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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东县志编篡委员会编

广西 λA 共必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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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恩隆活动的中共著名领导人

邓小平 张云逸 雷经天

余少杰 滕国栋 黄永达 滕德甫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957 年 5 月，欧阳云莲出席全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

图为毛泽东主席和少数民族代表在一起 (右前一为欧阳云莲 ) 。

1961 年清明节张云逸大将在回东与老红军黄文忠、

李口口、赵润豪，赤卫队员李绍基，地方工作人员李君慰，

银链厂长陆君瑞，烈士家属滕小瑞、赵润兰夫人等合影。

1984 年 12 月广西军区副司令员、老红军姜茂生 (右

二 ) ，姜夫人 (右一 ) .雷经天夫人吴树琴 (左二 ) 、李明瑞女
儿李应芳 (左一)参观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旧址时合影。

1978 年 l2 月，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20 周

时，中央代表团团长、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李达

回东县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旧址题词"向右江革命根

人民学习 。 "

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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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①红七军老战士李志明及其孙儿 ( 1 985.7 )

② 1991 年 2 月 9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上将
(前左三 ) 及其夫人来回东县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旧址参
观。 图为他们和地方党政领导人合影。

③ 1 995 年 4 月 1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

慕华参观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旧址。

④红八军老战士原装甲部队政委莫文聘中将于

1 997 年 l 月 15 日到田东参观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旧址。
⑤ 1 996 年 11 月 1 9 日全国残联主席邓朴方到革命

老区田东县参观父亲邓小平工作过的旧居并签名留念。

红军用诅田部括文翻

图片说明:
I 中国共产党+大政纲

2 恩隆县南士于区苏维埃政

府等印章

3 恩隆县南士于区苏维埃政

府印章

l 右江赤卫军用过的军号

5 恩隆、思林县农民自卫

军用此种武器和土豪劣绅

开展武装斗争。



黄莲辉 ( 女 ) 壮族， 1 95 3 年当

选为桂西壮族自治州首届人大代

表，后当选为全国第一、二、三届

人大代表 ( 图为她在首届州人代

会上发言 ) 。

全国人

大代表、常

务委员，全

区、全国劳

模及著名

运动员

黄秋艳 (女) ， 1997 年

参加全国运动会获得女子

三级跳远比赛第一名 。

黄作勤，壮族，原任田东县三陇

大队党支书，作登公社党委书记、县

革委副主任、水电局副局长，为全国

第四、五届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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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番显白， 1987 年参加全

国青年田径男子 400 米比赛

中荣获第一名 。

韦国荣， 1988 年参加

全国潜泳比赛荣获男子

4 x 100 米第一名 。

麻克利，壮族，祥周镇九合村

党支部书记， 1995 年 5 月荣获全

区、全国劳动模范。

马彩桃 (女 ) ， 1992 年

参加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女

子 100 米蛙泳比赛荣获第

一名 。

1990 年，国家体委授予田东县

"全国体育先进县"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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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①田东县二糖厂

②田东火电厂

.1 ,_ .. .. .. .. . • 

③运销世界各地的质量信得过的锦链产品。

主优质煤炭源源不断往外运

⑤右江矿务局标准化井下泵房

⑥田东十万盹炼油厂

⑦思林镇造纸厂 1994 年荣获乌兰巴托国际博

览会金质桨 I 1995 年被评为自治区先进乡镇企

业等的奖品及证书。



A南昆铁路、平百二级公路贯穿田东

田
东
县
奔
马
塑
像

V 田东邮电大楼

V 田东右江大桥

V美丽的右江河畔



9000 门程控电话开通

待运的优质白沙糖

林逢镇震 j每

广西田东县

中国芒果之乡

中国特产之乡命名宣传活动组委金
-九九六年三月·北烹

中国特产之乡命名宣传活动组委会命名

广西田东县为中国芒果之乡

祥周镇优质米生产基地一一香稻田

祷午乡的原始森林和待运的木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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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i由

出 土 文 斗勿

战国时期早期万家垠型的三只铜鼓，分别于 1 993 年 3 月 门 、 1 8 日在祥周乡联福村南

五屯联合小学门前挖出 A、B 型鼓; 1 994 年 6 月 1 5 日 在林逢乡和同村大岑坡挖出 C 型鼓。

西周时代的铜 嚣， 于

1993 年 3 月 17 日在祥周乡联
福村商五屯联合小学门前挖
出 。

清代青花带盖将军罐 新石器时代的大石
铲，于 1996 年 1 2 月 5 日
在祷午乡椿午村那合屯
坡底挖出。

米酒

西周时代的编钟，于 1 994 年

6 月 1 6 日在林逢乡和同村大

岑坡挖出 。

…000 …… 
00000 00 …000 

ooooooOG 00 0000 3""..... 
唐宋时期使用的钱币



田东县志 1 

序一

编慕地才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在当代编修新方志，更是一项对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丈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建设率统工程。它不仅可以为各级领导

决策提供信息和依据，可以为思也政治教育提供乡土教材，还可以为科学研究和文

艺创作积累和提供资料。〈田点县志〉的出版，确实是一件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大

好事，可喜可贺!

田点县历史悠久，距今 60-70 万年以前，就已经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由于

这里地处桂画中部，右江横贯其中，河谷一带地势平坦，自古以来就是川、滇、黔

地区通往中原的咽喉要地，也是中国通往越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而且资源

丰富，为兵家必争之地。末、元以后，这里是杜西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

田在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自然界斗，与社会丑恶现象斗，既创造

丁宝贵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丁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

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邓小平、张云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指挥下，

田在县各族人民组织工农式装，参加丁收缴广西警备第二大队武装的战斗，拉开丁

百色起义的序幕，为右江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铺平丁道路。当年的右江苏维埃政府就

设在今田点县城平马镇。红七军车令北上，田志的英雄儿女，有的跟随红七军北土，

有的留下来开展艰苦卓绝的涛击战争，直到全国解放。解放以后，田点各族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都取得丁巨大的

成就。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田点县各族人民在县党委的领导下，解放

思怒，真抓实干，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田点县更是万象史新，政治稳定，经济建设生机勃勃，人民

的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提高。所有这一切，不论是人民的光砰业绩或是从政者的经验

教训，都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都值得翔实记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田点县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部真正的志书刊刻问世。光绪元年 (1875 年)田州改土归流设

置息隆县之前，虽曾编修过〈田州志)，但已散侠。思隆县成立后，虽曾编写过一部

极其简单的县志草稿，未能刊刻出版。撤销忠隆县，成立田点县以后，也曾两次组

织编修县志，终因经费紧块等原因而不能出版问世。

我们主政田点期间，深感要搞好工作，必须对本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

状有全面的、深刻的丁解，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如果县情不清，既把握不好现实，

史谈不i预见未来，开A石未来。远才巳f李志工作列入党委和政府的议中日程，按编制

给县志办公室配备编写人员，并聘请退休教师苏寿彭担任副主编，在经费上，我们



2 序

尽可能满足县志办的业务需要。 1987 年以后，为丁加强对县志工作的领导，县四家

领导班子分工，由县政府调研员廖学明(原人大常委主任)专抓此项工作。以后，

又聘请退休干部、原百色地区才志办负责人卢君福担任顾问，加强业务指导。经过

全体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刀，在翻阅丁数千卷(册)档案图书，收集丁数百万字资料

的基础丰，写成丁百余万字的志稿，经过反复修改，数易其稿。现在〈田点县志}，

在区 ìi志馆、地区才志办的直接指导下，在各部门的通刀协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

刀支持丁，终于出版问世丁。据有关专家坪论，这部志书观点正确，资料翔实，文

字流畅，较好地反映丁田点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历支与现状，是一部较好的志书。在

这里，我们仅向直接或间接参与、支持〈田求县志〉编暴工作的领导、专家、工作

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新编地才志，目的是要发挥它的"资治、教化、存史"功能。我们希望在田点

工作、劳动、学习、生活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农民、干部、师生、各界

人士以及所有关心田本的同志和朋友，珍重这一文化建设系统工程的丰硕成果，在

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岗位丰，认真地学习、宣传、运用〈田点县志〉运部县情的载

体和科学的资料书，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共同为振兴田点，振兴中华作出更多的贡

献

杨业兴黄冠平黄晓求黄定 25

1993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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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正当全国J:. T掀起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高潮，继续贯彻

"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才针，各族人民齐

心协刀，在发进取，为实现"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而奋斗，以高昂的姿态

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田点县志〉出版丁。远对田求各族人民继往开来，建设社

会主义的新田点，有着现实和深远的意义，值得庆贺。

以史为鉴是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等志士仁人的共同经验;加

强调查研究，掌握地情，是我党历来强调的工作作凤和工作才法;收集信息，迅速

而准确地作出决策，则是当代各行各业的领导者、参与者驾驭局势，出奇靠IJ 胜的必

要手段。县志作为介绍一县县惰的百科全书，全面地记述一县自然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以及风土人情等演变的历史和现状，毫无疑问，它将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

可靠的依据，还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对

于孙后代进行思也教育，提供生动的乡土教材;田点有特别 FS 久的历史，有尤荣的

革命传统，有许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积累丁

丰富的经验， <田点县志〉都作丁翔实的记述。它不失为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革思怒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立和地才特点的社会主义

新才志，我们恳切希望各界人士，特别是各级领导，充分重视和认真运用这一工程

浩繁、成就颇若的科研成果，让它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丈明建设中，发挥

"资治、教化、存史"的应有作用。

我国素有编修地才志书的优良传统。田州改土归流之前曾经编修过的三部志书

均已散侠。氏国时期编修的〈息隆县志上〈田点县志)，因财政拮据未能正式出版c

这次〈田点县志〉作为本行政区域统合古今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才志的正式出版，

是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的体现，更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整个编篡工作， 自

1981 年起，着手收集资料， 1988 年起全面展开暴写工作，至 1995 年秋基本定稿。

有 203 个单位远 300 余人，为县志提供丁丰富的资料;县志办全体同志十余年如一

日， ì区心沥血，默默耕耘，数易其稿，为县志的编慕付出丁辛勤的劳动。志书在编

暴过程中，始终得到历届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还得到自治区通志馆、百色地区

才志指导小组以及县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和指导。我们对付出辛勤劳动的县

志编慕人员、对所有关心、支持、指导过〈田点县志〉的编暴、出版的同志，表示

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

文明罗凤鸣

叫睛，…寸~%午 3 月 - 士气

t j?实17111 1! f f r 



田东县志

凡例

一、〈田点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点思也以及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恕，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一采

列重要文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行政区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杂录组成。专志按局、章、节排列。全书设

26 篇 110 幸 358 节，共 150 多万字。

二、本志统合古今，详今略古。土nt不限，丁 f民至 1988 年，部分内容边当向后

延伸。

四、本忘记述地域范围以今田点县辖境为眠。

五、本志禾用述、记、志、传、录、图、农等多种体我，以志为主。概述，综

述县情，总摄全书，夹叙夹议;大事记以编-+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简述建县

以后之大事要事;各专志，一般采用横排纵述才法，刀求反映事物的完整性并适当

照顾它与有关事物的相互联系。各篇及重要的幸设，)、概述，概括一事一物之全貌，

间或有远当之议论。篇、章、节以事物性质编排，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

六、〈人物荔〉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

为主，亦收入个别阻碍历史发展的人物;以本籍为主，亦收入少数长期活动在田点

并有较大影响之客辑人士。对烈士或各才面有代表性的人物木立侍者，编入〈英名

录〉或〈人物表〉。

七、本志所用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室)、图书馆(室)的档案和藏书、报

刊;本县 1日志、家谱以及有关部门和当事人提供的回忆录、资料等，经考证鉴别后

载入。资料一般不注出处。

八、本志所用的数据，一般采用统计部门数字，统计部门没有，或经核对统计

部门数字确有失误的，采用其它来源可靠之数据。解放后历年的工农业产值，均按

1980 年不变价计算货币， 1950 年至 1955 年4半年使用的人民币，已按 1955 年丁半

年后使用的人民币计算;其余除注明者汁，均为当时通用货币。

九、纪年、计量、行丈等，均按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才志编慕委员会制定的〈关

于新编地才志行文规定〉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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