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新 县

大新县境内石山、流泉遍布，自然资源丰富，锰矿的藏量、品位均居全国第一；物产以龙眼、蛤

蚧、药材、木宪木砧板闻名于区内外。全县乡村已普及用电，是全国一百个农村电气化的试点县之一。

位置面积 大新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边疆。县境东南界崇左县，东北邻隆安县，北

与天等县接壤，西北接靖西县，西南邻龙州县，西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毗连。县治距自治区

首府南宁市 166 公里。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90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75 公里，总面积 2,757 平方

公里，合 4,135,500 亩。其中石山面积 2,499,990 亩，占总面积的 60.4%。

建置沿革 大新县于 1951 年 9 月由养利万承联合县与雷平县合并而成。1958 年曾与天等

县合并为新英县，次年恢复两县原制至今。县地秦属泉郡。汉属郁林郡临尘县。唐置西原、养

利、万承、思诚等 6个羁縻州。朱改为养利、思诚、万承、安平、太平、下雷、金茗、茗盈 8

个土州。元、明、清基本沿袭土司制度。民国元年（1912 年）改养利土州为养利县，改恩城

土州（原思城，清改恩城）为崇善县、恩城分县。民国七年（1918 年）恩城分县并入养利县。

民国十八年（1929 年）置万承县，至 1951 年 4 月与养利县合并为养利万承联合县。下雷、安

平、太平于民国十七年(1928 年)合并置雷平县。全茗、茗盈于清末民初改土归流后划归龙英

县（今天等县），又于 1953 年划归大新县。

行政区划 全县设 14 个乡：新振、全茗、龙门、昌明、五山、福隆、恩城、那岭、榄圩、

振兴、宝圩、硕龙、下雷、土湖。2个镇：桃城、雷平。下辖 145 个村，2,135 个村民小组。

县治桃城镇，共有 3,961 户，21,243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全县总人口 323,207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5.03‰。人口密度每平方

公里 113.2 人。民族以壮族人口最多，据 1982 年统计，壮族 302,472 人，占全县人口的 96.89%；

汉族 8,675 人，苗族 895 人，其他瑶、侗、仫佬、彝、水、京、回等族共 230 人；另有外国人

加入中国籍者 7人。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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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户数 37527 37600 39550 54846 46.2 45.9 38.7

总人口 159229 170009 204223 312173 96.1 83.6 52.9

性别

构成

男 73194 78204 95895 155607 112.6 99.0 62.3

女 86035 91805 108328 156566 82.0 70.5 44.5

地区

构成

城 镇 4604 6807 11713 154.4 72.1

农 村 165405 197416 300460 81.7 52.2

自然条件
地 形 大新县地处云贵高原南缘，境内石山泥岭间杂遍布，由西北、东北向南伸展，地

势北高南低，海拔高度在 160-260 米之间。山岭间隙，夹杂着大小不等的平地，全县 50 多万

亩耕地主要分布在 20 余条大小河流两岸的山㟖间。地下河与山泉遍布全境。

山 脉 大新县东部属西大明山，山脉由崇左县伸廷至境内昌明、龙门、榄圩一带，其第

二高峰小明山海拔 973 米，建有林场和小明山水源林保护区。西北部有四城岭，由土湖乡西延

入天等县境，主峰海拔 1,047 米，是全县最高峰。南部连山，海拔 500 米，座落于雷平镇至振

兴乡一带，由北向南连绵数 10 里，林木葱苍，有奇丽的“九十九峰”。此外，灯草岭、古雾岭

等 10 余座山峰海拔都在 500 米以上。海拔 400 米以下的石山遍布全境，形成了众多的岩洞，

可容 500 人以上的有 18 个，个别可容七八千人。

河 流 境内有大小河流 43 条，总长 400 多公里。因礁石多，不能通航，但落差大，可灌

溉农田和发展电力。主要河流有：黑水河，发源于靖西县，流出越南后又从硕龙乡德天村进入

国境，与下雷河汇合，贯县境西南，东出崇左县注入左江；流经县境长 45.4 公里，水流湍急，

形成许多天然瀑布和落差点，硕龙、那岸、中军潭等主要水电站和跃进、那岸渠道都建在沿河

一带。桃城河，又名利江，源于天等县，贯县境中部，至桃城镇后注入黑水河，县内长 16.5

公里。榄圩河，在境东南，南流出县境后汇入黑水河。境内的地下水蕴藏量比较丰富，山泉和

地下河分布很广。全县永久性、季节性的上升下降泉有虹吸泉、悬挂泉、地下河进口、地下河

通道、地下河溢流天窗、溶水井，潭水、溢洪洞、消水落洞、溶水洞、不见水夭窗、下降旋涡、

下降溶洞等，共 556 处。丰富的山泉和地下水常年四溢，为灌溉农田、群众饮用提供了水源。

气 候 本县气候属亚热带和热带之间的过渡类型。年平均气温 21.3℃，7 月最热，平均

气温 27.6℃，年极端最高温度 39.8℃；1 月最冷，平均气温 12.9℃，极端最低气温 2.2℃。

常年气温高，夏长炎热，冬短微寒。累计年平均降雨量为 1,362 毫米，年平均降水日数 160

天。雨季自 4月下旬开始，10 月上旬结束。年暴雨(50 毫米以上)日数平均为 5天，日最大降

雨量达 191 毫米；每年 10 月至次年 4 月降雨量仅占全年的 26%。每年阴天日数达 209 天。年

平均日照总时数为 1,597 小时；日照以 3 月最少，仅有 66 个小时；7、8、9 月最多，每月达



200 小时左右。建国三十五年来，累计有 6年全年无霜，霜期最长为年 22 天，年均霜期 5天。

主要气象灾害有旱灾、水灾、冰雹、霜冻。旱灾一般是秋旱、冬旱、春旱相接，早期长达 200

天左右；从 1957 年到 1978 年，除 3年外，其余每年都有 30 天以上的干旱现象，其中 1 年内

出现两次干旱的有 10 年；1962 年的干旱最为严重，从当年 8月到次年 7月，连续 300 多天，

全县 19 条大河有 8 条断流，12 处较大山塘水库 9 处干涸。同在这 22 年中，每年都有 1-2 次

水灾；1968 年 8 月 9 日，黑水河发生特大洪水，淹没了太平、恩城乡的 10,400 亩农田。自 1957

年以来，有 10 年出现冰雹，1981 年 3 月下旬到 4月上旬，下雷、硕龙、那岭、榄圩、恩城、

昌明等乡，下了 4次大冰雹，打烂民房 2,000 多间，玉米苗也受到摧残。

土 壤 全县土壤共有 6个土类，其中山地石灰土、赤红壤、水稻土分布面积最广。石灰

土遍布于全县，占总面积的一半以上。次为水稻土，面积 269,187 亩。水稻土又含 6个亚类：

淹育型水稻土占 28.8%，潴肓型水稻土占 18.3%，潜育型水稻土占 1.1%，碳酸盐渍性水稻土占

51.1%，沼泽型水稻土占 0.68%，矿毒性水稻土占 0.1%。

资 源 水力：全县水力资源总量平均值为 21.381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 13.075 亿立方

米，地下水 8.306 亿立方米，水力资源可供开发 57,510 千瓦。牧场：全县共有草地等牧场面

积 649,443 亩，其中 150 亩以上的成片草场有 203 处，面积 332,814 亩，目前载畜量为 12,952

头，尚有潜力载畜量 7,166 头；零星草地 316,629 亩，载畜量 79,157 头，潜力载畜量 22,459

头。药材：全县共有 140 种，其中植物类药材 113 种，动物类 28 种。矿藏：内生矿有铜矿、

方铅矿、铅锌矿、硫铁矿、辉锑矿、白钨矿、金矿、铀矿、重晶石矿等；外生矿有锰矿、磷矿、

铝土矿、赤铁矿、红锑矿、石煤、钾矿、水晶矿、钛铁矿、钒土、独居石等；以锰矿资源最丰

富，蕴藏量 1亿吨以上，品位和质量都名列全国第一，矿石不仅达到冶金锰的标准，还含有相

当部分的化工锰成份。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3 年工农业总产值 10,519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9.6 倍，比 1978 年增

长 29.7%，比 1981 年增长 24.1%，比 1982 年增长 15.9%。1978 年以来年平均递增 5.34%。人

均产值 1983 年为 330 元。

农 业 1983 年底统计，全县耕地面积 501,765 亩，农业人口 293,217 人（劳动力 130,116

人），人均耕地 1.7 亩。其中水田 244,010 亩，旱地 257,755 亩。旱涝保收田 174,680 亩，有

效灌溉面积 249,677 亩。六十年代以来，随着农田水利设施的改善，对水稻耕作制进行了改革，

由一年一熟改为一年两熟。七十年代中期，又调整粮食作物的布局，有计划，按比侧推行麦（小

麦、荞麦）－稻－稻，肥（绿肥）－稻－稻等小轮作，粮食产量不断提高。

1983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11,549 台，42,17.46 马力，比 1972 年的 1,993 马力增长

21 倍。现有农机总动力平均每百宙耕地占有 8.37 马力。

粮、油：从 1978 年到 1983 年五年间粮食递增 3.7%。1983 年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

总产量为 23,994 万斤，比 1978 年增产 3,994 万斤，比 1981 年增产 3,273 万斤；粮食收购 2,747

万斤，比 1978 年增长 15.4%。油料 1983 年产量 261 万斤，比 1981 年增长 44%。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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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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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2.18

738.27

0.90

131.95

28.66

2.4

100

81.8

0.1

14.6

3.2

0.3

4844

3800

55

775

185

29

100

78.5

1.1

16.0

3.8

0.6

5701.6

4386.6

106.5

755.1

3951.0

57.8

100

76.9

2.0

13.2

6.9

1.0

6467.3

4715.7

92.1

1180.6

407.3

71.7

100

72.9

1.4

18.3

6.3

1.1

617

539

10129

795

1321

2887

34

24

67

52

120

147

13

8

-14

56

3

24

6.0

4.4

10.9

8.8

17.1

19.8

林 业 全县现有林面积 274,462 亩，占宜林面积的 26%，立木蓄积量 795,816 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为 6.6%。其中用材林 232,241 亩，竹子 11,780 亩，经济林 17,406 亩，防护林 6,503

亩，新造林 6,532 亩。还有疏林地 225,850 亩，灌木林 799,631 亩。经济林油桐、油茶、龙眼

以及近年引进的柑桔等，都大有发展前途。

牧 业 1983 年全县存栏牛 67,313 头，其中用作劳役的 46,873 头；马 1,370 匹，其中能

劳役的 1,176 匹；生猪年末存栏 114,596 头，当年出栏肥猪 64,525 头；羊 3,152 只，当年出

栏 667 只。

副 业 除饲养猪，牛、马、羊外，还饲养鸡、鸭、兔、鹅、白鸽、蛤蚧，以及种植水果、

木耳、药材，烧砖瓦、石灰、木炭等。1983 年水果总产量为 448 万斤(包括香蕉、袖子、梨、

橙、龙眼、荔枝等)。

渔 业 1983 年全县养殖水面 9,071 亩，其中山塘水库 2,773 亩，池塘 4,453 亩，鱼种池

26 亩。全年淡水鱼产量 105 万斤，

土特产品 龙眼：鲜果肉色泽晶莹，味甜美，营养丰富。将鲜果肉焙制成桂圆肉，为药用

的滋补佳品。全县现有龙眼树 36 万株，已产果的 24 万株，丰年可产鲜果 1,500-2,000 万斤。

龙 眼



蛤蚧：有滋补强身的作用，治疗久咳不止、肺痨咯血、神经衰弱、阳萎遗精、小便频数等

有独特功效。全县年收购量 1万对左右。近年来本县科研成果“蛤蚧人工饲养”已得到推广，

产量将会提高。

苦丁荼：产于龙门乡苦丁村的三蔸树上，年产 100-200 斤，可泡茶饮或作药用，具有消炎

解毒、止痒杀菌等功效。近年来苦丁茶扦插繁殖已获成功，可以推广。

枕木砧板：其特点是质坚如铁，刀斧难入，虫不能蛀，纤维柔细，花纹美观，耐水耐磨，

色油光红亮，不腐朽，不变形。全县年产 5-6 万块。

果蔗：主要产地在全茗乡，全县年产 100 多万斤。

水 利 1949 年以前，仅修筑小型水坝 8 处，设计灌溉面积 20,068 亩，包括自流灌溉在

内，当时全县水田只有 70,000 多亩。解放后，丰富的水力资源得到了充分开发利用。据 1982

年统计，全县先后建成的水库、山塘、引水工程和提水工程达 1,126 处，其中三面光渠道 260

公里；石山隧洞 55 座，总长 14,517 米；电动抽水站 178 处。灌溉面积比 1949 年扩大了 2.5

倍，并解决了 52,700 人和 28,700 头牲畜的饮水困难。

工 业 1983 年工业总产值为 4,052 万元，比 1949 年的 90.19 万元增长 43.9 倍，比 1978

年的 265 万元增长 24.1%，比 1981 年的 3,146 万元增长 28.8%，比 1982 年的 3,372 万元增长

20.16%。1978-1983 年平均年递增 4.41%。

1949 年以前，县内没有一家工厂。至 1983 年底止，国营工矿企业有大新锰矿、土湖锰矿、

化肥厂、水泥厂、中军潭电站、那岸电站、硕龙电站、木材联合加工厂、农机修造厂、汽车修

配厂、印刷厂、酒厂、糖厂、大米厂、综合食品厂、水厂等 32 家，其中县属国营企业 29 家。

加上县管集体企业建筑公司预制件场、机修车间、雷平农机厂等，共有职工 2,176 人，年产值

2,688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66%。全县最大的国营企业为自治区直属的大新锰矿，该矿

不仅矿石品位高，蕴藏量亦占广西锰矿总蕴藏量的 80%以上；目前全矿有职工 900 多人；1984

年矿石开采量 8.12 万吨，产值 646 万元。县属较大的国营企业化肥厂，有职工 470 人，1983

年产值 391.69 万元。

县城街道企业（包括个体）有铁木器厂、五金机电厂等，1983 年末共有职工 222 人，产

值 80 万元。乡镇企业 43 个，其中农具厂 13 个，采矿 3个，铁木器厂 3个，酒厂 3 个，修理

厂、综合厂、饮料厂、酱料厂、糖厂、碾米厂各 1个，米面加工厂 3个，陶器厂 2个，被服厂

7个，电站 1个，1983 年共有职工 829 人，产值 42 万元。

乡镇个体手工业户 197 户，1983 年营业额 164,371 元。

电 力：1983 年全县有电站 278 座，装机容量 17,495 千瓦；其中水力 203 座，装机容量

17,073 千瓦；火力 75 座，装机容量 422 千瓦。当年发电量 5,088 万度。高压输电线路 1,192

公里，低压 621 公里。全县已用电照明的农户 36,765 户，占总农户的 75.53%。

交 通 1983 年全县有公路 29 条，505 公里（其中黑色渣油路面 158.1 公里），为 1949 年

的 2.7 倍。全县拥有各种类型汽车 669 辆，16 个乡镇已全部通了班车。县内的河流虽常年有

水，因礁石多不能通航。



邮 电 现有邮电局、支局、邮电所 16 所，邮路长 1,656 公里，全县百分之九十的村屯通

邮。农村电话线路 483.23 杆程公里，共安装电话单机 343 部。

商 业 1983 年全县有商业网点 2,595 个，从业人员 4,612 人。其中国营网点 53 个，从

业人员 711 人；集体网点 53 个，从业人员 844 人；农村代购代销店 119 个，从业人员 119 人；

个体商业网点 2,370 个，从业人员 3,057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4,868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3 倍，其中集市贸易额 393 万元。化肥销售 12,004 吨，比 1978 年略有减少。出口商品收购

总值 314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4 倍。

财政金融 1983 年全县财政收入 593 万元，上级财政补贴 520 万元，财政支出 1,113 万元。

全县城乡居民存款年底余额 366 万元，其中社员存款 203 万元，比上午增加 39 万元，另有农

村集体存款 219 万元。农贷款发放 428 万元，当年收回贷款 337 万元。

人民生活 1982 年全县人均粮食 634 斤，比 1983 年略增。1983 年农民入均收入 179.43

元，比上年增长 8.8%；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基本工资 58 元，比 1978 年增长 35.9%；集

体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基本工资 41.4 元，比 1978 年增 20.8%。全县收入在万元以上的有 21

户。1983 年全县共销售自行车 4,709 辆，比 1982 年增长 1.4 倍，手表 6,453 块，缝纫机 2,618

台，电子管收音机 166 台，半导体收音机 2,542 台，电视机 120 台。

文 化
教 育 解放前，全县有初级中学 4 所，教师 32 人，学生 446 人；简易师范 1 所，教师

34 人，学生 180 人；小学 165 所（包括初小），教师 241 人，学生 6.830 人。解放后，教育事

业有很大发展，到 1983 年，全县有普通中学 22 所，在校学生 7,179 人；其中完全中学 5所，

在校学生 1,411 人，教职工总数 630 人，其中专任教师 449 人，具有大专文化水平的教师 269

人。小学 147 所，教学点 621 个，在校学生 44,743 人，教职工 2,270 人，其中专任教师 1,948

人。幼儿园 8所(处)，入园儿童 3,687 人，幼托教工 56 人。1983 年统计，全县历届高中毕业

生 18,259 人，升入大学 969 人，占 5.3%；升入中专 826 人，占 4.5%。还有成人业余初中 1

所，学生 671 人；小学 1所，学生 387 人。

科 技 县有农科所、林科所、农业机械研究所 3个科研单位。并成立了县科学技术协会、

医学会、农学会、水利学会、林学会、机电学会、数理化学会等组织，会员共 293 人。据 1983

年统计，通过自治区级鉴定的科研成果有 8项，其中微缩短压榨机裂一项获全国轻工部三等奖。

全县有工程师 5人，农艺师 2人，主治医师 8人；助理工程师 43 人，助理农艺师 37 人，助理

畜牧兽医师 7 人，助理会计师 3 人，医师 71 人，助理砑究员 1 人。此外还有农业技术员 33

人，工程技术员 96 人，科研技术员 4人。

文化艺术 县有文化馆、图书馆（藏书 24,629 册）、电影院各 1所，各乡镇文化站 14 个，

乡村电影放映队 85 个，露天放映场 8处。还有县文物管理所、县文艺宣传队各 1个，1983 年

创作的歌剧《边关鸿雁》获自治区文艺会演奖。县新华书店有发行点 14 个，1983 年共发行图

书 1,198 万册。县有广播站 2个，乡镇广播放大站 14 个。

卫 生 1949 年全县仅有简陋医务所 3 间，医务人员 13 人，病床 9 张；在一些较大的圩



镇才有中药店和私人开业的医生。1983 年全县有县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所、药品检

验所、麻风病防治医院、卫生学校等 6个县辖医疗卫生单位，计有 151 张病床，医务人员 234

名，各乡镇共有卫生院 14 个（其中中心卫生医院 2个），医务人员 259 人，病床 149 张；农村

医疗站 140 个，生产队卫生员 544 人，接生员 903 人。全县 10 个厂矿企业有医院或医务所 19

间，医务人员 44 人。桃城、福隆、雷平、土湖、巴兰等 5个圩镇设有中医诊所，有医务人员

20 人。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关怀和重视下，麻风病的防治取得了很大成绩。1956 年，成立

了岜关麻风病防治医院，至 1983 年为止，全县发病率巳由最高的 1964 年十万分之二十七点四

二，下降到 1983 年的十万分之三左右。金县实行计划生育的有 27,536 人，占育龄妇女 48,888

人的 56.32%，有 755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1983 年，全县有篮球场 230 个，运动场 3个，灯光球场 15 个，排球场 22 个，足

球场 3个，游泳池 2个。7月，由大新县承办的自治区少年儿童游泳锦标赛，有四市八地区的

300 多名运动员参加。从 1972 年至 1983 年，县内共举办中小学生运动会 72 次。本县运动员

在地区、自治区的多种比赛中，先后获得 14 个第—名，7个第二名，14 个第三名，其中铅球

一项破自治区少年纪录。

文物胜迹
巨猿化石 1956 年 由著名古人类学家斐文中、贾兰坡率领的中国科学院考古工作队，在

本县榄圩乡正隆村隆那屯牛睡山黑洞中，发现三颗巨猿牙齿化石，为下第三臼齿、第一前臼齿、

上臼齿。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从原生堆中发现化石和共生动物群。

下雷州士官印 铜质，正方形，长宽各 7.5 厘米，厚 1.8 厘米，高 11.3 厘米，柄为椭圆

形。印文左为篆体汉字“下雷州印”，右为同义的满文。印背左右用满、汉文字刻有“礼部造，

下雷州印”。印左侧还刻有“乾字一万四千一百五号”，右侧刻有“乾隆三十四年三月△日”。

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古代女鞣尸 1977 年在雷平镇安民村出土。出土时尸体完整，头部尚有髻发一束，腹中肠

胃犹存。据考古学家鉴定，该女生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死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

这具古代女鞣尸曾在广西博物馆展出，现存广西医学院，供研究之用。

古桃城遗址 明弘治十四年(1501 年)养利州知州罗爵始建，初为土城。万历十一年（1583

年），知州叶朝荣改建为石城。清康熙七年（1668 年），洪水冲倒城墙，知州王朝德重建。乾

隆三十一年（1766 年）再改建。城墙分两层，下层用料石砌成，上层用火砖砌成，东、西、

南门上各有牌楼。今城墙已毁，而遗迹尚存，其东、西门及南楼尚较完整。是土司地区一座较

坚固雄伟的城池。

德天瀑布 位于硕龙乡德天村浦汤岛下。100 多米宽的白浪从 40 多米高的石崖、翠绿丛中

倾泻而出，飞流回折，形成三层天然瀑布，远看似素绢高悬，近观白雾飘腾，声震河谷，十分

雄伟壮观。

云门紫洞 位于龙门乡西南方约 3公里处。龙门河水从东萦绕而来，穿过洞底向西流去。

清光绪年间在洞内建飞桥，沿洞跨河，蜿蜒若龙，故称龙门桥。桥上两边洞壁，历代文人墨客



题诗石刻甚多。

德天瀑布

著名人物
农 康(1908－1982) 壮族。宝圩乡宝圩街人。1938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抗战学院政

治部主任、县抗日政府秘书。解放后先后任热河省教育厅厅长、广西省文教厅副厅长、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等职。

农 秀(1926－1948) 壮族。雷平镇太平街人。1947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雷平县

特别支部组织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左江支队雷平县大队副政委。1948 年 2

月，在县境宝圩街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战中受伤被俘，从容就义。

农辉兴(1957－1979) 壮族。榄圩乡康谭村人。中共党员。1977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任班长。1979 年 2 月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光荣牺牲。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黄昆庭(1890－1931) 壮族。雷平镇板盆村人。原名黄仁振。1930 年任雷平县太平乡农协

会主席、农民自卫军雷平县大队长，曾配合红八军第一纵队围抄太平土官李玿府，捉拿并处决

安平土官李德普。红八军离开太平后，他率领农民军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久被捕，

1931 年 9 月 28 日在龙州县英勇就义。

农忠卫(1908－1982) 壮族。宝圩乡堪圩村铭江屯人。1946 年任国民党雷平县党部书记长、

县参议会副参议长，秘密支持我党。1948 年 2 月参加我游击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

区纵队左江支队雷平县独立大队大队长。解放后历任雷平县长、大新县副县长等职。

冯飞龙(1883－1949) 壮族。榄圩乡先力村人。清末秀才。曾任养利县团务总局局长、县

长。1930 年初接受红八军收编，被委任为养利、雷平、万承、同正、左县、崇善、龙英等七

县游击司令。1930 年 3 月，桂系军队进攻龙州的红八军时，冯复投靠桂系，让路给敌军去攻

打红八军。在任国民党广西省政府镇南游击第一路司令期间，曾“围剿”镇结县农民自卫军，

杀害自卫军团长汤学礼。后历任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咨议、龙州区民团指挥部副指挥官、广西省

保安司令部参议等职。

重要事件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到雷平 1930 年 2 月 26 日，红八军第一纵队从崇善到雷平，在雷平



农民自卫军配合下，包围搜抄了土官李玿府，没收其财物分给农民，还派出一个小分队到安平

捉拿罪恶极大的土官李德普，公审枪决，为民除害。

八万桥之战 1949 年 7 月 12 日，滇桂黔边区纵队养利县独立营、武工队和万承县部分基

千队，配合左江支队第三团两个营，在天宝乡八万桥围歼国民党养利县民众自卫总队副司令冯

夷惠部，激战 1个多小时，全歼该敌，生俘冯夷惠及其部属 200 多人，击毙 100 多人，缴获长

短枪 200 多支和一批军用物资。

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 在 1979 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大新县共组织 1 万多名民兵参战、

支前。其中太平民兵连跟随正规部队穿插作战，抢救伤员，完成任务出色，荣立集体一等功，

广州军区授予“支前模范担架连”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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