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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山羊，肉味美，历来远销海内外。

新近发现的金伦洞，穿越几座大石山腹，全长约7．2公里，洞中各种自然景物，奇异独特。

1983年新华社记者参观以后曾这样报道：“⋯⋯这个岩洞之美，远远超过桂林的七星岩和芦笛

岩。”1987年4月，中国和英国两国联合的洞穴考察队来金伦洞考察后，称之为世界十大奇洞

之一。次年，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挪威、澳大利亚、美国等6国水文洞穴地质学家也前来参观

考察。日本国富士映像株式会社和我国广西电影制片厂也到金伦洞取景拍摄电影。金伦洞已

成为洞穴考察、旅游、拍摄电影、电视片的胜地。

马山人民勤劳勇敢，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1928年，成立那马县农民协会和那马县

农民自卫军，开展农民革命运动。1929年，开始建立中共党组织，领导本县人民进行长期的革

命斗争i随后，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右江下游第一联队等人民武装组织。解放战争时期，建立中

国人民解放军那马独立第五大队和隆山独立第七大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英勇的革命武

装斗争，配合南下解放大军于1949年12月解放了那马、隆山两县。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36年来，尽管长期受“左”的影响以及遭受“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

的挫折，本县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

县内经济一向以农业为主，旅业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以粮食作物为主，粮食作物以水稻、

玉米为主，经济作物以甘蔗、木薯、花生为主。1949年，粮食总产3578万公斤，亩产99公斤，

人均产粮152．2公斤，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93．9％。1982年，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

第2年，本县粮食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总产达到12242．5万公斤，平均亩产171．3公斤，人

均产粮262公斤，分别比1949年增长2．42倍、75％和72．1％。80年代后，政府对粮食生产有

所放松，又遇上几年的大自然灾害，粮食产量下降。1985年，全县粮食总产量8590．5万公斤。

平均亩产130．7公斤，人均产粮173公斤，甘蔗总产34147．6吨，农业总产值7316万元(1980

年不变价)，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6．2％。

解放前，全县只有传统的个体手工业，生产土黄糖、铁锅、锄头、镰刀之类。只有贡川纱纸和

黄幡铁锅比较有名。1949年全县工业总产值48万元(折人民币计，按1952年不变价)，占工

农业总产值6．1％。解放后50年代，除了继续发展个体手工业外，先后兴办了农械厂、印刷

厂、副食品加工厂以及电力、采煤、建材等国营工业企业，各公社还兴建农具厂。60年代，新办

了锰矿开采企业。各公社也兴建了一批小水电。70年代后，先后兴建了酒厂、火电厂、氮肥厂、

糖厂、水泥厂、磷肥厂等国营企业，但在“大跃进”和大办“五小”工业中，有的企业因仓促上马，

缺乏可行性研究论证，被迫中途停产或转产。1985年，全县工业总产值1172万元(1980年不

变价)，占工农业总产值13．8％，水泥和机制糖为本县工业经济两大支柱。名优产品有小钢磨

和沙纸。小钢磨远销区内外，沙纸销往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各国。

民国20年(1931年)本县能通汽车的公路有3条79公里。至解放前夕，实际能通汽车的

只有2条24公里。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大力发展交通事业，改变本县交通落后的状况，至

1987年止，新建、改建公路共39条，总长602．6公里，为1949年实通车公路的25．1倍。县内

15个乡镇和144个村(街)通了汽车。昔日被称为“山区石头多，出门就爬坡”的马山，如今一

条条的山区公路．把全县每个乡村和全区各地连在一起，南经武鸣可直达自治区首府南宁。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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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把本县建成红水河畔一颗灿烂的明珠!据统计，1993年全县稂食总产

达10500万公斤，比上年增长19．18％。工业总产值10006万元(含乡、村工业，1990年不变

价)，比上年增长53．78％。全县还荣获南宁地区“1993年度发展乡镇企业先进县特等奖”。财

政收入1594万元，比上年增长35．3％。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379．78元，比上年增长23．

31％。并有9730户48235人越过了温饱线，贫困人口由1992年的25．6万人，下降到20．81

万人，贫困面由58．3％下降到47．37％。其他各个部门也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发展和变化。本

书设有专志，简记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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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明 代

洪熙元年(1425年)

思恩土州知州岑瑛将其辖地分设13个堡，县境内设有白山、兴隆、古零、乔利、那马、定罗

6个堡，这是本县最早基层政区设置。

正统四年(1439年)

经明王朝批准，将思恩土州晋升为土府，知州岑瑛也升为知府，正统六年又晋升为思恩军

民府。本县境属府辖地。

正统七年f1442年)

思恩知府岑瑛将府署从寨城山(今平果县旧城)迁至乔利(今乔利乡府驻地)。

同年，开始有汉族人迁来那马堡居住。

正统十二年(1447年)

思恩军民府知府岑瑛在乔利塘流屯创办一所府学。

弘治十八年(1505年)

岑浚(岑瑛之孙)任知府，反叛朝廷，明王朝派重兵镇压。岑浚兵败，全军覆没。从此废土

府没流府，由朝廷直接委任知府。

嘉靖五年f1526年)

田州府土知府岑猛反叛朝廷，屯兵于丹良和定罗堡(今州圩、永州一带)。明王朝派姚镇为

右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兼巡抚田州，令都指挥沈希仪等统兵八万分道讨之。

嘉靖六年(1527年1

原田州府土目卢苏和思恩府土目王受不服改土归流，聚众攻打田州府和思恩府府城，城

破，官兵败走。

同年五月。前南京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王守仁率兵讨田州、思恩叛乱。十二月，卢苏、王受

率其众七万接受招抚。

嘉靖七年(1528年)

二月，王守仁到思恩府治乔利，调派思恩府王受、田州府卢苏等率兵去镇压八寨农民起义。

当年八月，王守仁班师回到县境。这是明代派到县里级别最高的官员。

同年王守仁将思恩府治从乔利迂至荒田(今武呜县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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