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 东 县

田东县居北回归线上，夏热冬暖，雨量充沛。盛产稻谷、玉米、甘蔗。矿产丰富，主要有煤、铁、

锰、锑、铝土等十二种。石油开采方兴未艾，天然气有开发潜力。土特产以七里香猪、蛤蚧、野狸、

香芒等著名。1929 年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领导百色起义，在田东建立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田东成为

右江革命根据地之一。

位置面积 田东县位于桂西中部，右江横贯其中。东临平果，西接田阳，南邻德保、天等，

北靠巴马。东西最大横距 54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78 公里。总面积 2,816 平方公里，计 422.40

万亩。水域面积为 32,143 亩。耕地有 369,418 亩，占全县总面积 8.75%。

建置沿革 县地秦时属象郡。汉置增食县。晋朝改增食县为增食翌县。唐开元年间设置田

州，天宝元年（742 年）改为横山县（今田东平马镇），肃宗元年（758 年）复田州。宋绍兴三

年（1133 年）在横山县地置横山寨。元朝废横山寨改田州路，统上林等县。明嘉靖七年（1523

年）改为田州府，府治迁今田阳县田州镇。清光绪元年（1875 年）田州土官反清，撤土府，

改置恩隆县，同时将上林县改为上林土县。民国初年降奉议州为奉议县，恩隆县名不改。民国

七年（1918 年）改土归流，撤上林县，与下旺土司并置思林县。1934 年撤恩隆、奉议、思林

3县，将原恩隆、奉议、思林 3县所属部分区域划出，设置田东县，因其地居旧州之东，故名

之。建国后仍称田东县。

行政区划 田东县现设 2镇（平马镇、思林镇），11 个乡（祥周、布兵、印荼、江城、坡

塘、林逢、祷午、作登、朔良、义圩、那拔）。下辖 154 个村民委员会、6 个街民委员会，大

小圩场 17 个。县治在平马镇，现有 11,228 户，57,200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底，全县总人口 344,915 人，平均每平方公里 122 人。其中壮族 292,805

人，占总人口 84.8%，汉族 37,744 人，占 10.9%；还有瑶、苗、仫佬、回、侗、满、毛难、彝、

白、黎等民族共 14,36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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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36174 42184 58409 61.47 38.46

总 人 口 162782 194103 328452 101.77 69.22

性别

构成

男 76294 92325 162769 113.3 76.30

女 86488 101778 165683 91.57 62.79

地区 城 镇 10915 13900 19754 80.98 42.12

构成 农 村 151867 180203 308698 103.27 71.31

注：因行政区域变动，无 1949 年数字。

自然条件
地 形 右江由西向东横贯县境，沿江的祥周、林逢 2乡，平马、思林 2 镇，大部地势开

阔，沃土连片，是右江盆地的组成部分。南北两面皆丘陵、高山，中间低凹，近似马鞍形。

山 脉 北部有莲花山、双马山、杨春岭、斜山岭，均属青龙山余脉；最高峰莲花山海拔

1,022 米，其次双马山海拔 1,012 米。南部有山月岭，海拔 849 米，摩天岭海拔 718 米。

河 流 右江由西面田阳县流入本县，经祥周、平马、林逢、思林 4乡镇，东出平果县果

化乡。在境内全长 227 公里，河道宽 200 米左右，四季皆通航。最大流量 7,002 立方米/秒，

最枯流量 15 立方米/秒，属珠江水系。

龙须河源自南面的靖西县，经德保县流入县境的作登瑶族乡，经平马镇汇于右江。在境内

全长 71 公里，最大流量 1/310 立方米/秒，最小流量 3.2 立方米/秒，属右江水系。

灵歧河源于北面巴马县，流经本县义圩、朔良等乡，复流入巴马汇于红水河，最大流量

680 立方米/秒，最小流量每秒 0.35 立方米，属红水河水系。

古溶江源于天等县，自东南流入江城乡、坡塘乡、思林镇，汇入右江，全长 71 公里。最

大流量 680 立方米/秒，最小流量 0.35 立方米/秒，属右江水系。

气 候 本县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处北回归线上，是广西较热的县份之一。极端最高

气温 42℃（1958 年 5 月 10 日），极端最低温度-1.7℃（1955 年 1 月 12 日）；历年最冷(月平

均温度)1 月份为 10.2℃，最热(月平均温度)7 月份 28.5℃。历年平均降水量为 1,130 毫米，

最高降水量(1973 年)为 1,687 毫米，最少降水量(1963 年)为 853.6 毫米；降水量最高为 8 月

份，最少为 1月份。历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1,869.1 小时，最多时数是 7月份，最少是 2月份。

主要气象灾害为干旱，有春旱和秋旱。倒春寒在 2-3 月份早稻播秧季节，寒露风在 10 月份晚

稻抽穗扬花时候。大风多在 3-8 月间，冰雹多出现于雨季前的春旱季节（2-4 月份）。夏涝在

5-9 月份之间出现，主要受灾是石山地区，面积约 15,000 亩左右。

土 壤 据 1979 年土壤普查，本县有 6个土类：水稻土、冲积土、红壤土、黑色石灰土、

紫色石灰土、红色石灰土等。水稻土有：淹育型水稻土、潴育型水稻土、潜育型水稻土、沼泽

型水稻土、侧渗型水稻土。其中潴育质泥田、潴育沙泥田、潮油沙田、沙泥肉田、黄泥肉田、



潮泥肉田最宜种植水稻，产量较高。丘陵地区多为红壤，主要有沙页岩红壤、棕色石灰土、沙

页岩丘陵红壤、硅质石灰红壤等，宜种玉米及杂粮。河谷两岸土壤肥力较高，多为潮沙田土、

潮泥田土、黄泥田土、红泥田土等，是水稻高产地。

资 源 根据地质普查，境内有煤、铁、磷铝土、石膏、硫铁、锰、滑石、金、锑、膨润

土等矿，除天然气未探测和石油已由国家开采外，其余已有部分开采。煤矿从祥周乡新州村至

思林一带均有分布，总储量符合工业要求的约 3,700 万吨（不包括目前国家开发的新州煤矿区）。

县内水力资源丰富，目前开发量仅占全县开发量 11.2%。此外，野生动物资源有：猴子、蛤蚧、

蛇类、野狸、黄猄、山龟、穿山甲、鹧鸪、山鸡、甲鱼、山瑞等。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为 11,006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2.9%，比 1983 年增长 8.8%。1978

年以来年递增 2%。1984 年人均产值为 323 元，比 1978 年 325 元减少 2元，减少原因主要是人

口增长快(1978 年全县总人口 303,213 人，1984 年 344,915 人，六年间净增 41,702 人)，加上

1984 年农业受灾，一些厂矿关停并转，使产值受到影响。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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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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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5.3

9.3

0.1

5891

4414

167

988

264

58

100

74.9

2.8

16.8

4.5

1.0

6060

4314

313

966

107

60

100

71.2

5.2

15.9

6.7

1.0

6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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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5

-4.6

134.4

9.4

93.6

916.7

5.1

-12.9

112.0

-6.1

280.7

5.2

2.2

-10.9

13.1

-3.9

146.9

1.7

1.83

-0.79

13.34

1.51

11.64

47.18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面积 369,418 亩，农业人口 312,800 人（劳动力 126,460 人），

人均耕地面积 1.18 亩。水田面积 216,234 亩，实际灌溉面积 184,395 亩，旱地面积 153,184

盲。五十至六十年代大兴水利，修建了一批中、小型水利设施后，水田面积比解放前(25,000

亩)增加 7倍多。昔日右江水白白流，沿岸禾苗干枯，粮食亩产只有 200 斤左右；今日江水灌

良田，粮食高产稳产，成为广西产粮基地县之一。

1984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13,009 台，57,416 马力。比 1978 年 11,474 台增加 1,535

台，增长率 13.38%；比 1978 年 52,152 马力增加 5,264 马力，增长率为 10.09%。农机总动力

平均每百亩耕地占 15.54 马力，比 1966 年每百亩耕地占有 2.5 马力增加 5.2 倍。1984 年耕作

机械每百亩占有 6.68 马力。

粮、油、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粮食连续四年增产。1984 年由于自然灾害的影

响，农作物普遍减产，粮食总产 216,255,800 斤，比 1978 年 221,246,700 斤减 2.26%；油料



4,564 担，比 1978 年 11,924 担减 61.7%；甘蔗 65,128 吨，比 1978 年 102,982 吨减 36.8%。

林 业 全县山地面积 3,471,608 亩，有林面积 1,175,237 亩，占山地面积 33.85%。森林

覆盖率 27.8%。主要乔木用材树种有桦木、大叶栎、栓皮栎、酸枣、木棉、河木、松、杉等。

经济树种主要有油茶、油桐、板栗、柑、橙、酸梅、香芒等。1984 年有国营林场 4 个，经营

面积 17 万亩，有林面积 12 万亩。

牧 业 1984 年全县有黄牛 35,360 头，比 1978 年 2,915 头增 11.13 倍。水牛 22,381 头，

比 1978 年 18,383 头增 21.7%。马有 12,120 匹。家畜主要是养猪，1984 年生猪饲养量 159,968

头，比 1978 年 104,949 头增长 52.4%。1984 年出栏肥猪 40,009 头。近年出现一批养猪专业户。

副 业 主要是饲养禽畜等，1984 年全县有山羊 28,287 头，鸡 488,527 只，鸭 504,243

只，鹅 8,569 只。其次是竹编和木器、家具、小农具加工，酿酒等，遍布于全县城乡。南北两

边山区如义圩、朔良、印茶、作登等乡少数村屯有养蜂的习惯。

渔 业 全县可养鱼水面为 66,760 亩，其中水池 3,368.9 亩，山塘 2,979.6 亩，水库 3,275

亩。1984 年全县成鱼产量 895,600 斤。县鱼种场繁殖鲤鱼、草鱼、鲢鱼等鱼苗 250 万尾。家

庭养鱼方兴末艾。最近，利用国际贷款改造 700 多亩水面的十里莲塘为淡水养殖基地，大力发

展渔业。

土特产品 七里香猪：是我国稀有的几个香猪品种之一，产区分布在义圩、那拔、朔良 3

个乡的 20 多个村。七里香猪肉质嫩美，肉精骨细，皮薄可口，瘦而不腥、肥而不腻，为传统

上等的佳肴。成年猪一般五、六十斤，历史上香猪最高年存栏数 8,000 至 12,000 头左右，大

有发展前途。

芒果：田东地处北回归线上，属亚热带，适宜芒果生长。除本地芒外，1973 年引进泰国、

印度等十几个品种，生长快、结果多，特别是象牙 22 号芒，种后五年，单株产果达 150 斤以

上，果大肉甜，平均每个重达六两。是右江盆地特产之一。截至 1984 年止，据不完全统计，

种植芒果面积达 650 亩，产量 49,100 斤。

羽毛：是田东县主要出口产品之一，每年收购量达 5 万斤左右，1981 年收购量达 8.5 万

多斤。

蛤蚧：主要产地在作登、印茶、布兵、坡塘等乡的石山地区，年产约万条左右。

桐籽：是榨桐油的原料，田东的桐油远销国内外，1984 年收购 7,321 担，丰年达万担左

右。

田东糯香酒：属汽酒类，价廉物美（每瓶一元左右），老少妇孺，均宜饮用，远销云南、

贵州、河南各省。1984 年年产 141 万瓶。

水 利 解放前，仅靠引自然小溪灌溉，保水田约 25,000 亩。解放后三十多年来，建成了

一批蓄、引、提水利工程。

(1)蓄水工程：除百东河水库外，共建了那龙等（一）、（二）型水库 46 座，集雨面积 259.7

平方公里，总库容 3,841 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2,791 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46,158 亩。

(2)引水工程：全县有 2,229 处，灌溉面积 36,089.6 亩。



(3)提水工程：有电灌站 287 处，347 台，装机容量 10,440.8 千瓦，灌溉 72,242 亩；机

灌站 173 处，176 台机，2,372 马力，灌溉 31,161 亩；泵灌站 116 处，264 台机，灌溉 6,974

亩。

工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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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县内仅有一些手工业作坊，从业人员棉纺 115 人，食用植物油榨坊 41 人，制革 25

人，木材加工 68 人，金属制品 61 人，竹器编织 43 人，缝纫 212 人，共 565 人，产值仅 114

万元。

1984 年国营工业企业有制糖、酒酱、软木、印刷、食品、农机、冶炼、水泥、煤矿、综

合、白土厂等 10 多个厂及矿产公司，总产值 1,422.9 万元，职工共 1,648 人。其中最大的是

糖厂，年总产值 597.51 万元，职工 477 人。

全县集体企业有：农具、棉织、皮革、造纸、白铁制品、棉胎、副食、糖果、被服、钟表

修理等行业，总产值 3,391.1 万元：其中乡镇企业有开采铝土、煤、锑、锰和石灰、砖瓦、建

筑、交通运输、铁木器加工等行业，职工 1,400 人，产值 312.53 万元。

此外，设在田东的右江矿务局，始建于 1958 年，1970 年建成投产，现有州景、长岭、里

拉 3个生产矿井。1984 年，全局生产原煤达到 30,300 吨。目前，第 4号矿井已在建设中。矿

床广而深，是很好的工业用煤，据资料统计，可开采 60 年以上。

田东油田是广西第 1个油田，1968 年开始兴建，1977 年试产出油。它建成投产，结束了

广西无石油的历史。现在共有 20 多个油井，1984 年全油田生产原油达到 3万多吨。与此相应

兴建起来的田东炼油厂，去年处理原油达到 35,000 多吨，产值达 350 多万元。

电 力：1984 年全县总发电量 939 万度，其中小水电站 150 处，共 156 台，装机容量 3,526

千瓦。现有高压线 46,811 公里（其中 35 千伏 48.4 公里，10 千伏 419.7 公里）。交电站 5个，

7台，8,960 千伏安。年供电量 2,930.6 万度，用电量 2,324.05 万度。全县 13 个乡镇全部用

上电，已有 106 个村用上电，占总村数 67.9%。

交 通 全县公路共 11 条，全长 252.2 公里，已铺渣油路面 3条 65 公里。邕宁至百色干

线公路由东向西通过县境，经思林、林逢，平马、祥周 4个乡镇。另一条干线由田东至德保、

靖西、那坡。全县有各种汽车 583 辆，其中国营 512 辆，集体 19 辆，个体 52 辆。有 9个乡镇

通班车。1984 年客运量 246.78 万人次。



右江流经县境航道 227 公里，航运公司有船位 1,774 吨，完成货运量 2.92 万吨，货运周

转量 1,014.28 万吨公里。从事水运人员 410 人。

邮 电 县有邮电局 1所，支局 4 所，邮电所 6 所。邮路总长 1,740 公里，通邮村、屯占

全县 54.4%。乡村电话线路共 622 杆程公里，通话的村 93 个。全县共安装电话机 826 部。

商 业 1984 年有商业网点 2,420 个，从业人员 4,374 人。其中国营网点 53 个，从业人

员 985 人；集体网点 91 个，从业人员 1,113 人；个体网点 2,276 个，从业人员 2,276 人。社

会商品零售总额 3,079.12 万元，农副产品收购 306 万元，其中出口商品收购总值 107 万元。

农贸市场共 17 个。

财政金融 1984 年全县财政收入 6,951,021 元，财政支出 11,904,594 元（其中自筹支出

662,268 元）。出现赤字主要是由于人员增加，滥发奖金和生活补贴，公费医疗、教育经费超

支。1984 年城乡储蓄额 1,435 万元，比 1978 年增加 1,182 万元。农业贷款发放 5,390,500 元，

比 1983 年增加 126,000 元；1984 年回收 3,760,400 元，比 1983 年减少 921,200 元。

人民生活 1984 年全县粮食因灾减产，平均每人有粮降至 626.9 斤，比 1978 年减少 98.7

斤。但农民平均收入达 150.54 元，比 1978 年 67.08 元增加 83.46 元。1984 年全民所有制企

业职工年平均工资 1,123 元（包括奖金及各种补贴），比 1978 年平均工资 566 元增加 557 元。

1984 年销售自行车 2,986 辆，比 1978 年增加 915 辆；销售手表 5,200 块，比 1978 年增加 3,811

块；销售缝纫机 2,261 台，比 1978 年增加 1,413 台；销售电视机 515 台，比 1983 年增加 211

台。

文 化
教 育 1948 年全县有初中 2 所，学生 315 入。筒师 1 所，学生 135 人，教职员工共 59

人。小学（不完全统计）有 65 所，教职员工 370 人，学生 6,001 人。1984 年有普通高中 2所，

学生 1,152 人；初中 14 所，学生 7,216 人，中学教职员工 634 人。小学 743 所（其中完小 157

所，高小点 46 个，教学点 540 个），学生 49,869 人，教职员工 2,392 人（包括民办）；幼儿园

2 所，入园幼儿 437 人，教职员工 29 人。全县公办小学教师 1,240 人，其中初中以下文化程

度的有 494 人；中学教师 506 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 230 人。

科 技 县有农科所、林科所、农机科研所各 1个，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 8个。还成立了

农学会、林学会、水电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医学会、护理学会、农机学会、畜牧水产学会及

祥周、义圩、朔良等乡青少年科技辅导员等协会，会员共 406 人。

全县已定技术职称的有工程师 8人，助理工程师 59 人；农艺师 5人，助理农艺师 22 人，

农业技术员 31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18 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3 人；主治医师 9 人，中医师 18

人，西医师 117 人，护理师 4人，中药师 1人，西药师 2人，其他各中西医士、药士、护士等

350 人。

文化艺术 县有文化馆 1个，各乡镇文化站 8个。县图书馆 1个，藏书 6万册。新华书店

1984 年有发行点7个，发行图书 119.5万册。县城有电影院、剧场各 1座，各乡镇有电影院(场)8



处，全县有电影放映队 7个。此外，各乡镇还有业余剧团，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县有广播

站 1个，各乡镇有广播放大站 9个，电视差转台 1座，录像机 19 部。

卫 生 1949 年县内仅有卫生院 1间，工作人员 7人，另有一些私人诊所兼药房。1984 年

止，有县医院、防疫站、保健站、皮防站、卫校、中医院等 6所，乡、镇卫生院 11 所。共有

病床 408 张，医务工作人员 618 人。村屯医疗点 216 个,314 人。全县育龄妇女 74,700 人，1984

年己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1,181 人。

体 育 解放以来，县内开展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游泳、龙舟、舞狮、舞龙等项

体育运动，其中以篮球、游泳、田径比较广泛。据不完全统计，向上输送运动员有 15 人，其

中 2 名打破自治区少年田径、游泳纪录，1人获全国女子少年跳远第一名。4人被评为优秀体

育教师，田东中学评为自治区体育先进单位。县设有 3 千个座位的灯光球场 1 座，游泳池 2

座，田径场 1 座，旱冰场 4 座。专职体育教师 24 人，县体委专职教练贵 3 人。3 人被评为优

秀教练员。

特殊风俗 入赘：这是壮族历史流传的一种风俗，俗称“上门”。一些家庭由于只生女孩，

缺乏劳动力，又舍不得女儿远嫁，因此招婿上门。过去男方上门后，不管生男生女，一律冠女

方姓氏。解放后，入赘之风仍盛。

歌圩：为壮族盛行的文艺社交活动，举行时间地点各不相同，一般在春季较多，地点多在

风景较好的野外草坪或岩洞举行，少者千人，多者逾万。歌圩时有舞狮，演戏助兴。男女对歌

后，男的赠巾、送伞、送镜，女的赠鞋，或抛绣球。歌节时，商贩汇集，竟日不散。

节日：壮族地区，一年 12 个月，几乎每月都有节日，但其中以春节、清明、中元节 3 个

节日最为隆重。旧历十月十六日是瑶族的盘王节，瑶族同胞邀请壮、汉族同庆节日。

文物胜迹
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旧址 田东平马镇经正书院，建于清代，清末改为经正学堂，是当地一

所较大的公共建筑。1929 年 12 月 11 日百色起义，张云逸同志在经正学堂召开右江第一届工

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右江工农民主政府。解放后，定为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旧址，是自治区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有邓小平同志的题字。

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旧址

广西省恩隆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位于当时平马镇西庆街天佑昌当铺。讲习所在 1926 年

8 月成立，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派韦义光同志担任所长，首批学员 120 人。当时国共合作，办



学经费由恩隆县政府供给，讲习所为右江革命培养了大批农运骨干。解放后，讲习所旧址列为

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恩隆县农讲所旧址

广西省农民部田南道办事处旧址 在平马镇石新街。1927 年 2 月 1 日，党在恩隆县平马镇

成立广西省田南道办事处，以此屋为办公地点，主任陆炳堂。田南道办事处的成立，把右江各

县的农民运动推向高潮。解放后，自治区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摩崖造象 摩崖造象在田东县江城乡六瓦村东南石山上，宋代修造。崖高 10 米，宽 20 米，

崖壁有八仙图，画面高 1米多，形态生动，但已不甚清晰。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著名人物
陆炳堂(1891－1927) 原奉议县二都（今田东祥周乡仑圩村）人。1924 年国共合作时，任

广西省农民部秘书。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第六期），结业

后回右江地区工作。1927 年 2 月 1 日田南道（即百色地区）成立农民协会办事处，陆任办事

处主任。同年 5月 1日被捕，后在百色牺牲。

滕德甫(1891－1930) 林逢乡人。曾在林逢乡明正小学任教师，积极进行革命活动。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担任林凤党支部书记。1929 年被选为恩隆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1930 年于战斗中牺牲。

赵秉寿(1896－1931) 生于平马镇那恒屯。号如洋。曾在第三师范附小任教。1926 年被中

共党组织选送到广州农讲所学习，结业后留在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作。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广州起义后出狱。1928 年回田东，任恩隆县师范讲习所所长，后

到南宁任教，开展革命工作。1929 年随张云逸领导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上右江，担任右江日



报编辑，后任红七军纵队宣传科长、辎重队长，参加过多次战役。1930 年随军北上江西，1931

年在战斗中牺牲。

农春荣(1896－1934) 江城乡果柳村人。1927 年积极参加向都巴麻地区（今田东县印茶乡）

的农民运动，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巴麻地区农民自卫军七中队队长。1930 年任赤卫军

第三联队队长，坡圩村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恩隆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1932 年任右江下游革

命委员会委员，4月，被国民党杀害于百夹河边。

黄永达(1901－1931) 思林镇达弄屯人。中共党员。广西政法学院肄业。1927 年回乡宣传

革命，组织农会，建立农军。历任思林县农军总指挥，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三路军党政领导小组

成员、省农协委员、省特委委员、思林县工农民主政府赤卫军总指挥、红七军六十五团营长、

军部教导队队长等职。随军北上江西，曾参加隆安、马鞍山、亭泗、湖南武岗等大小战役。后

在广东乐昌河战斗中壮烈牺牲。

滕国栋(1902－1936) 林逢乡人。1925 年参加革命，1926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任恩

隆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到田东北部山区以教师为掩护，积极进行革命

活动。1929 年参加恩隆起义，12 月，恩隆县成立工农民主政府，任县赤卫军大队长。1930 年

率队参加马鞍山战役。红军北上后，任红二十一师六十二团团长、右江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坚持革命斗争。1936 年 5 月被叛徒杀害于果德县（今平果县）派班屯。

赵润兰(1902－1939) 平马镇那恒屯人。号群超。1926 年参加革命，1927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曾任乡农协会主席、红二十一师六十二团一营政治指导员。1931 年，桂系军阀廖磊对

右江进行扫荡，赵坚持斗争。历任中共滇桂边区党委书记兼劳农游击队一十支队政委，天（保）、

向（都）、田（东）中心县委委员。1938 年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工作，后返回右江，传达

叶剑英同志的指示。1939 年 6 月，县委在那恒屯开会，被国民党围捕，12 月在百色英勇就义。

黄绍谦(1903－1936) 印茶乡人。1927 年投身革命，任本地赤卫军总指挥，与军阀、土豪

作斗争。1927 年至 1931 年先后支援张大字领导镇结农民攻打向都县城。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6 年 8 月，在巴麻召开干部会议时，被叛徒杀害。

阮殿煊(1904－1935) 思林镇坛乐村人。曾任思林县立高级小学教员、校长等职。1927 年

与余少杰、黄永达等人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军。1929 年被选为思林县工农民主政府

主席，参加过多次战斗。1930 年随红七军北上，任军政治部科长。1935 年在井冈山的一次战

斗中牺牲。

重要事件
恩隆起义 1929 年 10 月，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率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由南宁开赴右江，

到达恩隆县平马镇，开展革命活动。地主豪绅勾结反动势力广西警备第三大队赶赴右江，同驻

恩隆平马镇，伺机扑灭警备第四大队这股革命烈火。邓小平、张云逸同志洞察敌情，迅即调集

奉议、恩隆、思林 3县农军到平马镇配合笫四大队。10 月 28 日下午 3时，广西警备第四大队

和农军借操练为名，到第三大队各驻地进行“操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枪不发地解决



了警备第三大队及各反动武装，缴获了 700 支枪，是为恩隆起义。

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 恩隆起义后，农民运动席卷右江。遵照党中央指示，1929 年 12

月 11 日，宣布百色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

七军，同日，张云逸同志在恩隆县城平马镇主持召开有各县代表参加的 5万多人的军民大会，

宣布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雷经天同志当选为主席。至 1930 年元月，有 11 个县相继成立工

农民主政府。

马鞍山之役 1930 年 2 月 4 日，红七军在隆安县重创桂系军阀 3个团 1个营后，回师北上。

敌军一营据守马鞍山，企图阻击我军取道恩隆县城北上东兰。张云逸军长采取声东击西战术，

抽调 1 个营和恩隆、拳议、思林 3 县部分赤卫军共 1,000 多人集中于林逢乡，2 月 12 日晨，

突然直扑马鞍山，守敌溃退窜入县城平马镇，我军尾追入牛行街，敌人龟缩镇内，红军顺利北

上东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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