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 果 县

平果县地处右江中游，是右江革命老根据地之一。盛产黄豆、龙眼，特产没六鱼，肉鲜味美，远

近闻名。铝矿藏量居全国首位，是国家计划建设的重点有色金属基地之一。

位置面积 平果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东接马山、武鸣县，东南与隆安县相邻，西

南与天等县接壤，西界田东县，北连巴马、都安瑶族自治县。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61 公里，南

北最大纵距 78 公里，总面积为 2,485 平方公里，合 3,727,500 亩。其中陆地 3,588,819 亩，

占总面积的 96.3%；水域 138,681 亩，占 3.7%。县治马头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138 公里。

建置沿革 1951 年由平治、果德二县合并，各取一字，定名为平果县。平治县，秦属象郡

地，汉属增食县地。唐为都救县（开元二十一年即 733 年置）县治所在地，及羁縻思恩州（乾

元元年即 758 年置）地。宋属都救县、羁縻思恩州、羁縻恩城州（新置）及上林县地。元废都

救县，属思恩州、恩城州及上林县地。明弘治五年(1492 年)废恩城州，正德四年（1509 年）

改思恩州为府，六年（1511 年）升为思恩军民府，嘉靖七年（1528 年）于其下设下旺、旧城

等九土巡检司。平治属下旺、旧城土司及上林土县地。清光绪元年（1785 年）撤土田州改置

恩隆县，则为下旺土司、旧城土司、上林土县及恩隆县之一部分。民国七年（1918 年）改土

归流，并上林土县、下旺土司为思林县；二十四年（1935 年）析思林、思隆、都安、果德等

县合并而成平治县，因县城设于平治乡而得名。果德县，秦属象郡地，汉属增食县地，晋属晋

兴郡地。唐天宝中置羁縻万德州。宋熙宁间改为羁縻归德州，又增置羁縻果化州。元、明因之。

清改为归德、果化二土州。民国四年（1915 年）并果化、归德二土州、旧城土司及划入下旺、

白山、都阳土司部分地区，置果德县。

行政区划 现设马头、果化、榜圩 3镇，城关、新安、太平、那圩、坡造、四塘、旧城、

海城、凤梧、堆圩、黎明、同老等 12 个乡。下辖 165 个村（街），2,833 个居民小组。县治马

头镇，有 3,406 户，16,920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人口为 385,577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55.16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 21‰。壮族 354,646 人，占全县人口的 91.9%；汉族 17,093 人，占 4.4%；瑶族 13,825 人，

占 3.6%；还有回、蒙、苗、侗等民族共 13 人。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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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44274 45975 46401 68713 55.19 49.45 48.08

总 人 口 204574 207913 232809 367274 79.53 76.64 57.75

性别

构成

男 96150 97719 112902 182665 89.98 86.92 61.79

女 108424 110194 119907 184609 70.26 67.53 53.96

地区

构成

城镇 8909 9090 10572 17848 100.33 96.34 68.82

农村 195665 198823 222237 349426 78.58 75.74 57.23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境属土山丘陵和石山峰林的交错混杂地带，山脉纵横。地势西北部高，朝东南

部倾斜。南部右江沿岸是石山残丘岩溶平地，东南部为丘陵谷地。中部为石山区，一般海拔

200 至 250 米，有的海拔 600 至 800 米。西北部多为土岭，坡度较大。全县七山一水二分地，

石山占 36%，半山区占 47%。

山 脉 县境内山脉以右江为界，以北属都阳山脉，占全县面积 64.38%。其最高峰为鬼头

山，海拔 935 米，次为苏维岭，海拔 863 米；其余各山在海拔 200-700 米之间，多为坡岭石山

峡谷。右江以南为绥靖山脉，占全县面积 18.8%。其主峰生坡山，海拔 625 米，其余各山海拔

都在 600 米以上，大多为石山。

河 流 全县河流共36条。右江自西而东穿过本县南部，境内长度46公里，年径流量60.778

亿立方米，水能资源总藏量为 1.3261 万千瓦，终年通航。濑江发源于本县四塘乡安邦村，注

入右江，金长 41.5 公里，枯水期流量为 1.3 立方米/秒。其余还有龙马河、新圩河等，都注入

右江。境内北部最大的河流，是由黎明河、达洪江、达赛河在凤梧汇合成的平沿河，干流长度

为 21.25 公里，东出马山，注入红水河，年径流量为 7.508 亿立方米，水能资源总藏量为 13,248

千瓦，不能通航。全县河流有利用价值的 9条，年平均径流量 14.45 亿立方米，水能理论蕴藏

量 26,509 千瓦，可开发 13,141 千瓦。到 1980 年止装机容量为 3,326 千瓦。全县有地下河 8

处，富水地段 7处，各类水点共 305 处。百布、伏叭，巴湾等地的地下水属红水河水系，达敢，

达乐河，敬村，县城水厂，没六洞等地的地下水属右江水系。地下水主要分布在榜圩和凤梧、

海城、旧城、坡造、城关等乡的岩溶地区，枯水流量为 7.56 立方米/秒。截 1980 年止，己开

发利用 61%，主要用于农田用水。

气 候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9℃-21℃之间，极端最高气温为 40.9℃（1958

年 5 月 10 日），极端最低气温为-1.3℃（1967 年 1 月 17 日）。年均降雨量为 1,374.2 毫米，

最多是 1973 年达 1,884.2 毫米，最少是 1962 年仅 958.4 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 5-9 月，约占



全年雨量的 75%。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1,682.6 小时。年初霜期最早是 1970 年 11 月 18 日，最

晚终霜期是 1974 年 2 月 27 日，无霜期一般是 341 天。主要气象灾害：旱灾年年发生，据 1957

年至 1980 年 23 年的记载，春旱有 14 年，秋旱有 15 年，较严重有 6年，有时也出现夏旱。1962

年冬到翌年春，连续 246 天内没有降过 5 毫米以上的雨水，当年春、夏季作物受旱面积达

440,055 亩（包括间作面积），占种植面积 82%；其中成灾 349,684 亩，颗粒无收的 42,991 亩，

共损失粮食 1,282.98 万斤。另外还有水灾、冰雹、寒露风和寒潮等自然灾害。

土 壤 全县有 13 个土类，26 个亚类，58 个土属，145 个土种和变种。水田土壤主要有：

淹育型水稻土，45,567.1 亩，占水田面积的 30.29%，多分布在榜圩、海城、坡造等乡；其耕

层较厚，有机质含量较高，种双季稻能增产。潴育型水稻土 73,483 亩，占 48.84%，分布全县

各地，其土质较肥沃，宜种双季稻，但要注意排水。沼泽型水稻士 2,340 亩，占 1.56%。侧渗

型水稻土 606 亩，占水田面积 0.4%。碳酸盐渍性水稻田 27,703 亩，占水田面积 18.41%。矿毒

性水稻土 198 亩，占 0.13%。旱地土壤：沙壤 2,536 亩，占 1.27%，主要在太平乡的新圩、袍

烈村。壤土 37,733.5 亩，占 18.9%，主要分布在太平、新安、城关、果化等乡。粘壤土 44,926.3

亩，占 22.5%，主要分布在黎明、堆圩、耶圩等乡。粘土 95,250.2 亩，占 47.7%，分布全县各

地。

资 源 矿藏有铝、铁、钛铁、硃砂、冰州石、煤等。铝矿储藏量约 2 亿多吨，含三氧化

二铝达 60.45%，质量之优，可与产铝著称的法国、几内亚、牙买加、澳大利亚等国铝矿相比

而毫无逊色。分布面积 1,750 平方公里，由那豆、太平、教美、新安、果化等五个矿区组成。

其中那豆矿区藏量共 8,185.5 万吨，平均厚度 4.48 米（堆积矿平均厚度 4.5 米）。目前已开采

251,000 吨。国家计划在 1986 年正式开工，把平果建设成为大型铝矿基地。

平果铝矿出口矿场

野生动物有野猪、黄猄、果子猩、穿山甲、羚羊、狐狸等；鸟类有红毛鸡、斑鸠等；蛇类

有万山蛇、吹风蛇、百花蛇、金环蛇、银环蛇、竹叶青、蛤蚧等；鱼类有没六鱼、水鱼、油鱼

等；野生植物有枧木、金花茶、金银花、断肠草等。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为 9,213 万元，比 1983 年减 0.18%，比 1952 年增长 3.33 倍，比

1978 年增长 41.75%。1978 年以来年平均递增 5.99%。人均产值：1952 年为 104.02 元，1978

年为 150.2O 元，1983 年为 244.55 元，1984 年为 23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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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

1236

12

201

518

9

100

62.5

0.6

10.2

26.2

0.5

4908.4

2888.2

99.9

523.9

1384.4

12.0

100

58.8

2.0

10,7

28.2

0.3

7606.8

4693.4

149.6

1232.9

1489.1

41.1

100

61.7

2.0

16.2

19.6

0.5

7376

4409

153

1312

1451

51

100

59.77

207

17.79

19.67

0.69

273

256

1175

552

180

466

50.3

52.7

53.1

150.4

4.8

325.0

-3.0

-6.1

2.3

6.4

-2.6

24.1

7.0

7.3

7.4

16.5

0.8

27.3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面积 322,740 亩，其中水田 148,884 亩，旱地 173,856 亩。旱

涝保收田 189,449 亩，有效灌溉面积 113,663 亩。农业人口 365,616 人，劳动力 154,093 人，

人均耕地面积 0.88 亩。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农田水利设施的改善，对水稻耕作制实行“单

改双”，粮食生产迅速发展；七十年代中期又调整水稻作物布局，有计划、按比例地推广油－

稻－稻、肥－稻－稻等三熟轮作制，培育地力，促进粮、油单产不断提高。

1984 年，全县有各种农业机械 2,595 台，41,376 马力，比 1978 年 12,966 马力增长 2.19

倍。现有拖拉机 1,219 台，16,912 马力，平均每百亩耕地有 4.83 马力。

粮、油、蔗：1952 年粮食总产 871,395 担，1978 年产 2,058,912 担，1984 年产 2,247,872

担。1984 年比 1978 年增产 9.2%，1978 年以来递增率为 1.5%。1984 年粮食收购共 3,493.96

万斤，比 1978 年增长 48.4%，比 1982 年减少 31.8%。1984 年油料产量为 11,046 担，比 1952

年 14,915 担减少 25.9%，比 1978 年 12,469 担减少 11.4%，比 1982 年 18,818 担减少 41.3%。

1984 年收购 38.39 万斤，比 1978 年 23.23 万斤增长 65.3%。1952 年产甘蔗 14,300 担。由于

1975 年在县城建成一座日榨原料蔗 150 吨的糖厂，1980 年又投产一座日榨 500 吨原料蔗的设

备，组织农民种蔗，马头镇、城关、新安、太平、果化、坡造、四塘等乡大量种植，1978 年

甘蔗产量猛增至 393,744 担，比 1952 年增长 26.53 倍。1984 年产 1,906,252 担，比 1978 年

增长 3.84 倍。1979 年以来年递增 57%。发展蔗糖生产经济效益显著，1984 年糖厂交纳税金

848,160 元，占全县税收总额的 10.73%。

林 业 现有山林面积 1,226,243 亩，其中可育林面积 519,243 亩，有林面积 404,708 亩，

森林覆盖率仅 10.88%。现有用材林 19,463 亩，经济林 6,722 亩，以龙眼、油茶等为主。全县

有濑江、海明、太平三个国营林场，共有面积 105,917 亩，有林面积 63,339 亩，立木蓄积量



442,877 立方米，职工共有 194 人。

牧 业 1984 年末生猪存栏 148,860 头，出栏 58,406 头，出栏率 39.2%。比 1978 年存栏

增长 16.75%，出栏增长 8.19%，比 1983 年存栏增长 2.9%，出栏增长 11.3%。1984 年存栏耕牛

63,538 头。

副 业 本县 副业主要有采矿、采石、捞沙、烧石灰、烧砖瓦、农副产品加工、采集土特

产，商业购销、建筑、编织等。1984 年总收入 1,451.36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0.48%。

渔 业 全县有养殖面积35,658亩，以养殖草鱼、鲤鱼、鲢鱼为主。1984年年产成鱼838,012

斤，比 1978 年增长 1.05 倍，比 1983 年增长 21.99%。其中国营 259,811 斤，集体 528,781 斤，

个体 6,220 斤。

土特产品 没六鱼：学名岩鲮，鲤科鲃亚种异鲮属。是广西的珍贵鱼种，因其体重不超过

六斤，故名。其体棒圆，背黑腹白，嘴在头部下侧，有两根触须，上唇厚实，几乎把下唇盖住，

故又名“唇鱼”。它是县城没六洞里暗河的特产，属底栖性鱼类。冬春两季，随地下水进入主

洞，游归右江，5~9 月又抢水回洞。多脂肪，鲜嫩肥美，味香，营养丰富，是水产中的珍品佳

肴。1959 年选为国宴中的佳品，受到外宾的称誉而驰名海外。解放初此洞年产 3 万多斤，近

年来，由于水质污染日益严重，年产减少到 3百多斤。

黄豆：全县各地都出产，产量仅次于稻谷、玉米。其特点是质优粒大，蛋白质含量为 40.25%。

1984 年总产 89,507 担，比 1983 年减产 20.7%，比 1978 年增长 31.95%。1984 年销售量共 290

万斤。近年来销往区外。

龙眼：主要产于右江两岸的新圩、濑江，平治河谷一带。全县 97 个村(占全县总村数的

58.8%)有龙眼树，计有 17,000 多株，折合 1,540 亩，正常年产约 6,500 担。1984 年，因开花

时受风灾，只收 2,381 担，产值 95,240 元。果实可加工为龙眼干、桂圆肉罐头等，营养价值

较高。

水 利 解放前，全县保证灌溉面积只有 1.84 万亩。1984 年，有蓄水工程共 221 处，其

中中型水库 7处，总库容 27,135 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15,263 万立方米，灌溉面积 9.02 万亩。

引水工程 75 处，正常引水流量 5.586 立方米/秒，灌溉面积 1.6 万亩。提水工程共 407 处，灌

溉面积 4.03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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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149

3

100

98

2

1591.1

1209.9

381.2

100

76

24

1622.5

1196.0

426.5

100

73.7

26.3

1837

1373

464

100

74.7

25.3

1109

821

15367

15.45

13.48

21.72

13.2

14.8

8.8

2.40

2.10

3.30



工 业 1949 年以前，仅有手工业和一些农副产品加工业。1984 年全县工业总产值 1,837

万元。其中国营企业 20 个，职工 1,675 人，产值 1,597.55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87%。

集体企业 8个，职工 358 人，产值 221.40 万元，占 12%。从事个体企业的 1,425 人，产值 17.6

万元，占 1%。县内较大企业是新袍铝矿，有固定资产 156 万元，职工 247 人，产值 171.7 万

元，比 1983 年增长 55.45%，上缴税利 4.67 万元。

电力：1984 年底有小型水力发电站 82 处，装机 92 台，容量 3,326 千瓦，年发电量 857

万度。有 110 千伏安区域变电站 1座，3千伏安降压站 2 座，变压器 229 台、1,745 千伏安，

负荷 969.2 万度。全县电力不足，百分之七十五是靠百色电网供电。全县有 11 个乡镇，163

个居民村（街），832 个屯．10,898 多户用上电，

交 通 以陆路为主，1984 年底共有公路 8 条，总长 268 公里，其中渣油路 63 公里。全

县 15 个乡（镇），114 个居民村（街）通车。占总村数的 69%。主要公路是南宁－百色线，县

境路段长 62 公里；平果至南宁、百色、壮烈、榜圩、海城、黎明、果化等，每天都通班车。

全县有 10 辆班车，194 辆货车（吨位 458.6 吨）。1984 年客运量 98.23 万人次，货运量 301.48

万吨。

水运以右江为主，县境内长 46 公里，四季可通航，下达南宁上至百色。现有机动船 15

艘，440 马力，684 吨位；木帆船 22 艘，283 吨位。1984 年客运量 2.94 万人次，货运量 1,192.767

万吨。

邮 电 全县有邮电局、支局各一个，邮电所 10 个。邮路长 1,228 公里，百分之九十以上

的屯通邮。农村电话线路长 574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12 条，安装单机 260 部。1964 年，县设

立增音站一所。1969 年，县设立无线电站。

商 业 1984年有商业网点3,171个，从业人员11,115人。其中国营69个，从业人员3,296

人；集体 156 个，从业人员 3,769 人；个体 3,015 个，从业人员 4,050 人。社会商品零售和批

发总额达 4,716.22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67 倍。1984 年出口商品收购总值 83.33 万元，比

1978 年减 89.21%。

财政金融 1984 年财政收入 395 万元，财政支出 1,202 万元，超支 807 万元。城乡储蓄额

966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48.6%，比 1978 年增长 7.55 倍。其中农民存款 274 万元，比上年增

长 42.7%。农贷发放 619 万元，比 1978 年多放 5.14 倍。累计收回 393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3.10 倍。

人民生活 1984 年，农民人均有粮 614 斤，比 1978 年人均有粮 631 斤减 2.69%。1984 年

农民人均收入 201.68 元，比 1978 年的 144.16 元，增长 39.9%。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均收入 931

元（含奖金和补贴），比上年增长 28.27%。集体企业职工年人均收入 692 元，比上年增长 50.5%。

1984 年共销售自行车 3,283 辆，比 1978 年多销 726 辆；手表 7,600 只，比 1978 年多 6,405

只；缝纫机 3,283 台，比 1978 年多 2,537 台。农村建房 3,791 间，建筑面积 105,796 平方米，

投资 2,199,385 元。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有初中 2所，学生 452 人，教职工 44 人；简易师范 1班，学生 43 人，教

职工 11 人；小学 261 所，学生 7,767 人，教职工 612 人。1984 年，有中级师范进修学校 1所，

教职员 17 人，中师函授学员 450 人；普通高中 3 所，教职员 236 人，学生 1,168 人；农业高

中 2 所，教职员 14 人，学生 101 人；初中 16 所，教职员 536 人，学生 6,285 人。小学 926

所，公办教师 1,386 人，民办教师 776 人，学生 44,417 人；单位办小学 2所，教职员 16 人，

学生 187 人；幼儿园 2所，教工 47 人，入园儿童 887 人。1984 年高中毕业升大学的有 42 人。

小学普及率为 85.1%。小学教师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 756 人，占全县小学教师总数的 34.7%；

中学教师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 220 人，占中学教师总数的 27.9%。1978 年以来，组织小

学教师 1,448 人，中学教师 150 人离职进修。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 1人，自治区优秀班主任

4人。

科 技 现有林科所，科技情报所各 1个。11 个乡镇有农业技术推广站、畜牧兽医站。成

立了农、林、水电、电子、工、畜牧兽医、农机、中医、药、护理等学会，会员 274 人。全县

评定技术职称的有农艺师 3 人，助理农艺师 9人，农业技术员 65 人；农机助理工程师 2 人，

农机技术员 68 人，林业助理工程师 6人，林业技术员 37 人，水电工程师 3人，水电助理工程

师 5 人，水电技术员 33 人；气象助理工程师 3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12 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41 人；助理水产工程师 1人。1972 年至 1982 年中，获自治区奖的有沼气、花生、黄豆等三项

科研成果。

文化艺术 现有文化馆 1个，9个乡（镇）均设有文化站。图书馆 1个，藏书 40,940 册。

县城有电影院 1 所，露天电影场 1 个，乡镇露天电影场 8 个，乡镇电影队 8 个。县文艺队 1

个。新华书店 1个，发行点 2个。县有广播站 1个，11 个乡镇设有转播站。

卫 生 1949 年有医院 2个、私人诊所 4个。1984 年，有县人民医院、卫生防疫站、皮肤

病防治站、血吸虫病防治站、妇幼保健站、卫校等。乡、镇有 8个卫生院，3个卫生站。校医

务室 4个。全县有病床 314 张。各类医务人员 574 人（主治中医师 18 人，主治西医师 11 人），

农村接生员 592人，卫生员 145 人。实行计划生育的 33,770 对，占育龄夫妇 52,276 对的 64.6%。

血吸虫病已根除。

体 育 1984 年，县有灯光球场 1 个，50 米游泳池 5 个，25 米游泳池 1 个。体育活动主

要项目有篮球、排球、乒乓球、小足球、游泳、水球等。现有国家一级教练员 1人。解放以来，

全县向体育院校输送了 32 名学生。

文物胜迹
没六鱼洞 在县城东南二里许，以产没六鱼而负有盛名。洞口有联：“潺潺清泉扬波去，

尾尾没六洞中来”。洞内有石门、洞室、石桌、龙潭、泉眼，没六鱼常从喷泉涌出。岩洞狭长

曲折，从洞口到洞底长达 70 余米。与右江附近几条溪河相通。1978 年修整后，可供游人观赏。

古城遗址 今旧城街古城遗址，传为唐代思恩州治。四周环砌石城（已毁），城南弄良地



有岑家墓葬，置有石人、石马、石虎、石麒麟等文物（巳搬散）。城西的八峰崖刻有“兴宁”

两字，为明成化年间奉训大夫思恩知州土官岑瑛题笔。还存有明成化已丑年的崇贞观石碑，清

乾隆三十六年所立禁卖官田的碑文。

著名人物
黄永祺(1881-1937) 坡造乡都阳村人。字宙宇。1926 年参加农运工作，1928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是果德县的第一个党员。历任果德县农协委员、果德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中共思果

县中心县委常委、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委员。1936 年秋奉组织上派遣到万冈、凤

山一带工作。1937 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在巴马所略英勇牺牲。

赵世同(1899－1977) 果化镇人。1927 年参加革命，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果德

县赤卫军营长、中共恩（隆）果（德）两县县委委员、中共黔桂边区特委书记、滇黔边纵队桂

西指挥所指挥员。解放后，历任中共百色地委民运部长兼专区农协会主任、中共百色地委书记

处书记兼专员、广西壮族自治区贫下中农协会副主席等职。

黄显金(1904－1960) 榜圩镇人。1927 年参加革命，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右江

赤卫队独立营长、滇桂黔边区桂西指挥部第三指挥所主任。解放后，任平治县县长、平果县副

县长等职。

岑 瑛(1478－1598) 思恩州兴宁寨（今旧城兴宁村）人。明永乐年间袭思恩州知州，尔

后晋为府秩、加都指挥使。好学、倡立学宫，召民入学，首倡思恩州读书风尚。

重要事件
石达开部回击邓正 清咸丰十年(1861 年)二月初六，太平军石达开部路过果化山心圩，圩

上头目邓正率众以土炮击毙石部 300 多人。石部还击，越城杀邓部数百人。石军尸骨无人收殓，

当地群众集尸于山心圩西部右江边合葬，后人称为“万人坟”，现有石碑记载。

农民革命武装两次攻打果德 民国十六年（1927 年）农历七月二十四日，右江农民自卫军

第三军攻打果德县城，赶走县长黄廷玲。民国十九年（1930 年）农历正月下旬，果德县赤卫

军再次攻打果德县城，捕杀县长黄玉灿等十多人。

敢沫岩战斗 1930 年 11 月，黄书祥同志从东兰率红军战士一百多人到果德县坚持斗争，

遭到敌人伏击后，部分战士转回敢沫岩洞与黄显金同志领导的赤卫队汇合。两天后，遭到敌一

千多人包围。红军、赤卫队仅四十多人，十几条枪，他们坚守洞口，粉碎敌人的多次进攻和火

攻。敌人采取长期围而不攻的办法，企图困死红军、赤卫队战士。经过三十六昼夜的战斗，最

后战士们安全撤出敢沫岩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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