宜地实行了“单改双”，促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

1984 年，全县有各种农机具 344 台，4,941 马力，比始有农业机械的 1965 年增长 18.6

倍。农机总动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2.3 马力。

粮、油：1984 年粮食总产为 10,607.25 万斤，比 1981 年增长 1.06%，比 1982 年减少 3.3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减少边远民族地区的负担，使之能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国家减少

了征购任务。1984 年粮食收购 294.23 万斤，比 1978 年收购的 563 万斤减少了 268.77 万斤。

1984 年油脂收 3,581 担，相当于 1978 年的 2.32 倍。

另外，1984 年玉米产量 4,674.63 万斤。木薯产量 19,006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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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43

547.76

51.02

213.58

82.81

2.26

100

61.02

5.68

23.80

9.23

0.25

3273.0

1718.4

250.4

1035.9

267.3

1.0

100

52.50

7.65

31.65

8.20

0.03

3894.8

1919.5

400.4

1118.1

454.4

2.5

100

49.3

10.3

28.7

11.7

0.1

4076.8

1966.3

458.2

1034.5

6i5.5

2.3

100

48.2

11.2

25.4

15.1

0.1

354.3

259.0

798.1

384.4

643.2

2.2

24.6

14.4

83.0

-0.1

130.3

133.3

4.7

2.4

14.5

-7.4

35.5

-8.7

3.70

2.30

10.60

-0.02

14.90

15.20

林 业 1984 年有宜林山地面积 143 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39.5%，有林面积 68 万亩（包

括 2 个国营林场 5 万亩，乡村造林 13 万亩，幼林 10 万亩），占宜林山地面积的 47.6%。立木

蓄积量为 53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 9.5%。竹子，五十年代全县约有 1万亩，如今尚存 2,000

亩，有大竹 6万根；1957 年，东风林场从苗山引进毛竹，最大胸径有 25 公分，已发展 2亩多。

经济林：1984 年有油桐 10.7 万亩，桐籽产量 25,422 担，比 1983 年减少 23%；油桐品种有高

脚桐和矮脚桐，有丛生暴及单生果，有三年、对年、千年桐，其中三年桐最有发展前途。油茶

9.4 万亩，1984 年茶籽产量 22,905 担，比 1983 年减少 26.11%；油茶品种有园红、园黄、桃

红、桃黄、青红等。板栗 9,000 亩，产量 4,054 担，比 1983 年减少 3,84%；水果 1,000 亩，

产量 6,521 担，比 1983 年增长 24.57%。紫胶 900 亩，1984 年产量 22,700 斤。国营林场 1984

年产值为 65 万元。其中绿兰林场于 1957 年筹建，次年投产，到 1984 年底止，总投资 355,31

万元（国家投资 129.63 万元，自筹资金 225.68 万元），现有干部职工 133 人，经营面积 2.8

万多亩，林木蓄积量 9 万多立方米，1980 年达到自给，年均产值 50 多万元，年纯利 10 多万

元。建场以来，每年为附近群众提供数 10 万株杉木苗，对植树造林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牧 业 1984 年耕牛 5.42 万头，比 1983 年增长 0.18%。马存拦 5,700 匹，比 1983 年增长

7.55%。东兰马属西南马种，体型中等，四肢筋腱发达，蹄质坚硬，耐劳役，善行崎岖山路，



用其拉车可载重 350-600 公斤，是县内群众的主要运输工具，也有用于犁田耙地。远销河南、

山东、安徽等省。1984 年羊存栏数为 43,482 只，比 1983 年下降 1.2%，出栏数 4,800 只，比

1983 年增长 4.34%，出口 1,219 只。1978 年自治区为扶持山区畜牧业的发展，曾拨给“三养”

经费 27 万元，1981-1984 年共拨给扶持、防疫及禽畜保护费 26.45 万元。1984 年引进丹麦的

长白、英国的中约克、美国的杜洛克良种猪共 35 头，印度的摩拉牛 3头，办了种猪种禽场各

1个，配种站 15 个。

副 业 主要是养猪、鸡、鸭、鹅、蜂等。近年农民从事的建筑、服务性行业也相继发展。

1984 年末猪存栏数 12.8 万头，比 1983 年增长 1.5%；出栏 4.2 万头，肉量为 588 万斤，比 1983

年分别增长 1.2%和 6.5%。1984 年养蜂 487 箱，蜂蜜产量 57 担，比 1983 年 886 箱，蜂蜜 65

担，有所下降。

渔 业 1984 年养鱼面积共 1,163 亩，其中山塘水库 730 亩，河沟 100 亩，池塘 320 亩，

鱼种塘 12.7 亩；比 1983 年增加面积 318 亩。全年产量 378 担，比 1983 年增加 158 担。鱼种

产量约 32 万尾。家庭养鱼有 150 户，面积 90 亩，产量 135 担。

土特产品 墨米：糯米属，亩产二至三百斤，因色墨黑而得名。营养丰富，含蛋白质 9.43%，

淀粉 76.08%，粗脂肪 2.84%，兼含钙、铁等多种元素及维生素 B1和 B2，还含人体所必需的苯

丙氨酸、亮氨酸、赖氨酸等 8种氨基酸。据《本草纲目》记载，墨米对人体有滋阴补肾、健脾

暖肝、明目、活血等作用。民间泡制的墨米酒，不但芳香浓郁，醇甜适口，为饮用佳品，而且

是滋补良药，有补血、健胃、固齿、生发、抗肝炎、治跌打之功效。墨米过去因其产量低，而

一度濒于摒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始重视其经济价值，又恢复种植，1984 年产量为 30

多万斤。县酒厂按民间传统方法试生产的墨米酒 18 吨，获自治区优质产品二等奖。

兰木香粳：米粒粗长，晶莹发亮，煮熟食之，酥软可口，味香且甜，病后用作主食，体力

康复快。一年一造，亩产 500 斤左右。1961 年张云逸同志到东兰时，品尝后赞不绝口。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我国以兰木香粳招待，因而誉传中外。

腊月橙：色金黄，味清甜而微酸，肉质红亮而多汁。维生素 B、C含量丰富，食之可助消

化，且能增强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力，中外宾客食之莫不赞赏。每年挂果至春节前后，可在淡季

供应市场，经济效益高。1984 年县拨专款 6万元，作为开发基金，现已栽培 20 万株。

八角：为东兰特产，品质优良，是自治区八角生产基地之一。有红花、白花两种，以红花

为优。1984 年全县扩种 3,100 亩，比 1983 年增长 72.2%。1984 年国营收购量为 1,682 担，比

1983 年增长 12.1%，实际产量远远超过收购数。

活蛇：主要有吹风蛇、索蛇、五步蛇、金环蛇、银环蛇、白花蛇等，群众捕捉交售给外贸

收购部门，出口至港澳。由于历年来捕捉量过大，产量已越来越少。

板栗：本县是自治区板栗生产基地之一。东兰板栗品质好，个大，生食清甜香脆，熟食粉

酥爽口，香甜宜人。1984 年国营收购量为 4,054 担（集市销售量未统计），比 1983 年减少 3.5%。

火麻：是东兰特有的一种油料植物，可入中药，山地㟖场广为种植，多间种于玉米地里，

产量较高。火麻具有润燥通便、治高血压之功用。1983 年国家收购量达 166,000 斤，1984 年



因私人收购到外地销售增多，国营收购部门只收购 22,000 斤。

水 利 解放前，全县无水利设施，南部石山区连人畜饮水都十分困难。解放后共兴修水

利工程 7,099 处，有效灌溉面积达 73,651 亩，占水田面积 76.4%，占耕地面积的 34.27%。其

中蓄水工程有水库 11 座，塘堰 571 处，蓄水量共 966.1 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 14,126 亩，

有效灌溉面积 12,000 亩；电力排灌工程 270 处，装机 270 台，共 486,593 马力，设计灌溉为

19,800 亩，有效灌溉面积为 12,200 亩；引水工程，计有流量为 O.1 立方米/秒以上的引水沟

6,247 条，设计流量 5,865 立方米/秒，设计灌溉面积 68,560 亩，有效灌溉面积为 49,451 亩。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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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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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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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1950 年以前，县内无工厂。至 1984 年，国营厂矿企业有：钢精、制药、氮肥、

水泥、玻璃、农机、印刷、汽车修理、油脂、大米、森工、综合加工、饼干、水、电、酒等厂

及大同煤矿等 18 个，共有职工 1,115 人，产值 932.78 万元（净产值 184.03 万元），占全县工

业总产值的 89.17%。国营东兰钢精厂，为自治区最大的两个钢精厂之一，全厂固定职工 103

人。1984 年完成生产量 337 吨，年产值 218.78 万元，纯利润 5 万元，上缴税利 39.5 万元。

1979 年，自治区同行业盈类评比中曾获总分第一名。

县管集体企业 5 个，有职工 145 人，产值为 59.98 万元（净产值 16.25 万元），占全县工

业总产值的 5.73%。乡镇企业中，集体企业 31 个，职工 244 人，总产值 52.04 万元（净产值

22.1 万元）；个体手工业 44 户，从业人员 56 人，营业收入额 1.23 万元。综合厂以当地鸭脚

木为原料，生产的木衣夹，轻便耐用，价康物美，年产 5-6 万箩（盒），畅销五大洲，为县内

创汇产品之一。县制药厂研制生产的抗震颤麻痹药－魁星搂牌左旋多巴，1981 年获广西新工

业产品百花奖，1983 年获广西优质产品奖。

电力：1984 年全县有大小电站 267 座，发电量 598.89 万度；有 35 千伏安降压变电站 1

座；配电变压器 366 台，10,720 千伏安；用电装机负荷 3,913 千瓦，已有 19,798 户农户用上

了电，占全县总农户的 50%。

交 通 本县交通运输有陆路和水路两种。1938 年因抗日军事运输需要，辟有河田公路（南

丹车河－田阳田州）通过县境，后因日寇入侵，破坏殆尽。解放后 1953 年始修复通车。至 1984

年全县共有公路 11 条，总长 384.4 公里，其中柏油路 123.2 公里。有汽车 134 辆。10 个乡镇

通了班车，有 60 个村可通汽车，占全县村数的 40.5%。县际公路：有县城通往金城江、巴马、

百色、南宁、南丹等线，往返对开班车 44 部．全年客运量为 659,670 万人次，周转量 20,646,320



人公里；货运量 14,146 吨，周转量为 23,933,280 吨公里。水路有流经境内的红水河，终年可

通航 30 至 80 吨以上机动船。1949 年有人力船 7艘 66 吨位，货运量 1,188 吨，周转量 65,840

吨公里。1980 年有人力船 24 艘 240 吨位，并开始有机动船 16 艘，260 马力，240 吨位，货运

量为 8,640 吨，周转量 475,200 吨公里。1984 年有机动船 96 艘，1,757 马力，1,110 吨位，

货运量 19,980 吨，周转量 1,098,900 吨公里（不包括民间木帆船）。

邮 电 全县共有邮电局、邮电所 8个，邮路长 1,806 公里（其中委派汽车邮路 358 公里）。

有 650 个村屯通邮。农村电话线路 921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39 条，共安装电话单机 435 部。

1984 年全县订报刊杂志总份数为 2,467,748 份。

商 业 1984 年有商业网点 1,337 个，从业人员 2,581 人。其中国营网点 81 个，从业人

员为 703 人；集体网点 184 个，从业人员 530 人；农村代销代购店 21 个，从业人员 21 人；个

体有证商业户 1,051 个，从业人员 1,327 人。1984 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2,693.66 万元，

其中农村零售额为 775 万元，城镇零售额为 125 万元，农村代销店零售额 13.12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27.59%。集市贸易成交额 962 万元，比 1983 年增加 62 万元。1983 年出口商品收购总

值 60.13 万元，比 1982 年增长 48.2%。1984 年商品收购总额为 578.90 万元。

财政金融 1984 年财政收入 149 万元，自治区补助 998 万元。财政支出数 1,286 万元。全

县城乡储蓄额 389.4 万元，比 1981 年的 154.6 万元增长 151.8%。农贷款发放 441 万元，比 1981

年的 152 万元多放 289 万元，累计收回 227 万元。

人民生活 历史上，农村居住筒陋，其住房“栏栈”多用圆木、竹子疏落铺就。分上下两

层，上层住人，下层关牲畜。农民群众普遍有喝生水、拉野屎的习惯，加上部分石山区人畜饮

水极端困难，民间有“宁给一鸡，不给瓢水”的俗语。卫生条件极差，因而造成民间终年疫疾

流行，泡颈（甲状腺肿大）病人达 20%，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生活。解放后，政府派出了医

疗队为群众治疗疾病，引导和帮助群众改善居住条件，实行人畜分居，普遍修建厕所，拨专款

修建水池、水渠，解决人畜饮水困难。到 1984 年，全县有百分之五十居民已实行人畜分居，

绝大部分住房“栏栈”，上层已用木板或水泥板密铺，与下层牲畜隔开。需要解决饮水困难的

15.7 万人和 11.38 万头牲畜中，已有百分之七十八得到了解决。人民生活从根本上得到了改

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3 年城乡私人建房面积达 82,631 平方米。1984 年，全

县人均有粮 517 斤（包括杂粮 200 斤），比 1978 年增长 32%。企业职工人均工资 1,126 元（包

括奖金及补贴），比 1980 年增长 52.2%，人均月收入为 93.8 元（基本工资月均 52.94 元），比

1978 年月均工资增长 111%。年内销售：自行车 1,743 辆，比 1980 年多销 591 辆；手表 5,000

只，比 1980 年多销 3,838 只；缝纫机 2,720 台，比 1980 年多销 740 台；电视机 193 台，比

180 年多销 130 台；电扇 403 台，比 1980 年多销 298 台。县

内还破天荒地出现 16 个“万元户’。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全县仅有普通中学 1 所，学生 268 人，教师 20 人；小学 140 所，学生



有 4,825 人，教师 182 人。1984 年，全县有高中 2所，学生 1,057 人，教职工 68 人；初中 7

所，学生 4,174 人，教职工 282 人。附设有初中的小学 9所，学生 1,284 人，教师 50 人。农

工 32 人，学生 177 人。教师进修学校 1所，学生 130 人，教职工 22 人。公办小学 149 所，民

办小学 79 所，学生共 38,864 人，教职工共 1,332 人。幼儿园 1所，幼托班 3个班，入园儿童

574 人，教师 22 人；学前班 12 个，儿童 298 人，教师 20 人。全县共有数职工 1,828 人（男

1,663 人，女 165 人），其中大专毕业 215 人，中专毕业 948 人，高中毕业 190 人，初中毕业

455 人，高小以下 20 人。

1957 年至 1959 年，县壮校培训群众推选出来的壮文义务扫盲教师 2,500 人。1963 年至

1965 年，培训两年制初中级的边远山区农业技术员两个班 80 人（设置壮文课）。1982 年至 1984

年底，培训 5 期 6 个班，其中义务扫盲教师 2 个班，小学教师 2 个班，中专 2 个班，学员共

268 人。农村推广壮文 6个村屯 13 个班 430 人。小学壮文班有二年级 3个班 73 人，一年级 22

个班 637 人。

科 技 县有科委所属科技情报站、农科所、农机所，科协所属有农、林、畜牧兽医、医

学等专业学会及武篆、长江、大同、东院、太平等科普协会。全县有工程师 5人，助理工程师

38 人，技术员 54 人；农艺师 2人，助理农艺师 16 人，农业技术员 16 人；助理会计师 7人，

助理统计师 1人，经济师 1人。近年来通过自治区级鉴定的科研成果和获得自治区级以上奖励

的成果有：药物“左旋多巴”、“岩黄连注射液”、“五加精”，建筑材料泡沫玻璃；建筑机械打

砖机和饮料“墨米酒”及“葡萄香槟”等。

文化艺术 1984 年，有县文化馆 1个，乡镇文化站 9个；文艺队 1个；图书馆 1个（藏书

23,211 册）；革命纪念馆 1 个；电影公司 1 个，电影院 2 个（县城、武篆各 1 个），电影站 9

个，民办电影队 82 个；新华书店 1个，农村图书发行点 16 个；广播站 9个。全县有电视接收

机 314 部，录像机 9部，扩音机 45 部。

卫 生 1949 年有卫生院 1所，医务人员 13 人。1984 年有医院 9所，卫生站 15 个，妇幼

保健站、防疫站、血防站、皮防站各 1 个。矿、场站、学校卫生室 7 个。各科医务人员 349

人，病床 270 张。还有联合诊所 1个，中草医 2人．县内解放前天花盛行，死亡率很高，1950

年开始防治工作，1952 年根绝。历史上血吸虫病流行严重，有 9 个村屯人烟绝迹，仅武篆、

三石两地区，钉螺面积就达 1,421,730 平方米，流行区有 115 个村民小组，24,153 人；病人

有 3,573 人。1955 年开始普查，1956 年筹建血防领导小组，1958 年设立专业机构。经过 28

年的艰苦奋斗，动用 44 万个劳动工日，灭螺面积 2,322 万多平方米，病人病畜已先后治愈和

消除。1984 年 11 月，经自治区防治血吸虫有关单位考查，确认东兰是消灭血吸虫病县，目前

已转入监测巩固阶段．

1984 年全县已婚育龄妇女 31,693 人，巳采取节育措施 15,269 人，节育率 48.2%，领独生

子女证 221 人。

体 育 1984 年活动项目有篮球、乒乓球、足球、田径、象棋、自行车、陀螺等。举行运

动会 9 次，参加的运动员 9,274 人次，观众达五十多万人次。1984 年，参加自治区小学生基



层篮球赛第二赛区获得男女双冠军。1984 年有 2 名运动员参加全国水球赛。有 1 名运动员参

加全国少数民族“团结杯”篮球赛。另外，县女子篮球队在河池地区篮球赛中保持十年冠军。

1983 年，武篆镇．长乐乡被评为自治区农村体育先进单位，获得奖金和锦旗。全县向自治区

输送运动员 5人。

特殊风俗 本县是壮、瑶、侗、汉、毛难等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都有对唱山歌的传统

习惯。瑶族歌节是农历五月二十九日，即“祝著节”（达努节），这天男女老小上山唱歌，日夜

不散，还有斗画眉鸟、敲打铜鼓、跳瑶王舞等活动。红水河沿岸的壮族村寨，每年正月初一至

月末为“蚂�节”，传说因伤害了益虫蚂�而招致灾害，因而立节戒捕蚂�，以寄预丰收之望。

节日最后一天晚上，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汇集山野歌场，以歌传情谈爱，预祝人寿年丰，通宵

达旦。红水河边新出嫁的壮族姑娘，每年二三月间邀请姐妹亲友，成群结队到夫家的荒山上开

垦棉花地，多则数百，少则三五十人，人数越多越光彩，夫家杀猪设宴以款待之，晚上设歌台，

男女青年对唱，直到天明。挑“伶俐水”，为壮族姑娘传统习俗，每年正月初一天来亮，她们

争先恐后奔往泉边挑“新水”。谁先喝到“新水”，谁就更伶俐聪明。

文物胜迹
列宁岩 原名北帝岩，位于县城西南 38 公里的论硬山腰上，是个天然的岩洞，可容纳数

千人，洞口上方有叶剑英同志 1978 年元月题写的“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十一个大字。

1921 年 3 月，韦拔群在此组织革命同盟，发表《敬告同胞书》，1925 年 9 月，韦拔群、陈伯民

等同志在洞内开办了广西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30 年，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来到武篆，提

议改名为“列宁岩”。是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魁星楼

魁星楼 位于县城西南部 32 公里的武篆镇圩上，是座木石结构的四层六角塔，底宽 7米，



高 17.5 米，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武篆民众筹款所建。1923 年 6-7 月，韦拔群组织农

民武装攻打东兰城时，曾设作战指挥部于此．1926 年至 19 27 年间，为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和

武篆农民协会办公所在地。1930 年春夏，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前敌委员会曾设于此，红七军

政委邓斌（邓小平）和军长张云逸同志曾在楼上办公。1932 年革命遭受挫折后，魁星楼遭罹

破坏，解放后始修复。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革命烈士陵园 位于县城西部更闹坡上，1957 年为纪念韦拔群烈士而建．园内松柏繁茂，

花卉争妍，有英雄群雕塑像、革命文物陈列馆、革命烈士纪念塔、革命烈士纪念碑、韦拔群烈

士墓等重要建筑物。陈列馆展出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各种文物、照片、文献、

图表等 353 件，有邓小平、张云逸同志为纪念韦拔群牺牲三十周年的题词。现为自治区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韦拔群烈士墓

银海洲 位于县城西 36 公里处，是座海拔 747.3 米、顶宽四五亩的大土山。明代“武夷

侯”韦虎臣曾设跑马道、演武厅于此，现陈迹尚见。1922 年韦拔群召集东兰、凤山、百色等

地进步青年百余人，在这里杀鸡饮血酒，盟誓革命，提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帝

国主义”等口号。现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韦虎臣基地遗址 位于东兰太平乡那腊村，宽约六亩，原墓地立有明代皇帝旌表碑铭二座，

墓地雄伟肃穆，墓门有石柱石栏，门前有两位石凿武士持刀守卫，由石门进入墓地约三十米，

便是韦虎臣墓。墓周围是数百块经过精雕细刻、有各种花纹图案的石条。墓碑两边各立着石狮、

石麒麟、石牛、石马、石武士等近百个，形象栩栩如生。“文化大革命”遭受破坏，今仅存石

狮、石麒麟、石牛、石马，石武士等约十个和数十条雕有各种图案的条石。

益寿桥 位于城东坝陵山麓，系广西最古老的两座桥梁之一，踌九曲河，为三拱石桥。明

万历六年（1578 年）东兰州土司韦起云夫人金氏为其六十寿辰募款所建。1940 年被日机炸损，

1954 年人民政府修复。

马鞍营盘山 又名左营盘山，与右边的巴托岭，夹峙县城，石砌墙垣，为清顺治时，绿营

兵设守之处。今遗址及山腰石梯通营盘岭之要道尚存。

虎头山坠道 在县城虎头山半山，昔人题有“漪兰”二字于崖上。原道口有铁炉一架，下

置双轮，入内时以炭火置炉中，推之先行，以驱虫蛇。道分三路，一通仙鲤岩，一通盂获岩，

一通县城。开发于明代正德年间，今遗址尚存。

安抚司署 在今大同乡更乐村州拉屯，建于宋崇宁年间，是为文兰州设治之所。现墙址石



阶及后山石马栏尚存。

土知州署 在今武篆镇旧州村，建于明永乐年间，今仅存城址及鱼塘水井和明洪武年间开

发的可通七关桥旧州坠道。

著名人物
牙苏民(1891－1930) 长江乡人。壮族。毕业于南宁岭南法政学堂。1922 年参加韦拔群组

织的“三三”（旧历三月三日）同盟。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兰县农民协会常务委员、

东兰县县长、县赤卫军总指挥等职。1930 年被敌伏击牺牲。

韦拔群(1893－1932) 武篆镇人。壮族。早年就读于桂林法政学堂。1916 年后进贵州讲武

堂，毕业后到川军某部任参谋。在“五四”运动期间，接触到马列主义，旋到广州参加“改造

广西同志会”，任政治组副组长。1921 年回东兰从事农民运动，1923 年组织农军三打东兰城，

赶走县知事和团总。1925 年春到广州农讲所学习，结业后被委派为中央农运特派员，回东兰

主办三届农讲所，任农讲所主任。1925 年 9 月任东兰县农民协会军事部长，1926 年 11 月参加

中国共产党。1929 年 12 月参加领导百色起义。历任田南道农运办事处主任、广西省农民协会

副主任、红七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红军北上后，韦率二十一师留守右江

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1931 年 8 月任右江独立师师长，同年十一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1932 年 10 月被叛徒韦昂杀害。

黄大权(1899－1933) 武篆镇人。壮族。曾参加韦拔群组织的“三三”、“九九”（旧历九

月九日）同盟。1926 年任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 8 月

受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委派，任恩隆县县长。1930 年冬至 1931 年任红七军二十一师参谋和

红军右江独立师参谋长等职。1933 年 6 月 4 日，因叛徒出卖，在向都县那样屯威容岩被捕，

就义于天保（今德保）县城。

陆秀轩(1899－1981) 原名陆毓灵。太平乡人。壮族。1925 年跟韦拔群从事农民运动，1930

年随红七军主力北上江西。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 年参加长征。历任指导员、科长，

晋中军区卫生部政委、广西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广西省监察厅厅长、广西区政协第二、三、四

届委员会副主席、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中共广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共广西区党委

第二届委员会候补委员、委员等职。

陈伯民(1900－1930) 武篆镇人。壮族。1922 年参加韦拔群组织的“三三”、“九九”同盟。

1925 年 9 月与韦拔群在北帝岩（列宁岩）开办广西第一届农讲所，任教务主任。1927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29 年 8 月，任河池县县长。同年 11、12 月间，河池县城为敌攻占，陈转移途

经东兰、河池、都安三县交界的鱼峒，被该峒大恶霸田德高拘押，1930 年 5 月在都安县城就

义。

黄书祥(1902－1933) 武篆镇人。壮族。早年跟随韦拔群革命。1925 年 9 月，担任广西第

一届农讲所教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 8 月，受省主席俞作柏委派任果德县（今平果

县）县长，后任果德县工农民主政府常务委员，中共果德县委书记等职。1933 年 5 月被叛徒



出卖，在思林县（今田东县）竹梅乡被敌包围，突围中不幸牺牲。

黄昉日(1902－1934) 太平乡人。壮族。1924 年参加革命。1926 年任农民自卫军队长。

1929 年 12 月任红七军第三纵队连长、营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 11 月随红七军主

力北上，先后担任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师参谋长、副师长等职。1934 年在福建省泰宁县

作战牺牲。

黄举平(1904－1977) 武篆镇人。壮族。1924 年参加农民运动。1920 年 9 月进广西农讲

所学习。1929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东兰县委书记，东兰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黔桂边区工委书记、广西民委副主任、主任。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陈洪涛(1905－1932) 武篆镇人。壮族。1925 年跟韦拔群从事革命活动。1926 年在梧州

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当选为广西省农民协会委员、中共广西特委委员、中共右江特委书

记兼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红七军二十一师政委、师党委书记。1931 年 8 月，任右江独立

师党委书记、政治委员等职。1932 年 12 月 9 日因叛徒出卖被捕，同年 12 月 22 日在百色城英

勇就义。

陆浩仁(1907－1936) 太平乡人。壮族。1926 年参加革命。1927 年 7 月参加广西农讲所

学习。1929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 12 月至 1931 年先后任中共东兰县委宣传委员、

中共右江特委委员、奉议县委书记、红七军二十一师和右江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师党委委员。

1932 年后，任中共右江下游党委常委、思果县中心县委书记等职。1936 年 7 月牺牲。

覃 健(1911－1959) 大同乡人。壮族。1929 年参加红七军。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

任排、连、营、团长，新四军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淮海军区司令员、纵队副司令员、兵团

参谋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等职。

韦祖珍(1912－1982) 隘洞乡人。壮族。1929 年 8 月参加红七军。1932 年 8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排长、政治指导员、保卫科长，团政治委员、旅政治委员、兵团政治部主任、空

军学院政治委员、福州部队空军政治委员、广西军区第二政委。1969 年被选为党的第九届中

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覃士冕(1915－1981) 长乐乡人。壮族。1929 年参加红七军。1931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红军连宣传员、青年干事、营、团特派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

八路军团长、军分区司令员、旅政治委员、师长、纵队司令员、军区司令员、广西公安总队司

令员、广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广州部队公安军司令员、广州军区政治委员等职。

韦虎臣(1495－1516) 武篆镇人。壮族。为明代东兰土知州韦正宝的长子，曾随父往福建

抗倭前线。正德五年（1510 年），其父在福建抗倭前线殉难，虎臣扶柩归里，复继承父业，曾

率东兰、那地、南丹三州俍兵到广东、福建沿海抗倭，后又随王阳明平定江西、福建，明王朝

谥称为“武夷侯”。后其子韦起云于 1555 年亦率兵到江浙一带抗倭，为副将。时田州瓦氏夫人

为参将。



重要事件
韦拔群率农军三打东兰城 1923 年 7 月 1 日，韦拔群率领农军八百人，分四路首次攻打东

兰县城，因天雨不克。7月 31 日，韦拔群又组织农军千人，二次攻打县城，复不克。同年 10

月下旬，韦第三次率农军二千多人攻城，经一昼夜战斗，终获攻克。六哨团总韦龙甫和县知事

蒙元良狼狈逃窜，东兰城首次获得解放。

东兰惨案 1926 年 1 月 12 日至 1927 年 2 月 5 日，东兰县知事黄守先、武篆江平大恶霸龙

显云勾结桂系军阀部队龚寿仪团到东兰“围剿”农军，镇压农民运动，先后攻占北帝岩及东兰

县城。全县被烧、抢、勒索的农户有 7,418 户，掳去牛马 2,467 头，勒索光洋 83,683 元，杀

害农运骨干和农民 700 多人，制造了震惊省内外的东兰惨案。

弄肖大捷 1931 年 4 月，国民党“庆远各属剿匪司令”石化龙纠集东兰、都安、河池等县

民团千余人，进犯东兰我红二十一师六十三团三营营地板坡村弄肖屯。我军民一百多人，在营

长韦汉超的指挥下，凭藉有利地形地物，与外线的两个赤卫队配合，内外夹击来犯乏敌，战斗

持续十八个昼夜，共打死打伤敌兵二百多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中央慰问团三次到东兰慰问 为关怀革命老根据地，党中央分别于 1951 年、1957 年、1978

年三次派慰问团来东兰进行慰问，使东兰人民受载极大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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