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 坡 县

那坡县地处桂西南，与越南接壤，聚居有壮、汉、瑶、苗、彝五个民族。山高箐密，土地肥沃，

盛产杉木、油茶、八角。民主革命时期，是左、右江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有念井、鄢珍、弄化等自

治伛动、植物保护区，珍贵动植物品种繁多。

位置面积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南边缘，云贵高原南端。东部与靖西县毗连，南至西

南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高平、河江两省接界，西北部和正北与云南省富宁县接壤。东南距

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373 公里。县境东从照阳关起，西至百都白云山，最大横距 38 公里（直线），

南从平孟念井村汤那屯起，北至城厢镇和平村卡腊山，最大纵距 67.5 公里（直线）。全县总面

积约为 2,231.08 平方公里，折合 3,346,620 亩。耕地面积 214,337 亩，占总面积 6.4%，水域

29,891.2 亩，占总面积 0.89%。

建置沿革 宋皇祐年间（1049-1053 年）置镇安峒，治所在今那坡县境内。元泰定三年（1326

年）升为镇安路。明洪武二年（1369 年）废镇安路，永乐中置镇安土州。清乾隆八年(1743

年)，设镇安土巡检司，三十一年（1766 年）改流官通判驻辖，置小镇安厅。光绪十二年（1886

年）改为镇边县，民国因之。解放初期，仍称镇边县。、1953 年 10 月改为睦边县。1965 年 1

月，改为那坡县，沿用至今。

行政区划 现有龙合、定业、坡荷、德隆、百合、百南、平盂、下华、百省、百都、那隆

等 11 个乡和城厢镇。下辖 130 个村（街）民委员会，1,625 个村民小组。县治城厢镇，1984

年有 1,802 户，8,008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统计，全县有 29,593 户，179,974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78.84 人。

1950 年至 1982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为 14.56‰，1983-1984 年下降为 10.45‰。

全县总人口中有壮族 158,372 人，占总人口的 90.2%；汉族 10,615 人，占 6.06%；瑶族



3,993 人；苗族 1,315 人；彝族 1,270 人；其他民族 13 人。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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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20485 20675 22244 28338 38.34 37.06 27.40

总 人 口 102659 105529 108708 175578 71.03 66.38 61.51

性别

构成

男 － 50845 53193 88800 － 74.65 66.94

女 － 54684 55515 86778 － 58.69 56.31

自然条件
地 形 地处云贵高原余脉六韶山南缘，属中山地形区，西北地势较高，向东南倾斜。以

德隆坡为南北部分界线。南部岩层向西南和东南倾斜，北部岩层向北倾斜，为石灰岩构成，山

峰海拔 900-1,400 米，相对高度 200-500 米，杂有土山。南部包括德隆、百合、百南、平孟、

下华、百省、百都、那隆 8个乡，以土坡为主，一般海拔在 500 米左右，相对高度 50-150 米。

整个边境地带杂有石山，大部分是高山深峪，只有沿河一带有一些狭长平地；石山㟖中，间有

小块平地。

山 脉 县境内的山脉，主要承接云贵高原南缘的山脉，六韶山从云南省逐渐向东南延伸

到本县的北部和中部，自北往南，连绵起伏，高而且陡，排山多，独山少。石山高峻林稀，土

山连亘林密。有名的主干山梁、大小山峰共 952 座，其中海拔 300-1,000 米的有 315 座，占

33.08%；海拔 1,000-1,500 米的有 635 座，占 66.69%；海拔 1,600 米以上的有 2座，占 0.23%。

最高的山峰是规弄山，海拔 1,681 米；其次是妖皇山，海拔 1,604 米。著各的山峰还有白云山、

郡山、通天岭、岩怀山、炮台山等。特别是边境线上矗立着大大小小的山峰，山势险峻，形成

祖国的天然屏障。

河 流 全县有大小河流 35 条，分属左江、右江、越南红河等 3个水系。左江水系的河流

有平盂河，发源于南部平盂乡规红坡，经平孟关口流出越南，转回龙州县流入左江。右江水系

的涝水发源于德隆乡，北流至县城汇合东泉河，过永乐后潜入地下，到弄谦复出惠布河，经云

南出百色，注入右江，其中下游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是北部地区主要水稻产区。三蓬河发源

于坡荷乡马运山，从那池出靖西安德后，转为地下河，再入本县，从定业乡百岩洞流出地面，

到桂合、百甲与惠布河汇流而入右江。红河水系的百南河，是本县较大的河流，其主干发源于

云南省富宁县郎恒乡的龙能山，入县境后汇合那考、下华、红泥、百合、北斗、德窝诸支流，

占全县河流总面积 65%，最宽处 50 米，最深处 15 米，流量为 17.7 立方米/秒，集雨面积 1,454

平方公里，最后从百南乡流出越南。

气 候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天气变化多端，“盛夏期间存寒意，隆冬季节现高温”。

干季与湿季之分较明显，上年 11 月至下年 4月为干季，当年 5月至 10 月为湿季。构成雨水和

热量同一季节的气候特点，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年降雨量最少的百南乡一带，也有 1,300



毫米以上；多的坡荷一带，达 2,100 毫米左右。多年平均无霜期为 332 天左右，平均初霜日

12 月 16 日，终霜日 1月 22 日，霜期一般长 38 天。灾害性天气有干旱、洪涝、大风、冰雹和

冷害等。1958-1983 年的 26 年中，就有 17 年遇冬旱和春旱，其中严重影响冬种及春播就有 11

年。秋旱、冬旱、春旱、夏旱相连特重干旱现象，二三十年必有一遇。洪涝灾害多分为 2 种类

型，一是春末夏初强冷空气过境而出现暴雨，或受南支波动槽影响出现飑线天气，在极短的时

间里产生强度大的降雨，造成极为严重的冲刷现象。如 1981 年 3 月 28 至 29 日及月中旬，平

孟、百合、下华、百都、德隆等出现两次飑线天气，紧接发生水灾和雹灾，经济损失达 5 万多

元。二是 6至 8月，大（暴）雨频繁，而雨水径流不及，峡谷的沿河地带便出现洪涝。如 1979

年 6 月 28 日，隆平、中强和那马一带下大暴雨，沿河两岸田地被冲，9,000 多亩田地粮食减

产。雨季结束期偏迟的年份，9、10 月份还有发生洪涝灾害的现象。1984 年 10 月 4 甘县城附

近发生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洪水冲进县城街道，经济损失达 42 万多元。春末夏初，北方南

下的急性冷锋过境常发生短时偏北大风并伴以暴雨、冰雹。每年 3、4月间，盂加拉湾地区的

南支槽活跃并东移，也容易出现旋转大风和冰雹、暴雨。特点是时间短，但强度大，破坏性极

为严重。每年 2、3月份，连续出现 3天以上的日平均气温低于 12℃的低温阴雨天气，常造成

早稻烂种、烂秧现象，最严重的年份是 1974 年，因烂秧而损失谷种 30 多万斤。

土 壤 全县土壤有 6 个土类，14 个亚类，34 个土属，66 个土种。水稻土类中的淹育型

水稻土 8,753.1 亩。潴育型水稻土 51,979.6 亩，全县各乡镇皆有分布。潜育型水稻土，除龙

合乡外，其余乡镇均有分布。沼泽型水稻土分布于下华、百合、百都等乡镇。盐渍性水稻土主

要分布在定业乡。自然土壤（林地、荒地土壤）主要是沙页岩黄红壤，有 126 万多亩，分布在

全县各乡镇海拔 600-1,200 米的山地上。次为沙页岩赤红壤，有 32 万多亩，分布在平孟、百

合、百南、百省、下华等 5个乡，海拔 600 米以下的沙页岩丘陵坡上。石灰岩黄红壤、黑色石

灰土和棕色石灰土约 12 万亩，分布在各乡镇的石灰岩山上。沙页岩黄壤 34 万多亩，分布在各

乡海拔 1,200 米以上的沙页岩山地上。全县的土壤质地，绝大部分都是壤质。沙页岩地区的土

壤一般呈微酸性至酸性；石灰岩地区的土壤是中性。在水稻土中有机质含量高的占 59%，含量

中等的占 38.5%，含量低的占 2.5%。旱地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的占 58.3%，含量中等的占 36.94%，

含量低的占 4.76%。

资 源 矿藏：以石灰石矿为主，还有铜、锌、铁、煤等。那隆乡小马拔和城厢的岩林铜

矿，矿体埋藏浅，矿石储量 224,414 吨，金属铜 1,821 吨，伴生金属锌 4,449 吨。1975 年县

民矿站曾用土法炼出金属铜，很有经济价值。坡荷乡果把村中山的磁铁矿，工、业品位在

60-64.1%之间。1958 年土法开采了 700 多吨金属铁，尚有矿石 2,128,113 吨，金属铁 1,262,834

吨。煤，有龙合乡弄帮、坡决和平盂乡弄汤、弄获、果梨 5个矿床。弄汤、弄获矿床初探储量

20 万吨。已开采 400 吨。森林，全县森林面积 50 万亩，其中用材林 41 万亩，占 81%。立木总

蓄积量约 120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 14.9%。用材林中天然杂木林占优势，杉木生长快，材

质好，是优良树种，珍贵树种还有旱杉、木宪木、广西青梅、擎天树。木宪木的中心产区念井、

那珍、弄化列为自治区动植物保护区之一。百合乡清华村规坎屯有棵擎天树，高达 63.3 米，



胸径 148 厘米，单株材积 19 立方米，很有些气派。经济林有油茶、油桐、八角等。牧地 276,054

亩，占总面积 8.25%。野生动物种类繁多，麝、穿山甲、水獭、旱獭、黄猄、野猪、吹风蛇、

金环蛇、银环蛇、三线蛇、南蛇、青蛇、蛤蚧、山瑞、水鱼、木瓜鱼、乌龟、画眉、鹧鸪、猫

头鹰等，应有尽有。

木宪木王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3 年工农业总产值为 4,015.4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54.68%，比 1982

年增长 5.48%。1978 年以来年递增 9.1%。人均产值 240 元。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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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 年
增长%

比
1978 年
增长%

比
1982 年
增长%

农业总产值

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1097.1

570.5

70.3

451.1

5.2

0

100

52.0

6.4

41.1

0.5

－

2280.4

1292.9

170.6

728.8

86.4

1.7

100

56.7

7.5

32.0

3.8

0.1

3441.3

2028.4

428.3

712.3

214.3

4.0

100

58.9

14.0

20.7

6.2

0.1

3554.6

2118.9

409.6

742.0

278.9

5.2

100

59.6

11.5

20.9

7.9

0.2

224

271.4

482.4

64.5

5304.7

－

55.9

63.9

140.0

1.8

222.8

205.9

3.29

4.46

-15.08

4.18

30.14

30.75

9.3

10.4

19.1

0.4

26.4

25.1

说明：1957 年以前因档案不全，无资料可查。



农 业 全县耕地面积 214,337 亩，农业人口 166,488 人（劳动力 70,196 人），人均耕地

1.29 亩。耕地中，旱地 147,688 亩，水田 66,649 亩。有效灌溉面积 41,060 亩。五十年代以

来，水稻耕作制度实行“单改双”，耕作技术上摘小株合理密植、间种，粮食单产不断提高。

1981 年全县有各种农用拖拉机 416 台，6,042 马力，比 1971 年的 575 马力增长 10 倍。机

耕面积 28,500 亩，占全县当年双季稻面积 42.79%。此外，各种机械化半机械化农具有：人力

插秧机 698 架，碾米机 502 台，饲料粉碎机 234 台，切蔓机 57 台，小钢磨 181 台，电动打谷

机 220 台，弹棉机 23 台。

粮、油：1980 年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生产连年上升，1980 至 1983 年粮食年递增 8.8%。

1983 年农业生产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粮食总产 11,411.01 万斤，比 1981 年增产 1,252.65

万斤。粮食收购 381 万斤，比 1978 年增长 17.85%；油脂收购 3,729 担，相当于 1978 年的 1.5

倍。

林 业 本县农民有种植杉木的悠久历史，中部和北部广大山区又适合种植杉木。现有杉

木面积约 8万亩。1983 年全县共收购杉木材 4,793 立方米，占木材收购总量的 79%。油茶是本

县主要的经济林，分布广、面积大，栽培历史悠久。现有油茶林 8.2 万亩，人均 0.44 亩，正

常年产茶籽 150-200 万斤。1971 年至 1982 年平均每年出售茶油 30.3 万斤，是自治区油茶基

地县之一。油桐也是本县经济林之一，种植面积 13,633 亩，1982 年产桐籽 7,140 担，尚未恢

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潜力还很大。八角经济价值高，受益期长，百都、那隆、德隆 3个乡和城

厢镇有种植习惯和栽培经验，近年来发展较快，已形成种植八角的热潮。现有面积 16,036 亩，

1982 年产八角 158 担，茴油 600 担。

牧业、副业 土山占全县总面积 71.12%，草料饲料资源丰富，可利用草场面积 1,475,968

亩，发展畜牧业有广阔前途。现在农民牧养以牛、马为主，1983 年水牛、黄牛存栏 44,375 头，

出栏数 493 头，比 1977 年的存栏提高 19.2%，出栏数也略有提高。生猪存栏 80,203 头，出栏

数 28,452 头，比 1977 年存栏和出栏数分别提高 31%和 19.33%。其他还有养羊和养兔，饲养鸡、

鸭、鹅、旱鸭、火鸡和鸽子等副业。

土特产品 那坡马：属西南马系山地马，是百色马品种，绝大部分属中型马。其特征是体

质结实，短小精悍，力量大，跑得快，能驮，能骑，能挽；跋山涉水，善于走崎岖山路；吃苦

耐劳，耐粗饲料，抗病力强，性情温顺，容易调教。1982 年 1 月 8 日举行乘骑和拉车赛，千

米乘骑时间 1分 22.5 秒；拉车负重 500 公斤跑 20 公里时间 1.11 小时。这种马 1981 年存栏数

7,819 头，出售数 1,977 头；1982 年存栏 7,314 头，出售 203 头。

金不换：中草药，产于石山地区，既可制药，又可作工业原料。县制药厂加工年产成药约

500 公斤，从 1981-1982 年，每年平均总产值 20 万元。

金银花：国家收购的重要中药，长于石山地区。1976 年至 1982 年 7 年间，龙合乡两合村

山达屯有 5户农民，种植 10 亩，收入现金 6,474 元。1983 年有收面积 6亩，收入 2,210 元，

占全屯现金收入的 57.3%。现在已成为石山区农民致富的一个门路。

糖梨：其特点是皮薄肉嫩，水份清甜，少籽无渣，产于坡荷乡果把、那池和百合乡念银等



村屯。因质优量少，历年都是农户自产自销。

水 利 有中小型水库、山塘 26 座，有效库容 30,226 万立方米。引水工程 7,616 处，总

流量 6.3 立方米/秒，有效灌溉面积 4.9 万亩，设计灌溉 5.1 万亩。排灌用电机、柴油机 86

台，1,851 马力，有效灌溉面积 0.27 万亩。水轮泵 11 台，有效灌溉面积 0.03 万亩。水井水

柜 1,230 座，总库容为 5.93 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5.88 万立方米。本县较大的团结水库，利用

文华村到团结村的地下永源的基流建成，总库容 102 立方米，设计灌溉是 1,800 多亩，已灌溉

700 多亩。

工 业 1949 年以前，县内仅有几家农具作坊。1983 年底，国营工厂有：农机修造厂，水

泥厂、汽车修理厂、砖瓦厂、印刷厂、木材加工厂、自来水厂、大米厂、榨油厂、酒厂、食品

加工厂、电站、被服厂、木器厂等 17 个，职工 479 人。其中较大的水泥厂，有职工 86 人，产

值 31.72 万元。1983 年底乡镇企业共有 102 个，从业人员 910 人。个体手工业 3户，从业 15

人。1983 年全民所有制工业总产值 361 万元，集体所有制工业总产值 100 万元。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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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984 年工业总产值 388.84 万元，其中轻工业 255.91 万元，重工业 132.93 万元。

电力：全县有水力、火力电站 74 处，80 台机组，装机容量 6,104 千瓦，年发电量 570 万

度。其中中小型水电站 71座，装机容量 5,974 千瓦，仅占全县水能总蕴藏量2万千瓦的 29.87%,

潜力还很大。有 10 千伏安至 35 千伏安高压线路 220 公里，低压线路 324.17 公里；35 千伏安

变电站 2座，配电变压器 64 台，6,500 千伏安。有 12 个乡镇，67 个村，382 个屯，9,476 户

通电，占总农户的 35.1%。

交 通 县内河流水浅，河面狭窄，不能通航，交通以陆路为主。1983 年全县共有公路 21

条，其中有 8条干线与外县相联，全长 1,336 公里（县境内长 501 公里），每天有 20 车次来往，

为 1956 年的 6倍。有各型汽车 138 辆。12 个乡镇和百分之四十五的村屯通了班车，1983 年客

运量 561,960 人次。

邮 电 有邮电局，支局各 1 个，邮电所 9 所，邮路 2,073.7 公里，全县 44.9%的村屯通

邮。农村电话线路 524.3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8对，农村、县城共安装电话单机 250 部。

商 业 1983 年有商业网点 243 个，从业人员 806 人。其中国营网点 32 个，从业人员 308

人；集体网点 211 个，从业人员 498 人。农村代购代销店 53 个，从业 60 人，个体网点 636

个，从业 1,322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2,030.96 万元，比 1982 年增长 6.69%。集市贸易额 259.8

万元，比1982年增长4.76%。化肥销售3,906吨，比1982年增长37%。出口商品收购总值963,090



元，比 1981 年增长 126.52%。

财政金融 本县财政历年靠国家补贴。1983 年收入仅 89.1 万元，支出达 1,021.7 万元，

赤字为 932.6 万元。城乡储蓄额 347 万元，其中农民存款 80 万元，比 1982 年增长 25%。农贷

款发放 61 万元，比 1982 年多放 11.48%；累计收回 43 万元，比 1982 年增长 23.25%。

人民生活 1983 年人均有粮 682 斤，口粮 572 斤，比 1978 年的有粮和口粮分别增长 45.7%

和 52.5%。农民平均收入 102.88 元，比 1978 年增收 1.3 倍。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年工资

775 元（含奖金和补贴），比 1982 年增长 9.29%；集体企业职工人均年工资 508 元（含奖金和

补贴），比 1982 年减少 27%。1983 年生产 1万至 2万斤粮食的农户 28 户，现金收入 1万元以

上的有 10 户。据统计，1983 年共销自行车 1,380 辆；比 1978 年多销 407 辆；手表 1,825 只，

比 1978 年多销 1,269 只；缝纫机 924 台，比 1978 年多销 297 台；电视机 68 台，比 1980 年多

销 50 台；录音机 250 台，比 1980 年多销 234 台。1983 年全县农民建房面积 124,300 平方米，

比 1982 年增长 28,399 平方米；1984 年建房面积 164,122 平方米，比 1983 年又增加 39,822

平方米，比 1982 年增加 68,221 平方米。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初，全县仅有县立初级中学 1所，在校学生 92 人，教职员 7人。小学 12

所，学生 1,628 人，教职员 96 人。全县只有 5个大学生。到 1983 年，全县有师范 1所，学员

150 人，教职员 12 人。完全中学 3 所，学生 1,624 人。农中 1 所，学生 110 人。初级中学 7

所（含小学附中），学生 15,552 人。中学教职员共 296 人。小学 105 所，学生 25,548 人，教

职员 1,495 人。公办幼儿园 1 所，入园儿童 364 人，幼托教工 18 人。民办幼儿园 1 所，入园

儿童 100 人，教工 3人。1984 年以前，历届高中毕业生 7,019 人，升入大学 127 人，占 1.8%。

1982 年开办文化补习班 8 个，参加学习 1,583 人。小学教师 1,374 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的 553 人。1980 年开始，组织小学教师 465 人，中学教师 30 人进修学习。我县民族以壮族为

主，1956 年 11 月成立了那坡县壮文学校，有教职工 19 人，办学 4期，培养出壮文扫盲教师

250 人。业余壮文夜校，普及 200 多个村屯，学员 1万多人。1966 年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壮校

被迫解散。1982 年 8 月始恢复。自治区语委和县财政拨款 14.35 万元，新建教学大楼 1 座，

面积 780 平方米，现有教职员 15 人，已办培训班 7次（期），学员 262 人。农村扫盲 49 个班，

巳脱盲 346 人。

科 技 现有县科技情报所、农科所、林科所、农业技术推广站、病虫测报站、畜牧兽医

站、农机推广站等科技单位，又有乡级的各种科技站 20 个，还有农、林、水电、农机、工交、

教育、卫生、青少年科普协会和 6个乡科普协会等，会员共 483 人。自 1979 年至 1983 年的五

年中，开展 29 项科研活动，获地区、自治区科技奖 2项。1982 年评定技术职称的有农业技术

员 32 人，工程技术员 35 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17 人，助理工程师 25 人，助理会计师 5人，中、

西医师 80 人，农艺师 5人，畜牧兽医师 1人，主治医师 5人。

文化艺术 县设文化馆 1个，乡镇文化站 9个。县图书馆 1个，藏书 6万多册。各乡镇都

有阅览室。1984 年县博物馆建成。县总工会有工人文化官。全县有乡镇电影站 8 处，电影放



映队 8 个，民办放映队 52 个。1984 年 7 月新建电影院 1 座。县新华书店有发行点 14 个（委

托基层供销单位兼营）。县有中波台 1 个，县人民广播站 1 个，乡镇广播站 8 处，职工共 22

人。

卫 生 建国前有县卫生院 1 所，医务人员 6人，病床 20 张。到 1983 年有县人民医院、

妇幼保健站、防疫站等 3个，乡镇卫生院 9所，农村卫生室 5个，学校医务室 2个。全县共有

病床 287 张，医务人员 1,646 人。全县实行计划生育 11,423 人，节育率 45.86%，有 587 对夫

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1959 年以来组织全县性的篮球、排球、乒乓球、棋类竞赛，举办中、小学田径运

动会，组织驻军、县内县际篮球竞赛。1979 年参加自治区四届运动会获奖旗一面。向上级输

送运动员 3名。

特殊风俗 彝族跳弓节：农历四月初九、初十、十一日，是彝族“跳弓”的传统节日。这

几天，男女老少，穿起新的民族服装，打铜鼓，吹五笙，围绕金竹丛，遵循传统的舞蹈步伐，

由慢而快，由低潮到高潮，尽情欢呼，以示彝族祖先反抗民族压迫的胜利。

彝族服饰：现妇女仍保持民族服饰，穿白或兰色，绣花纹、缝银饰的上衣；着长至膝盖的

黑布宽裤，腿缠黑绑腿；戴头巾、银钗、耳环、项链，手有银饰。

苗族葬礼：长者逝世，先用白布包裹尸体，用楼梯架撑竖尸身，每天向死者敬饭 3次，家

人恸哭在旁。出殡前 1天，将 1头活牛拉到死者面前，绳头缠在死者手中，放在尸前供祭，以

示送给死者，仍事耕作。

文物胜迹
革命烈士陵园 位于县城西北角的螃蟹山上，1979 年 3 月建，以纪念对越自卫还击战的烈

士。园内有革命烈士纪念碑、烈士事迹陈列馆、陵园管理所办公室及职工宿舍等建筑物。

驮岩滴翠

驮岩滴翠 俗称感驮岩，位于城北里许。旧志载，宋时建立镇安峒于此，亦是元、明镇安

路的旧址。清嘉庆二年（1797 年）镇安通判汪应缓曾一度重修。洞内崖壁，遍刻时人的翰墨



手迹。六十年代中，岩内曾出土石凿、石斧、沙陶锅等文物，现在自治区博物馆陈列，遗址在

“文革”中被破坏殆尽。1984 年自治区拨款建立县博物馆于此。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弄平炮台 位于平盂乡弄平屯背后山顶，峭壁峻立，气势雄伟，为桂西南边防要隘。1896

年苏元春任广西边防督办时建筑。炮台面积约 80 平方米，设防坚固，原配有铜炮 2 门，在抗

日战争中，被人偷运入越卖给日本人。炮垒拱门额上，凿有苏元春亲笔题“壁垒”2字，属边

防文物保护单位。

著名人物
李德飞(1955－1979) 永靖村上弄力屯人。197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 年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某部任班长，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坚守某号高地，不幸饮弹殉国。解放军某部给予追

记一等功。

盘妈保(1908－1966) 瑶族。女。德隆乡支昌屯人。1948 年冬，她曾掩护过地下党领导成

员到达兵屯秘密活动，支持丈夫及三个儿子帮助游击队修枪、放哨、当向导、送信等。她巧计

收集乡公所的枪支及民枪，送给游击队。1949 年春，两次被国民党军政机关拘留，并企图杀

害她及其幼子，但她毫不畏惧。解放后，被选为县人民代表。

李创业(1911－1964) 号显模。镇玉街人。曾任广西省农会干事，桂林回教会秘书，罗城、

镇边县政府科长、主任秘书等职。1948 年当选为县参议长，多次营救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的

政治犯。1949 年 12 月组织起义，为和平解放镇边县城作出了贡献。1964 年病逝。

张朝玺(1881－1953) 字子封。县城大街人。晚清陆军讲武堂毕业，被留用为陆军小学教

官，是李宗仁的老师。1925 年获陆军少将军衔，曾为镇边、上林、柳城等县县长，抗日胜利

后回柳城定居。

重要事件
中共桂滇边特支的建立 1944 年春，在平盂地区建立中共桂滇边特交，杨烈任书记，黄耿

任副书记，梁游、莫一凡、岑日新为委员。

平孟武装起义 1947 年 9 月 7 日（农历七月廿三日），中共靖镇区工委领导的人民武装在

平盂天池坳伏击国民党平孟乡乡长唐彦，举行平盂起义，开始进行武装斗争。

中共镇边县委成立与镇边县和平解放 1949 年 4 月，中共镇边县委员会在百南乡上隆村弄

坡仗成立。9月镇边县第一届人民政府在云南省富宁县上武乡坡林屯成立，12 月中旬，原镇边

县参议会议长李创业弃暗投明起义，中、下旬游击队独立营进城，镇边县宣告和平解放。

本县人民积极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 1979 年 2 月 17 甘至 3 月 5 日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本

县民兵、公安干警、干部群众积极参战支前。有 11 个单位和个人获光荣称号，131 个单位分

别荣立一、二、三等功，1,484 人分别荣立一、二、三等功，982 人受到嘉奖，近千人获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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