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马瑶族自治县

巴马瑶族自治县境内山峦起伏，石峰高耸，曾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坚固堡垒。出产的油鱼、蝴蝶

果、香猪，饶有特色；油茶、油桐亦为丰富。在红水河流经本县与都安县交界处，国务院批准红水河

综合利用规划开发的十一座水电站之一的岩滩电站，正在动工兴建．县内百岁寿星颇多，放誉为长寿

之乡。

位置面积 巴马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东临红水河与都安瑶族自治县相

望，南与平果、田东、田阳三县毗邻，西和百色，凌云县接壤，北同凤山、东兰县交界。县境

东西最大横距 77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45 公里。总面积 2,433 平方公里，折 3,649,500 亩。其

中陆地面积 3,610,557 亩，占总面积 98.9%；水域面积 38,943 亩，占 1.1%。县治巴马镇与南

宁市相距 251 公里。

建置沿革 汉为增食县地。唐属田州地。宋崇宁五年（1106 年）于其地置上隆州，为县内

有建置之始。旋又增置羁縻文州、思阳县，均在今巴马县境内。元因宋置。明洪武二年(1369

年)撤羁縻文州、思阳县。次年(1370 年)并上隆州归武靖州。嘉靖七年(1529 年)二月，改田州

为田宁，共置十九巡检司，其中巴马巡检司、篆甲巡检司、万冈巡检司、下隆巡捡司皆在今巴

马县境内。清雍正八年（1730 年）七月东兰改土归流，分置凤山土分州。光绪二年（1877 年）

设恩隆县，县地乃分属东兰州、凤山土分州、百色直隶厅、恩隆县管辖。

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置万冈县，因旧有万冈巡检司而得名。解放后，1951 年 8 月撤

销万冈县，县地分属田阳、百色、凤山、东兰、田东。1956 年 2 月 6 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

巴马瑶族自治县，因设治于巴马镇而得名。

行政区划 全县现有 12 个乡 1 个镇：燕洞、所略、局桑、那社，甲篆、西山、平洞、凤

凰、东山、板兰、羌圩、那桃乡，巴马镇。下辖 123 个村委会，2,444 个村民小组（自然屯）。



人口民族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 9 5 6 年

1964 年

第二次

人口普查

1982 年

第三次

人口普查

比 1956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29104 31478 43072 47.9 36.8

总 人 口 140324 153732 242632 72.9 57.8

性别

构成

男 68660 75187 120873 76.0 60.7

女 71664 78545 12175 9 69.9 55.0

地区

构成

城镇 4370 5100 11649 166.5 128.4

农村 135954 148632 230983 69.8 55.4

附：①1949 年至 1955 年，巴马县分别由田东、田阳、百色、东兰、凤山等县管辖，故缺第一次人口普查

资料。 ②1956 年人口数属年末统计数字。

1984 年，全县总人口 257,300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23.9‰。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05.7

人。巴马镇 7,298 户，42,852 人。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有瑶族 38,216 人，占总人口的 15.7%，壮族 172,033 人，占总

人口的 70.9%，汉族 32,278 人，占总人口的 13%，回族 7人，苗族 15 人，布依族 9人，水族

2人，仫佬族 32 人，毛难族 40 人。

自然条件
地 形 西北部高，东南部低，中部平。西部、西北部是重山叠嶂的大石山，其中以东山

乡、板兰乡、西山乡、平滑乡、那社乡、甲篆乡的东北部和所略乡、局桑乡为甚。西南部是高

峻的土山，向东南部倾斜。东南部是丘陵地带。中部沿盘阳河一带有少量狭小的谷地。全县平

均海拔在 300-500 米之间。

山 脉 主要有都阳山脉和青龙山脉。两山均来自县西的凌云县。都阳山由西向东北跃进，

其主峰弄好山海拔 953 米，次高峰弄巴山海拔 919.8 米；青龙山由西间东南延伸，其主蜂塔云

山海拔 1,215.6 米，是全县最高点。次高峰高锥山海拔 1,147 米。两山脉在县内呈“八”字形。

全县海拔在 1,000 米以上的山头有 15 座，海拔在 800 米以上的有 54 座。

河 流 巴马河流分别归属红水河水系和右江水系。红水河流经县内长度 55.6 公里，流量

18,700 立方米/秒，径流量 6,253,000 立方米。盘阳河、灵歧河发源于县西部的高山峡谷间，

沿山脉走向由西往东南汇入红水河。百东河和删巴河源于县西而逆山脉走向流往田阳县，注入

右江。

气 候 属亚热带季风环流气候区。春暖秋凉，夏季炎热，冬季干冷。年平均降水量 1,536.5

毫米，年降雨日在 131 天至 194 天之间。历年平均初霜日为 12 月 22 日，终霜日为 1月 24 日。

年平均气温为 19.9℃至 21℃，常年平均气温 20.4℃。最热月为 7月，月平均气温 27.3℃；最

冷月是 1 月，月平均气温 11.5℃。年极端最低气温为-3.3℃，出现在 1963 年 1 月 15 日；极

端最高气温为 38.4℃，出现在 1971 年 7 月 22 日和 1972 年 7 月 11 日。主要气象灾害有水灾、



旱灾、风灾、霜冻、冰雹等。其中以旱灾为最严重，大致每两年发生一次。1816 年大旱，饿

死者过半。1974 年 10 月至 1975 年 5 月大旱，县内 51 条溪水断流，412 个山塘水库干涸，424

个生产队人畜饮水发生困难，县委组织车队到盘阳河运水进西山公社，始解决群众用水问题。

水灾大致每 3年发生 1次。1933 年 5、6 月间，暴雨成灾，河水猛涨，田地农舍多被淹没，百

姓四处逃荒，次年没有种子下地。1979 年 6 月水灾，受灾面积 43,770 亩，民房倒塌 1,017 间，

死亡 17 人，冲坏水利工程 880 处。1977 年 3 月 29 日，刮 8至 10 级大风后下冰雹，一些地方

雹粒堆积半尺厚；全县倒塌 304 间房屋，死 3人，伤 39 人，死耕牛 3头，伤 5头。此外，县

境曾有地震波及。

土 壤 全县分为黄红壤土、黄壤土、红疆土、紫色土、冲积土等 5种土壤类型。其分布

特点为由南向北、从低向高，具有一定的地带性分布规律。南部、中部、西南部为砂页岩丘陵

谷地地貌，土壤性质多为紫色土。中南部、中部山丘间的河谷、糟谷为低坡丘陵地貌，其土壤

性质多为红壤土（水稻土）。东南部、东部、东北部、西北部是岩溶山地地貌，其土壤性质多

为黄红壤土、黄壤土。西部和西南部的部分地区是砂页丘陵地貌，其土壤性质为冲积土。北部、

西北部的部分山地属混合山地地貌，其土壤性质为石灰岩土。

资 源 矿藏：县内有锑、铜、锰、硫磺、水晶、石灰石，建筑石、陶土，耐火材料等十

多种矿藏，稀有金属的储藏量颇为丰富。水力资源：红水河、盘阳河、灵歧河、百东河尚可建

设水电站 8个，发电量可达 23,150 千瓦。国务院批准在红水河上建设的岩滩大型电站，设计

发电量达 110 万千瓦。水产：油鱼、鲤鱼、塘角鱼、鳝鱼、泥鳅等。其他特产还有七叶一枝花、

田七、钩藤、杜仲、金银花、银耳、木耳、果子猩、猴子、蛤蚧、乌龟、水獭等。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5,342.3 万元，比 1956 年增长 4.3 倍。1978

年以来年递增率为 3.7%。人均产值 207 元，比 1956 年多 l35 元。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6 年 1978 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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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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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5.2

513

49

372

1.2

－

100

54.9

5.2

39.8

0.1

3138.7

1963.8

255

438.5

481.4

－

100

62.6

8.1

14

15.3

4059.9

2213.6

356.7

681.6

805.5

2.5

100

54.5

8.8

16.8

19.8

0.1

4069.3

9090.9

437.6

705.7

832.7

2.4

100

51.3

10.8

17.3

20.5

0.1

335

307

793

90

69292

－

29.6

6.4

71.6

60.9

72.9

－

0.2

-5.5

22.7

3.5

3.4

-0.04

4.4

1.1

9.4

8.2

9.6

－

附注：1949-1955 年巴马分属田东、田阳、百色、东兰、凤山等县，故从 1956 年计起。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面积 191,532 亩，其中水田 88,915 亩，旱地 102,617 亩。水

利灌溉面积 64,473 亩。农业人口 245,227 人。人均耕地 0.78 亩。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对水稻、



玉米实行“单改双”的耕作制度，粮食单产不断提高。

农业机械：建县初期，全县无农业机械。至 1984 年，有各种农业机械 4,959 台，21,849

马力，农机总动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 1.14 马力。机耕面积占总面积的 0.03%。

粮、油：1983 年，粮食总产 12,647 万斤，比 1978 年增产 496 万斤，增长 4.1%。油料总

产 5,338 担，比 1979 年增长 2.9 倍。国家收购粮食 944 万斤，比 1978 年增长 31.3%；油脂收

购 8,477 担，比 1978 年增长 4.1 倍。由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1984 年粮食总产 11,473 万斤，

比 1983 年减少 1,174 万斤，但油料总产却达 6,547 担，比 1983 年增加 1,209 担。

林 业 1983 年至 1984 年普查，全县有林面积 122.6 万亩，占宜林地 230 万亩的 53.3%。

森林覆盖率为 33.6%。立木蓄积量 120 万立方米。经济林中，油茶 121,400 亩，产量 342 万斤；

油桐 103,750 亩，产量 67 万斤。近年来引进的软枝油茶已种 650 亩。这种油茶适应性强，生

长良好，大有发展前途。落实了林业“三定”后，群众造林积极性大有提高，1984 年共造林

62,443 亩。

牧 业 全县牲畜主要是牛、马、猪、羊。1984 年年末存拦数：耕牛 44,938 头，比 1978

年多 23,713 头，增长 111.7%；马 9,782 匹，比 1978 年多 933 匹，增长 10.5%；猪 91,244 头，

比 1978 年多 13,272 头，增长 17%；羊 30,232 只，比 1978 年多 5,247 只，增长 21%。1976 年

以来，自治区、地区扶植畜牧业生产费 29.9 万元，先后引进良种猪 15 头，牛 2头，办起了品

种改良站、香猪场、养鸡场。

副 业 集体和家庭副业发展较快，农民除了饲养家禽、家畜外，还从事农副产品加工、

建筑、交通运输、挖矿、采集土特产品等副业生产，1984 年副业总收入达 832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3.4%，比 1978 年增多 822 万元，增长 82.2 倍。

渔 业 1984 年，全县养殖水面 370 亩，养鱼户 159 户。产量 2.9 万斤，产值 2.4 万元。

土特产品 油鱼：产于坡月至百马一带的盘阳河里。体长圆形，最长约二至三寸。最重一

两。鳞呈灰黑色，油光可鉴。鱼本身合油，一斤油鱼可煎出油二至三两。其油味芳香，骨细软、

肉鲜嫩、味甜美。是鱼类中珍贵而稀有的特殊品种，闻名区内外。1984 年，县水产部门成立

油鱼繁殖场，对该鱼种的繁殖问题开始进行研究。但由于近几年来有关部门管理不严，群众滥

捕、滥炸的现象日趋严重，以致该鱼种有濒于灭绝的危险。

巴马香猪

香猪：又名“冬瓜猪”、“芭蕉猪”。产于燕洞乡的赖满、燕洞、龙威，子帽、岩廷、洪晚、

新力等村屯。其身短小，脚矮骨细，皮薄肉厚，肥瘦相间数层。十余斤重即可宰食，肉味特别



清香鲜美。尤其是采用当地传统方法加工烤、腊，色泽金黄透亮，香味浓郁，皮酥肉嫩，实为

色香味俱全的宴会珍品，在区内外享有盛名。前几年，由于价格不合理，当地农民认为该猪种

个子小，肉不多，养了经济收入不大，于是，大多从外地引进良种大白猪，香猪饲养量比以前

减少。1983 年县里办起了香猪场。1984 年燕洞乡政府号召农民大力饲养，价格又有所提高，

香猪又逐步发展起来。

蛤蚧：产于本县石山地区，以东山、板兰、西山、平洞等乡为多。具有补肾、温肺、壮阳、

益精血、止喘咳等功效。是主治虚劳喘咳、气喘、咯血、肺结核、神经衰弱、阳痿早泄、老人

脚冰膝软、小便频繁的特药效。1978 年以前，县医药公司和外贸站每年收购可达二三万对以

上，近几年来，由于私人抢购多，加之只图捕捉，不注重繁殖，产量已日趋减少。

蝴蝶果：属大戟蝴蝶属。本地叫“山板栗”。生长于西山乡一带。果内合有丰富的淀粉和

油脂。据科研部门试验，每 100 斤干仁含油量 32.72 斤。本地群众称之为“山中油王”。现在

县林业部门已经办了蝴蝶果场，种植蝴蝶果树，长势良好。

油茶：主要种植在县西部和西南部，所略、局桑两乡产量最高。全县年产油茶籽达 300-400

万斤。

水 利

水 利 工 程 概 况 统 计 表

项 目

建

成

(处)

库 容
引水

流量

(立方米)

电

力

(千瓦）

马

力

装

机

(台)

装机

容量

(千瓦)

灌溉面积

总库容

(万立方米)

有效库容

(万立方米)

设计灌

溉面积

(亩)

有效灌溉

面积(亩)

水库 9 1441 1077 14000 4000

其

中

已发挥
效益的

7 1195 896 11600 3100

小(一)型 5 1091 803 10000 2600

小(二)型 2 104 93 160O 500

塘 坝 167 80

水井水柜 1262 22

0.5 秒 m
3
以上

引水工程
3 1.9 2200

电力排灌站 83 2148 2100

机 灌 站 15 174

水轮泵站 70 201 3600

小水电站 55 60 7515

合 计 1664 1543 1077 1.9 2148 174 261 7515 14000 13200

工 业 解放前，县内基本上没有工业。解放后，工业有了较大发展，至 1984 年底，全民

所有制工厂和企业有：水泥厂（属自治区建材局）、砖瓦厂、炮竹厂、汽车修理厂、水厂、淀

粉厂、印刷厂、桐油厂、荣油厂、软木厂、酒厂、电业公司、水电修配厂、农机修造厂、森工

站、米厂、矿业站、饼厂、粮食加工场等共 23 个，职工 1,218 人。产值 1,161 万元，占全县



工业总产值 91%。其中较大的是淀粉厂，有职工 169 人，产值 147 万元。

集体企业：1984 年，有 14 个，259 人。产值 112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9%。

乡镇企业：1984 年有 122 个（其中农业 65 个，工业 29 个，交通运输 2个，建筑 12 个，

其他 14 个），712 人，产值 92 万元，比 1983 年增多 22 万元。

1974 年至 1981 年，县铁木厂生产的衣夹曾出口到美国等十几个国家。1974 年至 1976 年，

县淀粉厂出产的淀粉曾远销港、澳地区。自治区建材局直辖的巴马水泥厂，水泥质量达六百高

标。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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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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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

－

－

100

－

－

1149.4

648.2

501.2

100

56.4

43.6

1319

725

594

100

55

45

1273

678

595

100

53.3

46.7

1711

－

－

10.8

4.6

18.7

-3.4

-6.5

0.2

1.7

0.7

2.9

附注：①1949-1955 年巴马县分属田东、田阳、百色、东兰、凤山等县，工业总产值分散，无法收集，故缺。

②1956 年工业总产值没有按轻重工业分开统计，故缺 1984 年轻、重工业产值与 1956 年轻重工业产

值可比数。

③不合乡镇企业产值。

电力：建县至今，全县已建成小水电站 77 处，装机 82 台，装机总容量 7,674.9 千瓦。其

中最大的是盘中滩电站，1964 年兴建，1966 年投产，有发电机 3台，装机总容量 4,048 千瓦。

全县拥有 35 千伏安降压变电站 6座，配电变压器 297 台，用电装机负荷 8,911 千瓦。1975 年

5 月跟南柳电网并网。拥有 35 千伏输电线路 142 公里，供电至东兰、都安等县。农村配电线

路 560 公里（10 千伏）。1984 年发电量 3,524 万度。全县 65%的村屯用上了电。

交 通 1984 年，全县共有公路 20 条（干线公路 7条，地方公路 13 条），442 公里（包括

渣油路 66.5 公里），其中对外县线路 7条（巳马至凤山 1条，巴马至东兰 2条，巴马至都安 2

条，巴马至田阳 1条，巴马至南宁 1条）。全县有各种汽车 143 辆（包括私人汽车 42 辆），有

11 个乡、镇通班车。全年客运量 124 万人次，比 1983 年增加 15 万人次，比 1978 年的 28 万

人次多 96 万人次。全年货运量 32,058 吨（不包括巴马水泥厂及社会货运量）。

邮 电 1984 年有邮电局、支局各 1个，邮电所 8个，服务点 7处。邮路 1,367 公里，全

县百分之九十的村、屯通邮。农村电话线路 687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17 条（长途电话 7 条，

农村电话 10 条），共安装单机 205 部。1971 年 9 月，在县城设增音站 1 处。1965 年，县城设

立民用无线电话，现有收发讯机 3台。

商 业 1984 年，国营和供销商业网点 208 个，从业人员 1,146 人；集体网点 4个，从业

人员 25 人；农村代购代销点及个体商业网点 1,037 个，从业人员 1,494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 3,055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2.1 倍。集市贸易成交额 1,141 万元。出口商品收购总值 12



万元，比 1978 年的 15 万元减少 3万元。化肥销售 6,601 吨，比 1983 年的 7,659 吨下降 1,058

吨。

财政金融 1984 年，全县财政总收入 1,287 万元（其中本县财政收入 163 万元，上级补助

978 万元），总支出 1,237 万元，结余 50 万元。全县城乡储蓄额 591 万元，比 1983 年的 250.5

万元增多 340.5 万元。其中农民存款 146 万元，比 1983 年的 86.3 万元增多 59.7 万元。农业

贷款 526 万元，比 1983 年多放 195 万元，累计收回 154 万元，比 1983 年多收回 100 万元。

人民生活 解放前，农民生活极其贫困，不少人逃荒讨饭。解放后，党和政府带领人民努

力生产，改变原始的耕作方式，经济建设取得较好成果，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提高。1984 年虽

遇到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入均粮食仍有 380 斤。农民年平均收入 93 元，比 1983 年增多 21

元。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月平均基本工资 52.6 元，集体企业职工月平均工资 85.15 元（含奖

金和补贴）。1984 年，中档商品销售量：自行车 2,497 辆，比 1978 年多销 1,335 辆，手表 4,470

块，比 1978 年多销 3,744 块；缝纫机 1,687 台，比 1978 年多销 991 台；电视机 322 台，比

1983 年多销 197 台；电风扇 542 台，比 1983 年多销 12 台。此外，还有洗衣机 44 台，收音机、

录音机共 849 部。

文 化
教 育 解放前，全县只有 1 所中学，教职工 14 人，学生 250 人。小学 49 所，教员 161

人，学生约 5,460 人。1984 年，有中等师范学校 1所（地区直辖），教职工 120 人（其中讲师

5人），学生 905 人。教师进修学校 1所，教职工 12 人，学员 103 人（指参加中师函授的小学

教师数）。完中 2所，初中 12 所；高中生 834 人，初中生 3,867 人。其中瑶族学生 344 人。专

任高中教师 65 人，初中教师 233 人。1982 年，县第一中学开设两个瑶族初中班，招生 90 人。

小学 119 所，公办教师 1,076 人，民办教师 421 人，学生 34,855 人，其中瑶族学生 4,578 人。

幼儿园 1所，9个班，教职工 26 人，入园幼儿 296 人。1979 年以来，参加函大学习 87 人，毕

业 26 人。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考上大学的学生 233 人，考上中专 685 人。

1984 年，参加扫盲班学习的学员有 2,089 人。城镇干部职工不及初中文化程度的有 1,164

人。1982 年以来，开办各种文化补习班 13 个；参加学习 952 人，考试合格 501 人。

全县公办中小学教，师 1,682 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 181 人，占 10.7%；中专、高

中文化程度的 884 人，占 52.5%；初中以下的 617 人，占 36.7%。1983 年，到县教师进修学校

参加短期培训的小学教师 83 人，结业 59 人。

科 技 1984 年，有农科所、林科所、农机研究所 3个科研单位。9个乡镇设有农业技术

推广站。全县已成立农、林、医、心理学、农机等学会，水电、气象等小组，会员组员共 347

人。1974 年以来，有科研成果 100 项。其中获自治医科技成果奖的有 5 项，即香猪品种资源

调查获四等奖；推广桂朝获四等奖；推广水辐十七获四等奖；科学种田获科技成果四等奖。1984

年有农业技术员 46 人（包括畜牧兽医员），工程技术员 56 人；助理农艺师 22 人，助理工程师

20 人，助理经济师 1人，助理统计师 3人；工程师 4人，农艺师 7人，主治医师 1人。



文化艺术 1984 年，有文化馆 1个，乡镇文化站 8个，村文化室 20 个。县图书馆 1 所，

藏书 43,000 册。县电影院和乡电影院各 1 座，全县放映系统单位 96 个，其中民办放映队 84

个。县文艺队 1个，24 人。1982 年自编自演的民间舞蹈《铜鼓会》获自治区少数民族优秀文

艺节目奖。县新华书店 1个，发行点 9处，16 人。县广播站 1 个，乡镇转播站 9 个。有喇叭

360 只，电视机 1,000 部，电视差转台 10 个，调频发射台 2台，电视录相机 11 部，录音机、

收音机、扩音机共 8,000 部。

卫 生 1949 年，有县卫生所 1个，3人。1984 年，有县人民医院、妇幼保健站、防疫站、

血防站、皮防站各 1个，乡、镇卫生院 9所，乡村中心卫生站 9个，农村合作医疗卫生室 100

个，学校医务室 4个。全县共有病床 261 张，比 1956 年多 251 张。各类医务人员 317 人，其

中瑶族医务人员 36 人，主治医师、中药师、西药师各 1人。全县育龄妇女 30,600 人，实行计

划生育的 18,966 人，占 61%。有 225 对夫妇领取独生子女证。

巴马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据 1980 年有关部门调查统计，百岁以上寿星有 75 个，到第

三次人口普查统计，还有 37 个，最高寿龄达 121 岁，因而被誉为“长寿之乡”。

体 育 1978 年以来，县体委先后组织成立了业余篮球队、排球队、足球队、田径队、乒

乓球队、游泳队、射击队共 7个。1980 年，在参加自治区中学生田径比赛中，获团体总分第

一名，获单项第二名、第三名的五人。1982 年以来，组织县篮球、拔河、乒乓、长跑等项比

赛 7 次。县城厢小学足球队代表地区出席 1982 年自治区足球比赛获贵县赛区第一名；县城厢

小学在贯彻《关于体育卫生两个暂行规定》中，成续显著，受到国家体委和教育部表彰 1次。

曾向自治区输送运动员 1名。该运动员到自治区后，在参加全国少年羽毛球比赛中，先后获分

区赛第一名、第二名，全国赛第五名。

文物胜迹
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部部旧址 位于西山乡弄京村上弄索山凹里，距县城 40 公里左右。1930

年 11 月 30 日，红七军二十一师在乙圩成立。1931 年 3 月，桂系第七军廖磊所部伙同地方民

团向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为了长期坚持斗争，右江特委将二十一师由乙圩迁到此

处办公。现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部旧址



韦拔群被害处（香茶洞） 位于县城西部 40 公里左右的平洞乡弄烈屯后。1932 年 10 月 19

日，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韦拨群同志在此被叛徒韦日恩（白话叫韦昂）杀害。

万冈起义指挥部旧址 1947 年 7 月，中共右江地委在西山合乐的可奶洞建立东兰、万冈、

凤山起义委员会，后改为东、万、凤革命委员会。研究右江起义的具体部署和大队长以上干部

的名单，决定以万冈为中心举行起义，接着在此设立万冈起义指挥部。9月 4日，万冈武装起

义暴发。

革命烈士纪念碑 位于巴马城西公鸡山山脚。1978 年 10 月建，为纪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

争时期和以后各个革命时期参与巴马革命斗争的烈士而建。碑身用钢筋水泥筑成，高 27 米，

其东、南、北三面刻有“革命烈士纪念碑”、字样。碑四用是石米栏栅。地面用水泥方砖铺砌。

环碑松柏郁郁葱葱，苍劲翠墨。碑东为正门，向前眺望，可俯瞰巴马城全景。门前有路可接汽

车站，直通县城中心。每年清明节，干部职工、学校师生都前往纪念碑缅怀革命烈士。

著名人物
黄冤昌(1902－1934) 壮族。凤凰乡那蕊村那降屯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

红七军，曾任红七军第三纵队二营连长、二十师五十八团连长、营长、团长等职。1932 年到

红军大学学习。1933 年任红三军团五师十四团团长。1934 年冬参加红军长征，在湘桂边境兴

安战斗中光荣牺牲。

略明白(1903－1973) 瑶族。西山乡合乐村人。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普任游击

队民兵大队长、县大队代大队长，解放后任西山区公所农民协会主席、东兰县副县长、巴马县

县长、中共巴马县委常委等职。1947 年 10 月，在西山弄甲坳战斗中，凭借险要地形，采用近

打战术，七枪命中七个敌人。从此威震敌胆，闻名远近。

韦 芳(1921－1947) 壮族。所略乡料乡村人。曾用名林天然。194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中共东兰、万冈、凤山县委组织干事，中共凤山县委代理书记。1947 年 8 月领导和指挥

凤山县武装起义，攻克凤山县城。同年 9月，前往砦牙乡进行革命活动，受到地方反动势力包

围，在激战中负重伤，被敌人抓住活埋于板药屯附近。

王廷业(1909－1951) 壮族。燕洞乡燕洞村人。1929 年参加红七军，在二十一师任连指导

员。1932 年叛变革命，出卖红七军二十一师政委陈洪涛，投靠国民党反动派，任国民党广西

第五区（百色）民团指挥部政治部上尉部员、国民党万冈县剿共副司令。多次率部进攻我西山

革命根据地。1951 年 2 月在田阳县被捉拿归案，于百色处决。

杨昌相(1913－1952) 所略乡弄阳村人。解放前历任国民党政府自卫队队长、民团队长、

联防主任、县自卫队副总队长等职。残酷镇压地下游击队，到处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

作。解放后，继续顽抗，组织土匪，自任“东山县副县长”、“反共救国军三十三团团长”、“六

十五师副师长”以及“万冈、凤山、凌云、百色边区剿匪指挥官”等职，曾率部围攻万冈、凌

云、乐业、凤山等县城，杀害解放军战士、民兵及群众数人。1952 年被捕，同年 2 月于巴马

县城枪次。



重要事件
亭泗战斗 1930 年 2 月 27 日，张云逸、李明瑞率领红七军一、二纵队到本县燕洞，欲向

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进发，与韦拔群领导的第三纵队汇合。下午 3点多钟，张、李部队到达

巴马县城西南的亭泗村时，被柱系军队师长李画新指挥的蒙志仁团伏击，两军展开激战。第三

纵队得知消患后，从盘阳赶到亭泗增援，夹击敌人。经过一天一夜激战，蒙团死伤四百多人，

被迫于第二天深夜往巴品方向逃窜。红七军第三天拂晓胜利通过亭泗，到达赐福。此役，红七

军伤亡亦不少，尤其是辎重、物资损失甚多。

燕洞会议 1930 年 8 月上旬，红七军前敌委员会在燕洞召开重要会议，研究布置红七军北

上后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出席会议的有张云逸、邓小平、邓岗、陈洪涛等领导人，参加会

议的有部队营以上干部、各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以及燕洞附近各区的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共

80 多人。会期 3天。会议由陈洪涛主持，邓小平作形势报告。最后决定：恩阳、奉议、恩隆、

思林、果德、向都等县，以向都县（今德保县）的十二㟖为根据地，东兰、凤山、凌云三县以

东兰县的武荣区为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扩大武装力量。此次会议对以后右江各县的革命斗

争具有重大的影响。

万冈起义 1947年9月4日，中共右江地委领导和具体组织桂西人民解放军东万支队1,300

多人，举行万冈武装起义。敌方警佐闻声哗交，国民党县长弃城潜逃。次日拂晓，起义队伍攻

下万冈县城，成立万冈县临时人民政府。第三天部队分三路分别向田东、田阳、百色方向进发。

根治血吸虫病 解放前，巴马县血吸虫病流行严重，有两个村屯变成了“无人村”、“绝灭

户”。1956 年自治县成立后，成立了血防站。

1957 年卫生部门调查，巴马有 8 个大队流行血吸虫病，有钉螺面积 602,029 平方米。血

防人员和群众一起，在疫区改造荒地，平洼填沟，打洞排涝，三光喷药。灭螺面积共 16,263,839

平方米，同时对疫区十一岁以上的人进行定期检查，及时治疗了 569 个血吸虫病人。1983 年 6

月，经自治区有关部门验收，“瘟君”已经绝迹，于是确定巴马为无血吸虫病地区。

供稿：巴马瑶族自治县县志办公室

执笔：陆汉松 黄大权

编辑：黄卷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