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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再 一

地处桂西南的茴油之乡——德保县，境内奇峰异峦，土地肥沃，绿水潆洄，冬不严寒，夏

不酷暑，春秋温凉，雨量充沛，物产丰饶，是百色地区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基地。这里又是壮

瑶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文化历史悠久，民情古朴淳厚。清代著名诗人、史学家赵翼曾写下

“仙佛未经吾独往”、“奇景天留词客赏”等名句，还有历代不少达官贵人、诗史名家作诗赋词，

赞美这里秀丽的风光和独特的民族风情。

编修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德保曾名天保，是镇安府治所在地，历史沿革远久。

从清乾隆四年(1739年)在镇安府治设天保县(附廓县)以来，迄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自

乾隆十三年(1748年)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140多年中，先后三次编修和续修《镇安

府志》，记述有不少今德保县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情况，成为宝贵的史料。天

保县曾于民国32年(1943年)成立修志局，组织七八个人编了几年，但只存《天保县志》编

目，未见出书，至为惋惜。

近百年来，德保各族人民同中华民族一样，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

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巨变，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时期，德保许多仁人志

士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德保许多优秀儿女追随革命。1929

年至1930年，红七军、红八军政委邓斌(邓小平)曾三次到过德保，在南区发动组织农民武

装斗争，此后无数革命先烈曾在这决土地上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树起不朽丰碑。解放

以后，德保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洒下了辛勤的汗

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段历史，有许多业绩值得颂扬，又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借

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德保人民按照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一系列的改

革，取得可喜的成绩，政通人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百业俱兴。自古以来“盛世修志”，

《德保县志》的编修工作历史地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自1981年以来。史志编修人员经过

17年的努力，从浩繁的资料中，摭拾核正，去伪存真，编纂出这部县志。全志编写指导思想

明确，方法得当，做到纵贯古今，横及百科，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和新体例，实事求

是地记述德保的历史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取得的巨大成就。志书反映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和地方特色。是一部很好

的乡土教材，也是德保县的百科全书。新编《德保县志》的出版发行，必将鼓舞全县人民继续

前进，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 ‘

从60年代末开始，我曾在德保工作近20年，对德保人民群众和山山水水怀有深厚的感

情。修志成功，由衷高兴，应县人民政府之约，写了上面的话，权之为序。

彩吨习∥f“／‘



2 序

序 二

《德保县志》经过四易编目，五修其稿，长达15年努力，终于出版发行。这是德保县精神

文明建设的重大成就，它凝结了所有编修人员的劳动和智慧，体现了德保县人民既具有生产物

质财富力量，也具有创造精神产品能力。值得祝贺!

德保县气候温和，四季宜人，山川奇丽，有灿烂文化和丰富的资源。早在新石器时代，这

里就有人类生存繁衍。聚居在这里的壮瑶人民，聪明勤劳，自强不息，用自己双手建设美好家

园，创造了令人羡慕的名优特产。天保八角、茴香油，清代就闻名遐迩；世珍家畜矮马，用于

生产、观赏、游乐俱佳，赢得友人普遍喜欢；蛤蚧、黑糯保健补酒，色鲜、味美、可口，使人

青睐；藤编技艺远渡重洋，传至非洲大陆；花色使人目不暇接的20多种大理石材，部分开发

利用就打进世界市场⋯⋯

德保县人民具有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清代，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一二十年代，就有革命

青年积极投奔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二三十年代直至四十年代，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开展了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剥削，建立苏维埃政权，争取解放的

斗争，不断取得革命的胜利。解放后，德保县人民又以新姿态，投入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

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直至步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经济、社会和文化不断发

展，创造了可喜业绩。

德保县是老、少、边、山、穷地区，地处边陲，交通不便。由于自然条件、历史文化、人

的思想等多种原因，全县还有十数万人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大

力发展教育、科技，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农业和多种经营，采取重点扶持贫困户，异地安置等

措施，虽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与党中央脱贫致富的要求距离还远。全县人民要作出不懈的努

力，才有可能达到致富以至小康的生活水平。

《德保县志》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年代里诞生的，编者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努力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可读性的统一，略

古详今，古为今用，把德保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融为一体，具有较鲜

明的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是认识德保、研究德保的一部大型工具书，是激励全县

人民热爱祖国、建设家乡、发展德保的乡土教材。我们希望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研究和

利用这部新县志，为发展德保经济、文化事业服务，同时，我们也希望关心、支持德保的各界

人士不妨一读，以求共识，把德保这块土地建设得更加繁荣，更加美好。

中共德保县委书记谭振秋

德保县人民政府县长 岑屹

1997年1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3

凡 例

一、《德保县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德保县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多种体裁，由概述、大事记和地理、经济、

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和附录等部分组成。以专志为主体，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

以纪事本末体。

三、按照详今略古和详独略同的原则，对解放前情况和共性的内容记述从略，解放后的情

况和个性的内容记述从详，以突出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
。

四、本志上限从乾隆四年(1739年)置天保县记起，下限至1990年底，后有1991—1995

年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概要。大事记和人物名录等个别内容上溯至唐代，下延至1995年，县四

个班子领导任免下延至1997年。

五、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人物传略所载人物均为已故的本县各方面知名人物。

对于不宜立传者，编入英名录。在世名人，采取以事系人方法记入有关篇章或列表简介。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地理名称、历代政权、官职等均按当时称谓载人，必要时

加注。志中的“解放前后”，指1949年12月23日敬德县、26日天保县解放前后。“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七、本志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和政府所属部门。经考证鉴别后载入。各项统计数

字以县统计局提供为主，兼采县属各部门之数据。

八、本志的时间表述、数字书写、计量名称等，皆按国家有关规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制定的《广西地方志编修工作行文规定》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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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德保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地处东经106。09’一106059’，北纬23001’一23。397之间。

东连天等、田东县，西南接靖西、天等县，北邻田阳县、百色市。总面积为2575．03平方公

里。县城城关镇，公路经天等、隆安至南宁市275公里。1990年全县为15个乡3个镇187个

行政村，总人口为342272人，其中壮族334380人，占总人口97．69％，瑶族6367人，占总人

口1．86％，其他民族1525人，占0．45％。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3．74人。
’

全县为云贵高原南部的延续部分，六诏山脉支脉由西部入境，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

向东南倾斜。境内西部和北部为岩溶(喀斯特)地貌，海拔千余米，东部和南部土山连绵，坡

谷相间，海拔240多米。气候属亚热带季风区。年平均温度为19．5℃，年平均日照时数1523

小时，年平均降水量1456．2毫米，蒸发量1368．6毫米，相对湿度79．5％。全年无霜期330天

以上。
’

德保县河流落差大，水能资源丰富，理论蕴藏量达13．7l万千瓦，可开发利用21730千

瓦，至1990年，已开发10433千瓦。境内动植物种类繁多。野生动物以黑叶猴、林麝、穿山

甲、果子狸、黄凉、山瑞、孔雀最为名贵。金银花、山豆根、首乌、黄精、土党参、两面针、

车前草、鸡血藤等100多种野生植物是常用的重要中草药。1990年全县有封山育林面积27．54

万亩，森林覆盖率为20．73％。矿产有硫铁、铝土、铜、煤、磷、钾、锑、水晶、金、大理石

等20多种，其中铝土矿石储量3104．2万吨，大理石储量1406万立方米，且品种多样。近年开

发生产的彩云白、雪花白、浅红色条带状等品种的产品，远销新加坡、孟加拉、加拿大、日

本、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深受欢迎。 ．

·

德保秦属象郡，汉代属；I羊舸郡句町县地，晋属兴古郡，唐为废冻州(羁縻州)，宋建镇安

峒，元为镇安路，明为镇安土府。清康熙二年(1663年)改土归流，为镇安府。乾隆四年

(1739年)添设天保县(附廓县)。民国元年，置府废县。次年，废府复置天保县。24年从天

保、靖西、恩阳三县拨出交界边乡设立敬德县。1951年8月敬德、天保合并为德保县，县治

在原天保县城。 ‘

。

德保县人民富有革命斗争传统。清咸丰、同治年间，农民小张三、吴亚终举旗起义在此活

动，从者数千，斗争历时近20年之久。1922年孙中山三民主义政策在天保广为传播，有志青

年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斗争。1929年9月，中共天保县南区小组建立，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

1930年3月，红七军、红八军政委邓斌(邓小平)率队伍到天保县中军乡东江村，宣传红军

主张。同年8月，邓政委又率红军骨干到天保县龙光、燕峒乡组织工农武装割据。从此。天保

县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高潮，先后建立了农民协会，农民赤卫军，成立苏维埃政府。抗日战

争时期，许多有志青年，参加抗日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在后方，成立“慰劳抗战壮士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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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办理抗日后援事务，开展募捐鞋袜劳军活动。1947年7月起，敬德县和天保县先后建立

五支游击队，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作战。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左江支队七十五团与敬德、天保县游击队一起

和平解放了敬德和天保县。新中国成立后，德保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及时开展清匪反霸、土

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全县人民团结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德

保作出巨大的贡献。

德保县盛产八角和茴油。八角朵大色红香浓c．茴油质地优良，油色透明，香味浓郁，折光

指数大，凝固点高。早在清雍正年间就有人栽培八角树了。宣统元年，陆鸿一、唐孙善因种八

角树有功，经广西抚部院批准，分别授予四品和五品顶戴和奖品，较大地推动了当时的八角生

产。光绪年问，天保茴油就已远销法国等地，故有“巴黎香水没有天保茴油不香”之说。民国

年间，天保茴油销往港粤每年3．5万公斤以上，24年达7万公斤。’1950年至1957年，年生产

量均在16万公斤以上，其中1957年达23万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1962年，自治区决定在

德保建立茴油外贸基地，1982年起每年用部分扶贫资金发展八角、茴油生产。

德保又是中国西南矮马马种基地之～。矮马是德保县山区群众的交通运输工具之一，也是

供人观赏娱乐的活玩具，美、法、日、德、意等国和香港都要求提供。1983年至1985年，已

有180匹到北京、天津、广州、福州、太原、海口等10多个大中城市的公园安家落户。1989

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举行三届民运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将德保矮马赠送给内蒙古自治

区作为纪念物。1991年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在南宁举行，德保“矮马童军”作为

开幕式节目表演。德保矮马，马体高都在1．06米以下，最矮的达0．84米，而且是在自然生态

下形成的。随着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旅游业以及对外贸易的日益发展，各地对矮马

的需求量将不断增加，德保矮马以其优势在全国以至国际市场上将有较强的竞争能力。

蛤蚧，为德保县土特名产之一，清代以前，县内人民利用蛤蚧的药用价值和保健作用，治

疗tl,JL疳积和用于产妇保健起到较好的作用。解放后，利用蛤蚧生产蛤蚧原汁酒、蛤蚧雄睾酒

等，很受欢迎，供不应求。

用麦秆编织而成并缀上华丽绸丝的德保花篮，精巧美观。早在明代已成为壮族人民的送礼

佳品。1974年，在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德保花篮得到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的好评，产品

远销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周恩来总理曾将德保花篮赠送外国友人。民族特色浓厚的德保

藤椅、藤沙发，款式新颖，美观大方，柔软舒适，产品销区内外，供不应求，仅1982年至

1984年外贸出口就2800多张。此外，德保土特产品还有1984年以来连续七年荣获国家农牧渔

业部优质产品奖的红碎茶，还有在县内人工培植已有300多年历史的田七以及砂仁等。

德保经济以农业为主，，全县耕地面积35．55万亩。多种水稻、玉米。经济作物主要有甘

蔗、花生、油茶、黄豆、木薯等。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下，耕作技术守旧，生产方式落

后。民国32年，粮食生产亩产玉米7l公斤，水稻163公斤，人均有粮104公斤。人民生活极

为贫困。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农业生产，长期坚持不懈地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1954年至1989年，水利总投资达4358．13万元。先后修建西(读)、(足)荣等4处较

大的水利工程，其他水利2203处，农机电灌站135个，有效灌溉面积lO．76万亩。兴修中、小

型水库14座，总有效库容2188万立方米。由于农田水利设施进一步配套，增强了农业抗旱排

涝的能力，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同时，改变耕作制度，调整作物布局，推广应用农业科学技

术‘，发展农业机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与此同时，林、牧、副、渔和多种经营也有不同程度

的发展。1978年，粮食总产量7613．5万公斤，人均有粮244公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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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明显效果，1982年粮食总产达9r728万公斤，人均有粮299公斤，

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1986～1990年)与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1981—1985年)相比，粮食产

量年均增长17．79％，甘蔗产量年均增长44．17％。

宋代，县内已土法煎炼硫磺，用于农业、军事等，清雍正十年(1732年)开设硫磺矿。

同时，县内有铁器、木具、砖瓦、织布、铸造等手工业，能生产一些简单的农用工具和生活用

具。解放后，县人民政府认真抓地方工业，但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不顾客观实际，盲目

建厂，加上缺少技术和资金等因素，工业发展步子缓慢。1980年以后，工业得到稳定的发展。

1990年全县已建有机械、建材、冶金、电力、食品等厂矿共56个(含国营31个、集体24个，

中外合资1个)。固定资产5089万元(按1990年不变价计，不含中外合资企业，下同)，其中

国营企业4704万元，集体企业385万元，国内生产总值18383万元，人均537元。

德保县解放后到1990年，建成国营水电站8座，容量9710千瓦，社队办的小水电站80

个，发电能力1739千瓦。全县18个乡镇187个村有16个乡镇107个村通了电，30813户用电，

占全县总户数的44．38％。

解放后，德保县的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1990年全县有支线公路43条，

全长309．9公里，比1950年增长3．3倍。全县已有99个村通汽车，占53％。1950年全县只有

一个邮电所，1990年18乡镇均设有邮电通信工作机构，德保县程控电话的开通，为迅速传播

信息起到重要的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不断改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从1980年

的55元增到1990年的361元。全县储蓄存款余额1990年为1540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

1980年的2676万元增到1990的8053万元。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也得到较大

的发展。1990年，全县共有小学191所，学生46803人；中学23所，学生5059人。1950年至

1990年考上大专院校663人，中专1568人。科研项目获得地区、自治区、国务院有关部门的

奖励。医疗卫生条件明显得到改善，全县由解放初期仅1所医院发展到1990年的18所，医务

人员由28人发展到564人，病床由几张发展到428张。同时，建立了医疗网络，医疗技术水

平不断提高。壮剧《宝葫芦》、《女儿媒》、《种瓜得瓜》曾获得全国和自治区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奖。县城建有文化馆、图书馆、工人文化宫、电影院、体育场等文化娱乐设施，各乡镇所在地

有文化站、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等，农村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德保人民利用山区特点，开展体

育活动，篮球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1974年，德保县儿童男子篮球队参加百色地区、自

治区和全国儿童篮球分区赛，均获第一名。1980年至1989年，有10名青少年业余运动员参加

自治区和全国田径、游泳、举重比赛，获得自治区第一名12项，第二名4项，全国第一名2

项。第二名2项，第三名2项。

解放以来，德保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然比较落后。县境内石山多，耕地

面积少，有69％的石山地区缺草缺水，其中占总面积27．1％的岩石裸露地无法利用。耕地土

质贫瘠，中、低产面积占87．02％，且旱地多，田少，人均保水田仅0．26亩。森林采育比例失

调，影响自然生态平衡，森林覆盖率为百色地区最低的县份之一。1990年全县尚有6万多人

口饮水困难，17万多人口温饱问题未解决。为此，合理利用本地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

保护耕地面积，建立与自然条件相应的农业结构，采用科学种田，提高粮食单产等问题，都应

予以充分的重视。其次，文化教育落后，人口素质差。因此，抓好教育工作，提高人口素质，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再次，工业生产经济效益差，财政收人少，资金紧缺，扩大再生产

能力弱，为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充分利用现有设备，提高管理水平，立足本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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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确定主攻方向，积极做好工业主导项目新的起步工作，合理调整工业布局，使其尽快发挥

效益。

当代德保人民已承担起四化建设的重任。在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时，全县各族人民只

要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发挥山区优势，德保的经济

将获得较快的发展，人民生活将会得到更大的改善，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也会

相应得到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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