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 海 文 史

第十辑

大 通 道 经 济 史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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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间历来的习俗，每逢新春佳节、婚嫁喜庆，或者新居落成、吉日开

张、除旧迎新等喜事。为了表示欢乐高兴，都要燃放炮竹，热闹一番。合浦—

—主要是廉州，是我国制造炮竹烟花的四大著名产地之一(另外的三个是：广东

省东莞、湖南省浏阳、江西省万载)。廉州生产炮竹烟花，已有两百余年的历史，

一直是外销出口的传统产品，仅民国元年(1912 年)出口国外的炮竹就达 981 担，

金额值 7851 关平两，在海南岛和东南亚等地，享有盛誉，甚为畅销。解放前，

廉州制造炮竹烟花的作坊有四、五十间，其中资金较大、工人较多、生产能力

较强的主要有张广声、洪成发、庞廉声、许有隆、马益隆、苏和声、声声响等，

除了三几间具有较大生产规模之外，大多是分散的、家庭型的、家店不分的小

手工业作坊生产，五十年代前期(即合作化以前)仍是如此。生产的品种以鞭炮

为大宗，规格多样。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前(即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是廉州

炮竹行业兴旺的“黄金时代”；抗战胜利后，四十年代后期的几年，则是炮竹行

业旺盛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廉州炮竹制造业的这两个“黄金时代”，产品销

路除了本县各圩场以及钦廉一带外，主要是外销安南(越南，通称“做海防炮生

意”)和海南岛，也有由海南再转销南洋、新加坡等地的(东南亚的华侨习俗同

祖国家乡一样，逢年过节等喜庆日子都要燃放炮竹助兴，因此，炮竹很畅销)。

所以说，廉州炮竹行业在合浦经济上有“一业兴，带动百业旺”的举足轻重的

重要地位。

1950 年 4 月中旬，所向无敌的解放大军英勇横渡琼州海峡，一举解放海南

岛后，下半年廉州炮竹销售稍有起色，但建国初期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包围

和连年战争的破坏，很大程度地影响到廉州炮竹的出口销路，当时国内正处在

“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有些人认为炮竹这种商品是一种消耗品，



对国计民生方面没有多大的裨益，可有可无，甚至被视作“迷信品”、“焚化品”

之类，征税率较高，因此．廉州炮竹耷生产、销售上受到很大的抑挫，处在一

个“低谷”的地位，年产值徘徊不前，仅二、三十万元而已。

土改后，廉州炮竹行业有 52户作坊。1953 年 1 至 12 月全年营业额共二十

三亿九千五百八十三万五千八百元(旧人民币，每万元折合人民币一元，即相当

币制改革后的 239,583.58 元)。现在详列廉州炮竹行业各作坊 1953 年全年的营

业情况如下：

商号
营业额

(旧人民币
元)

经理人 地址

合益祥 60,128,900 麦寿山 阜民南路

张广声 121.268,900 张午轩 阜民南路

许钜隆 51.443,700 许瑞远 阜民南路

成华 101,250.00 洪士江 阜民南路

广荣声 34.645.000 薛耀辉 阜民南路

马益隆 78.324.000 马悦君 阜民南路

洪成发 192.498.700 洪达初 阜民南路

凌福泰 36,176.50 凌瑛 横街

金声祥 110,760,600 金石如 阜民北路

吴忠信 75,192.10 吴大松 阜民北路

忠和兴 27,622.90 吴大楠 阜民北路

茅球昌 144,000 茅耀球

卜全声 66,365,100 卜全意 沙路沟

谦益祥 51,416,900 苏宏谦 二甲社

永声号 26,034,000 茅耀宗

宜生隆 42,536,900 卜子雄 三甲社

就发隆 8,993,900 凌汝恒 三甲社

陈成隆 4,761,500 陈培业 头甲社

广泰昌 7,540,000 苏宏伟 二甲社

陈裕记 9,948,000

苏华声 9,963,600 苏华 西华路

庞祥发 3,692,100 庞仁聪 西华路

洪仁昌 11,338.20 洪从旺 西华路

苏和声 30,726,900 苏学宾 西华路

苏怡记 32,973,700 苏玉田 西华路

李福隆 41.229,300 李福山 西华路

苏耀南 70,796,000 苏耀南 学宫街

包广德 35,540,000 包隆恩 惠爱西路

康泰号 68,900,000 马钧泰 惠爱西路



商号
营业额

(旧人民币
元)

经理人 地址

陈绍发 68,838,000 陈延玲 惠爱西路

庞廉声 103,190,000 庞楚材 惠爱西路

茅正声 30,191,000 茅松堂 惠爱西路

凌多福 19,820,000 凌瑶 惠爱西路

许秀珍 2,624,000 惠爱西路

福生祥 53,672,500 马钧祥 惠爱西路

邝钦记 38,946,500 邝斗钦 惠爱西路

广振声 15,514,500 王绍高 惠爱西路

义兴隆 9,490,700 陈延琳 惠爱西路

蔡和兴 12,018,300 蔡起华 惠爱西路

张宏聚 22,327,400 张学醇 阜民南路

庆祥兴 29,883,600 张哲甫 西华路

许有隆 47,621,610 许子贵 西华路

蔡兴隆 10,968,700 蔡日章 雨遮巷

林成兴 34,603,200 林聚华 西华路

苏怡隆 180,641,800 苏炳光 西华路

庆祥声 140,971,500 彭毅 西华路

正乾 65,996,100 王振乾 康乐街

洲兴 23,784,000 陈辉玉 康乐街

黄裕兴 15,139,400 黄受同 西华路

钟华隆 40,607,700 钟功甫 西华路

安吉祥 4,217,000 刘日琼 沙路沟

蒋宝新 12,057,000 蒋朝林 沙路沟

合计
2,395,835,8

00
52 户

为了向外寻找市场，打开炮竹销路．庞廉声、苏怡隆、许有隆、钟华隆、

王振乾、庆祥声等七户作坊，曾联拢起来组成“炮竹联营社”，联销产品。

廉州炮竹业另外一种合作的形式是全行业联购联销。在购进原材料时，如

白药、硫磺等主要原料，是以炮竹业同业公会名义(当时，廉州炮竹业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是许瑞远)联合成批采购，按每间作坊资金的多少，生产能力的大小，

分配原料供应。在销售方面，例如海南省某某订货商号要定制一批炮竹，也就

以炮竹同业公会的名义，全部承领接做，再按各间作坊的资金、原材料情况和

生产能力，分给承造数额(以箱为单位)，装潢上面贴用印有“廉州炮竹同业公

会”的招牌纸。为了不致积压资金，一般都是以销定产，有销路、卖得炮就着

手生产，没人买货就暂停产。全行业联购联销的帐目，由“苏怡记”号苏玉田



一手经管，经营一批后，就算好一批的帐，结清一批的货款。

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后，对手工业劳动者组织他们走合作化道路。1956 年

初，合浦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改造办公室”把廉州炮竹行业中资金较大。

劳方及从业人较多的三户作坊作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

又认为炮竹没有发展前途，而将其资金和从业人转业，纳入廉州镇公私合营饮

食服务业。其余韵全部由廉州镇人民政府组织他们将生产资料折价入股，组成

了“廉州炮竹生产合作社”。1956 年 2 月 16 日，廉州炮竹行业一百七十多人敲

锣打鼓、兴高采烈参加了炮竹生产合作社。入社的炮竹作坊名单列下：

原炮竹作坊户名 手工业主 入社从业人数 原铺址

苏怡记 苏玉田 3 西华路

苏怡隆 苏炳光 6 西华路

许有隆 许子贵 4 西华路

洪仁昌 洪从旺 2 西华路

庆祥声 彭毅 3 西华路

庆祥兴 张哲甫 3 西华路

苏华声 苏华 3 西华路

苏和声 苏学宾 2 西华路

李福隆 李福山 3 西华路

钟华隆 钟功甫 4 西华路

黄裕兴 黄受同 2 西华路

林成兴 林聚华 3 西华路

王洲兴 陈辉玉 1 康乐街

王正乾 王振乾 2 康乐街

苏耀南 苏耀南 5 学宫街

凌福泰 凌瑛 3 横街

蔡兴隆 蔡日章 2 雨遮巷

许钜隆 许瑞远 3 惠爱西路

包广德 包隆恩 3 惠爱西路

凌多福 凌瑶 2 惠爱西路

广振声 王绍高 2 惠爱西路

义兴隆 陈延琳 2 惠爱西路

陈绍发 陈延玲 2 惠爱西路

福生祥 马钧祥 2 惠爱西路

康泰 马钧泰 3 惠爱西路

邝钦记 邝斗钦 5 惠爱西路

蔡和兴 蔡起华 2 惠爱西路

茅正声 茅松堂 2 惠爱西路

陈成隆 陈培业 2 头甲社

谦益祥 苏宏谦 2 二甲社

广泰昌 苏宏伟 6 二甲社



就发隆 凌禹恒 2 三甲社

宜生隆 卜子雄 2 三甲社

金声祥 金石如 3 阜民北路

吴忠信 吴大松 4 阜民北路

忠和兴 吴美辉 2 阜民北路

广荣声 薛耀辉 2 阜民南路

张宏聚 张学醇 2 阜民南路

成华号 洪士江 2 阜民南路

马益隆 马悦君 7 阜民南路

卜全声 卜全意 2 沙路沟

蒋宝新 蒋朝林 3 沙路沟

周安吉 刘日琼 1 沙路沟

合计 43 户 121 人

同时加入炮竹生产合作社的工人师傅(即原劳方)有：宁增耀、蒋志华、蒋

志辅、蒋志铨、蒋启才、金华轩、潘成本、陈宏礼、陈宏柏、陈文富、陈礼佳、

林益从、唐尚质、唐兴富、王士英、陈作业、花祥隆、陈霖芳、朱琼瑶、罗超

权、王子元、王泽初、陈景安、陈景贵、杨雪明、刘华英、林辅荣、曾绪东、

曾绪廉、曾道晋、曾道昭、庞耀廷、庞启云、庞庆先、许子邦、许子远、陈杰

甫、陈世莲……等五十多人。

廉州炮竹生产合作社社址设在沙街尾李屋祠堂(今西华路 40号)，后来又迁

到康乐街 85号(今为第二街居委会址)。炮竹生产合作社的组织机构由社员民主

选举产生，报镇政府核准备案。社主任：宁增耀，设理事会管理社务，宁增耀、

张志荣、苏玉田、朱琼瑶(女)、苏炳光等五人为理事，监事会监事是许子贵(主

任)、罗超权、洪士江等三人。理事分工、生产安全：苏炳光；文教卫生：张志

荣；妇女：朱琼瑶；办公室会计：苏玉田；出纳：洪士江；生产车间主任：马

悦君。下面分搓引、染纸、上药、包装、制药、场外加工、捆筒口、铍编各组。

制药、上药、搓引的工场设在沙路沟。制造炮竹是危险性较大的火工生产，制

药工场曾发生过一起因挪动装火药缸，摩擦着火爆炸，社员凌禹恒、张学醇两

人被炸伤，生产社便在番塔脚附近洗鱼水近电厂旁边的地方建设一间造纸车间，

建筑面积约三百平方米，由庞启云、吴志钦负责管理，把纸边、碎纸、废纸等

以及竹为原料，用石灰浸湿，翻抄制成较粗厚的福纸，供包装鞭炮垫纸使用。

廉州炮竹生产合作社成立后，1956 年生产总值十多二十万元，初步体现了

手工业劳动者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优越。



1957 年生产有所发展，曾派出供销人员去贵州省等地推销炮竹产品，销售

额近四十万元。

1958 年上半年的产值、销售额详列如下：

月份 产值(元) 销售金额(元)

1 73,238.47 71,668.53

3 7,558.05 20,732.57

4 8,367.82 1,945.3I

5 26,143.35 2,478.42

6 17,955.79 796.68

7
(上半月) 6,896.18 1,866.01

合计 183,552.44 135,115.77

1958 年职工工资概况：上半年全社职工 191 人，1—6 月共纣工资 39,672.74

元，平均每人每月工资水平是 34,56 元。7 月 16 日炮竹生产合作社转为地方国

营廉州炮药厂，有生产工人、管理干部及服务人员 224 人，7—12 月工资共

40,541.74 元。平均每人每月 30元。现详列如下表：

月份 企业管理费 生产工资 合计

1 675.39 11,000.75 11,684.14

2 532.93 7,842.82 8,375.75

3 203.55 1,185.64 1,389.19

4 283.30 2,786.27 3,069.57

5 533.64 7,792.56 8,326.20

6 477.32 6,350.57 6,827.89

7 445.96 6,082.55 6,528.51

8 497.00 7,133.23 7,630.23

9 497.00 6,049.52 6,546.52

lO 497.00 4,798.16 5,295.16

11 497.00 8,156.32 8,653.32

12 497.09 5391.OO 5888.00

74,577.39 80,214.48

合计 5637.09

在“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的形势下，1958 年下半年，合浦人民投入

了万众奔腾，大兴水利，建设南流江的热潮。合浦水库工地工程要大量石头，

采石场急需炸药爆炸石头。因此，经县里领导研究决定，将炮竹生产合作社，

于 7 月 16 日改为“地方国营廉州炮药厂”，以生产炸药，供应南流江水利工地



建设的需要。厂长兼党支部书记是姚池厚。当时社自有流动资金不足一万元，

后来又增拨七万元购买原料。同时，为打开炮竹销路，十月间派员参加广州秋

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争取产品出口。所以，生产上有很大的发展，下半年销售

额 502,315.54 元，是上半年 134m715.37 元的 374％，利润更是大幅度的增长，

上半年利润仅为 26.53 元，转厂后下半年利润 23,138.07 元，是上半年的 872

倍。交纳国家税金 155,737.79 元。现将 1958 年下半年的销售、利润、税金详

列如下：(金额单位：元)

月份 销售额 利润 税金

7
(下半月) 457.65

8 51,111.87 4,603.91

9 33,902.06 467.68

10 96,622.42 2,696.63

11 170,373.37 3,029.45

12 149,847.97 12,340.40

合计 502,315.34 23,138.07 155,737.79

地方国营廉州炮药厂1959年有职工224人(其中女100人)：计生产工人207

人，管理于部 11人，服务人员 6人．全年工资总额 81,636.00 元。

月份 企业管理费 车向人多江资 生产工人工资 合计

1 497.00 174.49 5,677.11 6,348.60

2 497.00 212.34 5,639.14 6,348.48

3 497.Oo (缺数字) 5,363.64

4 497.OO 146.60 5,897.95 6,541.55

5 497.00 107.00 5,905.70 6,509,70

6 497.00 174.69 5,866.11 6,537.80

7 497.00 209.00 5,781.41 6,487.41

8 530.00 169.90 5,971.11 6,671.01

(9 月份以后数字缺)

廉州炮药厂工人工资级别、金额，按不同工种附加的情况，如下：

级别全月工资额 平均每天工

资

制药增加 20％ 搓引增加 10％ 俸磺炭煮硝上药增

加 6％

1级 45.00 1.50 1.80 1.65 1.59

2 级 39.00 1.30 1.56 1.43 1.378

3 级 34.00 1.1333 1.36 1.2466 1.2013

4 级 29.00 O.967 1.1604 1.0637 1.025

5 级 24.00 O.80 0.96 O.88 0.848



6 级 20.00 0.667 O.80 O.7337 0.707

7 级 16.00 0.533 0.6396 0.5863 0.565

8 级 12.00 0.40

廉州炮药厂于 1959 年春由康乐街搬迁到县城南郊瑶上街 1 号。为了发展炮

竹生产，打开炮竹销路，后又将厂名更易为国营合浦炮竹厂。

现在将廉州炮竹 1958 年和 1959 年两年的产值和销售额列表干下，作个对

比：

月份 产值(元)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九年
销售额(元)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九年

1月 73238.47 24048.51 71668.53 17879.19

2 月 43.392.78 27.467.19 35,628.25 56.419.43

3 月 7,558.05 11,279.02 20,732.57 15,397.49

4 月 8,367.82 8.372.18 1.945.31 10,317.99

5 月 26,143.35 2,347.20 2,478.42 13,820.55

6 月 17,955.79 17,861.07 796.68 31,194.91

7 月 7,771.33 15,095.29 2,323.66 24,872.90

8 月 65,988.05 32,041.00 51,111.87 36,871.75

9 月 33,497.89 61,556.00 33,902.06 46,635.41

10月 29,530.87 83,450.00 96,622.48 80,017.37

11月 50,578.29 122,400.00 170,373.37 95,721.67

12月 90,989.09 44,500.00 149,847.97 45,256.85

合计 455,012.38 450,417.46 637,431.17 474,405.51

在利润和税收方面，地方国营廉州炮药厂1959年的利税也仅是十八万多元，

对本县的财税收入来说，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详列如下：

月份

(1959 年)
利润 利润提成 税金

1月 1052.49 47.36 2113.78 元

2 月 344.066 154.83 16386.50

3 月 1991.31 89.61 3650.93

4 月 722.52 32.51 3333.54

5 月 1009.21 45.41 3171.88

6 月 1623.83 73.07 10601.19

7 月 1961.46 88.27 8622.77

8 月 2936.61 132.15 12934.68

9 月 3501.53 157.57 16306.84

10 月 5595.32 251.79 28009.70

11 月 6825.66 307.15 32289.52

12 月 1656.56 74.55 15387.91

合计 32317.16 1454.27 152809.24



以上所列举的资料表明．五十年代期间，具有悠久历史、在东南亚享有盛

誉，一直成为本县大宗出口传统产品的廉州炮竹，由于种种客观的原因，在走

下坡路，生产徘徊不前(据合浦县炮竹厂资料：1958 年产量 2896 箱、产值 624，

900 元；1959 年产量 2508 箱、产植 491,800 元)。正处于“低谷”的地位。直

到 1959 年才开始恢复传统炮竹外销，提供货源给北海对外贸易部门出口，据北

海外贸的统计资料，廉州炮竹 1959 年经香港转销新加坡炮竹 814 箱．金额 3540

美元。

廉州炮竹在迎接六十年代后，逐步开始恢复好转，现在发展到全县有二、

三十间炮竹厂，产值每年数千万元，成为合浦的名牌“拳头”产品，提供税收

逾千万元，是县财政收入的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