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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于1984年完成了地名普查表、卡、图、文四项成果的上报任务。在此基

础上，又编纂出版了《富宁县地名志》，进一步核实、补充了地名资料，使

民族语地名加以标准化和规范化。本志的出版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

典籍，是地名历史的总结，也是现代地名管理的需要，现予颁发。

地名，是人们对个体地域的指称，是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

它关系到四化建设、民族团结，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的大事，因此，

今后在书写和使用地名时，应以本书所载的地名为准，任何单位和个

人，均无权更改和乱用地名。若需要更改地名，必须按照《地名管理条

例》的有关规定报批。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六日



—1厶—JL

刚 舌

．一、《富宁县地名志》，是在县地方志地名志编纂委员会和省、州地

名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由县地方志地名志办公室在1981年开展地名

普查及1984年完成地名普查四项成果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编纂的。

1985年秋基本完成了表列式初稿，后因信息资料不足，又改用词条式

撰写，并对地名演变及含意再次进行复核、补查和考证，增补了坐落特

征、建村时间、交通、边境、地名事件等重要地名资料，经过八个月的努

力，于1 986年7月脱稿，接着召开县、区两级审稿会议，再经编纂委员

会讨论修改报省、州地名办公室审定付印，1987年出版。

二、全书包括县、区、乡级政名161条。居民点2759条(包括县城

街道5条、区镇街道11条，片村21条)，其中壮语地名221 0条，汉语地

名1 21 1条，彝语地名1 5条，瑶语地名2条，壮汉语混合l 7条，语别及

含意不清9条，企事业单位80条，人工建筑物37条，名胜古迹29条，

自然地理实体398条，总共3464条。地图2幅，照片3 1张，表格2

张。还有县、区概况、两个索引、地名考证和传说、地名与历史事件、中

央文件等重要资料。全书共45万字。

三、本书对影响民族团结和有损国家尊严的地名作了更改，对含意

不健康的地名作了修正，对音、意全非的民族语地名及僻字作了纠正，

进一步做到地名标准化和规范化，改正了过去地名混乱的状况。

1 t|

t丫



四、书中所列的数据是：县、区概况和地名词条中的户数、人口、耕

地面积用1985年年报统计数，其中大牲畜和生猪头数为本年底存栏

数。山的面积是根据地形图以市制平面计算。地名的方位距离以直线

数列，县、区加注公路里程。’全县的土地面积用文山州政府办公室

(1986)29号文件通知的控制数。各区的总面积用县政府办公室1986

年13号文件通知的面积数。海拔高度是以1：5万地形图测定。

五i富宁县地名图，由云南省测绘局绘制出版，图内所画区界仅示

轮廓，不作解决山界纠纷的标准。黑白地图由本办复制。

六、汉语拼音问题，因壮语支系较多，难以某种支系为标准，正确标

调，为照顾各支系对壮语地名的称谓，故对壮语地名拼音不标注声调。

七、为本志提供资料的有气象站、水电局、城建局、民政局、统计局、

教体局、林业局、工交局、农牧渔业局、文化广播电视局、党史办、区划

办、外事办、科委、民委、计生委等县属和州属单位。所供资料翔实可

靠，给编纂工作提供了方便，又提高了志书的质量。在此，我们表示深

切的谢意。

八、编者限于水平，错误难免，敬请指正。

富宁县地方志地名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86年8月1 6日



地理位置

富宁县概况

富宁县在云南省东南部，文山州东部，总

面积5352平方公里。东接广西百色、靖西

两县，南连广西那坡县，西南与本州麻栗坡县

相连，并与越南同文、苗旺两县接壤，西靠本

州广南县，西北角接广西西林县，北邻广西田

林县。辖1个镇(含金陵、新华．那乙3个办

事处)，15个区，6个区辖镇，135个乡，(其中

瑶族乡16、彝族乡l、彝族瑶族乡1．瑶族彝

族乡2)1985年有2625个村，54930户，

341140人，其中壮族190821人，占

55．93％。汉族82129人，占24．07％。瑶族

34665人，占lO．16％。苗族22603人，占

6．63％。彝族10640人，占3．1 1％。仡佬族

96人，还有解放后调入分布在机关团体中的

傣、回、白、纳西、哈尼、蒙古．布依、独龙、藏、

侗、黎、佤、水．土，京兵21种民族，少数民族

人口占76％。在总人口中，农业人口325648

人，占95．46％。非农业人口15492人，占

4．54％。县政府驻新华镇，距离省会(昆明)

直线333公里，公路里程669公里。距离州

府(文1II)直线148公里，公路罩程238公

屯。

历史沿革

富宁，原名富州，是宋朝时以“}地膏腴、

物产繁富”之意命名的。历冗、明、清仍称富

州或上富州，属i知州级。光绪二十七年

(1901)，改土归流，称富卅I厅，1912{F改为富

州县，1937年9月改为富宁县。

富宁之地，在战国时属句町嗣：族，秦属象

郡，西汉前期属南越王国，元鼎六年(公元前

1l 1年)后属群；|可{弗句町县，直到东汉末年。

三国时属蜀汉兴古郡句町县，西晋，东晋，南

北朝囚之。隋属昆州，唐初属盘州，中期为侬

氏据地．后属邕州，五代十国属南汉。宋初属

邕州，三‘话厄年(1053)后属特磨道。元至元

十四年(1277)正式设治，境内置富州，安宁州

和罗佐州，属广南西路宣抚司。明洪武年问，

安宁州和罗佐州并人富州，属广南府，明末崇

祯中年，州治移驻皈朝，仍称富州，义称上富

州。康熙二十一年(1682)置富州、剥隘、普

梅，者宾四汛，所管36塘、36卡，驻兵297

名。乾隆三十六年(1771)设广南府分防普厅

塘经历，故名普厅(今县城)，其时十知州仍驻

皈朝，光绪二十七年(1901)改t归流，二一t-A．

年(1902)州治又从皈朝移驻普厅、称富州厅

为抚彝府，同时改普厅塘经历为巡榆移驻剁

隘，仍为广南府节制。1912年改为富州县，

属云南蒙自道，1937年以古名富州、安宁州

各取一字组合命名为富宁县，属云南第二行

政督察区，解放后，仍称富宁县，1950年属文

山专署，1958年改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至

今。

行政区划

富宁自元初设治以后，县内的政区设置

越来越细，变动频繁。元置三州，富州在今县

城，安宁州在西南部，罗佐州在东北部。明

初，安宁、罗佐并入富州，分设七哨、九艽、十

八夕。清代削为四哨、艽夕不变。光绪二十

七年(1901)改土归流，废哨夕．设五个Ix_．9

个乡。1914年各区称保卫团．下设保、甲，

牌。1931年设6个区，29个乡，3个镇，483

个间，2278个邻。1940年废区扩大乡镇，全

／占二t



县划为两个镇，8个乡，75个保，775个甲，直

至解放前夕。

今田蓬区，原为广南府田蓬哨，光绪二十

三年(1897)改为田蓬对汛，划人麻栗坡副督

办管辖。1957年归富宁。

今木央、郎恒两区，原属富州，明末划归

广南，清代分属宝宁县的普梅营和郎喊营，

1915年划人田蓬对汛第七区。

今里达、睦伦两区，原属富州，明末划归

广南，清代属宝宁县木冷营，民国时期为广南

县里达区，解放初仍为里达区，辖5个乡。

全县解放以后，于1950年设4个区，8

个乡，两个镇。1953年土改，划为75个乡．

1957年，麻栗坡县的田蓬区31个乡和广南

县的里达等14个乡共45个划归富宁，全县

有7个区。113个乡，1个镇。1958年实行公

社化、划为10个公社，114个管理区，1961年

又并为6个区，下设37个公社，322个大

队。’1962年调整体制，划为8个区，127个公

社，1978个生产队，1965年调整为10个区，

132个公社，2365个生产队，1971年定为14

个公社，142个大队，2016个生产队。1981

年复置城关镇，1984年改新华镇，属县辖

镇。1984年改革，恢复区乡体制。

地形地貌

富宁县地处滇东南岩溶高原东部边缘，

属乌蒙山余脉六诏山脉尾部。地势西南高而

岩溶峰丛，东北低而土山起伏连绵。最高为

西南部的木洪大山，海拔1851．1米，最低为

东部的剥隘以东谷拉河与右江交汇处(罗村

口)，海拔142米，多数山岭在1200米以上，

具有山高谷深，层峦叠嶂，西向东斜的特点。

全县没有坝区，半山区(主要指河谷区)占

16％，山区占84％。1902、1942、1962、1982

这四年发生地震、震中在洞波，1982年震级

为5．9级，次年还有余震10多次。

2

河流水系

全县有5条主要河流，其中：属红河流域

泸江水系的有郎恒河和南利河，属珠江流域

西江水系的有普厅河，那马河和西洋江(即驮

娘江)。这5条河流全长359公里，(详见河

词条)，河川径流35．2亿立米，年径流量29．2

亿立米；境内还有孟村，板仑、普阳，里呼、架

街，百油等28条支流，全长3495公里，还有

16件小(--)型水库。全县水面共2．36万

亩，占总面积0．29％。

气候

本县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县城年均气

温19．3℃，极端气温38．6℃，最热为7月，平

均气温25．3℃，最冷为1月，平均气温
10．8℃。无霜期335天。最热地为剥隘、谷

拉。年均降雨量l199．6毫米，最多为8月

242．6毫米，最少为1月17．7毫米．全县由

于海拨的差异和地形的影响，时空分布不匀，

立体气候明显，形成春温高于秋温，河谷炎

热、高山凉爽，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冬春多

旱、夏秋多涝的特点。有干旱、洪涝、大风、龙

卷风、冰雹、霜冻、倒春寒、寒露风等灾害性天

气。1967、1974、1984这三年下大雪．

土壤植被

境内由于气候．海拔．植被、水份的差异，

形成的土壤复杂多变，主要有六种土壤：1、砖

红壤多在剥隘一带，面积3．8万亩，占总面积

4．7％，2、赤红壤，除西南地区少有之外，各地

均有，面积28万亩，占总面积27．8％。3、红

壤，分布较广，面积313万亩，占总面积

38．2％。4、紫色土，集中在县城附近，面积3

千多亩，5、石灰岩土，主要分布在岩溶地区，

面积105万亩，占总面积12．9％。6：水稻

土，分布在稻田地区，面积19万亩，占总面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6％．人均1．1亩，林地308万亩，占

37．7％。牧场35．7万亩，占4．4％。村庄道

路河流81万亩，占9．9％．

水能资源：全县大小河流32条，水库13

件，径流面积5346平方公里，蕴藏量42．7万

酝．可开发21．18万碰．已利用5923个窀．占

2．8％。年径流量29．2亿立米，已利用

86801．6万立米，占29．72％。

矿产资源：境内有煤、锑、钛、铜、铁、钻、

镍、铅、锌、锰、金，银、铝、水晶石、冰洲石，重

晶岩、铝土等十多种矿物。褐煤储量7210万

吨，已开采312万吨，占0．43％．目前正在

开采的有锑矿．

药材资源：种植药材有三七、杜仲、砂仁、

吴萸，肉桂．黄芪、金银花共七种；野生药材有

金银花、千张纸、砂仁、吴萸、乌梅、杜仲、百

合，山楂等150多种。

野生动物资源：有麂子、野兔、猴子、狐

狸，野猪，穿山甲、麝香、吹风蛇，大蟒，啄木

鸟、斑鸠、山雀、画眉、八哥等。

水利水电建设

水利建设：农业合作化以来，水利建设有

较大发展和改善，除新建工程外，还对旧有水

沟、水坝进行复修和扩修、增添灌溉面积．现

有蓄水工程516件，其中：小(二)型水库16

件，库容224万立方米；，J、坝塘135件，库容

100万立方米，两项灌溉面积共3660亩。现

有引水沟13600条，其中较大的引水渠(0．3

秒立米以上)23条，灌溉9万多亩。现有提

水工程123件，其中：排提灌站77个，电灌站

1l处，天车35架，灌溉面积共6000多亩。

以上水利工程平均每年控水量为883l万立

米，灌溉面积共10万多亩，平均每亩田水

378立米．1 1977年还治理普厅河堤，解除了

县城水患，保护了农田。水利化程度达

27．7％．

．水电建设：1960年以后，重视利用水能

资源，发展水电建设，1964年县城建城关电

站，1974年建普厅河电蜘同时发展农村小
水电站461座，因设计、管理不善，半数停转，

现余238座，装机容量2723个危．年发电量

33l万度，有15个区，45个乡，619个村受

益，主要分布于普厅河和那马河流域。县属

最大的木垢电站建于花甲西部西洋河边，装

机容量3200 1、惩．1986年3月建成投产，首

供县城用电．
‘

工农业生产

全县以农业经济为主，1980年实行承包

责任制后，生产迅速发展，1985年全县社会

总产值18840万元，人均552元．国民收入

10061万元，人均295元。工农业总产值

7307万元，为1952年771．9万元的9．5倍，

平均每年递增6．83％。平均每人由68元增

至214元，在总产值中，农业6326万元，占

86．％，年递增6．54％。工业98l万元，占
13．43％，年递增10％。

工业生产：解放前只有剥隘的万安烟厂，

年产值约6万元。解放后，工业迅猛发展，现

有煤矿、水泥、水电、榨油，七醋等22个县属

企业，还有造纸，酒厂等96个乡镇企业。普

阳煤矿年产3万吨，优质储量大，誉名全州。

剥隘七醋，早为名牌，畅销省内外。茴油是出

3



口商品，桐油是全省主要产地之一。微型水

轮机获国家部级二等奖，行销广西、甘肃、西

藏等地。

农业生产：以畜力和手工操作为主，1980

年包干到户后，适应山区条件，粮食持续增

长。耕地面积38．9万亩，播种面积49万亩，

其中粮食作物43万亩，粮食总产最高为

1982年达15562万斤，为1952年6973万斤

的2．2倍，平均每年递增2．39％。平均每人

由1952年的471斤增至488斤。在总产量

中，稻谷占56．4％。包谷占40．5％。大豆占

1．1％。其余为薯类，杂粮。经济作物有甘

蔗、棉花、花生．蔬菜，多为自给，商品量极

少。全县由于耕地少、坡地多、缺水源，抗灾

能力低，农产不稳定，加之各地生产条件不

同，农民生活水平发展不平衡，在正常年景

下，半山区能出售少量商品粮，多数山区仅能

自给略余，而奇缺水土的部份岩溶山区，还不

能自力解决温饱问题。

林业生产：解放前，“除有少数自然林外，

人造之林廖若曙星”，1958年后，又伐大于

造，林态／f；位。近几年来，落实林业政策，人

T造林和匕机造林相结合，林业得到迅速发

展。到1985年止，全县造林总面积达112．4

万亩，为1955年17．4万亩的6．5倍，其中：

松树41．3万亩，杉树11万亩，八角11．5万

亩，桐果1 3万亩，油茶19．2万亩。天然林

12．5万亩。全县森林覆盖率由解放初的

7．7％增至13．92％。(未含灌木林)，木材蓄积

量由百多万立方米上升到229万立方米。

林产品是富宁县经济主源之一，年产木

材rfl 1972年的4676立方米增至1985年的

291 16立方米，八角由1952年的32万斤增

至1983年(最高年)的306万斤，油桐果由

1952年的17万斤增至1983年(最高年)的

260万斤，油茶果由1952年的16万斤增至

1980年(最高年)的148万斤。还有棕片、核

桃、木耳、毛竹等林木产品也有较大的增长。

在林产品中，八角驰名全国，油桐、油茶．木

4

耳、为全省主要产地之一。现有县属城关林

场，所管3个林区，区乡林场10个；还有省属

金坝华侨国营林场，所管11个林区。

牧业生产：大牲畜(黄牛、水牛，马)和生

猪是富宁大宗产品，1980年实行耕牛包本

后，严格管理，防疫注射，减少了死亡率，1985

年创最好水平。大牲畜有13．8万头，为

1952年4．2万头的3．3倍，平均年递增

3．56％户均2．6头，出栏率为1．13％。生猪

18．5万头，为1952．年4．3万头的4．3倍，平

均年递增4．38％户均3．5头，出栏率

35．3％。还有山羊、鸡、鹅、鸭，兔、蜂等家畜

家禽。1982年来，高峰牛选育初见成效。现

有那能、安广两个县属畜牧场，载畜2619

头。

渔业生产：解放初，大小河中鱼虾多，“大

跃进”后，毒、炸破坏，水产几乎绝种。近几年

来，严禁毒炸，控制捕捞，筑塘养鱼，水产有所

发展，但未能恢复五十年代的水产资源。

交通运输父逋还输

1934年国民党云南省交通厅曾勘修滇

桂公路，途经富宁至广西百色，由于财力不

足，加之贪官勒扣，民工无偿，前后耗费了

108万个工口，勘建无果。从1956年起，逐

年勘修，现已修通公路17条，其中主要干线

有：富宁经剥隘至广西百色，富宁经板仑至广

西那坡，富宁经田莲至广西那坡县龙合村，富

宁经木央至麻栗坡县，富宁经八宝至广南、砚

山两县，县内还有简易公路12条，公路里程

共537．3公里，各区镇均通车，还有沿路50

个乡，329个村直接受益。

现有各种车辆214部，其中私车25辆。’

在总数中特种车13辆，客车49辆，共825个

客位，货车152辆，载重共542吨位，1985年

货运鼍为13万吨公里，货运周转量为1602

万吨公里，客运量24万人：客运周转量为

554万人公里。全县还有拖拉机112台，其



中私人110台，机动车7l辆，其中摩托车39

辆。剥隘、谷拉原有木船水运到广西百色，通

车后水运渐少。 ’

财贸市场

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

后，商业振兴，市场繁荣，现有商业网点1912

个，其中国营16个，供销系统180个，集体商

业7个，个体商业1180个。购进总值2414

万元，为1953年的100倍，其中农副产品采

购总值1534万元，为1953年的73倍。销售

总值4613万元，为1953年的177倍。社会

商品零售额4873万元。为1953年的27

倍。财政收入272万元，支出1469万元，。三

行”现金收入6043万元，投放6589万元，居

民手持现金平均每人47．45元。全县城乡共

有25个集市，商品花色增多，市场日趋繁

荣。还有归朝、剥隘、那能、洞波等区的农村

每年春天赶一次龙端街(风流街)，也是物资

交流的好形式。

城乡建设

随着经济的发展，基本建设规模逐步扩

大，三十多年来，全县用于基本建设投资共

3485．7万元，房屋竣工面积166i70平方

米。

县城建设：富宁县城，今为县政府、新华

镇、城关区驻地。地处普厅河与洪门河交汇

处，海拔690米，后有坡定山，西南有李爷(玉

泉)山、西北有坡罗山、东北有坡剥山、东南有

象伏山、碧水环绕、景色壮观。

县城为古镇之一，早在宋朝即为富州驻

地，原系土州无城。到明洪武十七年(1384)

开始建城。清雍正十年(1732)、光绪二十九

年(1903)、1921年、1931年曾扩大勘修、设有

中街、西街和东南西北四城门、沿河有化香树

林带、形酷似龙，曾雅称“龙城”．但是．1940

年遭受日本飞机两次狂炸后，边城古镇被毁

于一旦，因此，到解放前夕，仅余60户瓦房，

200多户草房的泥石街道。被人们喻为“好

个富宁县，衙门象猪厩，大堂打庇股，全城都

听见”。新中国成立后，重新规划建设，经过

国家、集体、居民个人的共同努力、市景日新

月异，现有金陵、灿烂、兴华、团结、马市等5

条主要街道。全长4400米，面积21128平方

米，建筑面积348369平方米，大部份是砖混

结构和砖木结构，共有221l户，人口由1952

年的3814人增至1万人．城区面积1．5平

方公里，比解放前扩大五倍，成为全县政治、

经济，文化的中心。又为滇、桂交通之门户。

乡村建设：三十多年来，农民逐年筹建，

村境及住房普遍大有改观。

文教卫生

教育：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迅猛发

展，为提高边疆民族文化和培养人才作出了

重要贡献。1985年有完全中学3所，普通中

学12所，教职工426人，在校学生6435人。

小学980所，比解放前增加932所，多20．4

倍，教职工2038人，在校学生51091人，适龄

儿童入学率97．5％。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

今，考上研究生5人，博士学位1人，考上大

专院校有170人，考上中专的有537人．县

上还有农中，教师进修学校，科技培训校各一

所，幼儿园l所。近几年还开展职工文化教

育，不断提高文化水平。

体育：解放前，全县只有民间武术及学校

兰球活动，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迅速发展，

水平不断提高。现有灯光球场两个，体操室．

滑冰场各一个。1973年潘永超夺全国少年

体操全能、单杠、鞍马冠军，被选人国家体操

队，多次出国表演；李玉(女)、陈勇分别获全

省铅球、铁饼、刀术冠军；有5人被选入省体

工队。1982年有8名壮、苗、瑶、彝族运动员

出席全省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其中王开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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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王忠林(苗族)双人滚芦笙，滚唢呐获

一等奖，被选拔出席全国在内蒙举行的第二

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接着到京为党的十

二大进行表演汇报。1986年8月，壮族武术

朱良惠(女)和苗族王开良、王忠林再次出席

全国在新疆举行的第三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

文化艺术：富宁有悠久的壮剧历史在此

基础上，于1960年成立专业壮剧团，1962年

命名为文山州壮剧团，农村还有8个农民业

余壮剧班。县有图书馆、文化馆、新华书店、

影剧院、富宁革命纪念馆。各区有文化站、电

影队。1984年全县举行农民业余文艺调演

和摄影、书法，图画、诗词展览。1985年全省

瑶族盘节会在富宁举行，表演了80多个精彩

节目。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如壮族

的土戏、武术，扁担午，瑶族的甩绣球、盘王

午，彝族的铜鼓午、苗族的芦笙午．民间日常

对歌更为广泛流行。

广播电视：1955年县设广播站，1973年

区设广播站，1981年县设中波台，覆盖面积

706平方公里，人口13．67万人，1980年后办

电视事业，在富宁．剥隘、那能建立电视差转

站和建立对外广播站，1984年建成富宁电视

录像重放台，1985年建立卫星地面接收站，

进一步丰富了各民族的文化生活。

卫生：解放以后，卫生事业迅速发展，现

有卫生机构31个，其中县有医院、防疫站、保

健站、药检所。各区有卫生院，乡有卫生员，

全县有医务及管理人员共694人．病床305

张。主要疾病是虐疾，经过几年的防疫和治

疗，发病率由1970年的16345例下降到

1984年的94例，降为万分之五以下，还有麻

疹、百日咳．伤寒、痢疾、肝炎等传染病亦逐年

下降，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受到省州嘉

奖。县医院现可做开胸，腹等手术．

计划生育：党的十二大以后，计划生育工

作有显著成绩，从1980年以来，接受进行节

育手术的育龄夫妇共31435人，占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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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独生子女证739人，全县出生率由1979年

的45．2‰．降到14．16‰。净增率由33．5‰

降到6．42‰。被国家评为计划生育工作先

进县．

科学技术

1976年设县科委，1980年置县科协，各

种学会、协会29个，会员1287人。现有科技

机构(站所)64个。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专

业人员524人，其中农业72人，牧医62人．

林业8人，水电水文27人、卫生343人、气象

12人。已定职称405人，其中工程师级9

人、技术员299人．从事社会科学的专业人

才有755人，尚未评定技术职称。

1978年来，安排和实施各种科研及推广

的重点项目共166项，有3l项分别荣获国家

部级，省州嘉奖。尤其是杂交水稻、包谷、培

育高峰牛，八角老林施肥、微型水轮机、榨油

工艺改革等项的研究及推广。对本县经济发

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邮电

清初，设普厅．剥隘邮政代办所，沿汛．

塘、卡通邮，有普厅至百色、至那坡，至广南三

条线路，里达，木央则由府上直接通达。清末

由省经富州至剥隘通电路、设电报局。

解放以来，邮电事业迅猛发展，县设邮电

局，下设15个支局(所)。现有职工172人，

邮路67条，单程2286公里，邮用大小车14

辆，年报刊发行量26839份。电报线路2路，

自动电话容量200门，市内电缆4．3皮长公

里，电话机326部，电话线长974公里，各区、

乡、镇及企事业单位均通邮电。

富宁是红七军建立的游击根据地

1930年，邓小平、张云勉领导的红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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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粉碎了敌广富守备军的进攻，并跳出外

线．攻打归朝、富宁，八宝、百乐、田蓬诸敌阵

地，解放了大半县境．

1935年滕静夫(化名何尚刚)接替黄明

春的边区领导工作，同年在磨桑塘彦(今者兰

乡)召开党代会，誓师大会和庆功大会．总结

了斗争的形势，为富宁县各族人民的翻身解

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35年后，国民党

采取。一个鸡蛋过三刀”的野蛮政策，向根据

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制造。多曼”、“洞楼”．。太

平”惨案．敌兵所到之地，大肆屠杀、焚掠、强

迫并村，全县被杀害的农会干部及群众722

人，掳掠牛马2500头，焚烧民户124村，1300

多户．在此期间，红军和赤卫队仍然同仇敌

忾，与敌周旋，继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1938年春，由于桂西特委少数人右倾投

降主义的影响，边区红军被骗到广西田阳，被

迫接受国民党改编，使艰苦卓绝创建起来的

滇黔桂边区根据地付之东流。但是，革命的

红旗不倒，根据地人民还在，边区党委何尚刚

诸位干部还隐身于七村九弄和后龙山，他们

以教书为名进行抗日宣传和接应边纵解放全

县浪潮的到来，1949年秋终于胜利解放了全

境，红军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富宁各族人民

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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