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经济发展情况

第一节 经济发展概况

解放前营盘的经济状况

解放前，营盘的经济是非常落后的，可以说是一穷二白。营盘原属婆围第三区所管辖,1949

年有 5319 户，人口 20042 人，耕地 47497 亩，其中水田 6631 亩，渔船（三角艇）36 艘，竹

筏 1519 只，耕牛 2703 头。当时一无工业，二无企业，三无商业，土地和生产资料均控制在地

主及统治阶级手里，祖祖辈辈靠从事简单的农业、畜牧业、渔业、浅海作业（挖沙虫、捉沙蟹

等）和珍珠采集业为生。经济发展非常缓慢。据有关资料统计：1949 年底止，工业总产值不

到 100 万元，人均纯收入只有 10 元左右，粮食总产 200 吨左右，其中稻谷产量不到 100 吨，

人均有粮不足 10 公斤。农民、群众主要靠木薯过日子。由于生活所迫，有的被迫卖田卖地，

卖儿卖女；有的逃荒要饭；有的当丫头。经济上的落后，导致文化的落后。1949 年止，文盲

有 11765 人，占总人口的 58.7%。

今日的营盘经济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营盘人民不仅政治上翻了身，当家作了主，而且在经济上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各种

农业生产责任制，以社会主义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发挥优势，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社会

生产力，有力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见附表）

营盘镇 1980 年以来工农业总产值统计表

单位：万元

年

份

工农业

总产值

比上年±

绝对数

其中：工 业 农 业（大农业）
备

注产值
占工农业

总产值%

比上年±

绝对数
产值

占工农业

总产值%

比上年±

绝对数

1980 1489.65 79.28 5.32 1415.12 95.00

①按 1990

年不变价

计。

②企业总

收入不列

入工农业

总产值。

1981 1612.64 +122.99 87.68 5.44 +8.40 1524.96 94.56 +139.39

1982 1750.29 +137.65 111.19 6.35 +23.51 1639.1 93.64 +93.28

1983 1725.67 -24.62 139.55 8.09 +28.36 1586.12 91.91 +13.87

1984 2032.96 +307.29 240.75 11.84 +101.20 1792.21 88.16 +99.38

1985 2262.62 +229.66 318.14 14.06 +77.39 1944.48 85.94 -56.93

1986 2440.30 +177.68 497.78 20.40 +179.64 1960.54 80.34 - 50.41

1987 2607.51 +167.21 610.75 23.42 +112.97 1996.76 76.58 +20.24

1988 2947.45 +339.94 843.11 28.6 +232.36 2104.34 71.40 +30.36



年

份

工农业

总产值

比上年±

绝对数

其中：工 业 农 业（大农业）
备

注产值
占工农业

总产值%

比上年±

绝对数
产值

占工农业

总产值%

比上年±

绝对数

1989 3821.03 +873.58 1125.73 29.46 +282.62 2695.3 0.54 +88.10

1990 4955.75 +1134.72 1451.96 29.3 +826.23 3503,79 70.70 +567.46

1991 14331*41 +1434.43 1905.81 13.30 +453.85 12425.60 86.70 +8921.81

1992 19329.39 +4997.98 2959.30 15.31 +1053.49 16370.09 84.69 +3944.49

财政收入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92 年，财政收入比 1988 年增长 97.1%，

人均收入由解放初期的 40 多元，增加到 1065.50 元，增长 26.6 倍。据统计，1992 年底止，

全镇有汽车 74 辆，拖拉机 409 台，摩托车 523 辆，自行车 23192 部，缝纫机 6220 部，手表

24096 块，电视机 5441 台，收录机 5138 台，洗衣机 929 台。

经济的发展，也促进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全镇目前在校的中、小学生 10933 人，比解

放前的 446 人增加 23.5 倍。

营盘经济发展的前景

近年来，国内外不少经济学家都预言，未来世纪经济发展的重点将逐渐向东移，21 世纪

将是“太平洋世纪”。渤海湾与北部湾组成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的两翼，成为未来的太平洋经济

圈的重要环节。营盘镇位于北部湾的沿海之滨，处在北海一一合浦（廉州）——北海铁山港工

业区的“金三角”之中。如果说北海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与海南省、越南隔海相望，一

城系四南的地理优势，确立其在东南亚“金三角”经济圈和未来亚太地区经济时代中的重要地

位的活，那么营盘海陆空交通便利，距北海机场约 18 公里，铁山港 20 公里左右，位置优越，

资源丰富，是合浦、北海以及东南亚（港、澳、台、新、马、泰）以至欧州商贸往来的窗口和

通道。因此，营盘的经济发展战略，总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指导方针，以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企业为突破口，一抓龙头，二抓支柱，三抓旅游、房地产开发，立足本

地资源，发挥沿海优势，建立一个融出口创汇、农业、渔业，商业、旅游、外向型企业为一体

的经济格局。力争在 3-5 年内超过全县或全市，乃至全区的水平。未来营盘经济发展主要规划

设想；



主要措施是：1、进一步以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指导方针，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冲破

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框框条条。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搞



好两个文明建设，抓好社会治安，搞好计划生育，为实现营盘镇经济跨越式发展打下良好的基

础。

2、强化农业基础。实施由传统农业向高效农业转变的战略，决策。社会发展表明：传统

农业不仅不能使我们摆脱经济上的困难，更不能使我们向小康社会迈进。只有打破传统农业的

格局，实现高效农业发展战略，才能使我们走出经济发展的低谷，走向跨越式经济发展的高峰。

1993 年计划：首先是进一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优化产业内部组合。在保证粮食种植计划的

同时适当减少非经济作物。计划开发 1000 亩沿海低产田搞鳁鱼养殖。为实施由传统农业向高

效农业的转变打下基础。改革耕作制度，实行科技兴农。过去的耕作制度不仅不能提高单位面

积产量、产值，反而导致产量减少，效益降低。因此改革耕作制度，提高复种指数，千方百计

提高土地利用率，实行科技兴农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势在必行。

其次，海陆并举，种养结合。闯出一条符合营盘实际发展三高农业的新路子。临海是营盘

的一大优势，全镇海岸线长达 35 公里，浅海滩涂 12 万亩，发展渔业、珍珠生产得天独厚，也

是由传统农业向三高农业发展的不可多得的黄金海岸。按照县委的要求，抓好渔业生产，实行

深、中、浅海、拖、围、刺、钓结合，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增加卫星导航设备以及罗兰

C等探鱼仪器，力争今年捕捞量达 2.5 万-3 万吨。同时，认真抓好珍珠生产，养殖场（户）发

展到 900-1000 场（户），养殖面积 10000-12000 亩，产量 3.5-4 吨，分别比去年增长 50%和 60%

左右。实践证明，这是由传统农业转向三高农业最有效的途径。彬塘村公所有 1112 户，4850

人，1980 年以前，是有名的穷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里充分发挥临海的优势，积极

开展珍珠养殖，1992 年人均收入 1500 多元，珍珠户达 300 多户，现已达 500 户，养殖面积 2000

多亩，产量 800 公斤，产值 1000 万元，珠民人均收入 4000 多元，目前，10 万元户的有 80 户，

20 万元户有 40 多户，50 万元户有 6户（投放珍珠劳力 2500 多人，其中在外地雇 1000 余人）。

黄稍村公所 1992 年珍珠养殖户 200 多户，农民人均收入 1800 元，珠民人均收入 5000 余元。

3、多轮驱动，多轨运行，发展乡镇企业。1992 年，营盘镇的企业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第一次登上亿元的宝座，跻身先进企业行列。1993 年，镇里开始调整加强了企业领导：由镇

长亲自抓，同时及时转换经营机制，加速转向正轨。一手抓原有企业的改造、更新，一手抓新

项目企业的上马。积极发展村办、队办企业，扶持户办企业。积极发展三资企业。目前计划发

展三资企业 1-2 个。同时发展旅游业、第三产业。计划与国家科委、海南科技创业中心、广西

旅游公司、北海元亨物业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市二轻食品公司联合开发白龙、火禄、彬塘青山

头为旅游点。目前已上马或即将上马新项目有：彩色珍珠研究开发、全天候太阳能孵化珍珠贝

苗、珍珠口服液、珍珠金银配套加工、一滴明眼水、脱水珍珠螺脯、珍珠层粉加工等。此外，

还有海产品加工、菱美铜新型建筑材料的开发和网具加工等。

4、敢攀高峰，实施高起点的科技决策。1992 年，营盘先后同中山大学、广东水产学院、

广西大学等单位进行技术攻关。今年，营盘又把触角伸向科技部门，向中国农科院原子能物理



研究所、以及海洋研究所、人民医院等一些单位，收集、索取科技情报以及信息，以此武装企

业干部、职工头脑，使之成为新一代的企业工人，用最少的投资去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5、江山代有人才出，不拘一格举贤能。实践证明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改革的力度，改革的

力度取决于思想的解放，思想的解放取决于人的素质。经济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没

有人才，要发展经济，只能是天方夜谭，因此，1993 年，营盘设想除了选好用好各种人才（能

人、怪人、奇人），自学、送进大专院校培训之外，还将用重金聘请专业人才、技术人才，管

理人才，以加速营盘镇经济的发展。

6、用足用活政策，加大改革的力度。近年来，党中央、区、市、县给了营盘很多优惠政

策，尤其是 1992 年，县委给予营盘、沙田、山口、南康四个镇特殊政策，最大限度地把权力

下放给基层。营盘要发展，就要很好的利用有关政策，制订与之相适应的措施，采取低门槛，

引鸟筑巢的办法，引进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到营盘投资建设、开发。

第二节 农 业

解放前的农业

营盘地处北部湾沿海之滨，北回归线以南的亚热带，太阳幅射极为丰富，加之北靠大陆，

南连北部湾，气候受到太平洋、南海北部湾和孟加拉湾的影响较大，据有关部门测定，全年日

照时数达 1920.9 小时，年太阳幅射量为 104-129 千卡/厘米 2，年平均气温 21-23℃，最高极

端温度 37-37.7℃；最低极端温度 0.5-2.5℃；无霜期长 358 天，雨量比较充沛，农作物资源

丰富，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比较有利。但在解放前，由于历代统治者只取不予，营盘农业生产一

直都处在极端落后的状态。

1、种植结构单一。营盘镇解放前有耕地 2.03 万亩，其中水田 6000 多亩，水田以成酸田、

淡酸田、黑泥田、深浅烂湴田为主，这种田地酸性强，有机质少，土壤中硫化氢、二氧化碳等

还原性物质多，嫌气性强，氮磷钾等养分不足，坡地以浅海赤沙土和浅海赤沙泥土为主，土壤

有机质少，保水性差，对农作物的生长有很大的制约性，因此，营盘农业生产结构比较单一。

种植上：水田一般采用水稻——水稻——冬闲，或水稻——花生——冬闲，花生——水稻——

冬闲；坡土一般采用：红薯——豆类，花生——芝麻等方式进行耕种。栽培上采取点播、直播、

条播或撒播。方法简单、粗放，因而产量较低。

2、品种低劣。解放以前，营盘农业生产用种是比较低劣的，据了解，水稻一般是以“红

谷子”、“亚打粘”．为主。花生以“顶眼子”为主，这些品种都不经过严格的培育、选择，年

年如此。至使一块水田，出现公、孙禾“三层楼”的现象。亩产一般 40-50 公斤左右。

3、科技落后。解放前，营盘镇虽有 2 万多人，但没有一个农业技术员，农业生产技术十

分落后，生产没有什么保证，因此农业生产常出现有种无收的现象。据有关资料记载：1949

年，全镇粮食播种面积达 2.3 万亩，其中水稻 1.2 万亩，但由于缺乏科学管理技术，加之天气



的影响，病虫害的危害，结果总产量只有 200 吨，其中粮食产量只有 100 吨，平均亩产 25 公

斤。

解放后营盘农业的发展状况

解放后，镇党委、政府始终把农业生产摆在第一位，千方百计为农民群众排忧解难，为农

业生产创造良好的条件。

1、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各种生产责任制，充分调动农村党员、干部、群众的社

会主义生产积极性，发展社会生产力，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2、增加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农业发展后劲。首先增加农业技术经费投入，成

立农业技术推广站、兽医站、林业站、经管站和农机站，培训各种技术人员。目前全镇有农业、

兽医、林业、农机、海养第各种专业技术员 400 多人，其中专业技员 20 多人（含农民），为发

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技术保证。其次，增加农田基本建设投入，加高加固海河堤 60 多公里；开

挖、修通各种支斗、毛渠 100 公里；堵坡筑坝 10 座，解决农业生产用水。

3、改革耕作制度，推行科学种田。把传统的二元结构改变为三元结构（即：粮食——经

济作物——饲料作物）；把一造改为二造；并采取多种措施推行科学种田，大力推广良种，提

高单位面积产量。如 1988 年，全镇水稻杂优面积只有 3200 亩，1989 年，达 7500 亩，1990

年达 1.4 万亩，1991 年、1992 年达 2 万亩；实行电氮配方施肥，提高肥料利用率，降低生产

成本，建立高产示范，改造中低产田。产量不断上升。1992 年，粮食总产达 9987 吨，比 1988

年增长 63.4%。

4、因地制宜，调整种植业结构。营盘人多地少，加之历来不注意种植业的布局，因此，

经济效益较差。解放后，各级相应重视农业生产，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调整产业结构，在保证

粮食生产的同时，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比重。1978 年前，经济作物极少，1978 年至 1988 年，

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虽有所上升，但仍然偏重于粮食作物。1989 年以后，整个营盘的种植业

布局才有较大幅度的变化。主要是在坡地的作物种植布局变化较大。如甘蔗，1988 年只有 680

亩，1992 年已达 7200 亩，此外，花生、木薯等经济作物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由于种植结构

发生了变化，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农民人均收入也随之增长，1980 年农民人均收入 143 元，

1992 年人均收入达 1065.5 元。

营盘农业的发晨前景

根据营盘的实际，今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抓好常规农业生产的同时，重视抓好珍珠、文

蛤、鳁鱼养殖和木薯的种植。其次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把传统的种

植业的二元结构（粮食——经济作物）转变三元结构（粮食——经济作物——饲料作物），抓

好种植业和畜牧业、养殖业的相互转化，作为促进“两高一优”农业的重要途径。建立贸工农

种养相结合的经营体制，积极发展外向型农业，参与国内外竞争，依靠科技进步，发展“两高



一优”在农业中的作用；突出抓好良种的培育选择，改革耕作制度，推广科学种田，提高单位

面积产量和经济效益。

第三节 林 业

营盘镇现有宜林面积 4.67 万亩，林地 4.42 万亩，其中薪炭林 7753 亩，用材林 3.4423

万亩，防护林 7230 亩，四旁植树 200 万株（折合植树 3000 亩），森林覆盖率为 36%，木材蕴

含量约 62887 万立方米。1992 年，林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 30%左右。主要树种有隆缘桉、细

叶桉、巨尔桉、木麻黄、柠檬桉、大叶相思、台湾相思、马尾松、美国落地松、竹子等。

到过营盘镇的人都会感叹满目的葱郁苍翠，但谁也不曾想到，解放前的营盘镇却是一块“风

起沙飞不见天，到处泥沙掩农田，煮饭无柴草，盖房无木料”的不毛之地。解放以来，营盘镇

于 1965 年、1978 年、1981 年、1992 年开展了规模较大的植树造林活动。35 公里长的海岸线

全部营造了海岸防护林（折合面积 5000 亩）。1976 年至 1985 年间，由于营盘镇植树造林成绩

显著，先后荣获合浦县林业局、自治区林业厅、国家农林部颁发的平原绿化奖等。目前，营盘

镇植树造林点、带、片相连，形成了薪炭林、用材林、防护林三者合一的沿海防护林体系，为

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的燃料，生产建筑用材自给有余，抵御了风沙旱涝的灾害，也促进了乡镇

企业、渔业、珍珠养殖业、畜牧业的发展。自 1982 年以来，营盘镇共生产自用材 34943 立方

米，输出商品材 15.23 万立方米。这沧海桑田的变化凝聚着营盘人几十年奋发造林的心血和汗

水。

第四节 畜 牧 业

1964 年 1 月，营盘畜牧兽医工作站成立。建站时，只有 2 名技术干部，没有房屋，没有

经费，担负着全镇的猪防疫、畜禽品种改良、疫病普查等繁重的工作。

这一年，全镇生猪只有 400 多头，耕牛 3000 多头。由于全面开展了生猪防疫，畜禽疾病

治疗等工作（当时不收费，只收屠宰猪检疫费），为生猪、耕牛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到 1965

年底，全镇生猪发展到 5000 多头。同时，生猪、耕牛的保险工作全面铺开，兽医站干部、职

工增加到 9人，并建房屋 100 多平方米。

1966 年，引进了良种公猪（盘克）两头，推广人工授精配种 1000 多窝，生猪发展到 8000

多头。到 1980 年，营盘镇生猪发展到 1.7 万多头，耕牛 5000 多头。兽医站有干部职工 13 人，

房屋建筑面积达 500 多平方米。防疫、品种改良等工作都取得显著成绩。共预防注射生猪 20

多万头次（每年两次），生猪杂交改良 30 多万头，生猪“五号病”普查 9 万多头次、耕牛 1

万多头次，预防注射鸡 200 多万只次，鸭 10 多万只次。

1985 年，由于取消了生猪保险，兽医站资金收入减少，只留两人在站承担正常的业务工

作，其他职工均停薪留职，离站搞各种行业。



从 1985 年起至现在，虽然驻站干部和留站职工只有 3人，但他们仍然克服种种困难，完

成每年的生猪防疫、品种改良，疫病普查等工作。完成了生猪预防注射任务 30 多万头次，杂

交改良生猪 20 多万头，生猪“五号病”普查 30 多万头次，完成猪布氏病普查采血任务 900

多头，选留种公牛 80 多头。

从兽医站建站至今近 30 年里，共完成生猪预防注射任务 60 多万头次，生猪杂交改良 50

多万头，生猪“五号病”普查 30 多万头次，牛 2万多头次，预防注射鸡 200 多万只次，鸭 10

万只次，选留种公牛 80 多头。

第五节 渔 业

营盘沿海渔业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其中经济价值高的主要有石斑鱼、敏鱼、头卢鱼、马

交鱼、鳝鱼、乌贼鱼、鱿鱼、章鱼和对虾、花虾、红虾、蟹、海蜇等 200 多种。1992 年海洋

捕捞量 23775 吨，海水养殖产量 3300 吨，占广西渔业产量的 30%左右，其中虾类产量达 3638

吨，占广西产量的 40%以上，是广西海洋渔业的主要作业海区。营盘海面辽阔，从东到西海岸

线长 35 公里，有 12 个以渔业为主的村公所。

渔业生产的发展

1950 年全镇仅有竹筏 1444 张，破旧风帆船 38 艘，而且吨位小，设备差，年捕捞量只有

1108.9 吨。1955 年合作化后，在国家的资助下，大小风帆船发展到 162 艘，比 1950 年增长 3

倍多，竹筏发展到 1900 张，海洋捕捞量达 2131.3 吨，比 1950 年增长 2倍多，船只平均吨位

增加，性能有所提高。1965 年装造机帆船试验成功，灯光围网（大部分是四角缯）迅速发展，

渔船增加到 167 艘，海洋捕捞量达 4400 吨。1970 年又增加机帆船 31 艘 1675 匹马力，比 1965

年增长 30 倍，海洋捕捞量达 8742.35 吨。营盘镇是南方虾类产区，国家外贸部为了发展和提

高捕虾生产能力，投资 1000 万元，大量装造捕虾机船，以机船捕虾，增加产品出口创汇额。

到 1975 年底止，已装造捕虾机船 172 艘，9057 匹马力，比 1965 年增长 171 倍，海洋捕捞量

达 13815.2 吨，比 1965 年增长 2 倍多，由机帆船代替了风帆船。同时改革渔业生产设备，配

备了探鱼机、雷达、定位仪，船与船之间的通讯联络使用了对讲机，海上与陆上联系使用了渔

业电台。在捕捞生产中，初步由机械化代替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机帆船的网具已基本上实行胶

丝化，灯光围网均采用尼龙化。到 1978 年全镇已有机船 216 艘，10921 匹马力，海洋捕捞产

量 7838.6 吨。

改革开放冲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渔业生产由过去集体经营形式，改革为职务船员承包责

任制形式，渔民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生产效益大大提高，渔民生活明显改善。到 1992 年

全镇的机动渔船已发展到 1033 艘，29661 匹马力，海洋捕捞量 23775 吨，平均每年递增 10%

以上。



渔业结构和现状

营盘镇地处南海的北部湾北部，海面广阔，海岸线长，滩涂平坦，有 3条河流入海，带入

江河淡水，为海洋生物大量繁殖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各种经济鱼类繁殖及幼鱼虾的生长提

供了营养饵料基地。渔区底质以沙、泥为主，水质肥沃，饵料丰富。每年春、夏季，沿海水温

升高，各种经济鱼类先后由越冬海区游到淡水海区产卵繁殖，形成春、夏讯期。产卵后鱼群分

散索饵，到了秋末冬初，冷空气频繁南下，沿海水温下降，鱼群尤其是上中层鱼类陆续游离近

岸海区，移向深水渔区的北部湾南部、赤道附近。

由于鱼类品种多，分布广，生活海区不同，渔业结构也不同，作业区域大体上分为深、中、

浅海。深海作业以 200 匹马力以上的大机船底拖为主；中海作业以 60-200 匹马力机船的灯光

围网为主；浅海作业以 30-40 匹马力机船拖虾、刺网、钓鱼为主。全镇目前的海洋捕捞产量的

比重为：一般深海占 25%—30%，中海占 40%，浅海占 35%左右。

多年来，从群众到干部都注重于科技兴渔工作，积极研究改革网具，推广先进技术，提高

捕捞水平，目前深海底拖效益好的祝船，重点推广高口网生产，底层、上、中层鱼都能捕捞，

产量高，收入大。灯光作业，过去烧旧纱气灯，亮度不够，受气候的影响，操作困难。现采用

比较先进的 1000-3000 瓦的电灯，光度和颜色与捕捞技术相适应，扩照范围广，产量高。大机

船都配备有定位仪、探鱼机、对讲机、电台等通讯设备，勾通信息，掌握渔讯，真正用科学方

法捕鱼。浅海继续完善推广电光捕鱼虾。同时，还分期分批培训大工、轮机员、电报员，以适

应日益提高的机械化、科学化生产的需要。目前，国家对渔业投资和贷款 3000 多万元，群众

自筹资金 2000 多万元，每年渔业税利 3000 多万元。渔民解放初期人均年收入 30-40 元，目前

已达到 2000 多元。

主要经济鱼类及今后发展前景

北部湾渔场主要经济鱼类分为上、中层鱼类和底层鱼类两大类。

（一）上、中层鱼类资源

北部湾渔场上、中层鱼类种类多，分布广，资源丰富，目前主要捕捞对象有力鱼、池鱼、

横泽鱼、白凡鱼等 100 多种。力鱼群集量大，50-60 年代捕捞产量猛增，1965 年前以定量作业

捕捞生产为主，1965 年后，发展灯光围网作业，逐步代替了定量作业生产，年产量达 3000-5000

吨。70 年代近海作业枯竭，80-90 年代，渔场转移到海南省西部、东部和越南北部集结。春季

气温回暧，池鱼成群结队游到近海产卵和索饵，春、秋两季较旺，年产量达 5000 吨左右。近

十年来，捕捞工具先进，每年旺季，渔船集中到海南，靠近越南边界进行生产。

（二）底层鱼类资源

底层经济鱼类的捕捞作业，是我国渔业的基础，占海洋捕捞总产量的 60-70%，经济价值

高的鱼类多。近年来由于各国渔船集中北部湾渔场生产，加之越南干扰，捕捞强度大，渔场狭



窄，资源逐年枯竭，产量下降。主要捕捞对象有：敏鱼、石斑鱼、红鱼、仓鱼、头卢鱼、马交

鱼、门鳝、沙鱼、丁鱼、沙钻鱼、乌贼鱼、鱿鱼和对虾、花大虾、红虾、蟹等 100 多种。对虾

经济价值较高，价格昂贵，是出口创汇的主要品种，每年秋季用灯光围网诱捕，60-70 年代每

海网每个海工产量 1-1000 担，80 年代以后，资源保护工作抓得不够紧，严重地破坏了幼苗的

生长，加之工业废水污染，导致资源减少。红虾是浅海作业的主要生产对象之一，资源丰富，

一年四季可捕捞，旺季更旺，年产量达 10000 担以上。红虾资源波动不大，营盘镇 500 多艘小

机船常年从事这项作业，每年加工大批虾仁，虾米到市场出售，供应出口。从 1989 年开始采

取措施严禁毒、电、炸鱼，保护幼苗生长，还规定时间，指定海区禁捕，对资源保护起到一定

的作用。蟹类主要分为青工蟹、花蟹两类，夏秋两季为旺季，营盘镇有 400 余艘小机船用刺网

捕捞。日产量 80-1000 担，年产量可达 5000 吨以上，加工蟹块、蟹肉供应出口，运往日本、

南朝鲜、台湾、美国等地销售。蟹肉经济价值高，是人们喜爱的食品。

营盘镇沿海滩涂广阔，是世界闻名的“南珠”产地，解放后进行人工孵化养殖珍珠成功，

1992 年全镇有 620 多个养殖场，养殖面积 7000 多亩，收获珍珠 2.43 吨，计划到本世纪末生

产珍珠 4-5 吨。除了抓好珍珠养殖外，大力发展文蛤、蜚翠贻贝养殖和围海养鱼，充分发挥临

海的优势。

目前，营盘镇的深海渔船的作业海区均在 200 米以内的大陆架进行生产，北部湾 3、4、5

字头海区，渔场窄，渔船多，常年捕捞，资源逐渐枯竭，石斑鱼、红鱼、仓鱼等经济鱼类逐年

减少。经济价值高的鱼类回游外海。外海资源有待开发。随着捕捞技术的提高，开创北部湾口、

南沙渔场，向深海、远海发展，是今后渔业的发展方向。

附： 营盘镇渔业生产发展情况表

年度 渔船（艘） 马 力 竹筏（只） 产量（吨）

1950 38 1444 1108.9

1951 43 1778 1166.15

1952 46 1722 1383.9

1953 76 1739 1438.25

1954 76 1758 1829.2

1955 162 1900 2131.3

1956 179 2000 2333.35

1957 145 3006.5

1958 153 2974.1

1959 145 1276 3094.65

1960 144 1034 2014.65

1961 139 820 1857.4

1962 150 924 1612

1963 160 1331 2770.3



年度 渔船（艘） 马 力 竹筏（只） 产量（吨）

1964 196 135 1442 3315.3

1965 167 135 1400 4400

1966 166 135 1160 4616.6

1967 146 195 1270 4680.6

1968 142 960 1450 6749.95

1969 137 960 1526 5152.2

1970 155 1675 576 8742.35

1971 210 2165 1614 8056.1

1922 245 3360 1669 10675

1973 274 4826 1578 8689.4

1974 287 6606 1626 11677.2

1975 297 9057 1589 13815.2

1976 283 9811 1521 11450.25

1977 252 10447 1562 11290.65

1978 248 10921 1689 7838.6

1979 261 11993 1684 8113.75

1980 253 12259 1617 8692.6

1981 257 1345 1767 9165.95

1982 254 13087 1737 9166

1983 317 14997 1736 9220

1984 393 15626 1852 9705

1985 796 19618 1735 8816

1986 936 24636 1310 11983

1987 834 23479 1261 12702

1988 1001 25962 1268 13900

1989 1028 28140 1216 15046

1990 1092 29887 1533 17129

1991 11210 31285 1000 18463

1992 1131 28911 960 23775

第六节 乡镇企业

营盘镇历史上是半农半渔的乡镇，工业基 础薄弱，也没有农副渔产品深加工的传统。解

放前夕，该镇只有零星的农村小作坊，从事土法榨糖、榨油，工具极其简陋，产品以自给为主，

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解放后，营盘镇先后兴办了一些企业，填补了该镇无工业企业

的空白。

1950 年，白龙有些私人合资在西海庙开办了一个盐田，用原始的加工方法制一些熟盐。



1956 年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按行业组织成立了手工业合作

社。在营盘、白龙、婆围成立了车缝社、铁器社。这是营盘地方企业的起步。

1958 年“大跃进”期间，人民公社拨款兴建了营盘发电厂、珍珠养殖场、盐场、蚕茧场、

陶器厂、农具厂，后因经营不善，产销失调，又进行了调整，部分单位下了马，幸存的效益亦

不佳。70 年代，掀起了大办企业的热潮，兴办了船舶修造厂、海肥厂、炮竹厂、农机修理厂、

陶器厂、日用化工厂等。1978 年全镇 20 多个企业，从业人员 200 多人，企业产值 144.3 万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营盘企业注入生机，特别是进入 80 年代后期，出现了国营、集体、

个体、户办四个轮子一齐转的新格局。在此期间，通过横向、联办，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合

办资源型的企业，乡办企业上得更快。为了充分利用和发挥渔业水产资源，将低值变为高值，

发挥经济效益，1985 年，与广东省水产公司联办了“粤桂水产制品厂”，填补了广西海产旅游

食品加工的一项空白。与香港永兴贸易公司合办的“营盘渔工商联合企业”，“促进了营盘镇对

外的经济贸易。尤其可喜的是，1986 年通过民政部门，用补偿贸易的方式，扶持发展了 40 多

个珍珠养殖场，农工商联合企业性质的珍珠养殖不断发展，并办起了广西乃至全国最大的珍珠

养殖基地——合浦营盘珍珠基地，揭开了营盘兴办企业历史新的一页。此后，横向、纵向、户

办、个体、联合体的企业逐步增多。据统计，1992 年全镇共有镇办企业、村办企业、联合企

业、个体企业 1112 个，总收入达 12247.9 万元，比 1991 年增加 6512 .41 万元，增长 161%，

首次突破亿元大关，跨进区、市、县乡镇企业先进的行列。

目前，营盘镇乡镇企业初具规模，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珍珠养殖加工、农副产品加工、

海产品加工、烟花、炮竹加工、造船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饮食服务业等。主要产

品有珍珠、珍珠首饰、珍珠口服液、海产旅游食品、强化珍珠汤料，淀粉、渔需品、渔需机械、

船舶等。出口产品有珍珠、石英沙、海产品、旅游食品等。在全镇 1120 个乡镇企业中，工业

企业有 145 个，镇办企业 12 个，村办企业 37 个，联办企业 51 个，个体企业 1020 个。从业总

人数为 3886 人（含珠民）。

1992 年底，营盘镇通过首届合浦采珠节，不失时机地向宾客介绍了“南珠之乡”。营盘，

以其悠久的历史，浓郁的北部湾风情，以“珍珠为龙头”的经济开发热潮，丰富的地方资源优

势等优越条件，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引进资金，为进一步兴建乡镇企业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

础。首届合浦采珠节结束后，营盘镇投资 70 万元，兴办了镇第三、四、五珍珠养殖场，投资

130 万元兴办了白龙珍珠养殖场和杨梅珍珠养殖场，计划投资兴建南珠网具厂、海洋生物保健

品厂、菱镁铜新型建筑材料厂和扩建海产品加工厂。房地产业和旅游业，洽谈项目意向投资

2.5 亿元。与此同时，营盘镇党委和政府放宽视野，有意识地引进人才，依靠科技，用名优新

特产品参与市场竞争，用规模生产占领市场，与大专院校、科研所挂钩，开发新产品，上新项

目。与广西大学合作，开发“全天候太阳能珍珠育苗”项目（此项目由国家科委定为“八五”

攻关项目)；与中国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合作开发“原子能彩色珍珠加工、彩色珍珠养殖”



项目；与广西大学食品工程系合作开发“珍珠盐”；与中山大学生物研究所合作开发“即食脱

水珍珠螺脯”；与中国人民银行合浦支行合作兴办金银首饰加工配套项目；与美国加州阳光公

司签署了投资 1000 万元兴办中外合资企业的意向书。采珠节后，新办企业 10 个，新上项目、

新产品开发 5个，意向性投资 1个，总投资金额 6428.9 万元。

附： 企业名录

营盘珍珠实业公司 是镇办集体企业，建于 1991 年，有职工 93 人，占地面积 70 亩，固定

资产 166 万元，流动资金 650 万元，年产傎 1100 多万元，税利 150 多万元。

该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有工程师 2人、助理工程师 4人、经济师 4人、助理经济师 4人、

技术员 17 人。设备投资 115 万元，有汽车一辆、钻孔机 1 台。主要产品有天然珍珠和人工养

殖珍珠、珍珠项链、珍珠戒指、珍珠耳坠、珍珠领带夹等 10 多种。产品质量上乘，畅销全国

各地，深受顾客欢迎。1992 年被县、市评为先进单位。

经理：邹时能 地址：营盘珍珠街

邮编：536114 电话：575348

营盘船舶修造厂 是镇办集体企业，建于 1960 年，有职工 53 人（不含临时工），占地面积

20 亩，固定资产 89 万元，流动资金 60 万元，主要是修造木质船舶，铸造渔农机械的各种配

件和机械的修理。年能造船 1200 吨，产值 500 万元，税利 65 万元。

该厂技术力量雄厚，有工程师 4人、助理工程师 8人、助理会计师 2人，技术员 12 人．能

同时建造 600HP 马力木质机船 6艘。有机械设备 50 多万元，车床 8台、刨床 2台、钻床 3台、

电焊机 4 台、风割机 3 台（套），铣床 2 台、刨板机 1 台、割木机 2 台，35 吨卷扬机 1 台、5

吨卷扬机 1台、电动割铁机 1台。发电机组 2台(套) 150 瓩。

厂长：朱征亮 厂址：营盘大街

邮编：536114 电话：572319

营盘镇珍珠养殖场 是镇办企业，建于 1966 年，海水养殖条件得天独厚，有职工 72 人，

占地面积 88 亩，其中养殖面积 55 亩，育苗水体 90 立方米，年可养殖珍珠贝 1000 多万只，育

珍珠苗 1200 多万只。从孵化到插核的一切设备齐全。年产珍珠 400 多斤，产值 300 多万元，

税利 90 多万元。

该场技术力量雄厚，有工程师 2人、助理工程师 3人、经济师 2人、助理经济师 4人、技

术员 27 人，形成人工孵化珍珠幼贝、养殖、插核、加工珍珠项链和首饰等一条龙生产。

有机械设备 60 多万元，汽车 1台、20HP 机船 2艘、冲养机 5台、动力机 4台、13 瓩电球

1台。该企业获自治区先进单位奖，多年来连年获县、乡文明生产先进单位。

场长：石日阳 场址：营盘青山头大沙头

邮编：536114 电话：532335



营盘炮竹第三厂 是镇办集体企业，建于 1968 年，现有职工干部 35 人，占地面积 6500 平

方米，固定资产 66 万元，流动资金 62 万元，年产烟花炮竹 20000 箱，年产值 400 多万元，实

现税利 80 多万元。

该厂技术力量雄厚，有工程师 1人、经济师 3人、助理经济师 1人，助理会计师 2人、技

术员 18 人，汽车 1台，包括各种机械设备共投资 26 万元。

该厂主要产品有两大类——烟花和炮竹。其中烟花年产 10000 多箱，年产值 200 多万元，

主要品种 6类 10 多种。地面礼花类：醉萤、流星、花中乐、星球大会战、龙凤和鸣；喷花类：

春花胜、迎宾花、金玉满地；旋转类：金茶花、小茶花；吐珠类：金龙吐珠；手持类：狗尾草；

小型类：糖果烟花。炮竹产品年产量 10000 多箱，产值 200 多万元。主要有元车炮、全红电光

炮、大地红等十多个品种。产品全部达部颁标准，畅销全国各地，深受各地用户欢迎，曾先后

多年被县、乡评为先进单位。

厂长：钟传志 厂址：营盘彬畔塘西岭

邮编：536114 电话：572334

营盘水产制品厂 是镇办集体企业，建于 1985 年，现有职工 28 人，占地面积 12 亩，固定

资产 46 万元，流动资金 52 万元。主要产品有珍味鱼脯、纯正蟹肉丝、珍味鱿鱼等。年产量

40000 箱，产值 700 万元，年实现税利 82 万元。

该厂有工程师 2人、助理工程师 4 人、技术员 7人，有烘干机 1台，产品抽丝机 1台，包

装机 1台、大冰柜一个。

主要产品畅销全国各地，特别深受哈尔宾、沈阳、黑龙江和内蒙古等地消费者的欢迎。

厂长：陈美忠 厂址：营盘大街

邮编：536114 电话：532359

合浦县营盘烟花厂 是镇办集体企业，建于 1968 年。现有职工干部 35 人，占地面积 60000

平方米，有固定资产 86 万元，流动资金 63 万元，年产烟花炮竹 20000 多箱，年产值 400 万元，

实现税利 65 万元。

该厂技术力量雄厚，有工程师 1人、经济师 2人、助理经济师 2人、助理会计师 1人、技

术员 13 人，汽车 1辆，各种机械设备投资 15 万元。

该厂主要产品有两大类——烟花和炮竹。烟花年产 10000 箱，产品有 30 多种。主要有地

面类：醉萤、流星、花中乐、星球大会战、龙凤和鸣；喷花类：迎宾花、春花胜、金玉满地；

旋转类：小茶花、金茶花；喷珠类：金龙吐珠；小型类：糖果烟花；手持类：狗尾草等。炮竹

年产量 10000 箱，主要产品有全红电光炮、元车炮、大地红等十多个品种，产品全部达部颁标

准。全红电光炮、元车炮和大地红曾获自治区银质奖。该厂曾多年被评为县、乡先进单位。

厂长：邹 富 厂址：营盘六塘西板塘岭

邮编：536114 电话：572125



营盘建筑公司 是镇办集体企业，建于 1971 年，现有职工 92 人，占地面积 660 平方米，

固定资产 80 万元，流动资金 35 万元。年竣工面积 20000 平方米，产值 500 万元，获利 28 万

元。

该公司技术力量雄厚，现有工程师 7 人、助理工程师 1O 人、技术员 12 人。有搅拌机 4

台、卷扬机 5台、吊塔 5座、发电机 3台、其他机械设备 16 台，能承造 5层以上的楼房。

经理：林坚强 厂址：营盘大街

邮编：536114 电话：572343

营盘镇第二珍珠养殖场 是镇办集体企业，建于 19 66 年，是合浦县养殖珍珠最早的场。现

有职工 85 人，占地面积 120 亩，其中养殖面积 85 亩，珍珠育苗池水体 302 立方米，年可养殖

珍珠贝 1000 万只，育珍珠苗 3000 多万只，从孵化珠苗到插珍珠核的设备都齐全，主要产品有

孵化珍珠幼贝、正宗白龙珍珠。年产珍珠 400 多斤。产值 300 多万元，年税利 90 多万元。

该场技术力量雄厚，有工程师 2人、助理工程师 2人、助理会计师 2 人、技术员 32 人。

形成人工孵化珍珠苗、养殖珍珠、插核生产珍珠、加工珍珠项链、珍珠戒指、珍珠耳坠等生产

加工一条龙。

有机械设备 30 多万元，其中动力机 4 台、13 瓩的电球 1 只，20HP 机船 2 艘，冲养机 2

台共 12HP。企业多次获县、乡文明生产先进单位奖，荣获自治区先进企业称号。

场长：周逢华 场址：营盘黄稍啄罗口

邮编：536114

合浦县营盘镇第一珍珠养殖场 是镇办集体企业，建于 1990 年，现有职工干部 26 人，其中

工程师 1 人、助理工程师 2人，助理会计师 2人，技术人员 6人。企业占地面积 50 亩，有固

定资产 40 万元，流动资金 50 万元。机械设备齐全，其中有钻孔机 1台、机动车 3台，主要是

养殖珍珠和加工珍珠项链、珍珠戒指、珍珠领带夹等装饰品。产品质量上乘，畅销全国各地，

年产值 200 多万元，年获利 40 万元，连年获得县、乡先进单位奖。

场长：庞兴财 场址：营盘大街

邮编：536114 电话：572312

合浦县营盘炮竹厂 是镇办集体企业，建于 1979 年，现有职工干部 39 人，占地面积 8000

平方米，固定资产 96 万元，流动资金 75 万元，年产烟花、炮竹 20000 箱，年产值 400 多万元，

实现税利该厂技术力量雄厚，有工程师 2 人、经济师 2 人、助理经济师 2 人、助理会计师 2

人、技术员 14 人，有汽车 1台，包括各种机械设备共投资 30 万元。

该厂主要产品有两大类一一烟花和炮竹。烟花年产量为 10000 多箱，年产值 200 多万元，

产品有六类：1、地面类：醉萤、流星、花中乐、星球大会战、龙凤和鸣；2、喷花类：春花胜、

迎宾花、金玉满地；3、旋转类：小茶花、金茶花；4、吐珠类：金龙吐珠；5、小型：糖果烟

花；6、手持类：狗尾草等共有 30 多种。



炮竹年产量 10000 箱，主要产品有全红电光炮、元车炮、大地红等十多种，产品全部达部

颁标准，该厂多年来被评为县文化先进单位。

厂长：唐炽海 厂址：营盘彬畔水井坝岭

邮编：536114 电话：572330

前进中的营盘珍珠养殖场

合浦县营盘镇珍珠养殖场（原公社珍珠场），从创办场到今天，已度过了 38 个春秋。几十

年的风风雨雨，使她更加成熟，更加发展壮大。如今已具备了产、供、销一条龙的生产规模，

年产值 300 多万元，实现利税 150 多万元，有固定资产 400 多万元，其中海上珍珠贝值 250

多万元。有 4个孵化育苗室，1200 多立方米水体，插核室 600 多平方米，办公大楼、职工宿

舍楼、仓库等 4000 多平方米。有干部、职工 200 多人，其中 90%是技术人员。累计收珠 2000

多公斤，育苗出池 20 亿只。几十年的艰苦奋斗，营盘镇珍珠场，对于促进南珠事业的发展和

腾飞，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南珠是国之瑰宝。1957 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一定要把南珠搞上去”，珠乡人民积极响应总

理的号召，合浦县营盘公社珍珠场（即现在的营盘镇珍珠养殖场）诞生了。场地就设在黄稍啄

罗口的一间破庙里。当时一无技术，二无资金，三无设备，四无种苗。在当时公社党委的直接

领导下，刘业仁场长带领三个同志，勇敢地挑起了创办珍珠养殖场的重任，开始了人工养殖珍

珠的艰苦尝试。他们四个同志每月拿十几元的工资，起早模黑地干。潮水退了，他们就下海拾

天然珠贝，放在一个叫三牙石的旁边，简单地围起了一个养殖场地。水退出了石头面，他们就

轮流在上面看守着珠贝。养殖场地建起来了，但几个同志去拾的贝苗，远远不能解决办场的要

求。公社党委发动全公社社员下海拾贝，交给公社养殖场进行养殖。经过两个月时间的拾贝，

解决了插核所需的十几万只天然珠母贝。解决了贝源，却不懂插核孵化技术。县水产局知道后，

立即派人下到场里进行技术指导。当时的插核点，就设在三牙石上面，涨潮了，就上岸，水退

出了石面，马上又下海插核。寒来暑往，潮起潮落，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 1963 年底

收获了几两人工珍珠。育苗方面，当时县水产局在彬塘海滩建起了几十立方米水体的孵化池，

便派人去跟班学习。由于没有钱建育苗室，就买来一个大缸作为孵化池进行孵化。经过几年的

反复试验，终于在 1965 年首次育成珍珠贝苗 10 多万只，结束了靠采捕天然贝的被动局面。攻

克了插核、育苗两大难关之后，珍珠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全场职工发展到十几个人，在在

海上初步围建了 40 多亩养殖场地，并搭起了看珠棚和插核棚。

十年动乱期间，珍珠生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合浦县原有的十几个珍珠场纷纷被迫下马，

唯有今天的营盘珍珠养殖场和合浦县珍珠场能坚持下来。当时卖原珠价格极低，入不敷出，职

工的工资发不出，有些职工自动退场，去搞其他副业。场里发动干部职工烧火砖卖钱作伙食费，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发展珍珠生产，致使珍珠生产停滞不前，珍珠产量一直在几斤之间徘



徊。

1972 年，为了发展珍珠生产，全场干部职工自己动手建起育苗室 40 多平方米，当年育出

贝苗 100 多万只，收珠 10 多公斤，开创了珍珠生产的新局面。《广西日报》记者曾以《南珠如

彩》为题，报道该场发展珍珠生产的先进事迹。

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给珍珠生产带来了生机，营盘镇珍珠养殖场认真落实

生产责任制，包干到队、到人，多劳多得，有奖有罚，极大地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珍

珠生生热火朝天。1978 年底，全场干部职工自己动手，扩建育苗水体 60 立方米，1979 年开春

育出珍珠苗 360 万只，年底收获珍珠 10 多公斤，接着又扩建职工宿舍 300 平方米，1981 年又

扩建育苗楼一幢，插核室 100 平方米，新建职工宿舍楼 300 平方米，职工发展到 20 多人。

为了发展本镇的珍珠生产，第二珍珠场主动地为新办场和珍珠专业户培训插核、育苗人员

200 多人次，并低价供应贝苗 2000 多万只，使本镇的珍珠生产迅速地发展起来，到目前为止，

全镇养珠场（户）已发展到 1088 个，养珠大军 2万多人，加快了南珠事业的发展。

1984 年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珠场成立技术攻关小组，其中，珍珠植核采用药物处

理小片，有效地提高了珍珠贝的成活率和采珠率，尤其是缩短了育珠期和提高了珍珠的质量。

这是南珠生产史上的一项重大技术突破，使珍珠产量连年增产。育苗方面，由以前的解剖受精

改进到自然诱导受精，大大地提高了育苗的成功率，使育苗生产 1986 年以后年年突破千万只

大关。1989 年全场干部、职工发展到 180 多人，收珍珠 150 多公斤，产值 300 多万元。为调

动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加快珍珠生产的速度，经镇党委、政府的批准，把营盘镇珍珠养殖场分

为两个场，统称营盘镇珍珠养殖场。

党的十四大后，营盘镇珍珠场更是如虎添翼。1992 年首届合浦采珠节后，全场干部、职

工生产热情更加高涨，干劲更足，珍珠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喜人局面。在原来的基础上，1993

年新增加海养场地 112 亩，放养珠贝 2000 多万只、育贝苗 12920 万只。并引进太阳能保温技

术，实现了早春育苗，把原来要养两年才能插核的贝苗提前到养一年可以插核。该场还创造了

一年插两季核这一前人不敢想像的生产流程，把珍珠生产引向高新科技的领域。另外，场里还

增加了鳁鱼育苗项目，为企业立体式生产，多途径的收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七节 第三产业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营盘，只有大集体性质的供销社和生产大队的代销店共 20 多家，从

业人员 50 多人，实行独家经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营盘人由

庭院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据工商部门统计，1980 年至 1984 年间，从事商饮服务业的个体户、

联合体已由 1978 年前的 20 多家发展到 100 多家，从业人员由 50 多人增加到 300 多人。

第三产业是随着 1984 年“十大公司”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1984 年至 1988 年据工商部

门统计，第三产业已发展到 500 多家，从业人员由 1984 年的 300 多人增加到 3000 多人。这五



年间，投入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比 1984 年前增加了 10 倍。由单一商业向饮食业、服务业发展，

并有部分人从事海产品及农副产品贩运。第三产业大军在营盘不断发展壮大。

1988 年后，党委、政府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认真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

建设上来，树立了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指导思想，积极指导全镇的工农业生产，1988

年到 1992 年，是营盘镇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的里程碑。据工商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到 1992

年，第三产业行业登记发证的个体户、联合体已有 1000 多家，从业人员近万人，这些行业的

收入占全镇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上交税利 60 多万元。第三产业由过去的商业发展到饮食业、

旅游业及文化娱乐等行业，并遍布全镇的圩场农村，大大满足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几年

来，第三产业的投资总额近千万元，比前十年增长了百倍。镇政府所在地——营盘，由国家、

集体、个体投资兴建的商业、饮食业、旅业楼房和珠乡市场综合大楼，已形成群体建筑。单是

围绕珠乡市场的第三产业的群体建筑等投入就近 300 万元。除了搞好政府驻地的市场外，还发

动各村筹措资金搞好村级市场建设。黄稍村公所自力更生组织资金 40 万元，兴建了一座商贸

市场，个体户投资 30 万元围绕商贸市场兴建了饮食业，旅业大楼等，解决了珠民经商和生活

需要，成为营盘镇东片各村及南康镇农村进行商贸交易的聚集地。鹿塘村公所驻地，也由集体、

个体投资 30 万元兴建了商业楼和商贸市场，并已投入使用。现在鹿塘村从无形市场变为有形

市场，来往的商人络绎不绝，成为营盘镇西片公路沿线的一大市场。营盘渔港码头的渔产品交

易场景，就是营盘第三产业兴旺发达的一个缩影。

营盘第三产业能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发展起来，除了有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外，还有营盘

镇党委、政府善于抓机遇，发展营盘经济的策略。通过举办国际北海珍珠节和首届中国合浦采

珠节，提高了营盘的知名度，改善了投资环境，带来了营盘房地产开发热，促进了营盘经济的

发展。随着港口码头避风港和金滩——中国白龙国际旅游城及营盘珍珠城等项目的动工，营盘

镇第三产业将会出现崭新的面貌。

交通运输

1950 年以前，营盘镇没有修筑公路，村与村之间只是阡陌小道。主要交通运输工具是人

力手推车（当地称为鸡公车）、木板牛车。交通运输业极为落后。现在，全镇公路公里总数已

达 53 公里，各村公所均可通达汽车。机动车辆（含汽车、拖拉机、摩托车等）据有量 1006

辆，其中主要用于客货运的车辆 50 辆。营盘镇与毗邻镇的福成、南康、廉州等地每日都有 15

次以上的客班车往返。

1979 年，营盘镇农业机械总动力 3164 马力，其中大中型拖拉机 21 台 748 马力，手扶拖

拉机 66 台 792 马力，排灌机械 41 台 566 马力，农副产品机械 71 台 1058 马力。1992 年止，

全镇农业机械总动力 28277 瓩，其中柴油机 27172 瓩，汽油机 495 瓩，电动机 610 瓩。动力机

3681 瓩。大中型拖拉机 8台 296 马力，农用小型拖拉机 384 台 3385 马力，小型机引农具 126



台，其中机引犁 49 台，机引耙 77 台。

邮电通讯

解放前，营盘镇没有任何邮电通讯设备，全镇各村既不通邮也不通电。与外界的信件往来

皆由行人商客代为传递，耗时费事。

解放初期，设有白龙、婆围两个邮政代办所，邮件由南康镇邮电支局投送，从而结束了营

盘镇无邮政的历史。1958 年，设有两台磁石电话桌机（为婆围区公所和白龙乡政府所有）。当

时，营盘镇没有磁石电话交换机，因此，这两台磁石电话桌机并入南康镇邮电支局磁石电话交

换机线网。1959 年 11 月底，营盘镇设立邮电业务处，主要办理邮政营业、出售邮票、收寄包

裹、汇兑、报刊发行、电报收发、长话通讯等业务，从而使该镇的邮电通讯业务初具规模。

1979 年以来，营盘镇党委和政府非常重视邮电通讯的基础设施建设，配合邮政电信部门

抓好建设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1992 年止，镇里邮电业务总量为 16.9907 万元，比 1979 年的 12340 元，增长了 13.76 倍。

邮电业务收入，1979 年为 10312 元，1992 年为 129031 元，比 1979 年增长 12.s 倍。现在，全

镇共有邮路两条，邮路总长 85 公里，邮递员两人，邮电支局一处，电话线路总长 117 公里。

1991 年 12 月 23 日零时，营盘镇程控电话线网割接开通使用。1992 年 10 月 25 日零时十

分，该线网纳入组建本地网，可与国内、国际电话用户直拨通话。营盘镇现有程控直拨电话交

换机一台，容纳量为 240 门。1991 年，程控直拨电话割接开通户 40 户，1992 年增到 75 户，

至 1993 年 4 月止，已安装使用 103 户。程控直拨电话线网的割接开通，改变了营盘镇自古以

来信息闭塞的落后面貌。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以及根据“大北海”城市建设的规划，营盘镇党委和政府同邮

电部门一起制定了五年计划，进一步建设好邮电通讯的基础设施。其中，发展农话用户 300

户，增加农活线路 600 对公里，安装营盘至南康通讯光缆，安装 1000 门数字程控电话，手提

移动电话 40 台、传呼机 120 台。

金 融

营盘镇信用社是属大集体所有制性质的金融机构，成立于 1953 年，四十年来，该社的全

体干部、职工在困难多、压力大的情况下，风雨同舟、迎难而上，使该社从小到大，由衰到盛，

一步步地发展壮大，为发展营盘镇的经济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了贡献。

该信用社成立时，有干部职工 18 人，固定资产几乎为空白，股金仅 3.5 万元。年贷款量

为 3万元，以支持农渔业生产为主，单一投回。到了 1979 年，各项业务较以前有了进一步的

发展，各项存款 50 万元，各项贷款为 35.6 万元。

三中全会以来，该社锐意改革，不断开拓业务。到 1992 年底，该社拥有干部职工 38 人，

有 5个分社，一个营业部，各项存款余额 1580 多万元。比 1979 年增加 1530 万元。其中储蓄



存款 1530 万元，增加 1511.6 万元。股金 171.5 万元，增加了 168 万元；各项贷款 1314.5 万

元，比 1979 年增加 1278.7 万元。1992 年，该社累计发放各项贷款 5464 万元，支持农渔业及

海养生产 3928 万元，其中支持珍珠生产 720 万元，支持乡镇企业 225 万元，支持商业 266 万

元，其他 325 万元。现在该社拥有办公及宿舍大楼 6幢，建筑面积为 2130 平方米。进口运钞

车 2辆，拥有摩托车、自行车等等，固定资产 40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