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历史沿革和自然环境

第一节 历史沿革

誉为南珠之乡的营盘镇为合浦县东南沿海的一个边防重镇，是驰誉于世的南珠产地。七大

古珠池，大部分分布在其海域。明、清两代该镇是海防要地，是右营把总专防地盘，故名营盘。

营盘古为百粤（越与粤通）之地，属百粤中之骆粤。秦始皇平定百粤，设南海、桂林、象

郡，营盘属象郡辖地。两汉时属合浦郡合浦县辖地。三国建安十五年（公元 210 年），营盘仍

属合浦郡合浦县地。黄武七年（公元 228 年）划出合浦县南境设置珠官县，是时营盘属珠官县

辖地。西晋太康元年（公元 281 年）仍属合浦郡珠官县地。南朝宋公元 420 年属合浦郡珠官县

辖地。南朝齐建元之年（公元 479 年）属合浦县郡珠官县地。南朝梁、陈时，营盘合浦郡合浦

县地。隋大业三年（公元 607 年）属合浦郡合浦县辖地。唐贞观八年置廉州，营盘属廉州合浦

县。五代时，属廉州盐场县辖地。南汉大宝五年（公元 960 年），后主刘鋹在海门镇（今廉州

镇）设媚川都，置兵八千，专管采珠事。宋开宝五年（公元 972 年），属廉州石康县。太平兴

国八年（公元 983 年），撤销廉州、改设太平军，营盘属太平军石康县辖地。成平元年（公元

998 年）撤销太平军，复设廉州恢复合浦县。营盘属廉州合浦县。元至元十五年（公元 1278

年）属廉州路合浦县．明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改廉州路为廉州府，营盘属廉州府合浦县。

清营盘属廉州府合浦县。民国时期，营盘属合浦县辖。1930 年营盘属第八区专员公署合浦县

辖。1949 年属三区婆围乡。1950 年属三区婆围乡、白龙乡。1952 年分为白东乡，石村分白龙

乡、鹿塘乡、火禄乡第五区辖。1954 年-1956 年属婆围区辖。1957 年撤区并乡，营盘属婆围

乡，是年 12 月设营盘渔民镇，属县辖。1958 年，属南康公社辖。1959 年成立营盘公社，驻地

今营盘镇驻地。1961 年体制调整，分设为营盘、婆围、珠城（白龙）三个公社，属南康区辖。

1963 年营盘、婆围、珠城三个公社合并为营盘公社。1984 年为营盘乡、1993 年 4 月将营盘乡

改为营盘镇。

第二节 行政区划

营盘镇现属北海市合浦县，在北海铁山港工业区内。全镇有 15 个村公所，84 个村委会，

315 个自然村( 327 个生产队)，13109 户，61152 人。总面积 105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45150

亩。

川江村公所

川江村公所，位于营盘镇的东端。东北面与南康镇接壤，南临北部湾海。总面积 11.1 平

方公里。海岸线总长 4公里。距营盘镇政府 l6 公里。全村公所管辖 8个村委会，25 个生产队，

11 个自然村总共 926 户，人口 4198 人。



耕地总面积 2999 亩。其中水田 1267 亩，坡地 l732 亩。主要种植水稻、木薯、红薯、花

生、芝麻等。1992 年粮食总产量 87.7 万公斤。1902 年末生猪存栏量 1590 头，养有耕牛 800

头。

该村公所属半渔半农地区。渔业主要是以浅海捕捞和养殖为主。养殖业主要以养殖珍珠为

主。采珠节后，该村的珍珠养殖业发展较快，1993 年，全村办珍珠养殖场 48 个，养殖户数 65

户，从业人员 195 人，养殖面积 720 亩，养殖珠贝 1000 多万只。

该村交通便利，全村公所 11 个自然村均有 6米宽的道路相通。

该村经济发展较快，1992 年全村总收入 491 万元，人均收入 1170 元。全村有摩托车 22

辆，手扶拖拉机 l 3 台，打谷机 12 台，渔船 7艘，黑白电视机 270 台，自行车 1300 辆，缝纫

机 405 台，收录机 255 台。

有小学一所，教职员工 19 人，学生 460 人。有卫生所 1间，医务人员 2人。

黄稍村公所

黄稍村公所，位于营盘镇以东 9公里的海岸线上，在彬定和彬塘两村公所之间。最早是一

个姓黄名稍的人到此定居，因土匪猖獗，他已远走别处，后人到此居住，沿用黄稍之名。总面

积 20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3947 亩，水田 601 亩，坡地 3346 亩。共有 14 个自然村，总人

口 4536 人。

该村村民主要从事渔业、农业和养殖业。农业主要种植水稻、木薯、花生、芝麻等。渔业

主要从事浅海捕捞和海水养殖业。其中珍珠养殖尤为发达。1993 年共有珍珠养殖场 178 个，

养殖户 245 户，从业人员 813 人，养殖面积 2692 亩，养贝 3566 万只。

该村经济发展迅速，属营盘镇第二富裕村，1992 年全村总收入 980 多万元，人均收入 2137

元。是 1977 年的 30 倍。目前，该村有百万元户 2户，10 万元户 40 多户。全村现有摩托车 45

辆，拖拉机 22 台，渔船 87 艘，彩电 40 台，黑白电视机 280 台，自行车 2500 辆，缝纫机 300

台，收录机 600 台，建有楼房 14 幢。

该村经济发展前景极其广阔，海水养殖得天独厚，适宜养殖珍珠、文蛤的海域面积有 4000

亩，而且水陆交通方便。海路东南可直达湛江、海南；西南至北海、防城。陆路可连接铁山港

大道。此地是合浦南珠的主要产地之一。沙粗、水清，是养殖珍珠、文蛤的天然良地。广西区

珍珠公司合浦基地就设在该村海域内。

有联办中学一所，村办小学一所，教职员工 61 人，在校的中小学生 1257 人。其中该村的

联办中学是全国“勤工俭学”的先进单位。有卫生站 1个，医务人员 2人。

彬定村公所

彬定村公所位于营盘镇的东部，总面积 7.1 平方公里。距营盘镇政府 12 公里。全村公所

下辖 4个村委会，17 个生产队，共有 10 个自然村，788 户，人口 3446 人。



全村公所耕地总面积 1038 亩，其中水田 30 亩，旱地 8 58 亩，坡地 150 亩。主要种植木

薯、甘蔗。1992 年粮食总产量 19.4 万公斤；木薯总产量 1082 万公斤，甘蔗总产量 13 万公斤；

花生总产量（干）4000 公斤，生猪存栏量 1560 头，养有耕牛 354 头，实有林地面积 1500 亩。

村办企业有珍珠养殖场 50 个，养殖面积 1382 亩，养殖户 70 户，从业人员 412 人。1993

年养殖珠贝 1600 多万只。1992 年全村公所总收入 413.52 万元，人均收入 1200 元。有拖拉机

10 台，摩托车 27 辆。四级公路从镇政府直通该村公所。全村村民均用上西津电。

全村公所有小学 1所，教职员工 23 人，在校学生 630 人。有卫生站 3个，医务人员 5人。

彬塘村公所

彬塘村公所位于营盘镇的东北部，总面积 10 平方公里，距营盘镇政府 5公里。此村住宅

原建在一口池塘边，彬与滨谐音，故名彬塘。该村公所管辖 7个村委会，18 个生产队，共有 7

个自然村，163 户，人口 491 3 人。

该村公所耕地总面积 2310 亩，其中水田 792 亩，旱田 273 亩，坡地 1245 亩。主要种植水

稻、红薯、花生、木薯。1992 年粮食总产量 69.1 万公斤，木薯总产量 191 万公斤，花生总产

量 3万公斤，各种海产品产量 69.2 万公斤。年末生猪存栏量 2500 头，养有耕牛 341 头。实有

林地面积 1575 亩。

该村大部分劳力主要从事渔业和珍珠养殖业。1993 年共有珍珠养殖场 439 个，养殖户 578

户，从业人员 1770 人，养殖面积 2692 亩，养贝 8519 万只，珍珠产量 1000 公斤。

该村经济发展迅速，属营盘镇首富村。1992 年全村总收入为 2470 万元，人均收入 2300

元。村中有百万元户 3户，10 万元以上有 50 多户；全村有拖拉机 8台，摩托车 100 辆，大小

机船 29 艘，该村交通便利，四级公路直达该村公所的各个自然村。

该村经济发展前景广阔，海水养殖条件良好。适宜养殖珍珠、文蛤的海域面积约 5000 多

亩，是合浦南珠的主要产地之一，营盘镇的珍珠养殖场大多数设在该村公所的海域上。该村还

是一个旅游胜地，这里的青山头海滩，青山绿水，滩长沙柔，风景宜人，有“南方北戴河”之

称。

有村办小学一所，教职员工 28 人，在校学生 714 人。有卫生站 2个，医务人员 3人。

婆围村公所

婆围村公所，位于营盘镇驻地东北 6公里，相传此地有一寡妇，家有钱财，投资在此围垦

一垄田种水稻，故名。全村公所海岸线总长 2公里，总面积 1800 亩，其中耕地 664 亩，水田

512 亩，直达湛江、海南；西南至北海、防城。陆路可连接铁山港大道。此地是合浦南珠的主

要产地之一。沙粗、水清，是养殖珍珠、文蛤的天然良地。广西区珍珠公司合浦基地就设在该

村海域内。

有联办中学一所，村办小学一所，教职员工 61 人，在校的中小学生 1257 人。其中该村的



联办中学是全国“勤工俭学”的先进单位。有卫生站 1个，医务人员 2人。

彬定村公所

彬定村公所位于营盘镇的东部，总面积 7.1 平方公里。距营盘镇政府 12 公里。全村公所

下辖 4个村委会，17 个生产队，共有 10 个自然村，788 户，人口 3446 人。

全村公所耕地总面积 1038 亩，其中水田 30 亩，旱地 8 58 亩，坡地 150 亩。主要种植木

薯、甘蔗。1992 年粮食总产量 19.4 万公斤；木薯总产量 1082 万公斤，甘蔗总产量 13 万公斤；

花生总产量（干）4000 公斤，生猪存栏量 1560 头，养有耕牛 354 头，实有林地面积 1500 亩。

村办企业有珍珠养殖场 50 个，养殖面积 1382 亩，养殖户 70 户，从业人员 412 人。1993

年养殖珠贝 1600 多万只。1992 年全村公所总收入 413.52 万元，人均收入 1200 元。有拖拉机

10 台，摩托车 27 辆。四级公路从镇政府直通该村公所。全村村民均用上西津电。

全村公所有小学 1所，教职员工 23 人，在校学生 630 人。有卫生站 3个，医务人员 5人。

彬塘村公所

彬塘村公所位于营盘镇的东北部，总面积 10 平方公里，距营盘镇政府 5公里。此村住宅

原建在一口池塘边，彬与滨谐音，故名彬塘。该村公所管辖 7个村委会，18 个生产队，共有 7

个自然村，163 户，人口 491 3 人。

该村公所耕地总面积 2310 亩，其中水田 792 亩，旱田 273 亩，坡地 1245 亩。主要种植水

稻、红薯、花生、木薯。1992 年粮食总产量 69.1 万公斤，木薯总产量 191 万公斤，花生总产

量 3万公斤，各种海产品产量 69.2 万公斤。年末生猪存栏量 2500 头，养有耕牛 341 头。实有

林地面积 1575 亩。

该村大部分劳力主要从事渔业和珍珠养殖业。1993 年共有珍珠养殖场 439 个，养殖户 578

户，从业人员 1770 人，养殖面积 2692 亩，养贝 8519 万只，珍珠产量 1000 公斤。

该村经济发展迅速，属营盘镇首富村。1992 年全村总收入为 2470 万元，人均收入 2300

元。村中有百万元户 3户，10 万元以上有 50 多户；全村有拖拉机 8台，摩托车 100 辆，大小

机船 29 艘，

该村交通便利，四级公路直达该村公所的各个自然村。

该村经济发展前景广阔，海水养殖条件良好。适宜养殖珍珠、文蛤的海域面积约 5000 多

亩，是合浦南珠的主要产地之一，营盘镇的珍珠养殖场大多数设在该村公所的海域上。该村还

是一个旅游胜地，这里的青山头海滩，青山绿水，滩长沙柔，风景宜人，有“南方北戴河”之

称。

有村办小学一所，教职员工 28 人，在校学生 714 人。有卫生站 2个，医务人员 3人。



婆围村公所

婆围村公所，位于营盘镇驻地东北 6公里，相传此地有一寡妇，家有钱财，投资在此围垦

一垄田种水稻，故名。全村公所海岸线总长 2公里，总面积 1800 亩，其中耕地 664 亩，水田

512 亩，坡地 152 亩。主要种植水稻、红薯、木薯、花生、芝麻等。全村公所下辖 2个村委会，

总人口 759 人。

主要以农业为主，村办企业主要有铁器加工。1992 年全村总收入是 65 万元，人均收入 855

元。目前，全村有摩托车 7辆，拖拉机 3台，碾米机 4 台，耕牛 218 头，彩电 10 台，黑白电

视机 55 台，自行车 240 辆，缝纫机 106 台，建有楼房 30 幢。

该村发展前景广阔，高岭土资源丰富，可开发办砖瓦厂。并有 40 多亩荒地可搞淡水立体

养殖。珍珠养殖面积亦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该村有小学一所，教职员工 6人，在校学生 98 人。有卫生所 1间，医务人员 1人。

塘仔村公所

塘仔村公所，位于营盘镇东北 6公里处。总面积为 2.4 平方公里，总共有 5个自然村，总

人口 2113 人。耕地 2000 多亩，其中水田 1189 亩，坡地 1370 亩。主要农作物有水稻、木薯、

花生、芝麻等。年产粮 93.1 万公斤，其中水稻年产量 86.3 万公斤。

该村的村民除了以农为主外，还兼营建筑业，开办砖瓦厂。1992 年全村人均收入 648 元。

现有摩托车 15 辆，拖拉机 7台，耕牛 600 头，彩电 10 台，黑白电视机 40 台，自行车 950 辆，

缝纫机 100 台，收录机 200 台，手表 1000 只，楼房 3幢。

该村的矿产资源主要有高岭土。

该村 1991 年前交通比较闭塞，1992 年，镇政府修通了营盘至塘仔公路，解决了该村公所

交通长期闭塞的问题。

有村办小学 1所，教职员工 12 人，在校学生 310 人；有卫生站 1个，医务人员 1人。

盐灶村公所

盐灶村公所，位于营盘镇东北面，东与青山头隔港相望，南面是青山头海堤，西邻彬畔村

公所，北与南康镇接壤。总面积为 8.5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 3000 多亩，水田 1589 亩，坡地

2024 亩，共有 8个自然村，总人口为 2900 人。

该村公所渔农并举，主要种植水稻、红薯、木薯、花生、甘蔗、芝麻等，年产粮食 103

万公斤。渔业主要有浅海捕捞和海水养殖。主要海产品有鱿鱼、墨鱼、大虾、沙虫等。

1992 年，镇政府修通了营盘至盐灶、塘仔公路，解决了该村公所交通长期闭塞的问题。

该村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1978 年全村人均收入 360 元，1992 年人均收入 820 元。全村

公所现有摩托车 26 辆，拖拉机 38 台，渔船 18 艘，耕牛 680 头，彩电 56 台，黑白电视机 320



台，电冰箱 12 台，自行车 1260 辆，缝纫机 450 台，收录机 380 台，楼房 6幢。

矿产资源主要有高岭土、钛铁矿、石英砂。村办企业主要有砖瓦厂、海水养殖业。

有村办小学 1所，教职员工 20 人，在校学生 405 人。有卫生站 1个，医务人员 2人。

石村村公所

石村村公所位于营盘镇的北面，总面积 8.64 平方公里，距营盘镇政府 10 公里。相传此村

的祖先到此地定居时，抬来一块石碑，成村后，取名石村。全村公所下辖 8 个村委会，21 个

生产队，共有 8个自然村，816 户，人口 3695 人。

以农业为主，耕地总面积 4666 亩，其中水田 300 亩，早地 2366 亩，坡地 2000 亩，主要

种植水稻、木薯、甘蔗、红薯。1992 年粮食总产量 48.8 万公斤，木薯总产量 382 万公斤，甘

蔗总产量 1.3 万吨；干花生总产量 60 吨。生猪存栏量 2448 头，养有耕牛 1632 头，实有林地

面积 2900 亩。

村办企业有炮竹厂、珍珠厂、淀粉厂、砖瓦厂等。从业人员 300 人。1992 年全村公所总

收入 332.55 万元，人均收入 1000 元。有拖拉机 185 台，摩托车 20 辆。

交通便利，电力充足。营盘镇至合浦的公路从该村中间通过，8个村委均有四级公路直达。

全村村民均使用上西津电。

该村有小学 2所，教职员工 26 人，在校学生 601 人；有卫生站 4个，医务人员 8人。

彬畔村公所

彬畔村公所，位于石村、营盘两个村公所之间，总面积 4.4 平方公里，距营盘镇政府 4

公里。公路横过村境，交通十分方便。该村共 7个自然村，总人口 3820 人。耕地 4860 亩，其

中水田 500 亩，坡地 4360 亩，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甘蔗、木薯等。年产粮 55.3 万公斤。

该村地域平坦，但水源较缺，旱坡地较多，农业主要是以种植旱地作物为主。这里的村民

除以农为主外，还从事建筑业、运输业 0 1992 年全村人均收入 680 元。该村现有摩托车 18

辆，拖拉机 72 台，打谷机 8台，耕牛 620 头，彩电 30 台，黑白电视机 230 台，电冰箱 8台，

自行车 1250 辆，缝纫机 320 台，收录机 300 台，新建楼房 7幢。

该村经济发展前景较广阔，有丰富的高岭土资源。1993 年，营盘镇在该村兴建了一个企

业城，进行综合性的生产。

有村办小学 2所，教职员工 17 人，在校学生 423 人。有卫生站一个，医务人员 3人。

营盘村公所

营盘村公所，位于营盘镇的所在地。此地是明、清两代的海防要地，是右营把总专防地盘，

故名营盘。总面积 2平方公里。全村公所下辖 3个村委会，22 个生产队，9个自然村，总人口

4235 人。



该村公所土地平坦，耕地总面积 1467 亩，其中水田 473 亩，坡地 994 亩。主要种植水稻、

红薯、木薯、花生、芝麻等。以渔业为主，村中的男人均出海捕鱼。全村有渔船 219 艘，年捕

捞量达 4900 吨。主要海产品有鱿鱼、墨鱼、沙虫、大虾、螃蟹、贝类等。这里的海域以盛产

大虾著称，三分之二的渔船都从事捕虾作业。日产大虾 2000 公斤左右。

村办企业有海产加工业、饮食业、造船业。1992 年全村人均收入达 1420 元，是营盘镇富

裕村之一。全村有渔船 219 艘，摩托车 15 辆，拖拉机 3台，耕牛 120 头，彩电 90 台，黑白电

视机 80 台，自行车 1200 辆，缝纫机 350 台，收录机 70 台，建有楼房 22 幢。

交通便利，通迅便捷，电力充足。该村有一条四级公路通过，可直达本镇各村公所及北海、

合浦等地。全村公所的 9个自然村均有 5米宽的道路与本村的四级公路连通。有 8户人家安装

了程控电话。所有的住户均用上西津电。

有小学一所，幼儿园 1 所，教职员工 48 人，学生 1152 人。有卫生所 1 间，医务人员 2

人。

白东村公所

白东村公所，位于营盘镇以西 2.5 公里处的海岸线上，在六塘、营盘两村公所的中间。海

岸线总长 3.5 公里。总面积 6.4 平方公里。全村公所下辖 13 个自然村，人口 4913 人。

该村公所地处海滨，海岸线较长，境内土地平坦，属沿海台地。耕地总面积 2928 亩，其

中水田 240 亩，坡地 2688 亩。农作物主要有水稻、木薯等。1992 年粮食总产量 39.6 万公斤。

该村公所以渔业为主，拥有捕捞机船 113 艘，深浅海作业全部实现机械化。主要海产品有

鱿鱼、墨鱼、花蟹、章鱼、沙虫等。

村办企业有建筑业、养殖业、海产加工业、食品加工业、木器制造业、运输业。1992 年

人均总收入 1166.9 元。该村有摩托车 20 辆，拖拉机 17 台，打谷机 13 台，耕牛 663 头，彩电

100 台，黑白电视机 400 台，自行车 2000 辆，缝纫机 500 台，收录机 1000 台，楼房 20 幢。

有小学一所，幼儿园 1所，教职员工 39 人，在校学生 766 人。有卫生所 1间，医务人员

2人。

六塘村公所

六塘村公所，位于营盘镇西面。北与石村村公所相邻，东与白东村公所接壤，南临北部湾

海。总面积 3平方公里，距营盘镇政府 4 公里。全村公所管辖 7个村委会，32 个生产队，11

个自然村，1336 户，人口 6330 人。

该村村公所地处海滨，海岸线长 5 公里。境内土地平坦，属沿海台地。耕地总面积 3371

亩，其中水田 749 亩，旱地 122 亩，坡地 250 亩，其他 2150 亩。农作物有：水稻、木薯、甘

蔗、花生、芝麻等。1992 年粮食总产量 72 万公斤，木薯产量 36 万公斤，甘蔗总产量 112 万

公斤，花生总产量 3400 公斤（干）。生猪存栏量 1955 头，养有耕牛 256 头。



村办企业以渔业为主，拥有捕捞机船 343 艘，总马力 2693 瓩。深海作业全部实现机械化。

另有浅海捕捞的竹筏 55 张。主要海产品有鱿鱼、墨鱼、花蟹、章鱼、虾、沙虫等。1992 年各

种海产品产量 359 万公斤。

村办企业有建筑队、沙蟹酱厂。1992 年该村总收入 1291.471 万元，人均收入 1143 元。

有汽车 3辆，手扶拖拉机 5台。

有小学一所，教职员工 29 人，学生 1046 人。有卫生所 3间，医务人员 8人。

火禄村公所

火禄村公所，位于营盘镇以西 10 公里处的海岸线上，在能村、六塘两村公所之间。海岸

线长 3.5 公里，总面积 25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 3613 亩，水田 1589 亩，坡地 2024 亩，共有

13 个自然村，总人口 5692 人。

该村公所是渔米之乡。农业主要种植水稻、红薯、木薯、花生、芋头、甘蔗等，年产粮

97.9 万公斤。渔业主要有深海捕捞，有渔船 116 艘。主要海产品有鱿鱼、墨鱼、石斑鱼、大

虾、沙虫等。

交通便利，经济发展迅速。1978 年全村人均收入 122 元，1992 年全村人均收入 818 兀。

现有摩托车 18 辆，拖拉机 13 台，渔船 116 艘，耕牛 2000 头，彩电 15 台，黑白电视机 150

台，自行车 450 辆，缝纫机 400 台，楼房 30 幢。该村有丰富的高岭土资源。

有村办小学一所，教职员工 29 人，在校学生 765 人。有卫生站 1个，医务人员 2人。

能村村公所

能村村公所位于营盘镇西面 11 公里处的海岸线上，在白龙、火禄两村公所之间。海岸线

长 5公里，总面积 25 平方公里，辖 2个村委会，21 个生产队，6个自然村。总人口 3244 人。

耕地面积 2300 亩，其中水田 927 亩，坡地 5700 亩。主要农作物有水稻、木薯、花生、红薯、

甘蔗等。1992 年粮食总产量 60.6 万公斤。

该村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1960 年人均收入 30 元，1978 年人均收入

130 元，1992 年人均收入 573 元。全村公所现有摩托车 20 辆，拖拉机 23 台，渔船 4艘，电冰

箱 4台，自行车 1800 辆，缝纫机 300 台，收录机 200 台，电视机 300 台。

交通便利。四级公路通过境内，可直达本镇各村公所及北海、合浦等地，全村公所 6 个自

然村均有 5米宽的道路相通，全村公所的群众都用上了西津电。

有小学一所，教职员工 14 人，在校学生 338 人。有卫生所 1间，医务人员 2人。

白龙村公所

白龙村公所，位于营盘镇的西端，西与福城镇相邻，东与能村村公所接壤，南临大海。总

面积 5平方公里，距营盘镇驻地 13 公里。全村公所管辖 4 个村委会，23 个生产队，8个自然



村,860 户，人口 3978 人。

该村公所地处海滨，海岸线长 5公里。耕地总面积 2808 亩，其中水田 1103 亩，坡地 1089

亩，其他 616 亩。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红薯、木薯、花生、甘蔗等。1992 年粮食总产量 94.5

万公斤，年末生猪存栏量 1650 头，养有耕牛 600 头。全村总收入 492 万元，人均收入 666 元。

世界著名的珍珠城遗址在境内，“珠还合浦”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该村遍地的珠贝壳（地

下深至 3-4 米），当年监采珍珠的太监坟，以及宁海寺，天妃庙的断头龟、碑石和古椿树都在

境内。可见白龙珍珠生产历史之悠久。目前，有关单位已把珍珠城列为旅游景点，并在该村公

所的海滩上建立“中国国际金滩旅游城”，该旅游城辟有：“珍珠生产”、“加工基地”、“海上商

业服务网点”和“海上游乐场”、“珍珠迷宫”等 24 个景点，成为诱人的旅游热点。到此旅游，

既可以参观珍珠生产、加工情况，品尝珍珠贝肉，又可以浏览珠乡沿海的风光。

有小学一所，中学一所，教职员工 38 人，在校中小学生 836 人。有卫生所 1 间，医务人

员 2人。

第三节 党政机构

营盘镇党政机构沿革

名 称 所 辖 范 围 时 间

中共合浦县第七区委

员会第七区区公所

川江、彬定、黄稍、婆围、营盘、火禄、白东、

六塘、白龙、石头埠

1953 年 3 月－

1955 年 11 月

中共合浦县婆围区委

员会、婆围区政府

川江、彬定、黄稍、婆围、营盘、白东、六塘、

火禄、白龙、盐灶

1955 年 11 月－

1957 年 9 月

中共婆围乡委员会、婆

围乡政府

川江、彬定、黄稍、婆围、营盘、白东、六塘、

火禄、白龙、盐灶

1957 年 9 月－

1958 年 11 月

南康公社辖区 婆围、营盘、白龙
1958 年 11 月－

1959 年 5 月

中共营盘公社委员会、

营盘公社管委会

川江、彬定、黄稍、婆南、盐灶、营盘、白东、

六塘

1959 年 5 月－

1961 年 3 月

中共营盘公社委员会、

营盘公社管委会 后

改为：中共婆围公社委

员会、婆围公社管委会

低路、盐灶、老鸦龙、营盘、旱田、白东、民升、

六塘生产大队及草墩、黑坭、建设三个渔业队

南乐、陂头，川江、百班、彬定、陇村、黄稍、

啄罗、婆北、北埇、斑鸠埇、塘仔

1961 年 3 月－

1963 年 1 月

中共白龙公社委员会

白龙公社管委会

火禄、能村、白龙、畔塘、山梓、端田、古城、

竹林、官屋

1961 年 3 月－

1963 年 1 月

中共营盘公社委员会

营盘公社管委会

川江、彬定、黄稍、婆围、塘仔、盐灶、营盘、

白东、六塘、火禄、能村、白龙、彬塘、石村、

彬畔

1963 年 1 月－

1967 年 2 月



名 称 所 辖 范 围 时 间

营盘公社抓革命促生

产指挥部（由公社人民

武装部总管）

川江、彬定、黄稍、婆围、塘仔、盐灶、营盘、

白东、六塘、火禄、能村、白龙、彬塘、石村、

彬畔

1967 年 2 月－

1968 年 4 月

营盘公社革命委员会

（当时无党委）

川江、彬定、黄稍、婆围、塘仔、盐灶、营盘、

白东、六塘、火禄、能村、白龙、彬塘、石村、

彬畔

1968 年 4 月－

1970 年 11 月

中共营盘公社委员会

营盘公社革命委员会

川江、彬定、黄稍、彬塘、婆围、塘仔、盐灶、

营盘、白东、六塘、火禄、能村、白龙、石村、

彬畔

1970 年 12 月－

1980 年 11 月

中共营盘公社委员会

营盘公社管委会

川江、彬定、黄稍、彬塘、婆围、塘仔、盐灶、

石村、彬畔、营盘、白东、六塘、火禄、能村、

白龙

1980 年 11 月－

1984 年 9 月

中共营盘乡委员会、营

盘乡政府

川江、彬定、黄稍、彬塘、婆围、塘仔、盐灶、

石村、彬畔、营盘、白东、六塘、火禄、能村、

白龙

1984 年 9 月－

1988 年 10 月

中共营盘乡委员会、营

盘乡政府 后改为中

共营盘镇委员会、营盘

镇政府

川江、彬定、黄稍、彬塘、婆围、塘仔、盐灶、

石村、彬畔、营盘、白东、六塘、火禄、能村、

白龙

1988 年 10 月－

1993 年 6 月

1993 年 4 月改称

营盘镇党委领导人沿革

姓 名 职 务 机 构 名 称 时 间

黄俊英 书 记

中共合浦县第七区委员会

1952 年 2 月－1955 年 2 月

陈应南 副书记 1954 年 10 月－1956 年 6 月

刘仕就 副书记 1954 年 1 月－1955 年 2 月

陈肇明 第二书记 1955 年 4 月－1956 年 8 月

陈应南 第一书记 1955 年 6 月－1955 年 11 月

陈应南 第一任书记
中共合浦县婆围区委员会

1955 年 11 月－1956 年 3 月

姚仕厚 第二任书记 1957 年 6 月－1957 年 9 月

姚仕厚 书 记

中共婆围乡委员会

1957 年 10 月－1958 年 11 月

郑普德 副书记 1958 年 5 月－1958 年 9 月

李子满 副书记 1958 年 5 月－1958 年 11 月

莫立敬 第一书记

中共营盘公社委员会

1959 年 7 月－1960 年 2 月

陈发轩 副书记 1959 年 6 月－1961 年 3 月

欧 松 副书记 1959 年 6 月－1961 年 3 月

陈兆广 代理第一书记 1960 年 3 月－1961 年 3 月



姓 名 职 务 机 构 名 称 时 间

林其美 副书记

中共营盘公社委员会

1960 年 1 月－1961 年 2 月

劳德生 副书记 1960 年 10 月－1961 年 3 月

吴家源 副书记 1960 年 10 月－1961 年 3 月

陈兆广 书 记

中共营盘公社委员会

1961 年 3 月－1961 年 7 月

陈发轩 代理书记 1961 年 7 月－1961 年 9 月

陈发轩 书 记 1961 年 9 月－1963 年 1 月

周怀煊 副书记 1961 年 2 月－1963 年 1 月

吴家源 副书记 1961 年 3 月－1963 年 1 月

欧松 书 记

中共婆围公社委员会

1961 年 3 月－1961 年 7 月

罗纪槐 代理书记 1961 年 7 月－1961 年 11 月

罗纪槐 书 记 1962 年 4 月－1963 年 1 月

劳德生 副书记 1961 年 5 月－1963 年 1 月

敖庆祯 副书记 1961 年 11 月－1962 年 3 月

苏毓廷 书 记

中共白龙公社委员会

1961 年 3 月－1962 年 3 月

李休祥 代理书记 1962 年 3 月－1963 年 1 月

陈继权 副书记 1961 年 3 月－1963 年 1 月

欧毓添 副书记 1961 年 7 月－1963 年 1 月

陈兆广 书 记

中共营盘公社委员会

1963 年 1 月－1966 年 5 月

农 民 副书记 1963 年 3 月－1965 年 6 月

劳德生 副书记 1963 年 3 月－1966 年 2 月

陈发轩 副书记 1965 年 11－1967 年 2 月

许平志 书记

中共营盘公社委员会

1970 年 12 月－1974 年 3 月

梁启坚 副书记 1971 年 10 月－1973 年 3 月

许家馥 副书记 1976 年 11 月－1977 年 8 月

花肇松 副书记 1976 年 11 月－1980 年 11 月

伍作琛 书 记 1974 年 5 月－1980 年 11 月

伍作琛 书 记

中共营盘公社委员会

1980 年 11 月－1984 年 9 月

花肇松 副书记 1980 年 4 月－1982 年 7 月

许家馥 副书记 1983 年 3 月－1984 年 9 月

许家馥 书 记

中共营盘乡委员会

1984 年 3 月－1986 年 4 月

温启美 副书记 1984 年 9 月－1987 年 8 月

苏茂才 副书记 1984 年 9 月－1987 年 8 月



姓 名 职 务 机 构 名 称 时 间

庞 龙 副书记

中共营盘乡委员会

1984 年 10 月一 1988 年 10 月

蔡 超 书 记 1986 年 5 月－1988 年 10 月

谢 毅 副书记 1987 年 9 月－1988 年 10 月

吴卢金 书 记

中共营盘乡委员会

1988 年 10 月－1993 年 6 月－

谢 毅 副书记 1988 年 10 月－1990 年 10 月

吴礼旺 副书记 1988 年 10 月－1993 年 6 月

庞芳宏 副书记 1989 年 4 月－1993 年 6 月

庞 龙 副书记 1988 年 10 月－1990 年 10 月

曾明初 副书记 1990 年 10 月－1993 年 6 月

潘萌业 副书记 1991 年 4 月－1993 年 6 月

苏永文 副书记 1992 年 5 月－1993 年 6 月

说明：1967 年 2 月至 1968 年 4 月成立营盘公社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当时党政机关瘫痪，由武装部总管。

1968 年 4 月至 1970 年 11 月成立营盘公社革命委员会（无党委）。

营盘镇政府领导人沿革

姓 名 职 务 机 构 名 称 时 间

杨永添 区 长

合浦县第七区

1954 年 11 月－1955 年 11 月

莫立敬 副区长 1953 年 3月－1953 年 12 月

罗尧兴 副区长 1953 年 3月－1955 年 11 月

杨永添 区 长
婆围区政府

1955 年 11 月－1956 年 3 月

李子满 区 长 1956 年 7 月－1957 年 9 月

李子满 乡 长
婆围乡政府

1956 年 5月－1958 年 11 月

吴家源 副乡长 1957 年 9月－1958 年 11 月

吴家源 副社长 营盘公社管委会 1959 年 6月－1960 年 12 月

吴家源 社 长
营盘公社管委会、婆围公社管委会

1961 年 3 月－1963 年 1 月

农 民 社 长 1961 年 11 月－1963 年 1 月

孙益坚 副社长

营盘公社管委会、婆围公社管委会

1961 年 11 月－1963 年 1 月

谢振发 副社长 1961 年 7 月－1963 年 1 月

温远庭 副社长 1961 年 11 月－1963 年 1 月

陈继权 社 长

白龙公社管委会

1961 年 3 月－1963 年 1 月

姚福异 副社长 1961 年 7 月－1963 年 1 月

郑元芬 副社长 1961 年 7 月－1963 年 1 月

陈发轩 社 长

营盘公社管委会

1963 年 1 月－1967 年 2 月

敖庆祯 副社长 1966 年 8 月－1967 年 2 月

周煊耀 副社长 1963 年 2 月－1967 年 2 月

孙益坚 副社长 1963 年 5 月－1964 年 6 月



姓 名 职 务 机 构 名 称 时 间

陈兆广 主 任

营盘公社革命委员会

1968 年 4 月－1970 年 5 月

许平志 主 任 1970 年 6月－1970 年 12 月

吴家源 副主任 1968 年 4月－1970 年 11 月

许平志 主 任

营盘公社革命委受会

1970 年 12 月－1974 年 2 月

朱其超 主 任 1974 年 3 月－1976 年 9 月

伍作琛 主 任 1976 年 9月－1980 年 10 月

许家馥 副主任 1971 年 7月－1977 年 10 月

敖庆祯 副主任 1971 年 7月－1977 年 10 月

林文明 副主任 1971 年 7 月－1975 年 6 月

王国芳 副主任 1974 年 3 月－1976 年 9 月

吴家源 副主任

营盘公社革命委员会

1970 年 12 月－1971 年 9 月

魏益光 副主任 1975 年 9月－1978 年 10 月

劳德生 副主任 1977 年 7月 1980 年 10 月

杨家才 副主任 1978 年 5月－1980 年 10 月

谢 毅 副主任

营盘公社革命委员会

1978 年 1月－1980 年 10 月

周怀煊 副主任 1979 年 3 月－1980 年 6 月

刘坤瑞 副主任 1976 年 6月－1979 年 11 月

敖庆祯 副主任 1980 年 5月－1980 年 10 月

廖福海 副主任 1977 年 10 月－1980 年 10 月

陈子湘 主 任

营盘公社管委会

1980 年 10 月－1984 年 9 月

劳德生 副主任 1980 年 10 月－1984 年 9 月

敖庆祯 副主任 1981 年 11 月－1984 年 9 月

黄成祥 副主任 1980 年 11 月－1984 年 9 月

温启美 副主任 1982 年 5 月－1984 年 9 月

温启美 乡 长
营盘乡政府

1984 年 10 月－1987 年 10 月

谢 毅 乡 长 1987 年 10 月－1988 年 10 月

黄成祥 人大主席

营盘乡政府

1987 年 10 月－1988 年 10 月

钟发胜 副乡长 1984 年 5月－1987 年 10 月

陈润云 副乡长 1984 年 9月－1988 年 10 月

杨永中 副乡长 1985 年 3 月－1988 年 7 月

敖庆祯 调研员 1984 年 10 月－1988 年 10 月

劳德生 调研员 1984 年 10 月－1987 年 8 月

谢 毅 乡 长

营盘乡政府

1988 年 IO 月－1990 年 10 月

吴礼旺 乡 长 1990 年 10 月－1993 年 4 月

黄成祥 人大主席 1988 年 10 月－1993 年 6 月

陈润云 副乡长 1988 年 10 月－1990 年 10 月

钟发胜 副乡长 1988 年 10 月－1992 年 10 月

敖庆祯 调研员 1988 年 10 月－1993 年 4 月



姓 名 职 务 机 构 名 称 时 间

王永瑱 副乡长

营盘乡政府

1992 年 7 月－1993 年 6 月

陈继炳 副乡长 1990 年 10 月－1993 年 6 月

陈朝禄 副乡长 1990 年 10 月－1993 年 6 月

杨伟秀 副乡长 1990 年 10 月－1993 年 6 月

说明：1967 年 2 月至 1968 年 4 月党政机关瘫痪，由武装部总管。

第四节 自然环境和资源

自然环境

营盘镇位于广西合浦县的东南，北海铁山港工业区西部，地处北纬 21°2′34″，东经

109°26′36″。北与南康镇接壤，西与福城镇相连，东南濒临北部湾，与海南省隔海相望。

距海口市 133 海浬，湛江市 193 海浬，北海市 50 海浬，防城港 95 海浬，越南海防市 170 海浬，

香港 300 多海浬，铁山港 3海浬。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温和，四季如春，是不可多得的“黄金”

海岸。

营盘镇属沿海台地，地势较平坦。境内无高山，只有小丘陵，最高海拔 25.3 米。水田以

壤质淡酸田和壤质黑泥田为主，其次是黄沙泥田。坡地以浅海赤沙土为主。

境内主要河流有南康江，流经塘仔、盐灶、彬塘于青山头汇入北部湾，入境河段 6公里。

还有渠道 4条，全长 15 公里，能灌溉 6000 多亩农田。水利工程有浆砌石护墙结构的青山头海

堤，长 1400 米，底宽 30 米，顶宽 6米，高 6.5 米，堤东建有长 100 米的 12 孔泄水大闸，最

大流速为每秒 140 立方米。这座海堤堵海造田 3000 多亩，不仅起到排灌防浪的作用，。更重要

的是沟通营盘东西部，大大方便群众来往。

营盘镇地处亚热带，属亚热带季风型海洋性气候，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由于受海

陆的配置，加上西南有孟加拉湾，东南和西南太平洋及南海，在这些海洋气流的共同影响下，

使营盘镇形成了冬暖夏凉的宜人气候，无霜期平均日数 350 天，历年（七月）平均气温 28.86℃，

历年极端气温最低-0.8℃，最高36.2℃。历年平均降水量1690.8毫米，是全国平均降水量174.3

毫米的 9.7 倍。雨水比较集中在 6-8 月份，极端降雨量最大 2222.6 毫米，最小 906.5 毫米。

由于受季风环流的控制，所以风的季节性变化十分显著。夏季主导风向为西南风，冬季主

导风向为东南风，常年风速一般为 1-5 米/秒之间，受台风环流的影响每年必遇 8 级以上的大

风。风速一般达 20 米/秒，每年平均出现 3-5 次，极端风速达 40 米/秒，分别在东风、东南风、

南风和西南风方向上出现。



自然资源

1、珍珠资源

珍珠是营盘的一大优势。珍珠生产历史悠久，名扬古今中外。据《合浦县志》记载：合浦

自东至西的沿海有乌泥、平江、青婴、断望、杨梅、珠砂等七大古珠池。其中大部分在营盘海

域。在这些古珍珠池中产有大量的天然珍珠，并且有的是“夜明珠”。汉代以来，这里便开始

有人采珠，以珠易米或进贡朝廷。明弘治十二年（公元 1449 年）“费银万两，收珠二万八千两”。

合浦曾有珠市之谓，白龙有珠城之称。合浦白龙珍珠，以其颗粒圆大，凝重结实，晶莹光润，

色泽艳丽，珠质上乘而著称于世，在国际市场上倍受青睐，素有“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

珠”之誉。南珠的正宗产地就是合浦营盘白龙。由珍珠而产生的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传说和

典故，诸如“合浦珠还”、“太监割股藏珠”、“吞珠变龙”、“双鲨守珠”，“美人鱼公主眼泪变成

珍珠”等，大都发生在营盘白龙沿海一带。

营盘地处亚热带，属于大陆海洋性气候，阳光充足，气候温和，四季如春，发展珍珠生产

得天独厚。据有关部门测定，太阳光年幅射热量 104-129 平方厘米；光照 1800 小时/年；气温

年均在 21-23℃，总积温 7800-8300℃/年；年降雨量 1700 毫米。海区无工业污染，海水盐度

适中，水质良好，海水年均温 23.6℃，平均浓度 3波美度，比重 1.050-1.020 克/平方厘米，

PH 值为 8-8.3，水质含氮量 0.2 毫克/1，溶解性 0.2/1，硗化物含量＜0.08 毫克/l，钾和铅的

含量＜0.01 毫克/l，浅海底质为白泥底，海水潮差 4-5 米，透明度为 6-7 米，浮游生物饵料

丰富，最适宜珍珠的生产和繁殖。

1958 年，根据周恩来总理“要把天然采珠改为人工养殖”的指示，营盘镇创办了全县第

一个海水珍珠养殖场。1962 年人工养殖获得成功，结束了几千年落后的自然采珠历史，开创

了海水珍珠人工养殖的先河。以后不断扩大，特别是近年来，珍珠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92

年全镇珍珠养殖场（户）达 620 多个，养殖面积 7000 多亩，当年收到珍珠 2.23 吨，创历史的

最高水平。1993 年，经过采珠节后，群众养殖珍珠的积极性更高，全镇共有珍珠养殖场（户）

达 1088 个，养殖面积 1万多亩，预计珍珠产量将会比 1992 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营盘镇的珍

珠发展潜力很大，前景乐观。据有关部门测定，营盘自东至西海域，有浅海滩涂 11 万多亩，

其中可养殖珍珠的面积有 5万多亩。最佳的有 2 万多亩，到 1993 年止，只利用 1 万多亩，尚

有 1万多亩优质的滩涂待开发利用。

珍珠全身都是宝，除了可以加工成首饰等装饰品外，还可以制药。珍珠贝肉不仅含有丰富

的蛋白质，而且含有 20 多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既是盘中的佳肴，又是制药的极好原料。贝

壳除了用于工艺美术装饰之外，还可以综合利用加工珍珠层粉和珍珠化妆品等。珍珠价值昂贵，

是出口创汇的主要产品。

2、渔业资源

渔业是营盘一大支柱产业。营盘镇渔业资源丰富，生产条件比较优越。



(1)有一个功能比较齐全的渔业港口、码头。

营盘渔港东与铁山港相连、南临北部湾畔，西接北海港。最高潮位 6.96 米（石头埠基面，

下同），最低潮位 0.77 米，平均潮位 3.59 米。后勤设施有水产购销站一个，冷冻厂一个，日

产冰 15 吨，冷库一座，容量 100 吨，吸冻容量为 30 吨，油库一座，容量为 400 吨，供水系统

一个，基本满足渔船用水。渔船修造厂 3家，可造 100-200 吨的渔船。

1991 年 4 月，国家农业部已批准立项，扩建渔港。1992 年 12 月 5 日正式举行开工典礼，

总投资 1200 万元，改建后属国家一类渔港，同时也是合浦县最大的一个综合性的渔业港口。

(2)距渔场较近

营盘港渔虾场主要在北部湾至湾口的 3、4、5字头海区渔场，营盘至涠洲岛、斜阳岛东、

西、乃至北面海区为主要虾场。

(3)渔业资源丰富

有关资料表明：北部湾的鱼类有 500 多种，其中常见的有 160 多种，主要有方红鱼、大石

斑、方河腊、鱿鱼、墨鱼、鲳鱼、马鲛、大门鳝、大河鱼等。虾类资源有 40 多种，主要有花

大虾、对虾等。北部湾水产资源丰富，80-200 米深浅海海域鱼类资源密度为 1.83 米/平方公

里。年捕捞量大约为 35-40 万吨左右。营盘镇捕捞量在 2.5 万吨左右。其中大虾、鱿鱼等优质

鱼 1万吨左右。

(4)渔业生产初具规模

据统计，到 1992 年 10 月止，全镇有渔船 1124 艘，31200 马力。其中 400 马力以上的有 6

艘，200-399 马力的有 40 艘。100-150 马力的有 52 艘，50-99 马力的有 14 艘，50 马力以下的

有 1012 艘，初步形成浅、中、深海发展的规模。有拖、围（灯光航）、刺、钓等作业结构。同

时，大、中型渔航均配有进口的卫星导航仪、罗兰 C、通讯、电台、对讲机、报话机、控测雷

达等先进设备。

3、旅游资源

营盘的旅游资源主要有。人文古迹和滨海两大类。人文古迹主要有名扬千古的白龙珍珠城。

此外，还有营盘火禄的东窑、西窑。据传火禄的西窑、东窑村是犀牛地，封建朝廷恐怕这个地

方出了“大官”，康太府便在东西窑各建了 36 瓦室，焚烧致使犀牛逃出海。

滨海旅游点，主要有白龙珍珠新城，即“金滩旅游城”，这是营盘近期规划开发的重点旅

游区之一。到此旅游，既可以参观珍珠生产、加工情况，品尝珍珠贝肉，又可以浏览珠乡沿海

的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