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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珠节发起过程

首届中国畲浦采珠节的前身，是首届合浦营盘采珠节。采珠节首先是我提出

的。

我是 1988 年 10 月底调到营盘工作的，起初，我对营盘珍珠生产历史、现状

很少了解，后通过深入调查了解，查看有关资料，才知道营盘是合浦珍珠的主要

产地。合浦珍珠历史悠久，名扬古今中外，如何发挥这个优势，造福珠乡？我一

直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1991 年 9月中旬，时任合浦县委书记的沈北海指出：营盘主要考虑如何抓好

珍珠生产这项工作，以此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根据沈书记指示，我在思考如何

写好珍珠生产这篇文章。

1991 年 10 月中旬，我和合浦县水产局副局长谢毅（防潮工作组长）等到白

龙村公所防十月大潮，在西海庙看守海堤时，我和谢毅边走边谈论有关如何发展

营盘经济的问题，在谈论中我提到：北海市今年（1991 年 10 月 18 日）举办首届

北海国际珍珠节，以此带动经济的发展。我们举办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好呢？接着

我说：珍珠是我乡的优势，名扬古今中外。据历史记载，汉代便有人开始采珠，

“以珠换米”或“进贡朝廷”。明朝弘治十二年（1374 年）费银万两，获珠二万

八千两。民国末年，一落千丈。解放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合浦珍珠生产，

1957 年 11 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把合浦珍珠生产搞上去，改变几千年自然采

珠为人工养殖。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958 年，我乡试办了一个人工养殖场，目前

已发展到 623 个场，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现在真正了解合浦珍珠的恐怕不

多。因此举办一个采珠节，以此为媒宣传、提高合浦营盘珍珠的知名度，促进经

济的发展，有什么不好？谢副局长听了我的解释后，觉得我的想法很好，接着便

问我：“什么叫采珠节？”我说：“采珠即收珍珠的意思（按照我们本地话即是杀

珍珠）”。采珠在我乡珍珠生产历史上都有先例，但过去的采珠是在朝廷的诱迫下



进行的，把珠民用船拉到几里甚至十几里远的深海，用绳缠住珠民下海采珠，危

险非常大，常有生命的危险。一粒珠就是一滴泪和血。清朝冯敏昌《采珠歌》曾

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江浦茫茫月影孤，一舟才过一舟呼，舟舟过去何舟得，

得得珠来泪已枯。”而现在的采珠是在珠民当家作主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有

本质上的区别。同时，我们举办采珠节的目的，宣传提高我们合浦营盘的知名度，

以珠为媒，以珠传情，促进各界人士对合浦营盘的了解，加快珍珠生产的发展，

促进营盘经济的发展。随后我在不同的场合和一些领导、干部谈及议论这件事。

时任市政府副市长宁铿到营盘检查工作时，我将我的想法向他汇报，他觉得很好，

应该举办，让世人了解合浦，了解合浦的珍珠生产历史、现状、发展前景，加速

珍珠生产的发展。

1991 年 3月初，在营盘乡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谈到如何发挥优势，振兴营

盘经济的问题时提出：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寻求种种比较好的形式发展优势，振兴

自己的经济，有的举办什么国际节，什么旅游节。广东“靠一条水”、云南“靠

一支烟”，贵州“靠一瓶酒”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我们营盘靠什么呢？

我认为，主要靠“一粒珠、一条鱼”。以珍珠为龙头，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因

此，我们计划在当年 12月上旬（1992 年）举办一个采珠节，以此推动经济的发

展，看大家的意见如何。

1992 年 3月中旬，营盘乡召开十届三次人代会，在会议上，也曾把举办采珠

节的设想提出来让到会的人大代表讨论，到会的代表满意我的提法，同意举办首

届合浦营盘采珠节。

1992 年 3月 31 日，和乡人大主席黄成祥、乡长吴礼旺专程下到黄稍、彬塘、

彬定、川江等养珍珠较多的村公所，找一些干部、珠民征求意见，交换看法。当

我们提出要在 1992 年 12 月初举办采珠节时，他们也很赞同。黄稍支书谢余先说：

“双手赞成支持办好采珠节，要钱出钱，要珠出珠，为大家争一口气”。乡退休

干部劳德生说：“举办采珠节是最好不过的事，看到别的地方办这个节，那个节

效果不错，我们早也想办个珍珠方面的节，但不懂叫什么名堂好，听吴书记这么



一说，认为采珠节最合适营盘的实际，谁也不敢挑剔的，我们大力支持。”听了

他们的意见，我们心里踏实多了。我接着问他们：“什么时候举办最好呢？”他

们说：“最好是 11 月底或 12 月初，早了迟了都不好办，因为那个时候正是珍珠

收获的季节，，容易办。”根据他们的意见，和黄主席、吴乡长商量，初步确定：

1992 年 12 月 5日或 8日。

1992 年 4 月 18 日，乡召开党政领导会议专题讨论、研究有关举办首届合浦

营盘采珠节的问题。起初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举办采珠节是一件大事，应该

尽快决定，及早准备，一办就要办出水平；另一种意见认为目前不是时候，因为

目前我们的经济困难，环境条件基础差，如果搞得不好，会带来诸多不良的影响。

但如果真的举办，我们也积极支持。最后决议：决定在 1992 年 12 月 8日举办首

届合浦营盘（白龙）采珠节，并要求尽快做好如下工作：

1．拟写一份捐资举办采珠节倡议书；

2．写一份报告给县委、县政府；

3．拟出整个采珠节活动方案；

4．及早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为了尽快把整个采珠节的方案拿出来，于 1992 年 4月 23 日，与黄主席专程

往合浦县找时任县文化局长的陈德中商量，要求协助我们做好有关规划，陈局长

满口答应，大力支持。当时，县文化局正在我乡搞社教，除找个别比较内行的同

志协助我们之外，还在局里增派出庞玉娟等四名同志到营盘协助我们做规划和编

写文艺节目。

1992 年 4月 25 日，县委办一名同志拿我们的报告说：“你们有关要求举办采

珠节的报告，县委在家领导已作了讨论，暂时不同意举办，你看看批文。”我说：

不同意就算了，不用看。期间，有的人提出种种议论：有的说，不要搞什么节了，

一无资金，二无宾馆、小车，三找一堆麻烦，四弄得不好身败名裂。我说：“举

办采珠节的目是宣传、提高合浦营盘的知名度，促进经济发展，有什么不好？我

不当这个书记没问题。”为了疏通各方面的工作，我几次到北海找有关领导汇报。



1992 年 4 月 28 日，去北海市找当时的市委书记汇报有关要求举办采珠节的

情况，但因书记外出开会不在家，随即找市长汇报，市长听了我的汇报后，感到

这个想法很好，他说：“你们一个乡敢提出举办一个采珠节，很有胆量……，即

使办得‘乱七八糟’也算成功。

今年你们先办，明年把它纳入北海市珍珠节。”听了市长的讲话，我感到很

高兴，好象有股力量推动我们的工作。

5 月初，和乡人大主席黄成祥同志专程到北海市人大找到主任汇报，主任听

了我们的汇报之后，满腔热情地说：“这个想法很好，应该抓紧举办，不要怕，

看来明年北海珍珠节的时间也要考虑一下。”主任又接着说：“为了表达我珠乡人

民的一点心意，捐 100 元给你们举办采珠节。”我们说：“不用你捐，你经济困难，

这心意我们领了。”主任说：“不成，一定要拿回去。”我们认为主任这 100 元比

1000 元 10000 元还值，因为他不仅在精神上支持我们，而且在经济上也给予支持。

1992 年 6月 8日，再次向县委、政府报告，要求批准举办采珠节，并做方案。

六月中旬，我和当时的县人大主任、纪委书记等到深圳考察，沿途我将有关情况

向他们作汇报，他们也很支持。

1992 年 7月 2日，县委其他领导专程到营盘找我们了解有关举办采珠节的情

况，并深入到黄稍村委听取珠民、干部的意见。初步答复：同意我们举办，但具

体要等县委书记从广东学习回来再研究。如果要办，你们必须筹资 50～60 万元，

同时将派两个办公室副主任和两台车给你们用。我们说：要筹资 50～60 万元可

能难度大，但我们尽量争取。

1992 年 7月 8日，我们党委、人大、政府正式作出举办首届合浦营盘采珠节

的决定。

1992 年 7月下旬，几次到合浦向县委书记汇报。7 月 26 日晚，找到书记后，

书记说：“你们想法是好的，方案我收到了，请你们按照你们的方案办，朝 12月

8日的目标努力，认真做好各种准备。”

7 月 30 日，召开全乡村公所、机关、厂场、学校等单位领导以及珠民代表的



大会，参加会议的有 250 多人，在会上，我首先作动员报告，然后由县委副书记、

县政府副县长讲话，最后书记强调说：“采珠节不仅是营盘六万人的节日，而且

也是合浦 105 万人民的节日，到时将发动全县人民支持你们办好这个采珠节，你

们更应该大力支持，共同办好这个节日。在书记的鼓动下，到会的干部、珠民代

表纷纷要求捐资举办采珠节，当天便捐资 76000 多元，拉开了首届合浦营盘采珠

节的序幕。

8 月 6 日，由县委书记带队，组织县五套班子及有关部、委、办、局的领导

到营盘召开现场办公会议，讨论、研究，是把营盘采珠节升格到县办的问题。

上午，先到营盘白龙村公所参加考察白龙珍珠古城，车队刚到白龙时，下着

大雨，书记即带队到白龙古城参观、考察。然后转车往黄稍村公所、黄稍珍珠场

参观。结束后，回到营盘乡政府召开会议，到会的领导一致同意，把营盘乡的采

珠节升格为合浦县采珠节。

八月三十日，县召开首届中国合浦采珠节动员大会，拉开了首届中国合浦采

珠节的序幕。

二、首届中国合浦采珠节的形成

首届合浦县营盘乡采珠节举行动员大会之后不久，八月六日，县委、政府等

四套班子的领导，由县委书记、县长带队，组织县各有关部、委、办、局的领导，

到营盘乡召开现场办公会议，专题讨论如何办好采珠节的问题。

上午，先驱车到营盘乡白龙珍珠城考察，然后转到营盘乡彬塘、黄稍等养殖

珍珠较多的村公所检查，最后回到营盘乡政府召开会议。认为县办的有利条件比

乡办的有利条件多，但问题是时间比较紧急，准备工作可能跟不上去。大家总的

认为还是由县办较好，这对宣传、提高合浦的知名度促进经济发展都有好处。但

也有个别人认为，难度大，不主张县办。最后，县委书记综合各位的意见，决定

把首届合浦营盘采珠节升格为合浦县采珠节，名称待后确定。随着对各部门提出

了要求，要以争分夺秒的姿态，切实抓好各项准备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首届合

浦采珠节的到来。



首届合浦采珠节，从而确定为首届中国合浦采珠节。

三、营盘采珠现场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县委书记在首届中国合浦采珠节动员大会报告中指出：“采珠节最精华的地

方，在一个‘采’字，真是一字值千金啊！”如何突出这个“采”字，写采珠节

这篇文章？全县一百万珠乡儿女都在考虑。8 月中旬，在县采珠节组委会工作会

议上，我提出，在营盘乡设一个采珠现场的设想，即时得到县采珠节组委会领导

的肯定。

1992 年 8 月 28 日，拟出《首届中国合浦采珠节营盘采珠现场实施方案（草

案）》，供采珠节组委会讨论。根据县采珠节组委会讨论的意见，1992 年 9 月 20

日又进行修改；1992 年 10 月 14 日，北海市政府市长、合浦县委书记、县政府县

长等领导专程到营盘视察，检查采珠现场的准备工作情况，视察后，市长提出了

几点指示和要求：采珠现场，要突出一个“采”字，同时要有神秘感，要精心组

织，周密策划，办出一流的水平。根据市长的指示，1992 年 10 月 30 日，我们又

对采珠现场的方案进行修改，经过反复比较、讨论，最后确定：采珠现场设在营

盘乡青山头（珍珠场附近），参观时间：12月 8 日下午。但最大的问题是当天下

午退潮较远，对实施海上采珠比较困难。广东小红豆粤剧团，应首届中国合浦采

珠节组委会的邀请到合浦演出。12 月 3 日，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等一行

10多名演员，专程到珠乡慰问演出，分别在黄稍村公所、营盘乡政府为干部、群

众、珠民、渔民演出《荔枝颂》、《刁蛮公主憨驸马》等，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

欢迎。红线女说：“我第一次到广西合浦，也是在几十年来第一次中午不休息到

农村演出，我感到很高兴。”12月 5日，县长专程到营盘视察，检查采珠现场的

准备情况。

1．采珠现场的组织

采珠现场的组织与实施，是采珠节成败的关键。涉及面之广，工作量之多，

要求之高，难度之大，是一般的会场莫所能及。为了保证采珠现场工作按时、按

质、按量完成，做到客人满意，珠民欢心，万无一失，乡党委、政府研究决定：



从 11月 1 日起，高度集中精力、人力、物力，全力以赴，搞好各种准备工作。

整个采珠现场的设计、规划，我们参照县采珠节组委会的机构设置情况进行。

乡成立采珠现场指挥机构，下设有组织、集资、宣传、广告、交通、安全，采珠

后勤、接待等十四个组织和一个办公室。党委书记任总指挥，副总指挥分别由各

副职领导担任。每个组还安排 5～10 个干部、职工负责具体工作，明确任务、要

求，分工合作，千方百计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

2．采珠现场的实施过程

根据县采珠节组委会的安排，首届中国合浦采珠节营盘采珠现场主要由宣传

广告，欢迎队伍，采珠现场（海上陆上），交通治安，后勤接持，会务等六大部

分组成。采珠现场设在合浦县营盘乡青山头的海滩上（即是营盘乡珍珠场附近）。

首先抓好资金的筹集，整个采珠现场所需资金约要 50～60 万元，除县组委

会拨款 20多万之外，尚欠 20多万元。为了抓好资金的落实，成立了集资领导小

组，共集资 28万多元，保证采珠现场所需的资金。

(2)宣传广告方面，由曾明初、刘绍芳、李宪等同志组织实施。全乡从东到

西，从北到南，从街道到农村，厂场到学校共搭建十五个彩门，耗资近 20 万元

（其中县采珠节组委会投资兴建的“白龙珠城”彩门 13 万元；大型宣传、广告

牌四幅，耗资 5 万余元；珠乡风情展（一）、（二），耗资 2 万元，还花了两万余

元专题拍摄《南珠故乡—营盘》录像片和编印了一万份《南珠之乡》宣传画册。

同时还花了 3 万多元，由企办吴德谦、林坚强牵头，制品厂陈美宗，珍珠实业公

司邹时能等同志组织实施，搞了一个珠乡产品展销长廊，获得了内外嘉宾的赞赏。

(3)欢迎队伍的组织由潘荫业、王永琪等同志组织，这是营盘有史以来，规

模最庞大的一次，全乡 15个村公所，22间中小学，30多个厂场的干部、职工、

师生、群众、珠民、渔民代表，共 12000 多人参加，前后进行 3 次训练。

(4)采珠现场由陈继炳、陈尚芳同志负责组织实施，海上部分组织 50多艘渔

船 200 多名珠民，进行采珠表演。陆上采珠点 60多个，300 多珠民参加表演。

(5)交通、治安、保卫由苏永文、陈朝录等负责，同时抽调近 50名公安干警、



司法人员组成一支有力的队伍，保证万无一失。为保证交通行车的安全，县采珠

节组委会拨出 70 万元修整白龙——营盘公路，修复青山头海堤，以及修整两个

停车场。

(6)后勤、接待由杨伟秀、郑聪沛等负责，应有尽有。①花了 30000 多元，

从广东购置了 80 套台、椅供嘉宾休息就餐；②每人供应一大碗珍珠螺肉粥，以

及有关海产制品等；③组织 50名礼仪小姐。

(7)会务主要由曾明初等同志负责组织实施。采珠现场、会场内外装饰考究，

气氛热烈。大彩门上，双龙戏珠，彩灯高挂，彩门左边是《珠乡风情展》，右边

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南珠之乡”的题词，田汉的手

书，以及有关《珍珠生产的历史、现状》等图片展览。会场内有别具特色的珠乡

特产展览。天空上，有两个直径 1.5 米的大汽球，汽球上悬挂有“热烈欢迎国内

外嘉宾光临营盘”等标语。

会场外，从营盘乡政府到街道、机关、学校、厂场，普遍装饰一新。营盘街

红旗招展，彩旗飞扬。从营盘老鸦龙至青山头沿路两边插满各式各样彩旗。老鸦

龙路口安装一幅幅大型的广告牌：“欢迎您光临南珠故乡”，“东珠不如西珠，西

珠不如南珠”，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珠乡人民的精神面貌。

县采珠节组委会投资近 100 万元，修通了营盘——白龙的公路，新建白龙珍

珠城大彩门，修复了珍珠城南城门，给采珠节增添了不少的光彩。

3．采珠现场的盛况

12 月 9日，是营盘人民忘记不了的节日。早上七点，天高气爽，温暖如春。

12000 多名珠乡儿女，分别在老鸦龙、青山头、营盘街、白龙珍珠古城，以她们

那前所未有的情怀，静静地等候国内外嘉宾的光临。7 时 30 分，当嘉宾的车队出

现在人们的眼前时，顿时，欢声雷动，群狮起舞，鞭炮齐鸣。欢迎队伍手举鲜花，

彩旗，一句汉语，一句英语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口号声响彻

云霄，震动珠乡大地。一百余辆各种高级轿车徐徐驶过欢迎队伍，到达青山头采

珠现场。



青山头，沙细坭幼的长滩，绿树成荫，青纱屏障……

会场内外着装整齐的各机关、学校、珠民的欢迎队伍也喊出肺腑的口号：“欢

迎、欢迎，热烈欢迎！”……！仪仗队，司号队，礼仪小姐，以他们那熟练的舞

姿，优美动听的歌喉，引吭高歌，翩翩起舞，伴随广播的采珠歌组成一支具有珠

乡特色的交响乐。

当各位嘉宾、客人坐下，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香味四溢的珍珠螺肉粥，以及

营盘乡的海产制品：蟹肉丝、珍味渔脯、鱿鱼丝等。各位品尝珍珠风味小吃并致

欢迎词后，便开始采珠表演。海上采珠船队的珠民，扑通扑通的潜下海底，采集

珠贝；陆上的采珠女以她们那熟练优美的动作，向各位嘉宾、客人作汇报表演。

客人们看到那金光灿灿的大珠、小珠落银盘（营盘）的情况，无不欢欣鼓舞，手

舞足蹈。顿时，整个采珠现场沸腾了。一位来自香港的客人说：“真想不到，一

个乡镇能办这么一个现场！”

接着，便开始自由采珠，香港某公司叶长三，是一位残疾人，慕名前来参加

首届中国合浦采珠节。自由采珠开始后，我便主动上前同他打招呼：“叶先生，

是否也选购几个珠贝，碰碰运气。”叶先生说：“好，好，好！”即时给他选了十

个珠贝，让他自己采，结果采得了 9 粒珍珠，他热泪盈眶，赞口不绝：“采珠节

既发又久！”类似这样动听的事，很多很多……

9 时 30 分，各位嘉宾、客人驱车前往白龙珍珠古城参观。

中午 10 时半，采珠现场活动胜利结束。各位嘉宾驱车前往举世闻名的白龙

珍珠古城参观。著名戏剧家黄婉秋当即表演，博得阵阵掌声，全场好不热烈。

四、采珠节的效应

古郡千载起夙愿，珠乡今朝展宏图。12月 8日，在南珠之乡的这片热土上，

举办第一个采珠盛节——首届中国合浦采珠节，来自五湖四海的 808 名嘉宾，云

集珠城，相逢在采珠时节，领略了采珠风情，品味珍珠螺肉粥，浏览了珠乡的自

然胜景，文物古迹，洽谈了一批经济项目。这次采珠节办得热烈、隆重、成功，

充分体现了“友谊、合作、奋进、发展”的宗旨，受到了国内外嘉宾的赞扬。



1．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注南珠，欣然挥毫，为采珠节题词。时任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为采珠节题词：“南珠之乡”；时任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珠还合浦”；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

“弘扬南珠文化，振兴合浦经济”。时任区党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也分别题词：“振

珠业，兴合浦”；“扬南珠美名，兴合浦经济”。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合浦珍珠题词，

合浦解放 43年属尚首次。

2．国内嘉宾非常向往珠乡，厚爱采珠节。今日的珠乡在世人心目中，占据

有什么的地位呢？采珠节，就是一个很好的验证。举办采珠节的消息传出之后，

国内外多家报刊为采珠节大造舆论，国内外大批商贾、巨富、名人都把参与采珠

节当作一件非常荣幸的事。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曾到许多地方，却没有到

过广西，这次她却在采珠节来合浦观光、演出，在珠乡 7 天，一改过去深居简出

的习惯，频频光临珠乡各地，3 台演出全部露天献艺。她多次讲过，我来广西是

第一次，而第一次来广西选择了珠乡，选择了采珠节，对我来说是非常荣幸的。

参加这次采珠节的国内外嘉宾、商贾、巨富、知名人士、港澳同胞等 808 人。

3．百万人民满腔热情参与采珠节。珠乡人民都把采珠节看成自己的盛节，

参与的意识十分强烈：206 个单位和数十万人自发为采珠节募集资金 5482261 元，

近 10 万人参加整治市容环境卫生；96个单位参加采珠节商品展销，商品数万种；

30多万人观看了开幕式和闭幕式的文艺表演、游行及烟花晚会。

4．采珠节期间没有发生事故

5．为了把天下商贾引到采珠节上来，几套班子领导到美国、新加坡、朝鲜、

俄罗斯等国宣传合浦，宣传采珠节。县几套班子领导的决策指挥，表率作用，在

珠乡人民心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6．提高了合浦的知名度。这次采珠节有 808 名嘉宾光临珠乡，其中有来自

美国、日本、越南等国和中国香港、台湾、澳门地区的商贾 251 人，来自中央和

国家机关嘉宾 31人，来自区内外的领导、专家、名人 462 人，来自国内外新闻

界的编辑、记者 64人，个个对采珠节赞叹不已。



7．一珠动万家，一珠引万商。经贸洽谈广泛而友好。从 1992 年 8 月至 12

月 7日，全县审批合同书的“三资”企业 20个，投资总额 8586.4 万美元，其中

利用外资总额 4450.4 万美元，签订意向书的“三资”企业 19个，投资总额 5171.5

万美元，其中利用外资总额 2207.7 万美元。12 月 8 日至 10 日，又签订合同书的

“三资”企业 11个，投资总额 2280 万美元，其中利用外资总额 963.6 万美元。

3 天签订的合同与前 10 年总和比较，个数增加 56%，与 1992 年 1 月至 7 月比较

项目增加 56%，投资总额增加 108%，利用外资总额增加 49%。节日期间，还签订

意向书的“三资”企业 27个，投资总额 1.1268 亿美元。其中利用外资投资总额

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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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的内联企业 17 个，投资总额 9.688 亿美元。与此同时，经贸洽谈、订货、商

品交易、展销也出现了好势头。对外贸易洽谈、展销、订货成交额达 521.8 万美

元，商品交易展销额达 485.5 万美元。

8．促进了两个文明建设，加速了经济的发展。首届中国合浦采珠节的举办，

不仅提高了合浦的知名度，同时也提高了营盘乡的知名度。

营盘地处合浦之东南，北部湾畔的沿海之滨。珍珠虽然出产在营盘，但鲜为

人知。通过这次采珠节，尤其是通过采珠现场，使世界更加了解营盘。东珠、西

珠，珠出白龙，南珠、北珠，珠出合浦。经济上促进发展。1992 年，营盘乡五谷

丰登，六畜兴旺，各行各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据统计，农业生产在连续

三年增产的基础上当年又增产，珍珠生产达 2.132 吨，创历史最高水平。海产品

总量达 30000 吨，其中海洋捕捞 23000 吨；乡镇企业总产值达 1.03 亿元，总收

入达 1.2 亿元；全乡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势头也喜人，人均纯收入达 1086 元，财

政收入达 185 万元。促进两个文明建设。采珠节以来，通过采珠节组季会和自己

的集资，先后投入软、硬件建设，整治交通、市容环境等建设的资金达 190 万元。

是营盘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一年。促进珍珠生产的发展，带动了乡镇企业走上新

台阶。采珠节后，营盘乡珍珠生产发展迅速，1992 年珍珠养殖户（场）达 900

多户（场），比采珠节前增加 300 户（场），其中彬护村公所增加 200 户（场），



黄稍村公所增加 100 户（场），养殖面积达 10000 亩，比采珠前增加 3000 亩，插

贝超过 3000 万只，产量预计 3.5～4.0 吨。同时，也带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采

珠节以来，营盘洽谈的项目攀新高。其中属于高新科技的有：彩色珍珠开发；太

阳能全天候孵化珍珠贝苗。加速房地产的开发。前来洽谈考察、开发房地产的客

商络绎不绝，1992 年期间，先后有广西旅游局旅游服务公司，国家科委海南创业

中心，中房北海分公司，中房四川分公司，北海亨通房地产公司以及香港、台湾

等地的房地产公司，已签订开发意向书 15份，要地 6000 多亩，这是营盘有史以

来第一次。

（写于 2004 年 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