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社会发展情况

第一节 宣传、文化工作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就在营盘这片土地上开展活动，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解

放战争时期尤为活跃。解放前夕，营盘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环境十分恶劣。为了迎接全国解

放的到来，钟景章、李子汉、温远庭、郑甫德、邹锦秀、李克、曹光前、庞世松、叶旭贵、欧

发仁等一批革命老干部，在中共合浦县委第三区委员会（机关设在南康）的直接领导下，深入

各村庄，利用早晚时间广泛宣传共产党的减租减息政策。率先在盐灶、旱田两村组建农会，培

训农会骨干，组织农会会员斗地主，扩大共产主义思想影响，提高了农民的思想觉悟。为支援、

配合解放军过境，解放海南岛、涠洲岛和肃清匪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建国初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

建国初期即 1949 年 10 月至 1966 年 5 月期间，营盘党组织机构变动频繁，而当时的宣传

设施、人民的文化生活十分缺乏，为了广泛地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方针、政策、路线，巩固人

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广大的宣传干部在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凭着一一张嘴，起早摸黑，

走家串户，广泛、深入地开展各项宣传活动，为土改、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

动等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各项任务。

1966 年，原镇成立了一支 12 人的文艺宣传队，全镇 15 个村公所（大队）也分别成立了

人数不等的业余文艺宣传队。1967 年全镇 15 个村公所（大队）均成立了广播宣传站，307 个

生产队均装上一台扩音器械。1974 年，镇成立了广播宣传总站，1976 年，成立了电影宣传队。

同时，还成立了镇文化站、农渔民政治夜校，建设了一批篮、排球场等体育活动设施。随着一

批文化宣传设施的相继成立，营盘镇的文化宣传工作有了一个新的起色，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近期的文化宣传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营盘镇的文化宣传工作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特别是 1988 年后

的几年间，营盘镇的文化宣传工作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建立了一定数量、规模的文化娱乐设施。据统计，到 1993 年 3 月止，全镇共建有“娱乐

室”16 处，“图书阅览室”16 间。青年、妇女、民兵之家各 15 间，电影院 18 座，录像室 2

处，篮、排球场 48 个，平均每天接待娱乐人数高达 2万人次。

文化宣传设施初具规模。全镇共有广播宣传站 19 个，广播喇叭 310 台，电影发行站 1个，

文化站 1个，永久性宣传橱窗 18 个。宣传覆盖率达 100%。

文化宣传干部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改善。全镇共配备文化宣传专、兼职干部 40 人，其中大



专毕业 10 人，中专（含高中）30 人，平均年龄 31 岁。

文娱体育活动空前活跃。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娱体育活动也越来越被人们喜

爱，全镇先后成立了 32 支业余篮、排球队和一批业余文艺宣传队，各种体育和文艺演出活动

频繁。据统计，1988 年以来，全镇共举办各种球赛 600 多场次，举办各种文艺宣传演出晚会

100 多场次。1991 年被评为自治区先进体育乡。

文明村（户）的建设成绩显著。1988 年以来，全镇共获县文明村 8个，县文明建设先进

单位 7个，县文明户 221 户，镇文明户 456 户，县五好家庭 36 户，镇五好家庭 422 户。

党员培训基地的建设有了一个新的发展。1988 年，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成立了镇党校，

各基层党支部也相应成立村级党员培训中心，镇党校配置课桌 80 多套，录像机 1 台，建立健

全了各种规章制度。几年来，共举办党员培训班 30 期，培训党员 3000 多人次，党员受训率达

92%。全镇参加“三基教育”考试的党员 500 人，占全镇党员总数的 80%，合格率达 100%。党

校多次受到县的表扬，1991 年被县指定向全县介绍办党校的经验。

宣传工作实现了跨越式飞跃。一是宣传形式多样化。采取电影、录像、录音、广播、墙报、

黑板报、标语口号、印发宣传资料、走家串户、开会贯彻等动静结合的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各

种宣传活动。据统计，1988 年以来，共进行影前宣传 6000 场次，录像宣传 60 场次，录音宣

传 860 次，广播宣传 6万次，出墙报、黑板报 620 期，印发标语口号 4万份，宣传资料 8 万多

份，走访宣传 800 人次，召开各种宣传会议 200 多次，同时，开展各种宣传月活动，共举办各

种宣传学习班 60 期，参加学习人数达 10000 多人次。二是宣传内容形象化。1991 年，除了借

助首届北海国际珍珠节的宣传外，1992 年 12 月 8 日成功地倡仪举办了首届合浦采珠节。在采

珠节期间，不失时机地向前来营盘青山头采珠现场观摩采珠表演的 808 位中外来宾展示珍珠戒

指、珍珠项链、珍味鱼脯等一批名、优土特产品，广泛宣传营盘的资源优势和改革开放的成果，

大大提高了营盘的知名度。采珠节的完满成功，为营盘带来了一个投资开发的热潮。三是宣传

手段的现代化。除了采取传统的宣传手段外，还广泛地借助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进行宣传。1991

年与北海市委组织部合作，录制了《南珠故乡——营盘》这一盒全面介绍营盘的录像片，与北

海日报社合办了“闪光的南珠”有奖征文活动。据统计，1988 年以来，营盘见报的新闻稿件

100 多篇，电台上广播的新闻稿件 10 多篇，电视台见播的稿件 65 篇。其中中央电视台见播的

1篇，广西电视台见播的 1篇；北海电视台见播的 3篇。广西电台上播的 1篇，北海电台上播

9篇。刊登在《广西日报》的有 3篇；《北海日报》95 篇。1991 年获市、县宣传文化工作三等

奖。

宣传文化工作的展望

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营盘镇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营

盘镇的文化宣传工作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营盘文化宣传工作总的指导



思想和方向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坚持“为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广泛地宣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全方位、多角度地宣传营

盘的地位，资源优势和改革开放的成就，为营盘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怍出新的贡献。宣传

文化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1、抓“硬”件建设。“八五”期间，力争建立村级有线广播、拉通有线电视。“九五”期

间，建立一座电视差转台，建一座能容纳 2000 人的电影院（戏院）。此外，要尽快建好“营盘

文化娱乐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等一批文化设施。

2、抓“软”件建设。首先配备镇、村宣传文化干部，抓好干部的培训，致力于提高专（兼）

职宣传文化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其次，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强化文化市场管理。

3、积极开展各项宣传活动。首先是围绕党的工作中心，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其次是积极开展“除六害、树新风，扬我珠乡文化，兴我珠乡经济”等

专项宣传活动，为营盘镇的经济建设鸣锣开道，创造一个活跃、上进、团结、和谐的社会环境。

再次是抓好报刊、电台、电视台的宣传，扩大营盘的知名度，为营盘的经济建设登上新台阶而

努力作贡献！

第二节 文化艺术

营盘镇自 1966 年起，建立了有线广播站。1978 年以来，又相继建立了电影站和文化站，

镇政府驻地居民及附近村公所群众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位于镇政府驻地附近的露

天电影院。

粤剧是营盘镇的传统文艺剧种，当地群众喜爱粤剧表演，尤其是中老年人。不少粤剧名曲，

当地群众都能信口吟唱。1966 年以前，营盘镇能村、火禄、六塘、白东、彬塘、黄稍、彬定

等村公所都自发建有业余粤剧团，白天劳作，晚上排戏，为当地或毗邻乡镇节日喜庆作演出。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村公所（当时为大队）都成立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戏曲形式以粤剧

为主。自 1978 年以来，每逢春节、元宵节、社期、三月二十三祭祀海神诞期，该镇农民都自

愿捐资邀请粤剧班子或电影队到村演出、放电影，以增添喜庆气氛。

第三节 科 技

旧中国的营盘，教育落后，整个营盘只有彬畔村一所国立高完小学，两三所私立初小和几

所私塾。解放前夕，全镇具初中毕业以上水平的人屈指可数，根本没有科学技术方面的机构，

更无科技人员。解放以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事业的发展，科学技术得到迅速的

发展。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科学的春风吹遍了营盘。科技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

发展，推动了全镇经济的发展。渔业方面，解放前夕，营盘乡只有 10 多艘 30 吨以下的破旧风

帆船（人们称为三角艇）和 200 来只破烂不堪的小竹笺。现在，有大小机动船只 1114 艘，共



10087 马力，全部实现机械动力化。工农业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 1977 年，全镇总产值

131.4 万元，人均收入 32.5 元；1962 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达 1.93 亿元，人均纯收入 1060.5

元。1992 年乡办企业 1190 家，年产值 1.03 亿元。

营盘镇的科技工作状况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建立健全科技推广体系

目前，全镇已建立了多种形式、多层次、多种经济成分的科技服务体系。镇农业技术咨询

服务站负责农业生产和农业科研的指导，每个村公所还配备二至三名农科员；镇林业站负责全

镇林业生产及技术推广；镇渔业公司、渔政站、渔监站担任全镇渔业生产、渔业管理、渔业生

产新科技的指导和培训工作；南珠实业总公司直接向全镇珠民传播、推广珍珠孵化、管养、插

核、采珠和珍珠成品加工的技术；企业生产在镇企业办公室的统一领导下，分别成立海产品加

工研究会、炮竹烟花生产研究会等相应的科研机构；全镇的卫生保健工作由镇卫生协会从事技

术研究和指导；教育科学和教学研究工作由镇教育组承担，同时成立学科中心教研组、学校学

科教研组开展具体的研究和试验工作；还有计生、财税、工商、饮食等行业也分别成立相应科

技组织，配备相应人员，开展相应的工作，推动各行各业的发展。

多种渠道扩大发展科技队伍

1、抓好成人教育，成立成人教育中心学校。镇主管科技的领导任校长，配备一名专干，

两名专职教师，聘请 15 名兼职教师，分行分线，分期分批进行专业培训。受训提高技术的人

员每年 320 名以上。还办了两届农函大学，毕业生 95 人。15 个村公所分别成立成人教育分校，

由农科员对农（渔、珠）民直接进行有关科技教育和传授、指导。

2、办职业学校。1986 年秋，在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怀下，创办了全自治区第一所水产系

统的职业学校一一营盘水产职业中学。1989 年以来，每年有近百名毕业生参加水产战线的科

研和生产。

3、创立了“3+1”的学制，为农（渔）村经济服务。黄稍初中于 1988 年秋季起，把初中

已毕业而又考不上高中、中专的学生招收回校，进行珍珠繁殖，管理专业技术培训，一年后结

业，到目前为止，全部择用。这是一批发展农（渔）村经济的骨干力量和人材，通过他们把科

学技术幅射到千家万户，他们中有不少人独撑门户办起了珍珠养殖场，走上了富裕之路。为了

更好地发展南珠生产，黄稍中学成立了珍珠研究会，并于 1990 年试验成功了秋季育苗，为发

展南珠生产立下新功。

4、引进技术服务，发展本地经济。营盘镇教育组勤工俭学公司与《广西科技报》服务部

挂钩，成立科学养猪咨询服务部，每年推销“翠竹”牌饲料添加剂 10 万包，对全镇生猪生产

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海产品加工厂分别与广西大学、中山大学进行技术承包，研制珍珠口服

液和珍珠螺肉脯，两种特产将投放市场。



科技工作的前景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大北海开放的浪潮，全镇科技工作的发展方向是。

1、建立镇科学技术委员会，领导、指导科技工作。

2、开办成人中专学校，开设珍珠孵化、管养、经济管理、行政管理和幼师四个专业，学

制二年半，面向全镇招生，为发展市场经济培养人才。

3、筹措科技发展基金，大力引进人才，引进技术服务，允许带技术入股分红利，对科技

成果实行重奖。

4、筹建南珠科技馆，研究和发展南珠生产的高科技。

第四节 教 育

建国前的营盘，经济贫困，教育落后。当时人口 1.3 万，70%以上是文盲。1946 年是旧中

国教育发展的最高年分。据统计，营盘有 9间小学（白龙、彬畔、盐灶、黄稍、彬塘 5间小学

为高完小；塘仔、石村、鹿塘、营盘 4间小学为初小）38 个教学班，学生 680 人，教师 39 名。

当时的小学称为国民学校，校长大多数是由乡村长、保长担任，学校和教室基本是用当地的祠

堂，教育经费由所在地方筹集，学制为 6年，读满小学 6年的学生只占 28%，由于当时没有初

中，学生只能到外地就读初中。

解放后，建国初期，以“整顿提高、改造旧教育”为工作中心，政府接办了旧有的小学。

在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方面进行了改革，强调学校向工农开门，这样农村小学才有了发展。1956

年，营盘有 14 间小学（其中 7 间高小、7间初中）68 个教学班，学生 1240 人，教师 72 名，

办学规模比建国前的 1946 年扩大 2倍。

1958 年，在“比干劲、争上游”的影响下，创办了婆围中学，当时仅有 3 个教学班，学

生 150 人，教师 8名。1964 年婆围中学撤并入南康中学。1965 年办起营盘水产中学，至 1969

年，营盘水产中学改名为营盘中学。1970 年增办高中班，1970 年至 1980 年营盘中学是一所完

全中学。1981 年分片设点办高中后，营盘中学是一所初级中学。该校现有 13 个教学班，学生

760 人，教职工 54 人。学校占地面积 180 亩，建筑面积 4338 平方米。1983 年以来，升学考试

成绩名列全县前茅，多次被评为市、县教育先进单位。1987 年被合浦县委、县政府命名为“文

明学校”。19 69 年以来，为高一级学校输送 3800 多名学生。

中小学教育

（一）文革期间教育的基本状况。十年动乱期间；全镇农村小学被改办为初中，甚至办成高

中，在这种情况下，又提出普及小学教育要求。因此，在数量上，小学生年年增加，但教学质

量严重下降，形成了“招得多、流得多、质量差”的极不正常情况。1976 年，全镇各间小学

都附设有初中班，6 间小学附设高中班，初中在校学生 1946 人，高中在校学生 225 人，中学

教职工 87 人（其中公办 36 人，民办 51 人），中学教师学历达标率为 9%。当年全镇中学流失



28 人，占 11.2%。教学质量低，初三升学试，语文人均分为 40.95 分，数学人均分为 31.2 分，

及格人数不到 1/10。1976 年全镇有 15 所小学，2 所分校，在校小学生 6689 人，小学教职工

223 人（其中公办 86 人，民办 137 人），小学教师学历达标率为 7.3%。当年全镇小学生流失

609 人，占 9.1%，农村学龄儿童入学率为 95.3%，在校学生巩固率为 87.7%，读满两年的只占

76%，学生的合格率不到 1/5。当年毕业班升学考试，语文人均分为 57.7 分，数学人均分为 34.7

分。全镇仅有 91 名学生体育达标，占 1.3%。全年全镇勤工俭学收入为 1.64 万元，学生人均

不到 2元。办学条件差，全镇有校舍 2.13 万平方米，全是泥土结构的平房校舍，危房面积 17966

平方米，占 84.3%。1971 年白东小学二年级一班教室，因大梁断折，教室倒塌，压伤 11 个学

生。

（二）三中全会后的教育发展概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工作出

现了新局面。镇党委和政府加强了领导，从调查研究入手，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在抓好调整

中学布局的同时，着重抓好小学“四率”的提高巩固工作。1984 年，全镇基本普及了初等教

育。几年来，普及成果不断巩固提高，“四率”均达部颁标准之上，1992 年，全镇学龄儿童入

学率为 98.6%，在学学生巩固率为 98.3%，12-15 周岁儿童普及率为 97.2%，小学生毕业率为

98.8%。

1981 年全镇调整初中布局，撤销小学附设初中、高中班，全镇分中、东、西三片设点办

初中。除营盘中学向全镇招生外，东片设点办黄稍初中，负责招收东片 5个村公所的小学毕业

生；中片设点办龙沟初中，负责招收中片 7个村公所的小学毕业生；西片设点办白龙初中，负

责招收西片 3个村公所的小学毕业生。初中布局合理，全镇有初中 4所，在校初中生 2333 人，

初中生流失率控制在 3%以内，1992 年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为 33.6%，居全县中上水平。

1992 年全镇有小学 16 所，2 所分校，在校小学生 8474 人，小学生流失控制在 2%以下，

小学生升初中率为 93.6%，居全县第四位。多年来，营盘镇在办学过程中的主要做法是：

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长期以来，营盘镇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本镇 1992 年有中、小学

教职工近 500 人（含民办、代课和学校自筹），小学教师中学历合格的占 91%，中学教师学历

合格的占 45%。小学教师获中级职称的占 13.5%，获助师级职称的占 49.3%；中学教师获中级

职称的占 11%，获助师级职称的占 41.6%。1988 年以来，获镇级优秀教师 156 人，获县级优秀

教师和先进教育工作者 93 人；获市级优秀教师和先进教育工作者 23 人；获自治区和全国优秀

教师和先进教育工作者 9人，有 24 名教师加入中国共产党。

2、积极筹措教育经费，不断改善办学条件。

(1)镇财政逐年增加教育拨款，1992 年全镇教育拨款 825.438 万元，是 1976 年的 8 倍。

见下表。



年份
地方财政支持教育情况

财政拨款（元） 比上年增长%

1986 451951 +29.7

1987 462868 +2.42

1988 510730 +10.34

1989 602566 +17.98

1990 644470 +6.95

(2)多渠道筹集经费，改善办学条件。在实施义务教育过程中，本镇始终坚持“两条腿”

走路的方针，大力提倡“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指导思想，广泛宣传，动员社

会集资办学。1986 年以来，镇里开展多渠道集资 500 多万元，用于抢修中、小学危房，改善

办学条件，到 1992 年止，共维修旧校舍 1.32 万平方米，推倒重建和新建校舍 2.99 万平方米。

（其中教学楼 27 幢 1.26 万平方米，平房 1.73 万平方米），中小学现有校舍 49535 平方米，实

现小学人均占有校舍 4平方米，中学生人均占有校舍 5.2 平方米。中小学校舍地板全部硬底化，

全镇共更新课桌椅 9000 套，占 81%；添置了图书 3.5 万册，添置了一批教学仪器，中小学基

本实现了按规定标准配套教学仪器。全镇中小学修建了体育运动场地，并按规定添置了双杆、

单杆、组合杆、跳箱等体育器械。全部筑好校门，砌好围墙，1990 年营盘镇获合浦县集资办

学二等奖。

3、端正办学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提高教学质量，德育、智育、体育全

面发展。全镇中小学校风好，学风正，教风严；学生思想进步，勤学习、守纪律。全勤学生占

95.4%，学雷锋做好事 1.9 万多人次，拾钱拾物折款 1139.63 元交还失主。教育组、学校、村

公所均制订奖教、奖学措施。这些措施有力地调动了师生的教学积极性，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成绩显著。1988 年以来全镇共有 13 名小学生考上廉中，416 名小学生分别获镇、县、市、区

抽考竞赛奖，初中升学考试，成绩均在全县前列。1985 年黄稍初中中考入均分比全县高 95.7

分，获全县联办中学人均分第二名；1987 年获全县中考团体总分一等奖。营盘中学 1988 年中

考人均分比廉中高 2.04 分，1989 年比廉中高 53.97 分。该校 1989 年以来参加全国初中数学

竞赛，获全国优胜奖 1人，广西二等奖 2人，北海市特等奖 4人，北海市一等奖 3人。据统计，

1982 年以来，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 994 人，升入中专师范的 246 人，考上大学的 87 人，

被国营、集体招为技术员和工人的 358 人。

4、把勤工俭学和劳动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力争生产育人双丰收。勤工俭学是学校管理育

人和服务育人的重要环节。几年来，各学校结合实际，开展养殖珍珠，养猪、养鱼，种木薯、

造林等项目。全镇各校现有林木 200 亩，1992 年全镇勤工俭学收入 20 多万元，学生人均收入

19.4 元，成绩显著。其中黄稍中学获全国勤工俭学先进单位奖。教育组和黄稍小学分别获得

北海市勤工俭学先进单位奖。



幼儿教育

“文化大革命”期间，幼儿园被诬蔑为培养资产阶级幼苗的“温床”，学校不敢设学前班，

更不敢办幼儿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幼儿教育迅速发展，镇政府成立了幼儿教育工作

领导小组，配备了幼教专职干部，加强了对幼教工作的领导。1982 年各村公所小学附设了学

前班，1988 年还办起了营盘、白东、火禄、鹿塘等 4间村级幼儿园。学前教育发展也较快，

目前全镇已有学前班、幼儿班 47 个，入班幼儿 2044 人，6周岁儿童入园入班率达 99%以上。

全镇贯彻落实《幼儿园管理条例》，重视幼儿体、智、德、美全面发展，重视幼儿智力的早期

开发。加强幼教师资队伍的建设，做好幼师的培训工作，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

1986 年，营盘镇获县幼儿教育先进单位奖。1987 年、1988 年获合浦县幼教优质课竞赛第

二名，1991 年获幼教工作第一名。1988 年白东村公所集资 11 万元建设一所幼儿园，1992 年

又发动群众献工捐料兴建一幢造价 15 万元的幼儿教育楼，美化园内环境，添置一批教、玩具

和幼儿读物，幼儿园越办越好，几年来，该园多次接待县、乡、镇、区及国家教委的有关领导

参观指导，深受好评，并获 1991-1992 年幼教工作一等奖。

成人教育

“文化大革命”期间，营盘镇成人教育几乎陷于停顿，只有 1972 年和 1975 这两年，一些

村公所办“文化政治夜校”，穿插教农民识字，开展文化教育。粉碎“四人帮”后，成人教育

也逐步恢复起来，并取得了一些成效。1978 年，贯彻国务院(78)234 号文件《关于扫除文盲的

指示》，这期间，全镇 15 个村公所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全镇文盲率下降到占青壮年总数的

31.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镇的成人教育工作迅速发展。1985 年 11 月成立成人教

育中心学校，村公所也相应地建立成人教育分校。成人教育中心校长由镇党、政主要领导兼任，

校委成员由教育、卫生、企业、农业、兽医、农机、水产、公安、司法、计生、共青团和妇联

等部门的领导组成。办学的指导思想是坚持“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

须依靠教育”；教学原则是实际、实用、实效；办学形式是长、中、短班相结合，以短班为主，

教学对象是农、渔、民、镇、村干部及“三后”生（即小学、初中、高中毕业回乡的学生）。

1989 年-1991 年全镇扫除文盲 362 人。在大力开展扫盲的同时，狠抓普及小学教育工作，

堵住新文盲的产生；脱盲后，继续组织学员学习，巩固扫盲成果。1986 年-1992 年，开办各类

实甩技术培训班共 97 班（期），培训干部、职工、农、渔民 10497 人，培训“三后”生 3030

人，（其中农技短训班 40 期，培训 3610 人，科技讲座 28 期，培训 2625 人，政治文化班 26

期，培训 4002 人，职工岗位培训班 3期培训 210 人）。1990 年-1992 年开办农业函授大学种养

专业培训班 2期，培训 70 人。本镇 1986 年-1987 年先后获钦州地区和合浦县成人教育先进单

位奖，1988 年和 1992 年两年获北海市成人教育先进单位奖。



附一

合浦县营盘中学

营盘中学，位于合浦县营盘镇，前身是婆围中学，创建于 1952 年。物换星移，转瞬已过

41 个春秋，其间迁址六次。1953 年，先是从婆围墟镇迁至后塘村，校舍是没收官僚地主的公

产房。1958 年，大刮“共产风”，小村并大村，又从后塘村迁到营盘塘虱塘村，用民房做校舍。

1960 年，纠正“共产风”后，村民重返家园，再从塘虱塘村迁址到营盘三东塘，第一次正式

兴建校舍。1962 年，解散该校，学生并入南康中学。1965 年，因地制宜，在营盘镇用厂房做

校舍，办起营盘水产中学。1966 年，营盘驻军撤走，随即迁址部队营房。1969 年，营盘水产

中学改名为营盘中学，因校舍不足，又把校址迁到营盘龙沟岭。1970 年，增设高中，再度返

迁现在校址。这里与营盘驻军营房接壤，地势平坦，环境清幽，景色宜人。1970 年间至 1980

年是一所完全中学。1981 年分片设点办高中后，改为初级中学。

校园占地 180 亩，建筑面积 4638 平方米，内有耕地 18 亩，鱼塘 4亩，林木 50 亩，果树

5亩。自 1983 年以来，中考试成绩名列全县前茅，多次被评为市、县教育先进单位。1987 年

被合浦县委、县政府命名为“文明学校”。建校 41 年来，先后为高一级学校和社会输送 7300

多名学生。长期以来，以学风良好著称，形成了“团结、勤奋、从严、务实”的校风。

营盘中学现有 17 个教学班，学生 1050 人，教职工 67 人，其中中学一级教师 7人，教导

主任许大全 1989 年被评为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现任校长李新雄，中学一级教师，1992 年度

被评为合浦县先进教育工作者。

附二

为集资兴建营盘中学教学大楼

倡 议 书

祖国南珠放异彩，营盘中学育英才。

营盘中学是营盘镇的重点中学，它位于饮誉世界的“南珠”故乡。这里环境清幽、人杰地

灵、学风良好。建校 37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体教职员工艰苦奋斗，精心教学，办

学规模越来越大，由原来的两个班 60 人发展到现在的 11 个班 700 多人，而且教学质量日益提

高，为高一级学校包括中专和重点高中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生，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四化人

才。自 1983 年以来，升学考试均名列全县前茅，多次被评为市、县教育先进单位。被合浦县

委、县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坚信这时代的摇篮，将为祖国造就更多四化人才，造福桑梓，

光耀珠乡。

然而，由于学校经济拮据，面临的问题不少，困难很多，燃眉之急是校舍严重不足，有的

还不能使用，师生仍借居在残破不堪的旧军房里。连一间成样的办公室、图书室都没有，教学

设备陈旧，距离现代化教育的需要甚远。而目前国家经济暂时困难，尽管镇财政拨给一些经费，



仍属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有鉴及此，我们乃根据国家教委“全社会都来办教育”、“三个一点”

的指示精神，拟用集资的办法解决问题。我们的目标是兴建教学大楼一座，共三层 12 个教室，

总面积 1200 平方米，造价约为 25 万元。为此，我们决定向社会求援，吁请捐资，既可捐钱，

也可捐物，有工帮工，有钱出钱，捐多捐少，全凭自愿，多多益善，少少不拘。即使是一砖一

瓦，十元半百、亦将泽被后世，造福人民，对所有捐助者一律鸣谢，捐资 50 元以上者（含 50

元），在教学大楼上石雕留名，流芳百世；对捐资不足 50 元者，一一造册登记，载入校史，并

张榜表彰，弘扬热心教育事业之风范。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我们谨向社会呼吁，敬请各机关单位、厂矿企业、人民团体、父老乡亲、农渔兄友、专业

户、工商户、历届学友和各界人士，慷慨解囊，踊跃捐助才能集液成裘，聚沙成塔，成此义举。

我们深信，我们的倡议必将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让我们共同努力，

为早日建成营盘中学教学大楼作出贡献。

发起人：（排名不分先后）

吴卢金、陈杰、周怀盛、刘家才、陈虎球、蔡联美、李 平、刘业本、卢兆发、陈瑞贤、

陈锡发、占昌荣、李活远、李 卿、李满喜、郑晓辉、符轩礼、邹锦新、石世忠、戚贤初、占

家凤、谢 毅、吴礼旺、庞 龙、黄成祥、钟发胜、陈润云、曾明初、林良泽、蔡联发、陈继

炳、陈尚芳、敖庆祯、庞廷杞、吴德良、陈 瑶、蔡联宁、刘业仁、陈祖雅、吴旺经、廖家伟、

梁恒军、朱征亮。

附三

合浦县营盘水产职业学校

合浦县水产职业学校，在营盘乡青山头海堤之西。1985 年秋创办，为县、乡两级管理。

占地面积 100 亩，有教学大楼两幢，共 720 平方米，学生宿舍一幢 800 平方米，教工宿舍一幢

720 平方米，学生饭堂(平房) 234 平方米，还有供生产和学生实习用的、从贝苗孵化到养珠用

的珍珠养殖场。该校共有 5个班，学生 198 人，教职员工 34 人（其中公办 21 人，编内民办人

员 7人，自筹民办 6人）。学校主要招收初中毕业生就读，为农村培养具有水产（珍珠）养殖

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初级水产技术人员。学制三年，学生毕业后，发给职业高中毕业证书，

学校负责向用人单位推荐录用。首届毕业生 72 人，其中 59 人分别被广西区珍珠公司、北海市

珍珠公司、合浦县海水养殖开发公司等单位录用，被录用的学生大部份已成为珍珠养殖能手。

附四

改革中的黄稍中学

黄稍中学，位于合浦县营盘镇的东端。创办于 1982 年，校园占地 50 亩，现有 11 个教学

班，学生 624 人，教职员工 41 人。



办学十年来，该校自觉地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在抓好教学质量

的同时，注意抓好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对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制定了创文明集体的条例。

因此校风良好，学生守纪，师生感情融洽，学校与周围群众关系好，多次被评为市、县文明单

位。1989 年为自治区教委命名为“文明学校”。该校教学质量高，历年中考平均分为全县联中

前茅。1989 年中考，该校的人均分是 406.5 分，比县平均分 310.8 分高 95.7 分。从 1983 年

至 1992 年，考上中专 32 人，师范 12 人，廉中 8人，合浦一中 7人，南康中学 186 人，其它

学校一大批。该校毕业生考上大学的有 17 人。近年来，该校的升学率每年都在 35%以上，多

次被镇、县评为“教育先进单位”，1989 年被评为“北海市教育先进单位”。1989 年，该校在

广西教育改革研讨会上发表了《改革农村中学教育，为发展农村经济服务》一文，深受与会者

的好评。

为配合地方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地方产珍珠的优势，学校着重抓好四项工作：（一）从 1986

年下半年起，在初中阶段加入职业技术方面的教育，每周安排两节劳技课，同时把劳技课教学

与勤工俭学结合起来，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的劳动者。（二）发挥学校知识优势，为当地

农民办专业技术培训班 22 期，义务为 400 多名农民传授技术并成立技术服务部，长期为农民

提供资料、技术咨询，使学校教育与农民致富结合起来。（三）进行学制改革实践，创办“3+1”

班。对初三毕业班学生，中考结束后，让不能升学的学生回校再学习一年，这就是该校创办的

“3+1”班学制。在这一年里，学校安班 2/3 时间学习文化知识，1/3 时间进行劳动技术教育，

使学生接受更系统、更全面的技术培训。（四）结合当地实际，积极开展学技术活动，促进当

地经济发展。该校开展“小星火”活动的传统项目是：珍珠的插核技术和管养技术。1989 年

该校冬季育苗试验成功，民办教师陈远达写的《冬季育苗》一文得到上级的好评。该校历届毕

业生 978 人回乡办珍珠场，成了万元以上大户的有 26 人，有 328 人被国营、集体、个体聘请

为技术员，其中 76 人成为技术骨干。这些人回到渔村，把在校学到的技术传播给周围群众，

带动他们走共同致富的道路。为表彰该校的事迹，广西珍珠公司赠给他们一面“为发展南珠作

出贡献”的锦旗。1988 年，该校被评为“合浦县成人教育先进单位”，1989 年被评为“全区小

星火杯先进集体”、1991 年被合浦县评为“‘七·五’”间科技工作先进单位”、1992 年被评为

“全国农村中学课外科技小星火计划活动先进集体”。勤工俭学方面，该校也取得了显著的成

绩。该校有珍珠养殖滩涂 40 亩，有 100 立方米水体孵化室，有容纳 16 个插核员的插核室，做

到管养、插核、孵化，生产配套成龙。近年来，年均纯收入达 6万元以上。

勤工俭学的收入加上周围干部、群众的捐资（6万多元），1992 年，该校修建教学大楼一

幢，二层 6个教室，面积 550 平方米，造价 11 万元：服务大楼二幢 400 平方米，造价 6.5 万

元；科学大楼一幢三层 700 平方米，造价 20 万元；建有教师宿舍一幢，造价 4万元；建校门

1.6 万元；安装师生自来水 1 万元；平整霰园、绿化 1.5 万元；共用基建费 45.6 万元。该校

现已是一个楼房整齐、环境优美的学校，1988 年被评为县、市、自治区、全国勤工俭学先进



单位。十年来，该校的先进事迹曾先后在《中国教育报，》、《广西日报》、《北海日报》载登。

1990 年《中国教育报》记者深入该校采访并发表文章，称该校为“北部湾畔的一颗夜明珠”!

附五

白东小学筹集资金改善办学条件

白东小学建于 1952 年 9 月，现有教师 30 人，职工 2 人，全日制教学班 16 个，学生 767

人。学前幼儿班 5个，学生 164 人，学校占地面积 16.5 亩。

几年来，学校坚持把德育教育工作放在首位。积极开展教研、教改活动，教学质量逐年提

高。1989 年全镇统考，一年级数学获全镇第一名。同年，该校五年级学生参加中南五省数学

通讯竞赛，获镇级三等奖。1990 年镇统考，该校一年级语文科获第一、二名。五年级语文科

竞赛获镇二等奖。同年，五年级升中学考试成绩由 1990 年的全镇第三位跃居 1991 年的第二位。

1991、1992 两年的升中率均是 94%，比 1990 年提高了 12%，比 1989 年提高了 20%。1989 年至

1993 年，该校一至四年级的升级考试成绩各科均获达标奖。

遵照“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指导思想，为了改善办学条件。白东村公所

和白东小学建立了集资办学的领导小组，大力宣传集资办学造福子孙的意义。在集资、捐资会

上，该村党支部书记钟传太，村长周世芳，村干宋国琛、余美远等人每人捐资 300 元；校领导

陈家钊捐资 150 元、戚贤新捐 130 元、陈忠、戚有恩、庞兴达各捐 100 元。由于领导带头，群

众紧跟，建筑专业户龙腾荣捐 18000 元，戚贤达捐 2000 元，林坚强捐 2000 元，赤脚医生李盛

满捐 1500 元。自 1989 至 1993 年，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共筹集资金 35 万元，兴建教学大楼四

幢总建筑面积为 1720 平方米。并同时将全部校舍的地板铺上水泥，实现了硬底化。创办了幼

儿园一所，新建水泥球场一个，新砌围墙 600 米，添置教学用的手风琴、台琴 3台，添置幼儿

园大、中型玩具及体育器械一大批，添置、更新 20 个教学班的全部课桌椅，办学条件从根本

上得到了改善。1989 年该校被评为北海市环境美学校；1990 年被评为合浦县文明学校和合浦

县幼儿教育先进单位；1991 年又荣获全县幼儿教育一等奖。1992 年《北海日报》、《北海教育》、

《北海人民广播电台》、《广西电视台》分别报道和广播了该校捐资办学的先进事迹。几年来，

该校先后接待了全县 18 个乡镇的领导、钦州地区各县主管教育的领导、北海市教育局、自治

区教委、中国西部八省区考察团、国家教委幼教司的领导的参观、指导达 500 多人次，深受赞

扬。

第五节 卫 生

解放前，营盘的卫生事业很落后，全镇只有几个民间中草药医生，加上当时交通不便，有

病只能听天由命。解放初期，营盘有了一所联合诊所，设在婆围，由几个老中医组成，他们自

食其力，自收自支，但亦只是用中草药治小病，大病治不了，危病更没法治。1960 年成立营

盘公社后，婆围联合诊所随之搬到营盘，仅有 7 个中医生和中药人员，3 间旧平房约 60 平方



米。1960 年底，调来 3个西医士，1个药剂员，1个护理员，1个防疫卫生员，卫生队伍得到

扩大，1962 年联合诊所正式成立为全民所有制的营盘卫生院，钟天佑为卫生院院长。1961 年

-1965 年业务收入为 32225 元。新建平房 7间约 140 平方米。

十年浩劫，营盘的卫生事业受到冲击，小小的营盘卫生院，批斗了 4个医务人员。粉碎“四

人帮”后，营盘的卫生事业得以发展壮大，全院的工作人员增加到 35 个，其中技术人员 31

个，病床 25 张，先后建起了门诊部和留医病房，面积 976 平方米。1978 年新建了留医部大楼

420 平方米，新建了手术室和添置了手术器械，能进行一般的腹部外科手术及外科病人的处理。

1981 年业务收入 115702 元，病床增到 40 张。1981 年以来，新建了 3 幢宿舍大楼共 1910 平方

米。随着卫生事业的发展，全院医疗技术水平和医疗质量不断提高，并增加了化验、X光、心

电图等医疗器械，开设有内科、外料、妇幼、五官、防疫卫生等科目，工作人员增加到 41 人，

其中主治医师 4人，医师 9人，药师 1人，化验士 2人，放射医士 1人，主管护师 1人，护士

7人，业务收入比 1981 年翻三番。一般常见病、多发病都可在卫生院就诊治疗。

第六节 体 育

营盘镇子 1989 年成立了农民体育运动协会，负责该镇各项体育项目，运动队的组建、赛

事安排。该镇现有农民业余男女篮球队、男女排球队和帆板队，并组建了少年体育田径队，其

传统体育项目是舞狮，现代体育项目有排球、篮球、乒乓球、网球。

近年来，每逢春节，较大的村公所都举办篮球、排球运动会。彬畔村公所 1992 年举办了

春节村际排球精英赛，1993 年举办了全县农民排球邀请赛。营盘、彬塘、黄稍等村公所几乎

每年的春节期间都举办篮、排球运动会。此外，每逢“五一”劳动节、元旦等重大节日，镇政

府都举办篮球、排球运动会。平时，党政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以及学校之间经常开展篮球、

排球友谊赛或表演赛。通过交往，相互之间加强了解，增进了团结，促进了社会治安的稳定。

1991 年，营盘镇荣获“自治区体育先进乡”的称号；1991 年，镇女子排球队获合浦县东

坡杯女子排球赛冠军；1992 年镇中学生少年组男子排球队获北海市中学生排球赛第一名；1992

年，镇小学生女子篮球队获合浦县小学生保险杯篮球赛女子组第四名。

自 1986 年以来，营盘镇传统少年体育田径队向县、区业余体校、区体工大队输送各类运

动员 27 人，其中，李丽（女）、符发媚（女）现为自治区田径队、排球队的队员。

第七节 公安、司法、武装

营盘镇于 1985 年始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管该镇政法工作日常事务。委员会管

辖有派出所、人民法庭、司法办公室（法律事务所）、武装部等职能部门。

派出所成立于 1963 年 7 月 1 日，当时名称定为“合浦县公安局营盘水上派出所”，编制定

员 3 人。1980 年，改称为“合浦县公安局营盘边防派出所”，编制定员 13 人。派出所现有办



公宿舍楼，装备有摩托车、警车、电话、无线对讲机等交通通讯工具，负责全镇的社会治安工

作以及海边防情报工作。

人民法庭成立于 1979 年 10 月，编制定员 3人，现扩编制至 4人。有办公楼、宿舍楼各一

幢，摩托车 3部，负责办理民事、计划生育、债权债务等案件。

司法办公室（法律事务所）成立于 1985 年 8 月，编制定员 3人，负责宣传解、解释法律

事务，调解各种民事纠纷，签订、见证武装部成立于 1953 年，当时编制定员 2人。1960 年，

该部增设边防哨所 5个，编制定员 30 人，负责民兵训练、征兵、收集海边防、敌特情报等工

作。

近年来，营盘镇党委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全面开展了“打、防、建、帮、

教”相结合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取得了显著效果，1993 年 1 至 5 月，发生刑事案件 15 宗，

比去年同期下降 20%。建立健全了农村三级治安管理组织，形成了群防群治网络，人民群众有

了安全感，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1992 年，辖区内共发生刑事案件 44 起，破获 30 起；

发生治安案件 132 起，查处 120 起；处理各类违法人员 416 人，其中警告 43 人，拘留 167 人，

罚款 206 人，调解各种民事、土地、合同纠纷共 483 起，消除各种不安全因素 216 起，为国家、

集体、个人挽回损失 620 万元。1992 年，营盘镇人民法庭办理民事纠纷案件 210 件。计生案

件 130 件，受理各种税收、贷款、债务案件 132 起，追回各种款项达 150 万元。

1990 年以来，营盘镇社会治安治理委员会、派出所、武装部、人民法庭被连续评为先进

单位，司法办公室（法律事务所)于 1990、1991 年被评为北海市先进单位。至今，营盘镇公安、

司法、武装等部门工作人员有 5人次荣立三等功，受县以上嘉奖 100 多人次，被评为县以上先

进个人 130 多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