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 安 县

隆安县气候温和多雨，日照充足。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有冠斑犀鸟、乌猿等珍禽异兽，还有被

誉为“茶族皇后”的金花茶，药用植物达千种以上，建有龙虎山天然药物保护区。土特产以荔枝、板

栗、乳鸽、“豉油王”等为著名。

位置面积 隆安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居右江下游。县境东邻武鸣，北界平果，

西连天等，西南靠大新，南与扶绥、崇左毗连，东南与邕宁县接壤。县治城厢镇，距自治区首

府南宁市 100 公里。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77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56 公里，总面积 2,264.7 平方

公里，合 3,397,000 亩。其中石山丘 781,600 亩，占全县面积的 23%；水面 205,900 亩，占 6.06%。

建置沿革 秦属象郡地。汉为增食县地。唐乾元年间置思龙县。宋初撤思龙县，并入宣化

县。明嘉靖十二年(1533 年)，划宣化县思龙乡置隆安县，此为隆安县得名之始。清朝、民国

因之。建国后仍称隆安县。1958 年 12 月，隆安县与武鸣县合并，称武隆县。1959 年 5 月，恢

复隆安县建制至今。

行政区划 隆安县现辖城厢、雁江、乔建、那桐等 4镇及南圩、小林、敏阳、古潭、丁当、

都结、杨湾、布泉、屏山等 9乡。有 128 个村（街）民委员会，1,237 个自然村(屯)。

县治城厢镇，1984 年共有 4,085 户，24,620 人。

人口民族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年 末

人口数

1953 年

年 末

人口数

1964 年

年 末

人口数

1982 年

年 末

人口数

比 1949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23000 35034 44170 56183 144.3 60.4 27.2

总 人 口 125499 161916 207703 318174 153.5 96.5 53.2

性别

构成

男 60488 77964 101535 159231 163.2 104.2 56.8

女 65011 83952 106168 158943 144.5 89.3 49.7

地区

构成

城 镇 6899 8096 9379 17567 154.6 117.0 87.3

农 村 118600 153820 198324 300607 153.5 95.4 51.6



1984 年，全县总人口 327,269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44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16.78‰。

主要民族是壮族。据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在全县 314,750 人中，壮族有 301,593 人，占

95.82%；汉族 10,574 人，占 3.36%；苗、瑶、京、毛难、回、侗、满、黎、傣等 9个民族共 2，

583 人，占 0.82%。

自然条件
地 形 隆安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部与西南部山峦重叠，东部和东北部为沙页岩丘

陵，中部是右江河谷，丘陵起伏，多为波状盆地和带状冲积小平原。岩溶地貌分布较广，占全

县总面积的 31.5%，台地占 19.2%，低丘占 24.6%，中丘占 12.6%，高丘占 11.3%，低山占 0.08%。

山 脉 县境山脉大致分东、西，南三支。主干山脉在西部，分布于雁江、都结、布泉、

杨湾、乔建、南圩等 6个乡镇，为大面积的峰丛石山，主要山峰 38 座，其中榜山海拔 201 米，

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曾到此考察。南支为西大明山余脉，分布于屏山、乔建、那桐等 3个乡镇；

主要山峰 28 座，其中小明山位于隆安，大新两县交界处，海拔 973 米，常年云雾缭绕；清风

山海拔 204 米，上有岩洞“清风岩”，为县内名胜之一。东支处右江东岸，介于丁当、小林、

那桐和城厢 4个乡镇；主要山峰 27 座，其中六暖山海拔 742 米，山峰挺拔，林木葱郁，为县

内最高峰。

河 流 右江自县北斜贯东南，江面宽度为 100-300 米，落差 10.5 米，年均流量 448.6 立

方米/秒，五十年一遇的洪峰流量最大为 5,920 立方米/秒，河床高 7-35 米，枯水期可通航 120

吨位的船只，洪水期可通航 500 吨位以上的船只，是县内水运大动脉。境内的丁当河、渌水江、

罗兴江、驮好河、驮良溪、良茜溪等 22 条河溪均注入右江。东北、西北和西南山区，多属岩

溶地质，积水难泻，渗地成泉，计有名泉 18 处，以布泉、咘朗泉、大龙潭等涌泉流量最大。

大龙潭深达 100 多米。

气 候 隆安县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太阳幅射强，年均

日照时数 1,596 小时，其中最多的 7 月达 201 小时。年平均气温 20.3-21.9℃，7月最热，月

均温 26.7-28.3℃；1月最冷，月均温 11.4-12.9℃。年均无霜期 350 天。年降雨量 1,227-1,691

毫米，年均降雨日数 150 天，6-8 月雨量约占全年之半。主要气象灾害有旱灾、水灾以及冰雹、

雷击、大风、暴雨等。从 1959 年至 1980 年，县城出现 79 次大风，99 次暴雨和大暴雨。1959

年 9 月 18 日，一天下雨 231.1 毫米，为有资料记载以来最大降雨日。由于雨季集中，常出现

春、秋旱和夏涝。1962 年 10 月至 1963 年 6 月，全县仅下雨 381 毫米，百分之九十的春玉米

受旱，将近半数的稻田插不下秧，致使粮食减产 2,138 万斤。1971 年的秋旱亦使全县粮食减

产 2,158 万斤。1968 年 8 月发生大洪水，县城洪痕高程 90,85 米，受淹农田 23,756 亩，山区

受涝面积 10,560 亩。此外，雷击和飑线风危害亦大，往往造成拔树倒屋，人畜死亡。

土 壤 隆安县属地带性砖红壤性红壤区。成土母质主要有第四纪红土、沙页岩风化物、

河流冲积物、石灰岩风化物、页岩风化物、紫色沙页岩风化物等 6种。土壤类型有：红土赤红

壤，分布于 9个乡镇，面积 219,923 亩；沙页岩赤红壤，分布遍全县，面积 361,259 亩；石灰

岩土，分布各乡镇，面积 52,208 亩；紫色土，主要分布在雁江、丁当、屏山 3乡镇，面积 11,041



亩；水稻土，分布于平原、丘陵及山区，以右江两岸河谷平原最多，从西北到东南呈带状分布，

面积 194,467 亩。水稻土含 6 个亚类：淹育型水稻土占 42.2%，潴育型水稻土占 31.9%，盐渍

性水稻土占 19.5%，潜育型水稻土占 5.7%，沼泽型水稻土占 0.3%，侧渗型水稻土占 0.14%。

资 源 矿藏：全县有褐煤、褐铁、黄铁、钛铁、铝土、锰、铝、钨、红白锑、青黄锑、

水晶石、钾长石、白云石、磷、石膏、硅等 16 种。藏量较大、具有开采价值的是褐煤（蕴藏

量约 4,000 万吨）和铝土矿。植物：野生植物种类繁多，有金丝李、木宪木、香椿木、嘉庆木

等名贵树种。有奇异的金花茶。药用植物达千种以上。动物：野生兽类有豹、熊、麝、乌猿、

果子狸、穿山甲、山獭、水獭等；爬行动物有蛤蚧、山瑞、龟及金环蛇、银环蛇、五步蛇、山

万蛇等剧毒蛇；禽种类亦多，其中冠斑犀鸟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稀有珍禽。水产：主要水产品有

40 多种，花鱼、塘角鱼为出口的主要鱼产品。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 10,104 万元，按 1980 年不变价格计算，比 1949 年

增长 6.22 倍，比 1978 年增长 15.8%，比 1981 年增长 12.5%，比 1982 年增长 4.14%，比 1983

年增长 3.3%。1978 年以来年递增 2.48%。1984 年人均产值为 311 元，比 1949 年增长 177.47%，

比 1978 年增长 4.71%。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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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1950

1398

2

405

136

9

100

71.7

O.1

20.76

6.97

0.46

6524

4829

80

945

642

28

100

74.01

1.22

14.48

9.84

0.42

6954

5076

198

1287

334

59

100

72.99

2.85

18.51

4.80

0.85

7528

5053

256

1649

482

88

100

67.12

3.40

21.91

6.40

1.17

286

261

12700

307

254

878

15.4

4.6

220.0

74.5

-24.9

214.3

8.25

-0.45

29.29

28.12

44.31

49.15

2.41

0.76

21.39

9.72

-4.67

21.03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面积 432,571 亩，农业人口 304,176 人（劳动力 134,393 人），

人均耕地 1.42 亩。其中水田 193,132 亩，旱地 239,439 亩。农田水利有效灌溉面积 166,000

亩，旱涝保收 136,836 亩。五十年代以来，随着农田水利设施改善，不少旱地改为水田，一季

稻变双季稻，粮食生产迅速发展。六十年代后，推行玉米－肥－稻，或肥－稻－稻，或玉米－

豆类等轮作及其他耕作技术改革，粮食单产不断提高。

1984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2,420 台，总动力 77,613 马力，比 1965 年增长 15.9 倍。

现有农机总动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17.9 马力，比 1965 年增加了 17 倍。其中耕作机械每百

亩耕地占有 5.5 马力。

粮、蔗、油、木薯：1978 年以来，由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遇到自然灾害，粮食生产有



所减少，但其他作物却大幅度增加。六年间粮食递减 0.97%，甘蔗递增 3.69%，油料递增 8.02%，

木薯递增 10.95%。1984 年全县粮食总产 23,723 万斤，比 1983 年减少 8.5%，甘蔗 18,559 万

斤，比 1983 年减少 13.09%；油料总产 373 万斤，比 1983 年增长 52.86%；木薯干片 1,511 万

斤，比 1983 年增长 13.43%。同年浪湾华侨农场粮食产量 68.06 万斤，甘蔗 914.9 万斤，油料

8.62 万斤。

林 业 全县共有山地面积 1,318,885 亩，占总面积的 38.82%；现有林面积 933,978 亩，

占山地面积的 70.82%。立木蓄积量为 961,165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27.9%，主要是松林和杂木

林。经济林有板栗、荔枝、龙眼、木菠萝、柿、桃、李、梅、柑、橙等。县办有礼智和油桐山

两个国营林场，经营面积共 91,756 亩。还有乔建、那桐等 14 个国家与乡镇合办的板栗场，经

营面积共 39,462 亩。自治区办的国营浪湾华侨农场亦生产柑桔等水果，1984 年产量达 41,746

担。

牧 业 1984 年底有耕牛 67,604 头。同年猪总饲养量 192,462 头，年底存栏 124,522 头，

出栏肥猪 67,950 头。

副 业 县内农户普遍饲养鸡、鸭、鹅白鸽、兔。主要副业还有加工铁器小农具、木器家

具，搞运输，建筑、编织、酿酒及加工豆腐等。

渔 业 全县可养鱼水面 16,144 亩，其中池塘 5,834 亩，山塘水库 10,056 宙，其他 254

宙。1984 年成鱼产量 14,353 担。县国营鱼种场有殖水面 43 亩，1984 年繁殖鱼苗 1,515 万尾。

土特产品 板栗：隆安板栗果实香甜，营养丰富，种植历史悠久，产区分布在全县 11 个

乡镇、89 个树，以乔建、古潭、那桐一带为最多。1949 年以前全县仅有板栗 2,100 亩，今已

发展到 79,000 亩，年产鲜板栗 130 万斤，为 1949 年的 11 倍。

乔建板栗场一角

荔枝：有广东荔、福建荔、金钟荔、科威、五月红、白袍、青皮、红皮等品种。潭、那桐

为主要产区。称“隆安水果之乡”的古潭，年产量达 100 万斤左右。1984 年，全县有荔枝 3,150

亩，总产量 150 万斤。隆安荔枝清甜味美，营养丰富，近年来几乎全部外销。

毛瓣金花茶：为世界罕见的珍稀花卉，被称为“茶族皇后”。目前已发现金花茶的 18 个品

种中，毛瓣金花茶仅产于龙虎山天然药物保护区内，十分稀少而珍贵。它在每年 11 月中下旬

开花，花期可长至次年 4月下旬，花瓣似蜡制，花朵雅丽多姿。除具有名贵的观赏价值外，其



花、叶还可入药，具有防暑、止咳、清凉解毒之功效，可用于防治肺结核。属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植物。

下颜豉油王：豉油王是解放前下颜（今雁江）复盛酱园的制品，现由雁江镇酱料厂生产。

畅销区内外。其制法是以正品的生晒酱油暴晒半年以后，由稀变浓至可滴成珠而成，特点是咸

淡适度，香味别具一格。用来浇白切鸡、卤猪肉、凉拌粉最为可口。

乳鸽：是滋补佳品、席上美味。全县各地都饲养，而以都结、布泉、杨湾、屏山等乡为最

多。1980 年外贸出口 213,290 只，居南宁地区首位。

鸡血藤：野生药材。有补血强筋，通经活络的功能。主治贫血、月经不调、闭经酸痛、遗

精、风湿筋骨痛、腰腿痛、胃痛。县内主要产地是屏山乡上盂、万岭、上琴等村，1979 年国

家收购 150,000 斤，远销区内外。

蛤蚧：名贵动物性中药材，具有补肾润肺、壮阳止咳的功效。主治虚劳、喘咳，气喘、肺

结核、神经衰弱、脚冷膝软、阳萎早泄、小便频繁和心脏性气喘等症，县内各地均有出产，尤

以丁当、都结、布泉、杨湾等乡为最多。

水 利 全县水利工程共有 1.083 处，都是解放以后兴建的。其中引水工程 29 处；中小型

水库 48 处，小塘库 251 处，水池、水井、水柜 319 个；机灌站 182 个，电灌站 199 个，水轮

泵 55 处。1984 年有效灌溉面积 166,000 亩，保证灌溉面积 117,188 亩，共解决 59,600 人和

64,800 头牲畜的饮水问题。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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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72

72

100

100

2200

1505

695

100

68.4

31.6

2827

2350

477

100

83.1

16.9

2576

2066

510

100

80.2

19.8

3477.8

2769.4

17.1

37.3

-26.6

-8.9

-12.1

6.9

2.7

5.4

-5.0

工 业 1949 年以前，全县只有个体手工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经营草席、竹制品、土布、

沙纸、榨油、酿酒、制酱、铁制小农具等，从业人员最多的 1944 年也仅 673 人。1984 年底，

全县地方国营工矿企业有氮肥厂，糖厂、水泥厂、罐头厂、砖瓦厂、酒厂、农机厂、玻璃厂、

果脯厂、印刷厂等 39 个，共有职工 2,124 人，产值 2,190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85%，

税利 478 万元。其中较大的是糖厂，有职工 499 人，日榨 1,000 吨，从投产到 1984 年的 16

年间，累计盈利 1,318 万元，1979 年曾获自治区的“全面优胜”奖。同年隆安氮肥厂生产的

农用碳酸氢氨亦被评为自治区优质产品。

1984 年，有县管集体企业 2 个，从业人员 59 人，产值 23 万元，税利 1.8 万元。乡镇企

业 57 个，从业人员 1,068 人，产值 329 万元，税利 15.7 万元。农民自营和联营的工业企业

1984 年产值 34 万元。



电 力：1984 年全县有小水电站 66 处，装机容量 2,724 千瓦，发电量 391.4 万度，用电

量 2,536.38 万度，不足部分由西津水电站输入。全县 91 个村屯有 27,893 户用电照明，占总

户数的 48.8%。

交 通 右江流经县境 7 个乡镇，长 88 公里，上抵百色，下达南宁，常年可通航。1984

年有机动船 108 艘，2,202 马力，载重量 2,725 吨，载客量 1,068 人。其中航运公司拥有机驳

船 19 艘，690 马力，载重量 1,293 吨，占总载重量的 47,5%, 1984 年完成货运量 25,161 吨，

货运周转量 1,144 万吨公里。1984 年全县有公路 17 条，279.1 公里（其中渣油路面 69.4 公里）；

有各种汽车 275 辆，其中个体户 44 辆；已形成以乔建镇为中心的公路网。全县 13 个乡镇全部

通汽车，全年客运量 124 万人次，货运量 3.7 万吨，货运周转量 244 万吨公里。

邮 电 县有邮电局、支局及邮电所共 14 所，邮路总长 2,239 公里，全县各乡村都通邮。

农村电话线路 568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17 条，共安装电话单机 327 部。

商 业 1984 年有商业网点 2,535 个，从业人员 5,509 人。其中国营网点 51 个，从业人

员 544 人；集体网点 252 个，从业人员 1,040 人；个体商业网点 2,232 个，从业人员 3,925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5,447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10%，比 1983 年增长 20.1%。国营商业单

位和供销合作社纯购进总额 2,969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35.9%；其中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1,512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33.2%。

财政金融 1984 年全县地方财政收入 759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49.4%。财政支出 860 万

元，比 1978 年增长 48.2%。由于农业欠收，有所超支。1984 年全县城乡居民存款余额 1,221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42%；农贷款发放 1,553.4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2.53 倍。

人民生活 1984 年人均产粮 779 斤，人均口粮 506 斤。因农业欠收，人均产粮和人均口粮

分别比 1978 年减少 95 斤和 57 斤。1984 年，全县人均收入 252 元。其中农民人均收入 190 元，

比 1978 年增长 134%，比 1983 年增长 8.9%；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月平均基本工资 47.58 元，

比 1978 年增长 16%，收入万元以上的有 9户。1984 年全县共销售自行车 1,056 辆，手表 1,869

块，缝纫机 397 台，收音机 1,231 台，电视机 130 台。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全县有初中 3 所（县立初中 1 所，私立初中 2 所），学生 631 人，教师

29 人；中心小学 17 所，乡村小学 159 所，学生 11,953 人，教师 376 人。1984 年，全县有高

级中学 1所，完全中学 4所，学生 1,906 人；农业初中 1所，学生 157 人；乡镇初中 9所，学

生 7,350 人；中学教职员 832 人。小学 132 所，教学点 513 个，学生 40,052 人；小学教职员

2,040 人。全县学前班、幼儿园、托儿所共 313 所（班），教师、保育员共 152 人，幼儿入班、

入托共 6,345 人，占 3 岁至未满 7 周岁儿童的 18.7%。从 1959-1984 年的 26 年间，全县历届

高中毕业生累计 17,138 人（缺 1967-1969 年的数字），升入大专院校的 716 人，占 4.18%；升

入中等专业学校 812 人，占 4.74%。

科 技 县有农科所、林科所、农机研究所和科技情报所，各乡镇有农业技术推广站，还

成立了水利、医学、农学等 7个科技学会，会员共 218 人。1977-1984 年全县完成科研项目 81



项。其中县农机研究所和县农机修造厂联合研制的 4y－1 型玉米联合收割机，经自治区有关部

门鉴定，达到部颁标准，准予批量生产。县农机修造厂改造的 6yL－59 螺旋榨油机，经南宁地

区性能检验会议鉴定合格，已生产 884 台，畅销区内外。县防疫站开展乙型肝炎流行病学研究，

与协作单位先后写出了《乙型肝炎流行病学研究》、《亚热带地区人群感染分布》、《乙型肝炎传

播途径的探讨》等论文，获卫生部 1980 年度科技成果（乙）级证书、自治区科委科技成果三

等奖。1984 年，在县内工作的大专毕业生有 457 人，中专毕业生 1,244 人。全县有各类科技

人员 637 人，其中工程技术员 134 人，农业技术员 115 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7人，医（护）士

207 人；助理工程师 23 人，助理农艺师 20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6人，医师 106 人；工程师 8

人，农艺师 2人，畜牧兽医师 1人，主治医师 8人。

文化艺术 县有文化馆 1所，乡镇文化站 10 处。县图书馆 1个，藏书 15,000 册。新华书

店有发行点 15 个，1984 年发行图书 96.76 万册。县城有工人俱乐部 1个。全县有电影院 2座，

露天电影场 10 处，村电影放映队 73 个，还有营业性录像放映队 16 个。有群众业余文艺队 9

个。由隆安县创作演出的山歌剧《祖孙争先》，在南宁地区举办的民间文艺会演大会上被评为

优秀节目，并推选参加自治区民族民间文艺会演。还有县广播站 1个，乡镇转播站 11 个，有

50 瓦的电视差转台 1座。

卫 生 1949 年，仅有县卫生院 1所，乡医务所 17 间，医务人员 23 人，病床 10 张。1984

年，全县已有县人民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所、岜发麻风病防治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共

11 所，还有联合诊所 3间，村卫生所 17 间，以及学校、工厂、农场的卫生所（室）等。全县

有病床 389 张，各类医务人员 535 人，其中有主治医师、主管医药师 8人，西医生 82 人，中

医生 19 人，护师 49 人，药师 2人，其余医士、护士、药剂士、药剂员、检验员等共 375 人。

全县已采取计划生育措施的妇女 28,194 人，占已婚育龄妇女的 61.28%。现有一个孩子的夫妇

4,962 对，其中已领取独生子女证的 689 对。

体 育 1949 年，县城只有 1个公共体育场，5个简陋的篮球场。1984 年，全县有灯光球

场 3 个，游泳池 3 个，田径场 2 个，普通篮球场遍及城乡。1973 年成立了县业余体校，开设

有游泳、水球、排球、田径、乒乓球、举重等 6 个项目，自 1980 年以来已向自治区体工大队

输送运动员 6名，被评为全国优秀体育教师 1人。县水球队 4次获选代表南宁地区参加自治区

体育竞赛，一次荣获第二名，两次笫三名。1980-1984 年，县业余体校游泳队参加自治区少年

儿童游泳比赛，共获 20 个第一名，有 3人 6 次破自治区少年游泳纪录，1 人两次破全国少年

潜水纪录。举重运动员陆金优 1984 年在全国少年举重比赛中获 52 公斤级的金、银、铜牌各 1

枚。

特殊风俗 那桐地区的壮族群众原以农历四月初八为“俗佛日”，后移风易俗，改为“农

具节”。每年这一天，全县商业、供销部门和各乡农民，还有远至平果、武鸣、扶绥、邕宁、

马山等县的群众都携带农具、家具和日用百货、食杂物品前来赶街，人数常多达四五万人。街

圩上除了交换和买卖物品以外，还有演戏、赛球等文体活动，成为隆安县最盛大的圩日。



文物胜迹
榜山文塔 在县城东 3公里的榜山（东独秀山）上，清光绪二十年（1894 年）兴建。文塔

建筑工艰艺巧，矗立在海拔 201 米的石山之巅，由 20 万块优质青砖砌成。塔高 23.8 米，外观

为六角形的三节塔，内部却是八面形的六层楼。底层拱门与县城孔庙遥对，额题“榜山文塔”。

塔身外绘有彩色的龙凤、树木、花鸟等。塔顶有大圆缸，上插一臂粗之铁柱。此塔现属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

阳明洞天 位于县城北 25 公里雁江镇和济村侧右江边山崖上，岩洞内可容数百人。相传

明嘉靖七年（1528 年），王守仁（王阳明）镇压思恩田州农民起义时曾泊舟于此憩息。洞壁镌

刻有“阳明洞天”四个大字，洞前峭壁刻有王守仁“征田功文”，还刻有其他一些古人的诗词。

龙虎山天然药物保护区 在县城南 36 公里处，1980 年 6 月建。保护区面积 3 平方公里，

石山占 80%，土丘占 20%，最高峰海拔 473 米。区内草茂林密，水秀山青，气候适宜，环境优

良，栖息和生长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据初步考查，药用植物有黄精、砂仁、山豆根、千

里香、青天葵、金银花、鸡骨草、鸡血藤等 926 种；动物有水獭、黑叶猴，猕猴、穿山甲、果

子狸、冠斑犀鸟、娴鸡、蛤蚧、乌猿、山瑞等上百种。世界罕见的毛瓣金花茶就生长在这里。

龙虎山天然药物保护区

著名人物
李 干(1902－1935） 壮族。城厢镇城内街人。又名李健夫。1928 年当选为广西省农民协

会委员，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百色起义。同年 12 月，任隆安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1930 年冬，随红七军北上江西，任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后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任红六师宣

传科长，牺牲于甘肃。

闭运培(1884－1903) 壮族。古潭乡育英村人。清末广西会党起义的著名首领之一。1900

年在家乡组织农民起义，攻打各地团总，杀富济贫，纵横于隆安、邕宁一带。1903 年 11 月，

假意答应接受隆安知县李家彬招抚，带领 12 人到乔建周家祠堂会李，当李要闭缴枪时，闭即

向李开抢，当场击毙团练 6名，闭亦因寡不敌众而牺牲。

任 敏(1900－1951) 壮族。杨湾乡百朝街人。原名任绍焘，又名林青。曾在南宁、梧州，

百色等地的民国日报社任编辑。历任国民党天河、崇善、雷平等县县长。1947 年为“国大”

代表。1950 年 6 月组织土匪武装暴乱，自封为“反共救国军”第一支队司令。1951 年 6 月被



抓获，死于狱中。

重要事件
击毙马盛治之战 隆安县是清末广西会常起义的中心地区之一，著名的会党首领王和顺、

闭运培、黄五肥等人所率的起义军经常活动于这一带。1902 年，清柳庆总兵、边防军统领马

盛治带兵在丁当一带追剿会党时，被黄五肥击毙于武鸣宁武乡新浦村与隆安县交界的马鞍山下，

从而沉重打击了清军的气焰，把起詾逐步推向高潮。

红七军两进隆安 1930 年 1 月 4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一纵队两个连由李干做向导，

进驻隆安县城，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任务和政策，打开大财主粮仓赈济贫苦农民，

10 日撤回果德。1930 年 1 月 21 日，驻隆安的国民党军队撤退，红七军第一纵队队部及其所属

的第一营，再次开进隆安县城，建立起隆安县革命委员会和隆安县农民赤卫队，发展队员 40

多入，并收缴国民党的武装，搜查团局，打击贪官污吏，没收豪绅财产。

红军与国民党军激战三昼夜 1930 年 1 月，当红七军第一纵队第二次进驻隆安时，突然遭

到李画新担任总指挥的国民党护党救国军偷袭。第一纵队队长李谦及政治部主任沈静斋当即率

部迎战，增援部队星夜赶到后，即由红七、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和红七军军长张云逸亲自指挥，

从 2月 4日下午开始，和国民党军队在隆安县城鏖战了三昼夜。这次战斗，红军以不足两个团

的兵力，抗击敌军三个团加一个特编营的进犯，敌军伤亡 500 多人，红军也伤亡 300 多人。纵

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安徽宿县人)在撤退中失掉联系，被俘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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