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秀瑶族自治县

金秀瑶族自治县境内大部为高山峻岭，二十多条河流呈放射状流入周围各县。腹部有广西最大的

水源林。水源及生物种类之多，均为广西之首，堪称广西最大的绿色水库、植物园、动物园和中草药

宝库。盛产松、杉、竹等，有大鲵、鳄蜥等珍贵稀有的野生动物和饮誉国内外的灵香草、千金草等土

特产。境内风景秀丽，夏天清凉宜人，为旅游、避暑胜地。

位置面积 金秀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略偏东的大瑶山上。东邻蒙山，东北

接荔浦，西北界鹿寨，西靠象州，西南与武宣接壤，南部与桂平、平南毗连。县治金秀镇，距

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240 公里。

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64.2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85.5 公里。总面积 2,504 平方公里。合

3,756,000 亩。

建置沿革 本县地域在 1940 年以前，分属周围象州、武宣、桂平、平南、蒙山、荔浦（包

括原修仁县）等县管辖。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在金秀瑶区内设置金秀

警备区署，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改设金秀设治局，民国三十七年（1949 年）又改设警察

局，金秀瑶区有关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等行政事务统归金秀设治局或警察局负责，但司

法权仍归周围各县。1949 年 11 月底，金秀警察局被推翻，金秀地域仍归周围各县管辖。1952

年设置大瑶山瑶族自治区（相当于县一级行政区）。1955 年，改为大瑶山瑶族自治县，1966

年，改为金秀瑶族自治县。

行政区划 1984 年全县设 7个乡：金秀、三角、忠良、罗香、长垌、大樟、六巷；2个镇：

金秀镇、桐木镇；1 个区：头排区。下辖 78 个村、1,208 个生产队。县治金秀镇，有 6,171

人。



人口民族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52 年

年 末

人口数

1953 年

年 末

人口数

1964 年

年 末

人口数

1982 年

第三次

人口普查

比

1952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5591 6635 8009 10792 93.02 62.65 34.75

总 人 口 26436 31309 38232 58289 120.49 86.17 52.46

性别

构成

男 13955 16416 19772 30574 119.09 86.24 54.63

女 12481 14893 18460 27715 122.06 86.09 50.14

地区

构成

城 镇 292 1280 3453 6194 2021.20 383.90 79.38

农 村 26144 30029 34779 52095 99.26 73.48 49.79

1984年全县总人口为126,240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0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47‰。

民族：1984 年有瑶族 36,098 人，壮族 57,324 人，汉族 32,802 人，其他少数民族 16 人。

自然条件
地 形 全境中间高，周围低， 以山地为主，大瑶山纵贯全县，地势高峻，峰峦连绵，

海拔 1,000-1,500 米左右，山岭之间溪河两岸，分布有小块盆地和谷地。

山 脉 大瑶山是广西山字型构造东翼的主要部份。山脉作东北－西南走向，境内最低处

为罗香河口（海拔 180 米），最高为圣堂山（海拔 1,979 米），是广西第五高峰。全县海拔

800-1,500 米的山峰有 727 座，1,500 米以上的高峰有 24 座。其中名山有圣堂山、五指山、天

堂岭、龙安山、莲花山、龙军山等。

河 流 大瑶山是广西直接控制农田灌溉面积最大的绿色水库。县境内长度在 5 公里以上

的溪河有 26 条，属西江水系，总长 1,683.8 公里，呈放射状流入周围 7个县、48 个乡镇、359

个村的地界，直接影响约 85 万亩农田和 80 多万人的用水。其中较大的河流有盘王河、金秀河、

滴水河、大垌河、大樟河、门头河等。

气 候 受东南季风影响，气温分布随高度、纬度和坡向之不同而异，其中以随高度变化

最为显著。海拔 500-600 米以下的忠良、三角、大樟和罗香等地，气温较高，年均温 20℃左

右。海拔 700 米左右的金秀、六巷、长垌等地，气温较低，年均温 17℃左右，海拔 1,000 米

以上的地带气温更低，如圣堂山顶年均气温为 10.8℃。全县年平均气温为 17℃，极端高温为

32.2℃，极端低温为-5.6℃。年降雨量为 1,824 毫米，月雨量大于或等于 150 毫米有 5个月，

年降雨日为 191 天，为广西多雨地区之一。由于没有严寒期，对动植物的生长发育不但没有多

大影响，而且随着气温分布的多样性，为各种各样生物的生存创造了条件。主要气象灾害有旱、

涝和寒害。1959-1980 年曾发生过春旱 4次，秋旱 10 次，大雨 17.6 场，其中暴雨 5.6 场。春

冷结束迟，秋寒来得早，容易引起早稻烂秧和晚稻减收或失收。

土 壤 全县土壤有赤红壤、红壤、黄壤、山地草甸土和水稻土等 5个土类。山地土壤主

要是红壤和黄壤。红壤土主要分布在海拔 500-600 米以下的地区，为地带性土壤；黄壤土则分



布在海拔 600 米以上，为垂直带谱土壤。山地土壤特点是：酸性大，有机质含量高，含水量大。

水稻土主要分布在海拔低的山麓平缓地带或溪河沿岸，有机质含量不高，据 1983 年土壤普查

有 6 个亚类、22 个土属、55 个土种。其中潴育型水稻土面积占水田总数 60%，淹育型水稻土

占 27%，潜育型水稻土占 4%，沼泽型和测渗型水稻土占 2%。

资 源 县境属大瑶山，其山体庞大古老，处广西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的分界线，资源比

较丰富。据 1981 年统计，全县有森林面积 120 多万亩，年产水量 21.65 亿立方米，水能总量

15.68 万千瓦，植物种类有 2,335 种之多，居全自治区各大山之首，其中植物资源 1,500 多种，

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树种有 30 多种。动物资源有 281 种，其中属国家重点保护的有 13 种，世

界上稀有的独科、独属、独种的鳄蜥最早在大瑶山发现。1983 年 10 月自治区决定重点开发大

瑶山区，在拟定开发的 18 个第一批开发项目中，金秀县占 5 个项目：八角营造及疏伐、灵香

草丰产栽培、灵香草经营技术、春砂仁丰产栽培和土特产品远红外线烘烤技术等。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3 年为 2,045 万元，比 1952 年建县时增长 13倍，比 1978 年增长 33.1%，

比 1981 年增长 50.15%，比 1982 年增长 20.51%。1978 年以来年递增率为 5.89%。1983 年人均

产值为 344.16 元。1984 年，包括桐木镇、头排区在内，工农业总产值为 3,423.47 万元，人

均产值 271.15 元。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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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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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4

0

5.3

农 业 全县耕地面积有 11.05 万亩，其中水田 31,117 亩。1983 年农业人口 53,358 人（劳

动力 20,652 人），人均耕地 2.07 亩。粮食总产，1952 年到 1980 年增长 111.8%，平均年递增

2.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粮食产量持续增长。1981-1983 年

递增率为 21.57%。1983 年总产为 2,664.85 万斤，分别比 1981 和 1982 年增长 47.78%和 5.79%。

经济作物也有相应发展，1980 年种植面积达 2,4780 亩。

1983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3,148 台，总动力为 9,220 马力，比 1978 年增长 101%。其

中耕作机械 226 台，2,862 马力，可耕面积平均每百亩有 35 马力。

林 业 全县现有森林面积123.57万亩，覆被率为39.6%。其中用材林71.98万亩，占58.2%；



竹林 2.4 万亩，占 1.9%；经济林 4.58 万亩，占 3.7%，防护林（水源林）44.61 万亩，占 36.1%。

按全县人口计，每人有森林面积 21.36 亩，其中用材林 12.43 亩。1952-1980 年共营造各种林

木 119.26 万亩。1952-1981 年共生产木材 50.07 万立方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每年人

工造林突破 5万近 6万亩，平均每个劳力近 3亩。

牧 业 1980 年畜牧业收入占农业总收入 0.98%。1983 年生猪存栏 19,423 头，超过历史

最高年（1975 年）的 1,7466 头，分别比 1981 和 1982 年增长 43.8%和 11.08%。三年来递增率

为 19.92%，超过 1952-1980 年递增 4.59%的水平。耕牛 1983 年存栏 6,785 头，接近历史最高

年（1958 年）6,874 头的水平，分别比 1981 年和 1982 年增长 10.78%和 4.95%。三年来递增率

为 0.25%，超过 1952-1980 年每年递增 2.33%的水平。

副 业 除养殖业外，还有运输，建材，打柴，采集野果、藤、芒、中草药材，摘猎野兽，

农副产品加工和竹木器加工等。1983 年副业产值 262 万元，占农业总产值 18.78%。

土特产品 金秀县自然条件优越，发展土特产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传统的土特产品有杉、

松、竹、八角、玉桂、桐油、茶油、山苍子油、棕片、松脂、笋干、灵香革、香菇、木耳、药

材等，其中有不少是传统名产。如瑶山灵香草、瑶山香菇、瑶山千金草、瑶山大鲵（娃娃鱼）

等。

灵香草：属报春花科，多年生草本，适生于天然阔叶林下透光度 30%的林荫坡地腐植土上。

烘干后，具有特殊的芳香气味。可供制作香料，并可防虫蛀。金秀种植灵香草，历史悠久，产

品质量好，早已饮誉东南亚各国。原多产于金秀镇，近年来，随着经济政策落实，已被群众广

为种植，1983 年金县已扩大到 1,372 亩，收获干草 1,379 担。

八角；香料植物，原仅产于罗香乡罗运村，今已广泛种植。1983 年全县巳发展到 2 万多

亩，县供销部门收购 3,209 担。

千金草：茎细长，寄生于高大的古木上，状如马尾，又名“马尾千金草”。因其生长缓慢，

价值高，为稀世之物，故名“千金”。民间常用来治疗风湿、麻痹等症，并有壮气血，舒筋活

络之功，因而饮誉国内外。

大鲵：又名娃娃鱼，土名狗鱼。多产于罗孟、罗丹、永和、三合、六定等地的溪涧中。大

的有数厅至 10 来斤重，为滋补珍品，味特鲜美。

鳄蜥：在生物界属于独科、独属、独种。1928 年至 1929 年间，在大瑶山首次发现。其身

长 20 至 30 厘米，形状奇特，头似蜥蜴，躯体、尾巴象鳄鱼，故名鳄蜥，现已列为国家一类保

护动物。

瑶 山 鳄 蜥



兽皮：大瑶山的兽类，经济价值较高的有水獭、鼬獾（本地称旱獭、猸子）、松鼠、果子

狸等。它们的毛皮美观柔软绒厚，远销国内外。其中猸子皮 1980 年收购 2,300 张，松鼠皮收

购 1,000 多张，为本县毛皮出口之大宗。

甜茶：属多年生落叶亚灌木。据有关部门化验证实，甜茶所含的甜茶素比砂糖甜 300 倍，

用甜茶泡茶饮用，有清热、润肺、祛痰、止咳的功效，并可作糖尿病、肥胖症者良好的代糖用

品。

水 利 建县以来增加了不少水利设施，现有引水渠道 4,638 条，山塘水库 2座，水轮泵

32 台，全县蓄水工程库容量为 18,499 立方米，旱涝保收面积达 68%。

工 业 县内工业基础差，底子薄。现有印刷、农机、电力、造纸、纺织器材、电石、副

食品和木材加工等行业。1980 年产值为 474 万元，其中，县属国营工业企业 8 个，产值 198

万元，占工业总产值 41.77%；县管集体工业企业 6个，产值为 217 万元，占工业总产值 45.78%；

乡镇企业 31 个，产值 59 万元，占工业总产值 12.4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贯彻了

搞活经济的政策，乡镇工业蓬勃发展。1983 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为 650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41.34%，比 1982 年增长 15.25%。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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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至 1980 年，全县共建成水电站 122 处，装机 124 台，4,268 千瓦，年发电量为 768.75

万度。架设高压线路 28 公里，低压线路 256 公里，解决了百分之六十一的村和百分之五十三

点八生产队用电问题。1983 年，县直单位实行生活供电，基本实现以电代柴。

交 通 建国前没有公路，交通闭塞。1956 年修通桐木－金秀公路(33 公里)。到 1983 年，

全县修有公路 10 条，全长 238 公里，有 8个乡镇、22 个村（占 39.3%）通汽车。拥有各种汽

车 68 辆，其中货车 53 辆，载重量为 190 吨，全年货运量为 5.42 万吨。

邮 电 1983 年全县有邮电所 8个，邮路总长 1,444 公里，有 48 个村（占 61.5%）和 114

个自然屯通邮。农村电话线路有 411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6条 99 公里，安装电话单机 208 台，

其中县直机关 93 台。

商 业 1983 年全县有商业网点 1,004 个，从业人员 2,139 人。其中国营 72 个，738 人；

集体网点 15 个，45 人；农村双代店 61 个，75 人；个体网点 856 个，从业人员 1,281 人。全

年社会商品零售和批发总额为 1,240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66 倍。1983 年化肥销售 2,590

吨，比 1978 年增长 1.32 倍；出口商品收购总额 39.88 万元，比上年减 31.7 万元。



财政金融 金秀县地方财力，向由国家扶持补贴。1983 年地方财政收入 112 万元，支出

584 万元。1983 年社员存款 182 万元，比 1982 年 117 万元增长 55.56%, 1983 年农贷发放 39.6

万元，比 1982 年的 28.34 万元增长 39.73%。

人民生活 1983年全县农业人口人均收入166.5元，比1980年人均收入78元增长1倍多，

有 14 户农民收入突破万元以上。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年人均工资 769 元（含奖金和补贴），比

1980 年 634 元增长 21.3%。集体企业职工年人均工资为 954 元（含奖金和补贴），比 1980 年

561 元增长 70.1%。1983 年全县拥有自行车 9,500 辆。销售自行车 359 辆，手表 3,800 块，缝

纫机 672 架，电视机 183 台，收录机 343 台。1083 年全县新建楼房 586 间，面积达 14,646 平

方米。

文 化
教 育 1952 年全县仅有小学 66 所，学生 2,764 人，教师 92 人。1983 年，小学增到 345

所，学生 9,535 人，教师 626 人。完全中学 1所，初级中学 7所，中学生 1,947 人，教师 233

人。幼儿园 8所，入园儿童 346 人，幼托教工 10 人。

1982 年开办职工文化补习班 1处，参加补习职工 250 人，1983 年增加到 3处，参加补习

有 310 人。三十多年来，全县先后向大专院校输送学生 804 人。

科 技 全县有农科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站等科技单位。1983 年有科研项目 10 个，其

中县科委的香草生物特性观察（与广西植物研究所协作）、香草病害研究（与广西农学院协作）

和农科所野生稻栽培（自治区协作点，曾获过自治区现金奖），都有较好成果。有 1人曾荣获

国家民委、劳动人事部和全国科协所授予的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1983 年，

全县有助理工程师 12 人，助理农艺师 14 人，助理统计师 1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4人，助理会

计师 2人；工程师 5人，农艺师 1人。

文化艺术 1952 年成立县文化馆，至 1978 年后各公社（镇）相应成立文化站，陆续发掘

整理了一批瑶族民间舞蹈、民歌和音乐，并编辑出版了《瑶族民间故事》、《瑶族民歌选》等。

县民族歌舞团，自编自演戏曲《号地》、《阿姑探亲》、《阿端抓蛇》、《雪鸟情》和《龙虎寨》，

获自治区级创作三等奖。瑶族舞蹈《手捧山茶迎亲人》、《黄泥鼓舞》、《浪坪欢歌》、《香草情》

等获自治区级创作二等奖。1983 年自治区第二届民间文艺会演，大樟乡壮族的《八仙舞》获

二等奖。1983 年，有县电影院 1个，公社电影俱乐部 7个，大队放映队 46 个，个体放映单位

54 个。县新华书店 1个，县图书馆 1个，县广播站 1个，公社广播站 7个，电视差转台 1座。

卫 生 1952 年全县只有卫生院 1所，医务人员 14 人。1983 年有县医院 1 所，公社卫生

院 7 所，县卫生防疫站、妇保站、药检站各 1 所，农村合作医疗站（室）56 间；有医务人员

210 人，其中，主管医师 2人，主治医师 2人，中医师 10 人，西医师 29 人，检验技师 1人，

西医士 45 人，护士 33 人，助产士 9人，中药剂士 2人，西药剂士 4人，检验士 3人，乡村医

生 68 人；全县有正规病床 125 张。1983 年底止全县已有 4,934 人实行计划生育，占全县育龄

妇女的 55.27%。已有 263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解放后，各项体育活动比较活跃。运动员梁刚于自治区第四届运动会获特等射手



称号。小口径步枪射击运动员梁云珍在 1980 年全国少年通讯赛中获第二名，被授予二级运动

员称号。全县有篮球二级裁判员 1人，三级裁判员 5人。

特殊风俗 本县的瑶族分茶山瑶、花蓝瑶、盘瑶、山子瑶、坳瑶等，风俗习惯各有特点。

婚姻：盘瑶结婚仪式较隆重，结婚之日，嫁方全家及外祖父母、舅父母、伯叔父母、表兄

弟姐妹等伴同新娘或赘婿到娶方家。拜堂时，在堂里把方桌数张联成长台，上陈酒肉。先请嫁

方同来的亲家客上座，每次八人入席，新婚夫妇要向客人行十二跪拜礼，捧酒二次敬奉客人，

然后客人向新婚夫妇赠送礼物，燃鞭炮一串，即告退席。拜完嫁方的客人之后，再请娶方的客

人入席，行拜同前一样，这样一批批轮流下去，往往通宵达旦尚未完成结婚仪式。其他瑶族的

婚礼则较简单。

节日：盘瑶、山子瑶、坳瑶历来有“还盘王愿”、“跳盘王”，藉以纪念祖先，庆祝丰收，

祈以消灾赐福的习俗。1984 年，经全国瑶族代表讨论，统一定每年农历十月十六日为瑶族盘

王节。1984 年农历十月十六这天，金秀县各族代表齐集金秀镇，第一次隆重欢度盘王节。瑶

族代表表演了“黄泥鼓舞”、“盘王舞”等十多种瑶族舞蹈和民歌。表演节目后，代表们又团坐

在一起吃“民族餐”，餐席上有鸟鲊、豆腐圆、棕子、白切肉等传统菜饭，气氛极其欢乐。

文物胜迹
天堂岭 位于忠良乡瑶族村庄岭祖附近。高 1,500 多米，山上古木参天，猕猴成群，村前

峡谷深切，碧水萦回，长数 10 里。

长滩河谷 位于忠良乡永和村十八家、滴水、龙安、六段小河一带。谷内瀑布多，小河瀑

布高数 10 米。龙安河谷两岸猴子成群，置身其间，有“两岸猿声啼不住”之感。

美村峡谷 距县城 12 公里。峡谷的北面是莲花山，山峰酷似莲花；南面是罗汉山。峡谷

两壁高数 10 丈，呈紫红色，谷内河水奔腾跌宕，长 10 多里。

圣堂山 位于长垌乡和六巷乡交界处，海拔 1,979 米。山上石峰林立，千姿百态，山坡上

有古冰川遗址“石河”、“石海”。山顶周围有成万亩红岩杜鹃林，春夏之交，杜鹃花盛开，山

顶上火红一片。山上古树参天，山南山北，各有不同，美化和绿化的珍稀树种如三尖杉，穗花

杉、长苞铁杉、鸡毛松、红豆杉、竹柏、古陈白杜鹃等，在此均可找到。山上终年云雾缭绕，

在山顶上可看到无边云海。

龙军山 位于罗香乡罗香村附近。山上南亚热带植物丛生，山麓附近溪冲盛产稀世动物鳄

蜥。

金秀老山 在金秀镇附近，有广西面积最大的原始森林。林内树种繁多，珍稀树种到处可

见，有名的五针松就生长在这里。在原始森林下，还可看到瑶民种植的气味芬芳的灵香草和瑶

民用以装鸟的鸟盆，

团结碑 在县城“公德桥”头的团结亭边。碑身高约 205 厘米，宽 105 厘米。碑正面镌刻

《大瑶山团结公约》，背面镌刻《大瑶山团结公约补充规定》，为 1951 年 8 月中央民族访问团

访问大瑶山时大瑶山各族代表所立。团结碑是大瑶山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互助，

共同发展生产的里程碑。



团 结 碑

著名人物
侯守财(1914－1976) 原名福买。瑶族。原象县东北乡龙华村（今属金秀瑶族自治县长垌

乡桂田村）人。1948 年 12 月，参加象县我党组织的武装工作队，负责东北乡各村民兵分队的

组织和联络工作。1949 年冬，我游击队在东北乡长垌村歼灭金秀警察局李成棣部的战斗中，

侯担任向导和负责主攻；1950 年，又于剿匪战斗中立功，在全国民兵英模大会上，获“民兵

英雄”称号，得奖新式步枪 1支。1976 年病故。

全金标(1903－1943) 瑶族。原象县东北乡滴水村（今金秀瑶族自治县长垌乡滴水村）人。

曾任村长，1940 年，广西省政府决定在大瑶山设立金秀警备区署，并派部队进驻金秀，他坚

决反对，曾率瑶民武装进行抵抗。警备区署改为金秀设治局以后，他又到各村寨秘密串连，召

开骨干会议，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筹划攻打设治局。1943 年 3 月 31 日，战斗打响后，他身

先士卒，英勇冲杀，后因势孤无援，起义失败，被广西省府诱捕杀害于桂林。

陶玄天(1906－1968) 曾用名建中。瑶族。金秀镇人。石牌领袖（石牌是瑶族群众自发组

织起来的社会组织）。解放后，历任荔浦县金秀瑶民自治区六拉乡乡长，大瑶山瑶族自治县金

秀区副区长，县人民委员会副县长，自治区政协委员等职。陶致力于民族团结工作，带头贯彻

执行《大瑶山团结公约》。1952 年，被评为县甲等团结模范。

重要事件
洪秀金到大樟 1850 年 10 月，洪秀金、杨秀清、肖朝贵等到大樟一带，劝人拜上帝，组

织“拜上帝会”。洪秀金、杨秀清等住在花炉村。当时，大樟一带，很多瑶、壮族农民加入了

拜上帝会，并跟随洪秀全到桂平金田村，参加起义。

罗香瑶汉族农民参加马练农民起义 1927 年，罗香一带的瑶、汉族农民约数百人，参加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平南马练农民起义和攻打土豪刘锦堂、冯左卿、兰文英家的战斗。

瑶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两次战斗 1940 年 8 月，广西省政府委派潘耀武率领 300

多武装部队到金秀设立警备区署，在田村一带遭到瑶民武装的有力截击。几天后，平乐区民团

指挥部副指挥官蒋铁民率领军队数百人进山，攻打田村。田村群众在各村人民的支持下，关门

塞巷，英勇抵抗，激战两昼夜，打死国民党兵 8人，瑶民牺牲 6人，负伤 3人，后因势孤力弱，

被迫撤退。1943 年农历二月二十六日，瑶族人民因不堪设治局的反动统治，在全金标等瑶族



首领的领导下，爆发了攻打设治局的武装起义。这次战斗，共缴获警察队步枪 10 多支，轻机

枪 1挺，攻占设治局炮楼 1座。后因孤立无援，被迫撤退。

活捉警察局局长率成椽 1949 年 11 月 28 日，我长垌乡游击队和民兵，在中共地下党的直

接领导和桂中支队第八大队的支持下，一举歼灭了由金秀窜到长垌的警察局人员及警察队，活

捉局长李成棣，缴获轻机枪 4挺，步枪 40 余交，结束了国民党在瑶山的反动统治。

瑶山剿匪 1949 年年底，广西各县相继解放，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指使残兵败将，

潜入山区，勾结地痞流氓，在大瑶山区及其外围聚集了 38,000 多名土匪，妄图组织暴乱。1951

年 1 月 8 日，人民解放军分数路向大瑶山的土匪据点发动总攻。经过 10 多天的激烈战斗，消

灭了大瑶山外圃的大部股匪。接着解放军集中了 13 个营的兵力，乘胜包围盘踞在大瑶山中心

的金秀、老山和圣堂山一带的股匪。在当地群众的密切配合下，盘踞在大瑶山内部的 4千多名

土匪，不久亦被我军一网打尽。

供稿：金秀瑶族自治县县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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