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营盘采珠节到首届中国合浦采珠节

吴卢金

营盘是南珠的主要产地，19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属南康管辖。营盘所产

南珠细腻凝重、玉润浑圆、瑰丽多彩，光泽经久不变，自古有“东珠不如西珠，

西珠不如南珠”的说法。

1988 年，我调到营盘乡任党委书记后一直在思考如何发挥这个优势，造福群

众。直到 1992 年 3月初，经过深思熟虑后我在营盘乡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说：“广

东靠‘一瓶水’、云南靠‘一支烟’、贵州靠‘一瓶酒’带动经济的发展。我们营

盘应该靠‘一颗珠——南珠’，通过举办营盘采珠节带动营盘的经济发展。”当年

7月 30 日，应邀参加举办营盘采珠节动员大会的时任北海市委常委、合浦县委书

记沈北海在会上说：“营盘采珠节既是营盘人民的节日，也是合浦 105 万人民的

节日，我支持办好营盘采珠节。”8 月 6日，沈北海带领县四家班子成员和有关部

门负责人到营盘召开现场办公会议，专门讨论采珠节由营盘乡举办还是由合浦县

举办的问题。会上大家踊跃发言，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由合浦县举

办；第二种意见主张由营盘乡举办；我经过权衡利弊提出第三种意见：由合浦县

举办，但在营盘青山头设采珠现场。会议决定由合浦县举办采珠节，名称定为“首

届中国合浦采珠节”（以下简称采珠节），时间定在 12月 8 日—10 日，主会场定

在合浦县城廉州，在营盘青山头设采珠现场。北海市委、市政府对采珠节表示支

持。令人振奋的是，采珠节举办前夕，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邹家华、办

公厅主任温家宝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赵富林为采珠节题词。

经过将近半年的努力，我的“采珠节梦”终于实现了。1988 年 12 月 8 日，

采珠节在合浦县城中山路体育场隆重开幕。县长吴彩珍宣布采珠节开幕，市委常

委、县委书记沈北海致欢迎词，北海市市长帅立国等领导、嘉宾代表讲话祝贺采

珠节开幕。我在现场见证了开幕式盛况。开幕式结束后举行大型群众游行和文艺

表演，热闹非凡。

12月 9日早上，与会的领导、嘉宾等 1000 余人乘坐汽车，从合浦县城出发，

经过南康到达营盘。7时许，车队徐徐开进营盘乡青山头采珠现场。



全体嘉宾入座后，工作人员立即呈上热乎乎的珍珠螺肉粥和营盘特产供嘉宾

品尝。8 时半，副县长叶吉询宣布采珠活动开始，由我致欢迎词。随后，采珠表

演开始。在海上，采珠船上的珠民“扑通”“扑通”潜下海底，采集珠贝；在陆

上，采珠女以优美娴熟的动作，表演开贝取珠，当一颗颗细腻凝重、光润晶莹的

珍珠落人银盘时，引来领导、嘉宾阵阵惊叹。接着，自由采珠开始，嘉宾们个个

都争着试试手气，现场热闹非凡。沈北海亲手剖开 10 个珠贝，获得 8 颗珍珠，

引来阵阵掌声。香港某公司董事长叶长三也挑选 10个珠贝，剖开获得 9颗珍珠，

他赞不绝口：“一个乡镇能办出这么一个高水平、成功、大型的活动现场，真想

不到！”10时半，采珠活动结束，领导、嘉宾乘车到白龙珍珠古城参观并欣赏电

影《刘三姐》中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即兴演唱的《多谢了》等山歌。10日晚上，

在合浦县城汽车大修厂广场举行采珠节闭幕式及烟花晚会，采珠节圆满落幕。

通过应邀参加采珠节的国内外 808 名嘉宾，特别是新闻界的编辑、记者的大

力宣传，起到了让世界了解合浦、营盘，让合浦、营盘走向世界的作用，极大地

提高了合浦、营盘的知名度。

通过举办采珠节，合浦县和营盘乡的经济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采珠节期间，

全县签订合同的三资企业 11 个，投资总额 2280 万美元，分别比前 10 年总和增

加 56%和 290%；签订意向书的三资企业 27个，投资总额 1.13 亿美元；签订意向

书的内联企业 5 个，投资总额 823 万美元；签订意向书的外联企业 17个，投资

总额 9.69 亿美元；对外贸易洽谈、展销、订货成交额 521.8 万美元，商品交易

展销额 485.5 万美元。1992 年，营盘乡海产品总量 3 万吨，其中海洋捕捞 2.3

万吨；企业生产总产值 1.03 亿元，总收入 1.2 亿元；全乡财政收入 185 万元，

人均纯收入 1086 元；珍珠养殖户（场）增加到 700 多户（场），比上年增加近 300

户（场），增长 30%；珍珠养殖面积 666.67 公顷，比上年增加 200 公顷；珍珠插

贝超过 3000 万只；珍珠产量 2230 千克，比上年增长 48.6%，创历史纪录；从事

珍珠加工和经营的商户增加到 50 多户，珍珠产品远销国内外。同年，南康的社

会经济受采珠节的拉动也取得显著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