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横 县

横县靠近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湘桂铁路经过县北，郁江横贯其中，交通发达，有利于商

品经济的发展。农业以水稻、甘蔗、花生为主，果蔗运销全国各地。解放后新建的装机容量 23.44 万

千瓦的西津水电站就在县境。土特产以茶叶特别是南山白毛茶著称。保存完好的六景霞霓山泥盆纪标

准地质剖面，其科学价值，为当代世界所少有。

位置面积 横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居珠江交流的郁江中游。县治横州镇，距自

治区首府南宁市 125 公里。县境北界宾阳，西连邕宁，南与灵山、浦北毗邻，东与贵县接壤。

总面积 3,464.58 平方公里，合 5,196,878 亩。计陆地 4,924,005 亩，占 94.75%；水域 272,873

亩，占 5.25%。东西最大横距 81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77 公里．

建置沿革 秦属桂林郡。晋太康七年（286 年）置简阳县，治地今陈埠江口，这是最早建

县名称和治地所在。隋属郁林郡。唐置筒州，贞观八年（634 年）改名横州，治所在今横州镇。

明洪武十年（377 年）改名横县，后复为州。清因之。民国元年（1912 年）废州为县。解放后，

称横县。1952 年将永淳县的峦城、平朗、良圻、灵竹等地划入。

行政区划 1984 年辖 17 个乡：附城、马山、那阳、飞龙、新福、莲塘、平马、平朗、良

圻、陶圩、石塘、板露、灵竹、校椅、镇龙、云表、马岭。5个镇：横州、峦城、百合、南乡、

六景。下设村（街）民委员会 299 个，辖自然村 1,782 个，大小圩场 42 个。1983 年县治横州

镇有 6,246 户，26,809 人。

人口民族 1983 年，全县总人口 866,176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250 人，人口自然增长

率 15.13‰。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有汉族 540,336 人，壮族 302,073 人，回、苗、彝、布依、满、



侗、瑶、白、土家、黎、仫佬、毛难、京等民族共 34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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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29 103553 129026 167056 61.99 61.32 29.47

总 人 口 415176 454725 570096 842755 102.99 85.33 47.83

性别

构成

男 229705 293707 434591 89.20 47.97

女 225020 276389 408164 81.39 47.68

地区

构成

城 镇 33959 23564 25954 -23.57 10.14

农 村 381217 546532 816801 114.26 49.45

自然条件
地 形 本县四周皆山。惟郁江两岸地势较平，成连片沃地；北多高山峻岭，东北部间有

石灰岩孤峰，西南多丘陵，整个地形，略似盆地。

山 脉 北部镇龙山脉为全县主要山脉，主峰大圣山，海拔 1,140.4 米，为全县最高峰。

其余县境四周皆土岭环绕，海拔均在 200 米左右。全县山地计 330 多万亩，占总面积的五分之

三强。

河 流 郁江自西向东横贯县境中部，属珠江水系，是横县江河主流，县境河段全长 144.5

公里。在原西津渡口筑坝，建有西津水电站。河段最险处是与贵县交界处的乌蛮大滩，滩长

10 余里。县境内大小河溪汇集郁江，主要支流有东班江、米埠江、蒙江河、镇龙江、马卵江、

沙坪河、南乡江。

气 候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均可栽培农作物。据 1957 年至 1983 午资料，年平均降

水量 1,427 毫米，最少 916.6 毫米，最多 1,813.3 毫米；雨季集中在 5至 8月，常出现春旱或

秋早。年平均气温 21.5℃，最冷是 1 月份，平均气温 12.2℃，极端最低温度-1℃；最热 7 月

份，平均气温 28.5℃，极端最高气温 39.2℃。年平均日照 1,758.9 小时，一年中以 3月份最

少，平均为 65 小时；7至 9月份最多，平均为 210 小时以上。主要气象灾害：倒春寒，常在 3

月出现 12℃以下的低温天气，且维持 5-7 天或更长，造成早稻烂秧。寒露风，常在 10 月 8 日

前后出现低于 17℃的阴雨天气或干风，且维持 3-5 天，甚至更长，对晚稻抽穗、扬花灌浆很

不利。此外夏季常受台风影响，降暴雨、冰雹等。

土 壤 主要分为黄壤、红壤、潮土、紫士、沙土、石灰土等土类，细分有 45 种。黄壤和

红壤均属酸性土，分布全县大部分地区，特点是土层较深厚，粘性大，保水保肥力较强，不易

耕作，宜种甘蔗、木薯等。铁子土主要分布在石塘、灵竹、校椅、马岭等乡，渗漏性强，保水

保肥力差，宜种豆类。郁江两岸流域之潮沙田、紫泥沙田等，土层肥沃，易于耕作，宜种水稻。

全县还有冷浸烂湴土不少，极难耕作，肥力很差。



县西北部的六景霞霓山为泥盆纪标准地质剖面，现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区。

资 源 矿藏：有钛、磷、磁铁、煤、铅、铜、褐铁、锑、石灰石等 20 多种。石灰石矿储

量约 30 亿吨。水力：河溪落差较大，可修建水电站发电的有 200 多处（郁江干流除外），蕴藏

容量万余千瓦。目前己开发利用近三分之一。水产：郁江西津水库上游水流平缓，莲塘、三洲、

高村、六景一带，盛产鱼苗，可大量供应各养鱼场（塘），主要品种有鲩、鳙、�、鲤等。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3 年工农业总产值 32,839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9.43 倍，比 1978 年增

长 38.86%，比 1982 年增长 5.26%。1978 年以来递增 6.79%。人均产值 1983 年为 379 元。比

1949 年增长 4倍。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78 年 1982 年 1983 年 197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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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年

增长%

以来递

增率%

农业总产值

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3026

2113

16

675

175

47

100

69.83

0.53

22.31

5.78

1.55

17872

12328

226

3148

2037

133

100

67.98

1.26

17.61

11.40

0.74

22559

16120

429

3295

2295

420

100

71.46

1.90

14.61

10.17

1.86

23299

15969

436

3973

2692

229

100

68.54

1.87

17.05

11.55

0.98

670.0

655.8

2625.0

488.6

1438.3

387.2

30.37

29.53

92.92

26.21

32.16

72.18

3.28

-0.94

1.63

20.58

17.30

-45.48

5.5

5.31

14.04

4.77

5.73

11.5

农 业 1983 年，耕地总面积 948,223 亩，农业人口 812,882 人（劳动力 383,667 人），

人均耕地 1.1 亩。水田总面积 674,123 亩，其中有效灌溉面积 637,800 亩；旱地面积 274,100

亩。水田以双季稻为主，少数实行稻－稻－豆（蚕豆、豌豆）耕作制，一年三熟。

1983 年，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13,289 台，174,007 马力，农机总动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17.98 马力。其中各种拖拉机 5,124 台，75,054 马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7.91 马力。

粮、蔗、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年间粮食递增 5.4%，甘蔗午递增 23.14%，油

料年递增 1.58 倍。1983 年全县粮食总产 79,582 万斤，油料总产 109,312 担。1982 年粮食收

购 12,747 万斤，相当于 1978 年的 1.91 倍。油脂收购 3,304 担，糖蔗收购入厂 382,214 吨。

林 业 海拔 100 米以上的宜林山地面积 3,323,696 亩，占总面积 63.95%。现有林面积

1,537,997 亩，占山地面积 46.27%。立木蓄积量 1,712,698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29.6%，主要

是松林和杉林。人工栽种的经济林品种有稀、梨、荔枝、龙眼、梅等，近年还引进三华李、柑、

橙等品种。1983 年有镇龙、石塘、南山 3个县办国营林场，经营面积共 114,946 亩。

牧 业 1983 年底有牛 76,667 头。1983 年猪总饲养量 475,843 头，年底存栏 282,039 头，

出栏肥猪 193,804 头。

副 业 县内农户普遍饲养猪、鸡、鸭、鹅、兔，种桑养蚕及种蘑菇等。近年来大批出现

搞建筑服务、加工铁器小农具、加工木器家具、编织、酿酒、加工豆腐等项目的专业户或重点



户。建筑队伍遍及金区各城市，广东、云南、贵州也有他们的足迹。

渔 业 可养鱼水面 141,987 亩，其中池塘 14,348 亩，山塘水库 60,899 亩，郁江西津上

游河汊 66,740 亩。1983 年成鱼产量 340 万斤。农民在郁江捕捞鱼苗不仅供本县养殖，而且远

销区内外。县内还设有国营水产养殖场，人工繁殖鱼苗。近年来开发河汊养鱼，家庭养埃及塘

角鱼等，方兴末艾。

土特产品 茶叶：横州细茶远销国内外，主要产于马山、百合、南乡、那阳、莲塘、陶圩、

校椅等乡镇。南山白毛茶为最佳品，产于横州镇南 10 里之南山（宝华山），每年春分至清明采

集加削，饮后口内回味甘香，在民国初年曾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二等奖。横县茶厂用横州细茶

叶加汲菜莉花香味制成的茉莉花茶，是国内公认的优质名牌产品。

黑皮果蔗：1983 年全县总产 2.28 亿斤。以陶圩、石塘、校特、横州、附城、百合等乡镇

出产最多。其皮薄质脆、清甜多汁，可当水果吃，远销区内外。一般亩产量 6~8 吨。

马山蜜梨：产于马山乡，尤以南面村所产最佳。每年盛夏收摘，人食时不用削皮，味甜如

蜜，一有上市即抢购一空。常年产量 600~800 万斤。

横县荔枝：南乡、六景盛产荔枝。尤以六景镇官山荔枝有名。农历四月成熟，比其它荔枝

提早一个月左右收获，故又称官山四月黑荔枝。外壳紫黑，而肉质晶莹丰厚，芳香醉人，人见

之必欲一尝而快。常年产量 23 万斤。

镇龙山姜：产于镇龙山，肥大且辣。1984 年产 500 万厅。

横州芋头：芋母大，子多而大，销往南宁等地。

横州茨茹：个大且产量高，人称“横县茨菇贵县藕”，与贵县莲藕齐名。

此外，还有南乡头菜和南乡、马山无核方柿，也运销县外各地。

水 利 全县水利工程设施基本是解放后兴修的。现在情况见下表：

水 利 工 程 概 况 表

项 目
工程

处数

装机

台数
功 率

总库容

(万立方米)

有效库容

(万立方米)

可灌排面积

(亩)
正常引水量

蓄水

工程

总 计 2386 38230 26743 501426

其

中

六蓝水库 1 9335 6600 146000

北滩水库 1 5080 1820 37800

引水工程 310 64304
15.9

立方米/秒

排

灌

工

程

总 计 921 873 25542.9 千瓦
灌:317626

排:15254

电力排灌站 337 392 17782.4 千瓦
灌:25545I

排:15254

柴油机抽水站 557 446
10632 马力

（7814.5 千瓦）
59830

水轮泵站 27 35 2345

防 洪 堤 闸 138

防洪保障

面 积

104000



工 业 1949 年，县内仅有制锅、制茶、织布、酿酒及一些手工业企业 10 余家，从业人

员 239 人。1983 年底，国营工矿企业有：印刷厂、横县糖厂、石塘糖厂、棉织厂、食品厂、

钢铁厂、水泥厂、制药厂、氮肥厂、白水泥厂、农机修造厂、汽车修配厂、罐头厂共 13 间，

职工 3,856 人，产值 5,258.19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55.1%。其中最大的是横县糖厂，

有职式 614 人，日榨甘蔗 1,500 吨，年产值 1,953.35 万元。

县管集体企业 1983 年底有职工 734 人，产值 496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5.2%。

1983 年，乡镇企业共 554 个，12,970 人。主要从事水泥、石灰、砖瓦、土纸、陶器、淀

粉、皮鞋、炮竹、铁木器加工等生产。工业产值 1,179.41 万元，占全县工业产值的 12.4%。

1979 年以来，获自治区奖励的产品有：轴流武锥形动力打谷机，锤片式粉碎机，手扶拖

卡，锅头等。传统名牌产品陶器、木器家具、锅头等远销区内外。锅头烧红以后浇冷水不爆裂，

1963 年全国评比得第三名。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78 年 1982 年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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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年

增长%

工业总产值

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124

124

－

100

100

－

5777

4030

1747

100

69.76

30.24

8639

6577

2062

100

76.13

23.87

9540

7283

2257

100

76.34

23.66

7594

5773

－

65.14

80.72

29.19

10.43

10.73

9.46

10.55

12.56

5.26

注：产值不包括西津电厂。

电力：1983 年，总发电量 583 万度（不包括西津电厂），其中小水电站 119 处，装机容量

3,759 千瓦，发电量 5211 万度。全县现有 35 千伏安区域变电站 11 座。主变电压器 21 台，容

量 26,880 千伏安。共有变压器 921 台，63,095 千伏安。用电装机负荷 20,700 千瓦。有 10 千

伏以上的输电线路 1,419 公里。年供电量 10,049 万度，用电量 8,296 万度。百分之九十八的

村已用电。

西津水电站



西津水电站位于横县的横州，1958 年 10 月开始动工兴建。1964 年 6 月，第一台装机容量

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建成投产，并网发电。1979 年 7 月，整个电站全部建成，总共有 4台机组，

总装机容量为 23.44 万千瓦，是当时广西最大的水力发电站，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低水头电站。

西津水电站的建成投产，为南宁市以及区内一些地、市的工矿企业提供了动力。

交 通 湘桂铁路由县境北部通过，长 28 公里。公路 44 条，558.9 公里（其中渣油路面

106.1 公里）。有各种汽车 393 辆。22 个乡镇全都通了客车，1983 年客运量 153.3 万人次。

1983 年，全县有运输船 308 艘，8,591 吨位。从事水运 7,640 人，货运量 29.1 万吨，货

运周转量 5,026.2 万吨公里。横县至百色、横县至梧州河段，枯水期可通 70-80 吨位船只，洪

水期可通 250 吨位船只。

邮 电 邮电局、支局、邮电所共 24 所，邮路总长 3,860 公里，各乡村均通邮。农村电话

线路 1,621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22 条，共安装电话单机 1,250 部。

商 业 1983 年，有商业网点 3,455 个，从业人员 8,948 人。其中国营网点 121 个，从业

人员 3,442 人；集体网点 274 个，从业人员 1,750 人；个体商业网点 3,181 个，从业人员 3,756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4,927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11 倍。集市贸易额 5,444 万元，农副

产品收购总额 2,673 万元，出口商品收购总值 669.8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29.9%。

财政金融 1983 年财政收入 3,415 万元，财政支出 1,846 万元（不含上缴部分）。城乡储

蓄余额 2,106.6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3.02 倍。其中农民存款 1,035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3.46

倍。1983 年农贷款发放 3,054.1 万元，比 1982 年增加 252.9 万元，当年累计回收 2,662.4 万

元，比 1982 年增加 449.4 万元。

人民生活 1983 年，人平均有粮 918 斤，比 1978 年增加 150 斤。农民平均收入 215 元，

比 1978 年增长 2.02 倍，比 1982 年增长 80.6%。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 63.80 元（含

奖金和补贴），比 1978 年增长 57.37%。农村中出现户年收入超万元的有 11 户（1984 年 378

户）。1983 年，共销自行车 20,469 辆，比 1978 年多销 14,976 辆；手表 17,300 块，比 1978

年多销 15,200 块；缝纫机 8,665 台，比 1978 午多销 6,834 台；电视机 1,097 台，比过去历年

销售总数还多 286 台。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有县立完中 1 所，私立初中 4 所，小学 527 所，学生 25,594 人，教职

员 1,190 人。1983 年，有中等师范学校（教师进修学校）1 所，学生 134 人，教职员 25 人。

普通高中 8所，学生 3，281 人；农业高中 1所，学生 203 人；初中 92 所，学生 17,529 人；

农业初中 6所，学生 593 人，中学教职员 2,062 人。小学 1,282 所，学生 122,503 人，教职员

5,631 人；幼儿园 94 所，428 班，入园幼儿 15,815 人，教职员 415 人。1950 年到 1983 年止

历届高中毕业生 43,909 人，升入大学的 1,734 人，占 3.95%。

1978 年，12-45 岁文盲半文盲有 33,089 人，近年来脱盲的有 7,674 人。城镇职工不及初

中毕业文化的 3,515 人。1982 年以来脱产参加文化补习的城镇职工 1,504 人，已补及初中毕

业文化的有 989 人。小学教师 2,622 人，不及初中毕业文化的 179 人；中学教师 1,307 人，其



中大专以上文化的 335 人。1981 年到 1983 年底，组织小学教师 358 人、中学教师 95 人进修

学习。

科 技 现有县农科所、水产研究所、农业机械研究所共 3个科研单位和 1个科技情报所，

各乡镇都设有农业技术推广站。县内还有农学会等 11 个学会。1979 年至 1983 年，获自治区

科技成果奖有 9个项目。1983 年，全县有工程师 14 人，农艺师 9人，畜牧兽医师 2人，主治

医师 15 人，助理工程师 78 人，助理农艺师 50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14 人，医师 136 人；工程

技术员 119 人，农业技术员 37 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16 人，医士 32 人。在册科技干部 561 人。

文化艺术 现有县文化馆 1个，各乡镇文化站 18 个。县图书馆 1个，藏书 77,283 册。新

华书店有发行点 19 个。县城有电影院、剧院各 1座，各乡镇有电影院（场）18 处，电影放映

队 139 个。此外，还有县文工团、粤剧团、业余文艺队和群众赛歌台等。群众业余文艺创作作

品不少。壮族作家韦其麟创作的《百鸟衣》，曾轰动全国，并有 10 多个国家翻译出版，有的改

编或正在改编为歌舞、戏剧、电影等。县有广播站 1个，转播站 17 个，电视差转台 2座。

卫 生 1949 年，有县卫生院 1所，医务人员 13 人，病床 5张，还有卫生分院 3所。1983

年，有县人民医院 1所，乡镇卫生院 19 所，村卫生所 191 间。此外还有防疫站、血防站、妇

幼保健站及各机关、学校、厂矿的卫生所（室）等。1983 年有病床 500 张，医务人员 832 人。

育龄夫妇实行计划生育的 75,083 人，节育率 7O.79%。到 1983 年底，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夫妇

有 1,787 对。根治血吸虫病是全县卫生工作的一件大事，原有 7个乡内的 112 个自然村是血吸

虫病流行区，有的村几乎人畜灭绝；1958 年县建立血吸虫病防治站，并开展群众性查螺灭螺、

查病治病的综合治理工作，全县先后填埋孳生钉螺的旧河沟 22 条，共 35,000 米；新开河沟

39 条，共 38,000 多米，根治了血吸虫病源，并治愈病人 9,726 人；近几年经反复普查，未发

现活螺及患血吸虫病人。1984 年，经自治区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复查验收，正式宣布横县

为无血吸虫病区。

体 育 群众性的体育活动项目有武术、舞龙、舞狮、赛龙舟等。1984 年，附城乡江南龙

舟队代表横县参加自治区龙舟竞赛获第一名。1977 年以来，参加全区性体育比赛获奖的有 16

名运动员。全县向上级输送优秀运动员 9名。被评为全国和自治区农村体育先进单位的各有 2

个。评为全国优秀体育教师的 1人。

文物胜迹
乌蛮滩、伏波庙 位于横州镇东南 50 里。乌蛮滩长 10 余里，落差大，惊涛拍岸，浪击岩

礁，水声轰鸣，气势非凡，十分壮观。滩边有伏波庙，临河靠山，风景幽美，为纪念汉伏波将

军马援征交趾疏河通航之功而立，现存庙宇两进，碑文极多，梁、柱、瓦檐浮雕琳琅满目，两

廊壁画栩栩如生。

南山（又名宝华山）应天寺 位于横州镇南 10 里，始建于唐朝，明代重建。相传明建文帝

云游湖、蜀、滇、闽后入桂，至此寺隐居 15 年，并手书额匾“寿佛禅林”、“万山第一”。相传

南山白毛茶是建文帝手植，故又名“圣种白毛茶”。

承露塔 位于峦城镇高村龟山，临江屹立。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 年）建，毁于清道光年



间。现存之塔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 年)，塔七层八角，高 39 米，内多题刻诗文，并有夹墙

及木层架，可拾级而上至塔顶饱览四周风景。

六秀会议旧址 位于陶圩乡六秀村，为 1947 年中共广西省工委决定发动武装起义的会议

旧址。此会对广西的革命斗争产生过重大影响。会址旁建有纪念碑，商 1.76 米，上刻有“横

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解放战争时期六秀会议会址”等。

六秀会议旧址

县革命烈士纪念碑 位于横州镇北金钱岭，为纪念在横县人民革命斗争中牺牲的烈士而建。

著名人物
麦锦汉(1893－1931) 横州镇人。省港大罢工时，任电船工会负责人兼纠察队大队长。1926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横县第一个中共党员。1928 年任中共广西、特委委员，次年夏与

中共党员李克清创建中共横县第一个支部。1930 年 2 月参加龙州起义，任左江革命军事委员

会委员兼肃反委员会主任。9月回桂东南进行革命活动。1931 年 11 月在横县附城乡大和村大

旗岭路店被捕，同年 12 月 18 日在横州英勇就义。

谢承元(1905－1931) 附城乡浩塘村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 年任中共横县县

委委员、第一任县委书记。1931 年 11 月，与麦锦汉一起被捕，同年 12 月 18 日和麦锦汉一同

英勇就义于横州。

黎德钧(1915－1948) 附城乡鹿鸣村人。1936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 年 5 月，任

中共横县县委副书记，9月参加领导六秀起义。1948 年 1 月，遭隐伏于平马乡甘乐村的国民党

扫荡队袭击，在突围中英勇牺牲。

农朝武（1920－1948） 校椅乡六味村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 年 9 月领导青

桐地区武装参加六秀起义，任中共横北特支副书记，上西、上北区武工队指导员。1948 年 9

月 1 日子六咪村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在突围中壮烈牺牲。

陆天桂(1959－1979) 壮族。平马乡良水村人。1979 年 2 月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在进攻

三三九高地战斗中用躯体堵住敌人暗堡的枪口，壮烈牺牲。广西军区追记一等功，中央军委授

予“全国民兵战斗英雄”的称号。中共横县县委据他生前表现和愿望，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

李文彩（?－?) 飞龙乡狮子村人。又名李七。清道光三十年（1850 年）在平朗聚众起义

失败。成丰二年(1852 年)再揭竿而起，与永淳十三屯壮族农民抗租队伍联合反清，并参加陈

开、李文茂领导的大成军，被封为“定国公”，授“陆路兵马大元帅’职。率队先后攻克永淳、



横州、灵山等县城，占领南宁府。成丰十年（1860 年）率部到贵州参加太平天国军石达开部，

封亲天燕。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李仍在滇、黔坚持斗争，1872 年失败。

重要事件
李文彩攻占横州城 清道光三十年(1850 年)，李文彩聚众起义反清。成丰七年(1857 年)

农历二月，率部攻占永淳县城（今峦城镇）。三月，队伍增至三万余人。三月二十九日，李约

大成军万余人，水陆夹攻横州城。四月初三晚，州牧罗定霖只身弃城潜逃。翌日晨，李部由城

南门攻入，斩守城清兵首级万余，并杀死守城讯官苏朝光、吏目朱鉴。李署杨廷猷为横州牧。

镇江、四排岭抗日战斗 1944 年 12 月 15 日，自贵县进犯的日军 300 余名，在镇江乡新村

河面大王岭被横县抗日自卫队千余人伏击，日军伤亡 100 多名，大队长度部市藏中佐被当场击

毙。自卫队缴获日军大批军用物资，我方牺牲 3人，负伤 17 人。1945 年 1 月 4 日，我横县地

下党领导的各区抗日自卫联队和县抗日大队共 4,000 多人，于距横州镇北 10 里的新桥四排岭

阻击进犯横县的 400 多．名日军，打死日军一批，缴获军用物资一批。

六秀会议暨六秀起义 1947 年 4 月 22 日，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在横县上西区（今陶

圩乡）六秀村召开中共桂西、桂东南、桂南和桂中南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南方局关于

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会后全广西掀起了武装起义的高潮。1947 年 9 月 3 日，中共横

县县委组织领导六秀起义，解放了上、下西区和上南区、青桐地区 10 个乡，起义队伍 1,200

人左右。1947 年 9 月 22 日，横北队伍编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团，横南队伍编入十八

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成立 1949 年 10 月 19 日，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和横

县人民政府在龙平乡平马小学体育场同时宣告成立，参加庆祝大会的群众数千人。

陶圩之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给国民党县政府“扫荡队”以歼灭性打击

和收缴西区全部地主武装后，于 10 月 29 日在陶圩附近歼灭国民党省保安队一个营，缴获武器

和军用物资一批。接着召开近万人的祝捷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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