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事 记
(1882~2006)

清

光绪八年（1882 年）

四月 今境域内发生鼠疫。

光绪十三年（1887 年）

八月初二 大台风，初五和初十日复作。连续大台风，历史罕见。

光绪十九年（1893 年）

七月十七日 台风吹袭，船艇被刮至岸上，今境域沿海渔民多人罹难。

十月 秋旱，薯类失收，饥荒。

光绪二十年（1894 年）

一月 麻疹流行。

三月初 今境域流行“疬子疫”（颈淋巴结核的鼠疫），蔓延至广东高州、雷州等，死人不

少。

春 旱 水稻失收。

六月十一日至十三日 台风袭境，今境有 12 艘渔船在越南海面沉没，渔民全部遇难。

七月 特大暴雨，连续 72 小时，降雨量达到 312 毫米。随后霍乱等疫症流行。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

四月 春大旱，竹林开花结实，饥荒。

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

春 旱 竹子结实如麦，发生蝗虫灾害。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

十一月 今境内畜禽因痢疾流行大量死亡。竹林结实后全部枯死。

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

二月初六 流行鼠疫，死者不计其数。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

春 麻疹流行。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

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初三 今境内居民举行 10 年一次水陆道场大醮会，酬神演戏，官禁

不止。



光绪三十年（1904 年）

八月二十一日 台风，连降暴雨 6小时，沉船溺死 50 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

六月 法国驻北海领事馆应廉州府请求，把著名土匪林中月（绰号“水蜘蛛”，今境内龙

潭村人）等 28 人，从越南海防引渡回廉州处决。

宣统元年（1909 年）

四月 今境内鼠疫流行。

宣统二年（1910 年）

二月 天花流行，多人死亡。

宣统三年（1911 年）

二月 今境内部分村庄鼠疫流行。

中华民国

民国元年（1912 年）

9 月 6 日 台风袭境，“靖边”号巡兵船被风吹搁岸边遭毁，有渔船被刮沉，一民房被刮

倒，死亡多人。

民国三年（1914 年）

秋 今境内牲畜瘟疫流行，耕牛病死不少。

民国五年（1916 年）

8 月 霍乱流行，居民死多人。

9月 8日 台风来袭，陆上损失颇大，渔船因及时躲避而无损。

民国九年（1920 年）

7 月 7~25 日 台风先后来袭，以 25 日风力最大，村民房多被毁，大树连根拔起。

民国十六年（1927 年）

夏 霍乱及一种民间称为“黑死病”的传染病在今境域内流行。

民国十九年（1930 年）

5 月 19 日 台风过境，船只损失颇大。

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

夏 哄传水井中有外国人下毒，今境内各村水井全部封禁。

9月 17 日 上午 8时起，台风过境，拔树倒屋，次日晨 6时，风势减弱。

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

7月 19日 长庚星白天出现。16时，迸出一红色星向东飞去，原星照常轨运行，黄昏后落。



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

4 月 绅商渔民募捐修复位于冠头岭的“廉阳古洞”王龙岩庙宇竣工。

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

5 月 民间谣传鱼类中有“红头蛆虫”，群众戒食鲜鱼 1个月。

9月 27 日 日本军舰 1 艘炮击冠头岭，防军班长黄亚全不幸中弹身亡。28 日日本军舰离

去。

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

年初 日军运输飞机 1架入侵区境，降落于福成西村三清庙附近田野。机内走出 5名日本

军人，强迫农民带路，欲寻船从海上逃跑，当地盐田工人及民兵自卫队围捕，将其全歼，缴获

手枪 4支。

2月 中共北海支部筹建的平民小学在龙潭村林氏宗祠开办，学生免费入学。校长郭芳。

5月 中共龙潭党小组成立，组长郭芳（郭芳为北海党支部负责人）。

6月 龙潭党小组扩建为龙潭党支部，有党员 10 人。书记王惠澜。

8月 龙潭党支部组建龙潭抗日联防队，有 50 多人，10 多支枪。队长林晃章（民主人士），

副队长林英香。

民国三十年（1941 年）

3 月 8 日 11 时 日军飞机 1架在今境内的赤壁村投弹 4枚。

6月 24 日 12 时 日军军舰 2艘在电白寮海面掳渔船、货船各 1艘加以焚毁。25 日 8 时离

去。

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

3 月 6 日上午 党江恒昌公司盐船在冠头岭海面被日军击沉，失盐 2.5 万公斤。中午渔船

数艘被扫射轰击。18 时，三盛利货船 1艘在电白寮附近海面被日军劫往涠洲，计损失国币 10

万元。

4月 22 日晚 日军舰 1艘在电白寮海面劫持货船 1艘，乘客 10 人被缚投海中，除 2 人幸

免于难外均溺毙。

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

5 月 17 日 日军舰 4艘先后入侵，其中一艘追捕渔船未遂。

5月 27 日上午 日军舰 2艘游弋港外劫去渔船 2艘。

6月 2日 日军舰劫去大小渔船各 1艘。

6月 7日 日军舰掳去渔船 1艘；同日 8时，盟军飞机与日本飞机在上空遭遇，空战激烈。

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

12 月 30 日 日军 2000 多人由钦州开来，经合浦行至北海又折往福成西村港向湛江方向



逃窜，沿途抢劫、拉夫、奸淫妇女。

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

9 月 3 日 今境内各界燃炮结彩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欢腾若狂。

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

夏 霍乱流行。福成东西村死 10 多人。

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

7 月 中共粤桂边纵三支队某部在高德登陆，与合浦保安警察交火，战斗激烈，后转移到

大冠沙、竹林、西村一带，全队 20 余人先后牺牲。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 年

6 月 乡街政权建立。今境内设东靖乡、西靖乡、高德乡、七星乡、海东乡 5个乡政府。

1951 年

2 月 去冬严寒造成农作物失收，今境内农村春荒缺粮。

4月 今境内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掀起群众性捐款献物高潮。

5月 13 日 横路山村 3处水井有毒，死 1人，经抢救脱险 12 人，原因不明。

1952 年

8 月 25 日 境内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以开江、马栏两乡作试点。11 月 10 日试点工作结束。

12 月 10 日在 22 个乡（镇）全面铺开运动。

1953 年

2 月 开展渔民民主改革运动。

4月 境内渔业乡全面铺开。

同月 境内农村部分农户自发组成互助组，市委农村工作队加以组织推广。

3~4 月 基层普选，选出北海市郊区（今银海区前身）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65 名。

3月 9日 土地全面复查，4月上旬结束。

4月 中共北海市郊区委员会成立，为北海市委的派出机构，分管北海市第二、第三区党

的工作。首任书记马致福，副书记姚为政。

年末 今境内建立农业互助组 564 个，入组户 2788 户，占贫下中农总户数的 42.1%。

1954 年

4 月 18~20 日 北海市郊区（今银海区前身）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出席

代表 65 人。大会选出人民政府委员 15 名，选举姚为政为区长，选举苏远贵、庞国兰等 22 人

为出席北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



8 月 30 日（农历八月初三） 12 级台风袭境，毁损房屋 2300 间，毁沉渔船 62 艘，部分

大树被连根拔起，受灾农作物 439.87 公顷，灾情严重，为百年罕见。

冬 境内有 2个农业互助组转为初级农业合作社。

1955 年

春 市委抽调干部下乡协助开展互助组转为合作社工作。至 9月，入社农渔户占总户数的

57.9%。

1956 年

4 月 北海市由省辖地级市降为县级市，撤销郊区政府（二区），原 25 个乡改为 5个乡人

民委员会。

7月 6日 台风过境，境内北背岭、曲湾底、关井、龙潭 4乡海堤崩塌，农田受淹。

1957 年

8 月 渔农村先后 2次开展打击地主、富农反攻倒算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

10 月 15 日 整风运动开始，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中小学教师、工商业者和民主

党派人士参加运动。

12 月 出现罕见的低温天气，低达 2摄氏度。

1958 年

1 月 15 日 牛尾岭水库水利工程开工，农民、干部、居民、学生等 1 万余人投入建库劳

动。4月主坝填土工程基本完成。

11 月 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境内农村中 95%的农民、渔村中 90%的渔民都报名参加

人民公社。私有生产工具全部入社，实行集体生产、集体分配。原有的各行政、经济部门实行

军事体制。

11 月 中共北海市郊区委员会改为中共合浦县北海市郊区团党组。

同月 境内各村普遍建立集体饭堂，取消一家一户的“小灶”，实行“生活军事化”。农民、

渔民集中吃“大灶”，农村饭堂实行“一日三餐干饭不要钱”，造成集体存粮大减。

同月 合浦专署水产局珍珠养殖试验场在今南沥诲面培育成功中国第一颗人工插核养殖

珍珠。

1959 年

1 月 大冠沙盐场开工建设。

6月 10 日 北海人民公社改为北海镇（县级），脱离合浦县，受广东省湛江专署管辖，下

辖郊区（今境域）等 4个公社。

6月 郊区团党组改为中共北海镇郊区公社委员会（管辖今境域）。

12 月 24 日 强冷空气南下，阵风 10 级，卷走船艇 3艘。



是年，白虎头村北约 500 米高高墩处出土夹砂陶片，经专家考证，此处为新石器时代沙丘

遗址。

1961 年

4 月 撤销中共北海镇郊区公社委员会。

7 月 14 日 根据北海部署，境内开展“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违法乱纪，又

称“新三反”），1962 年 1 月结束。

7月 召开渔村公社三级干部大会，贯彻中共中央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简称“农业六十条”）。

9月 14 日 南澫大队与外沙大队社员因争夺南澫港围网水域发生械斗，重伤 4人，轻伤 6

人。

1962 年

8 月 11 日 受强台风袭击，境内农作物受灾 4268.75 公顷，毁坏房屋 15696 间。

1963 年

7 月 23 日 7 号台风过境。

8月 16 日 9 号台风袭境，风力 12 级。部分农舍倒塌。

1964 年

4 月 7 日 6 时 30 分，牛尾岭一带冰雹，毁坏农舍 30 间。

1965 年

7 月 15 日 8 号台风过境，境内海堤缺口 99 处，损秧苗 438.87 公顷，毁船艇 44 艘，倒

屋 250 间，伤 3人，失踪 2人。

1966 年

7 月 26 日 8 号台风袭境，风力 12 级，毁屋 1965 间，损坏船艇 85 艘，受灾农作物 846.67

公顷。

11 月 14 日 下村农民 58 人食河豚（龟鱼），中毒 47 人，重者 17 人。

11 月中旬 境内掀起“红海洋”运动，墙壁、大门均涂上红漆，写上毛泽东主席语录及

标语口号。

1967 年

5 月 19 日 各公社“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与市区党群造反派总部等造反组织 4000 余人在

市中山公园举行拥军爱民大会及游行，遭部分学生组织的冲击，发生冲突，双方共有 21 人受

伤。

6月 5~8 日 南宁“4·22 火线指挥部”成员 8人到北海散发被他们夺权后出版的《广西

日报》，被北海部分持不同观点的群众拦截于今境内，并与之辩论。6月 8 日，北海二中部分



学生和群众，集中到市武装部要求释放南宁“4·22”成员并要求市武装部政委接见，不遂，

引发静坐，参加人数由几十人到千人以上，称之为“六·八革命行动”，随之成立“6·8”指

挥部（简称“6·8”），静坐持续到 7月 13 日。

7月 6日 境内部分渔农民参加的北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成立，

在中山公园集会并游行。

7月 13 日凌晨 为驱散静坐人群，境内渔农村社员 3000 多人被动员进城，包围冲击“6·8”

指挥部，双方用木棍石头武斗，伤 30 多人，死 2人。

10 月 20 日 受 18 号台风和冷空气同时影响，阵风 12 级，境内坏船艇 6艘，沉 4艘，失

踪 10 艘，水稻损失 30%。

1968 年

3 月 23 日 西塘公社关井大队对 3 名被管制分子（地、富、反、坏、右）进行批斗，批

斗后民兵将他们枪杀。

7月 受全国掀起“三忠于”和“四无限”热潮（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

主席革命路线和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影响，境内家家设立

“忠”字牌、 “宝书”台，不论男女老少都要学跳“表忠舞”，早晚饭前必须对毛主唱歌，

谓之“早请示，晚汇报”。

1969 年

4 月 4 日 各公社干部群众到市内参加全市性批斗原市长等市领导大会。

1970 年

5 月 4~5 日 各公社干部群众参加北海市举行的“宽严大会”。大会持续 2天 1夜。被“揭

批”对象达 500 多人，会后自杀 24 人。

1971 年

5 月 29~30 日 8 号台风过境，风力 11 级挟暴雨，倒塌房屋 2500 间，沉船 20 艘，缺海

堤 75 米，死 7人，伤 25 人，农作物受损 1600 公顷。

7 月 23 日 包家大队出现龙卷风，持续 10 分钟，风力达 12 级以上，影响范围直径 150

米，80 年老树连根拔起，死 3人。

1972 年

6 月 26 日 贯彻毛泽东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市属医院 125

名医务人员下放到境内农村和部分工厂。

6月 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今境域内中小学由工人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管

理。



1973 年

12 月 境内各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74 年

2 月 境内各公社根据市委号召，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1975 年

3 月 14 日 市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宣传队（也称“抓三分之一”宣传队）到境内各

公社农村开展运动。

1976 年

9 月 18 日下午 各公社干部群众前往市体育场，参加毛主席逝世追悼会。

1978 年

3 月 21 日 因越南当局反华排华，旅越华侨被迫离境，首批进入北海口岸的难侨民船 3

艘 23 人。至 7月，入境旅越华侨民船 932 艘 7230 人。

1979 年

6 月 2 日 经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北海市华侨渔业公社

（乡镇级建制）成立，专为安置越南归侨，1984 年 9 月改称新港镇，1987 年更名侨港镇。

8月 23 日 联合国红十字代表团由卡赛拉·斯莫切特率领视察访问华侨渔业公社

1980 年

7 月 20 日 联合国难民署代表莫斯歇、桑洪臣等一行 8 人到华侨公社视察难民、侨民安

置点。

1981 年

2 月 咸田玻璃厂建成投产。

5月 印支难民医院在华侨渔业公社建成开业。联合国难民总署驻京代表莫斯歇视察医院，

表示满意。

7月 19~24 日 受 7号台风和暴雨影响，境内堤坝被冲垮缺口 102 处，部分村落受淹 3天，

农作物被浸 159.33 公顷，损失稻谷 50 万公斤。

12 月 8~9 日 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视察华侨公社。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前丹麦首相

保尔·哈特林到华侨公社访问。

1982 年

5 月 10~12 日 联合国总部审计官盖尔特·迪奥索、联合国难民署常驻中国代表莫斯歇一

行 10 人到华侨公社检查援助难民项目及账务。

6月 30 日 法国自由撰稿人弗朗塞斯希·巴迪斯夫妇到华侨渔业公社了解印支难民情况。

6月 美国自由撰稿人丹尼尔·佰斯坦夫妇访问华侨渔业公社。



7 月 25 日 美国驻广州领事罗如恕等访问参观华侨渔业公社及白虎头海滩。

9月 15 日 17 号台风袭境，风力 11 级。水稻倒伏 3533.35 公顷，甘蔗被吹倒 1000 公顷，

蔬菜被毁 104.33 公顷，倒树 66.34 万株，海堤缺口 65 处长 2625 米，倒屋 652 间，沉船 12

艘，死 1人，伤 6人。

1983 年

1 月 26 日 联合国难民署新任驻华代表卡彭特等访问华侨渔业公社。同年 4 月该代表率

瑞士记者再次访问华侨渔业公社，了解难民安置详情。

2月 27 日 美国驻广州副领事、美籍华人江权活访问华侨渔业公社。

3月 2日晨 福成乡南部地区降冰雹，历时 15 分钟。地面堆积厚度达 10~15 厘米，伤 13

人，损坏房屋 24097 间，毁坏已播下的早稻种子 13300 公斤。

1984 年

3 月 3~4 日 自治区在华侨公社和咸田公社之间的空阔地带举行防空演习（对空射击）。

7月 国家民航局领导及有关专家到北海选址建飞机场，场址定位于福成乡。12 月 30 日

国务院批准建北海福成机场。

9月 5日 10 号台风袭境，农作物受灾约 5.5 万亩，倒树 70 余万棵。

9月 11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批准《北海市设市辖区、乡（镇）方案》，取消公社建制，恢

复成立郊区（银海区的前身，以下同），辖高德乡、西塘乡、咸田乡、地角镇、新港镇、涠洲

镇。

9月 30 日 中共北海市委决定成立中共北海市郊区委员会，容辉宗任书记。

11 月 11~15 日 郊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选举郊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副主任，区长、副区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

11 月 14 日 大冠沙海滩发现搁浅而死的大鲸鱼，长 12 米，重万余公斤。后送北海市水

产展览馆将鲸骨制成标本展览。

11 月 联合国难民署组织西德、丹麦、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国记者 11

人采访新港镇，称北海市安置难侨工作是“全世界最好的”。

1985 年

1 月 13 日~14 日 召开中共北海市郊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区委书记、副书记。同时

召开中共北海市郊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区纪委副书记、委员（缺书记）。

5月 市区开发建设用地首期征地工作完成，共征用境内土地 560 公顷，7300 名农村人口

转为城市人口。

6月 22 日 北海市举行首届端午节“屈原杯”龙舟赛，新港镇获第一名。

8月 27 日~28 日 强风暴雨，部分农田及村落被水淹。



1986 年

2 月 14~15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新港镇。

2月 22 日 联邦德国电视一台记者采访新港镇，拍摄难民安置电视纪录片。

7月 21 日 郊区遭受 9号台风和特大海潮袭击，冲垮海堤 6000 余米，近海的 9个村庄和

8条街道被淹，1554 户 4320 间民房受浸，199 艘渔船被毁坏，3人死亡，2人重伤。大冠沙盐

场等多处被海水浸淹，损失虾苗数百万尾。

12 月 10 日 北海福成机场举行首航庆典。次年 3月 15 日飞机场正式营运。

1987 年

1 月 23 日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高德乡撤乡建镇。

7 月 2 日 应郊区人民政府邀请，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党政代表团到郊区访问。9 月 17

日，北海市郊区和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正式结为友好区。

10 月 15~17 日 举行郊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

主任，选举区长、副区长，选举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

12 月 25~27 日 召开中共北海市郊区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区委书记、副书记、党委常

委。

12 月 31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乔石视察侨港镇。

1988 年

6 月 30 日 6 时至 14 时降大暴雨，降雨量达 332 毫米，鲤鱼地水库库满溢堤。2200 公顷

农田被淹。同时大海潮袭击，16 处海堤缺口，2 人死亡。市、区共 6000 多人参加抢险，堵塞

东边垌堤缺口，加固曲湾海堤。

7月 2日 咸田乡白虎头、高沙龙等村部分村民阻挠石英砂矿开工建设。数百名村民集中

在石英砂矿区，挖断公路，围攻乡政府，封锁乡政府大门。咸田乡党委书记被殴打致伤。北海

市长至现场做解释工作。在武警协助下平息了事件。

9月 26 日 广场至白虎头 10 公里沥青路铺筑建成。

12 月 11~16 日 龙潭村水源地进行大型抽水试验，经测试及分析，证明该村水量丰富、

水质符合饮用标准，可以满足日产水 15 万吨水厂的要求。

12 月 郊区举行首届体育运动会。

1989 年

5~6 月 旱情严重，雨量不足 160 毫米，自 1954 年以来所罕见。

7月下旬 国家林业部授予北海郊区“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单位”称号。

9月 9日 位于咸田镇的石英砂矿建成投产，矿区范围 473 亩，储量 204 万吨，年产 6万

吨优质石英砂。



1990 年

5 月 l2~13 日 召开中共北海市郊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 110 名。大会选举区委书

记、副书记。

8月 北海市区域调整，郊区管辖的地角镇、西塘乡的共和、群和、大囊等村公所的沈四

村、油行村，西边垌村公所的徐屋村、张屋村、新安村、石子岭村、体育里，以及高德镇的高

农村公所的勒棚村等区域划给海城区管辖。

8月 21 日 气温达 37 摄氏度，是境内历史上罕见的最高气温。

9月 12 日 凌晨，雷电交加，倾盆大雨。2小时，降雨量 90 毫米，雷声之大，频率之高，

持续时间之长，均属罕见。

10 月 24~27 日 举行郊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代表 115 人，列席代表

26 人，邀请代表 34 人。会议选举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郊区区长，副区长，区法院院

长，区检察院检察长。

11 月 22~23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乘专机抵北海视察境内工厂、码头和北海银滩并

在银滩种树留念。

11 月 23 日 白虎头海滨旅游区第一期工程奠基，1991 年 6 月 25 日工程基本建成投入使

用。工程单体建筑占地面积 8475 平方米，建筑面积 14356 平方米，投资 1573 万元。

1991 年

1 月 11 日 侨港镇建成全市第一个有线电视网，可收看 7套电视节目。

3 月 日本慈善团体水月会大谷畅显、安永俊博、本多隆发一行 13 人到郊区咸田中学考

察教育情况。

4月 由郊区人大常委会承办的广西五市郊区人大工作联席会议在桂新大厦举行。出席会

议的有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和北海 5市郊区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 40 多

人，会期 3天。

10 月 16 日 日本慈善团体水月会捐资 500 万日元兴建的咸田中学综合教学楼落成。经北

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改咸田中学为中日友谊中学。日本水月会大谷畅显、安永俊博等参加教学楼

落成庆典仪式。

10 月 18~24 日 首届北海国际珍珠节举行。郊区组织开展文艺演出、旅游活动、经济技

术合作洽谈、信息交流、商品展销等。

11 月 13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到北海银滩视察。

12 月 18 日 北海银滩第二期工程开工。工程占地 198 公顷，总投资 6亿元，建成后与第

一期工程连成一片，成为中国最大的海湾旅游风景区。



1992 年

7 月 日本兵库县日高町日高东中学与中日友谊中学结成姐妹学校。

8月 22~23 日 首届北海“银滩杯”国际沙滩排球友谊赛在北海银滩（海滩公园）举行。

来自俄罗斯、马来西亚、叙利亚等国家和中国台北及广西等省区共 7支运动队参加，莫斯科队

与广西队分获男女冠军。

9月 15~23 日 北海市郊区与桂林市郊区联合承办全国十二省、区十四区（市）人大工作

研讨会。第一阶段（9月 15~17 日）在北海市华联宾馆举行，北海市郊区人大常委会为会议召

集人；第二阶段（9月 19~21 日）在桂林市举行，桂林市郊区人大常委会为会议召集人。

11 月 15 日 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到北海银滩视察。

12 月 6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视察北海银滩。

1993 年

1 月 6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到北海银滩视察。

4月 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到北海银滩视察。

7 月下旬 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罗坤翰到侨港镇调查非法居留镇上越南船民非法偷渡

香港一事，肯定北海市政府对居留侨港镇的越南船民措施正确有效，不存在驱赶问题。

10 月 20 日 坐落在银滩海滩公园内的音乐喷泉——《潮》建成，主题雕塑的不锈钢球高

23 米，半圆形喷水池长 160 米，3000 支喷嘴，水柱高达 50 米。总投资 1000 多万元。

10 月 28 日 北海市第二届国际珍珠节在海滩公园举行开幕式。

11 月 12~13 日 召开中共北海市郊区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区委书记、副书记。

11 月 28 日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到北海银滩访问。

12 月中旬 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批准，西塘、咸田改为镇建制。

12 月 19~21 日 举行郊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郊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副主任，区长、副区长，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

1994 年

5 月 1 日 位于境内龙潭村的龙潭水厂建成试供水。该厂总投资 7895 万元，日供水 10 万

吨，是北海市最大的供水工程。

夏 连降大雨，总降雨量达 1830 毫米，全区 5镇普遍遭受内涝，被淹村庄 86 个，倒塌民

房 302 户 417 间，直接经济损失 3774 万元。

9月 1~4 日 全国沙滩排球赛总决赛在北海银滩举行。

10 月 26~27 日 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市（盟）长联席会议在侨港镇召开，来自乌鲁

木齐、呼和浩特、拉萨、南宁、银川、延吉、伊克昭盟、北海等市市长及有关部门代表团共

100 多人出席会议。



11 月 30 日 西塘镇、高德镇被评为广西农村经济综合实力百强乡镇。

12 月 3 日 北部湾海域发生 6.1 级强烈地震，境内震感强烈。

12 月 17 日 国务院批复撤销北海市郊区，设立银海区。

是年 咸田镇获广西 1994 年渔业产量万吨乡镇特别奖。

1995 年

1 月 10 日 18 时 09 分，北部湾海域北纬 20.5 度，东经 109.4 度大地震，震级为 6.2 级，

是北海有史以来有记录的最大震级的地震，境内震感强烈。

2月 17 日 成立郊区区域调整交接领导小组。区委副书记洪炳佳任组长。3月 1日开展交

接工作，6月 1日结束。

3月 1日 凌晨，侨港镇至银滩公路弯道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公爵牌小轿车栽入

桥下 2米多深的水中，造成 3人死亡。

3月 6日 成立银海区党委筹建领导小组，洪宜彩任组长。

4月 25 日 西塘镇被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联合授予“1995 年度全国城郊经济

典型新乡镇”荣誉称号。

4月 27~28 日 召开中共北海市银海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区委书记、副书记。

5月 23~25 日 举行银海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

主任，区长、副区长，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

6月 1日 区委、人大、政府领导班子给各镇举行授印挂牌仪式。

7 月 10 日 银滩东区派出所副所长刘海勇斗歹徒，被歹徒扔手榴弹炸成重伤，北海市政

法委书记等领导到医院慰问。

7月 31 日~8 月 6 日 受 4号台风影响，辖区内暴雨成灾，降雨量 361 毫米，多个自然村

被洪水淹浸，房屋倒塌，农作物受灾。

8月 国家民政部副部长范宝俊到银海区检查指导民政工作，为银海公寓和包家敬老院题

词。

1996 年

5 月 11 日 北海银滩派出所所长潘安荣执行公务中遭受歹徒袭击牺牲，公安部发来唁电。

6月 24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到北海银滩视察。

9月 9 日 12 时左右 15 号台风正面袭击银海区，最大风力 12 级，是自 1954 年以来袭击

境内的最大台风。全区受灾人口 11.6 万，农作物受灾 1.3 万公顷，沉船 5 艘，失踪 2艘，死

亡 2人，失踪 6人。灾害发生后，区政府及时组织抢险救灾，转移群众 5720 人。

是年 银海区人民武装部收归部队编制管理。



1997 年

1 月 1 日 一条重约 2 吨、体长 12 米的巨鲸搁浅于侨港镇海滩，被当地居民用刀斧肢解

后贩卖鲸肉。

1月 3~8 日 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在北海度假，视察北海银滩并题词：“天下第一滩。”

2月 7日 位于北海银滩的“明珠”娱乐中心发生大火，火灾面积 400 平方米，损失价值

约 100 万元。

同月 由区人大常委会承办的广西五市郊区人大工作联席会议在北海双龙大酒店举行。南

宁、柳州、梧州 3市郊区及桂林市雁山区、北海市银海区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共 40 多人出席

会议。

8月 22 日 13 号台风袭区境，影响银海区风力 10 级。

11 月 成立银海区政协筹建工作领导小组，区委书记陈向群任组长。

1998 年

3 月 18 日 北海（银海区）高级建筑陶瓷公司因经营不善，连年亏损而停产，由重庆涪

凌建筑陶瓷股份公司以租赁形式予以接管，更名为涪陵建陶北海分公司。

4 月 2日 北海福成机场扩建项目利用英国政府贷款 2300 万美元转贷合同签订仪式在北

海举行，该贷款主要用于解决北海机场进口通信导航、助航灯光、气象设备及特种车辆等购置

费用。

4月 19 日 13 时 30 分，一场巨大的龙卷风袭击咸田、侨港、西塘 3 镇的 12 个村委，区

内普降大雨并伴有冰雹。全区受灾面积 533.4 公顷，47 间民房倒塌，535 间民房严重损坏，直

接经济损失 2000 多万元。1人死亡，3人受重伤，15 人受轻伤。

4 月 22 日 银海区福成镇古城村海滩发现一条搁浅海豚，长 2.8 米，重 160 公斤，后移

送北海市水产展览馆处理。

5月 28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到北海银滩视察。

9月 3日 6时 32 分 27 秒，北海市东南方 30 公里处发生 3.6 级地震，辖区内有强烈震感。

9月 3日 银海区与新疆乌鲁木齐东山区建立友好区关系。

9月 26 日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到银海区平阳镇视察。

1999 年

1 月 9 日 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到北海银滩视察。

1月29日 由香港同胞郭林广捐资40多万元兴建的福成镇端田小学教学楼（占地面积300

多平方米，建筑面积 1000 多平方米）竣工交付使用。

2月 8日下午 举行自治区党委、政府、广西军区授予银海区“双拥模范区”揭匾仪式，

区四套班子领导及驻军部分指战员参加仪式。



2 月 28 日 福成镇大水江村发生牲畜“五号病”疫情。

3 月 12 日 卫生部副部长曹荣桂、自治区卫生厅厅长黄荣慈、北海市副市长陈小琴等领

导到福成镇检查指导有关农村接生员工作。

6月 1日零时 南海海域（含北部湾）第一个伏季休渔期开始实施，至 8月 1日零时止。

其间，除刺网、钓业和笼捕作业外，其他类作业渔船一律实行休渔。

9月 5日 高德镇东星村委西埇村发现耕牛“五号病”疫情。区政府组织有关部门与当地

群众一起对病牛进行扑杀。自治区“防五”指挥部领导、市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到现场指导。

10 月 银海区 39 个行政村、4 个居委会全部恢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实行乡村一体化

管理。

11 月 19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到北海银滩视察。

2000 年

1 月 1 日 区政府筹建的北海市银海区侨港度假浴场正式对外开放。

7月 27~28 日 召开中共北海市银海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 123 名。大会选举区委

书记、副书记、常委。中共北海市银海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同时召开，选举区纪

委书记、副书记、常委。

8 月 21 日 银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出席代表 140 人。会议选举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区长、副区长，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并选举出席北海市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53 人。

8月 20~22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银海区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

委员 74 人。选举产生政协区第一届委员会，通过政协银海区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

议。

11 月 14 日 区政府组织区、镇、村干部共 100 多人，对白虎头至曲湾一带海滩涂违规螺

棚强行拆除。当天拆除非法螺棚 18 座，清理被占滩涂 200 多公顷。

11 月 18 日 银海区与柳州市柳北区结成友好城区。

12 月 12~13 日 区政府组织区直机关和公检法等部门以及镇、村干部 500 多人次依法对

曲湾至白虎头沿海逾期无证围养和违规违法搭建螺场进行清理，两天共拆除螺场 47 个，面积

113 公顷。

12 月 27 日 北海银滩旅游区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全国首批 4A 级旅游区。

2001 年

1 月 1 日 晨 6时 25 分，北海市万人“迎新世纪曙光活动”在北海银滩举行。

3月 23 日 制造震惊全国的河北省石家庄“3·16”特大爆炸案的重大犯罪嫌疑人靳如超

于 23 日 8 时 20 分在银海区境内被北海市公安民警生擒。

3~4 月 北海市 363 海域一带首次旺发花甲螺，400 余艘螺船云集海区日夜捕捞，侨港镇



码头每天都有 20 万公斤花甲螺上市。

4月 16 日 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视察北海银滩。

5 月 21 日上午福成镇卖兆村委樟木底村部分村民与星星农场七分场大化移民因土地纠纷

在菠萝塘地发生群体械斗事件。造成死亡 1人，重伤 1人，轻微伤 15 人。事件发生后，区党

政主要领导即赴现场。同时组织区、镇工作组进村开展调解工作，控制事态发展。

6 月 13 日 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顾金池、自治区人大副主任韦家能到

银海区侨港镇亚平村检查指导村级换届选举和村务公开工作。

6 月 19 日 广西军区司令员邱达雄、北海市市长刘君等检阅侨港镇海上侦察连的集训情

况。

6月 27~7 月 2 日 辖区遭受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和强台风“榴莲”的袭击，最大风力

12 级。连续几天普降罕见特大暴雨，降雨量达 600 毫米。全区倒塌房屋 1154 间，严重受损民

房 9300 间，海河堤缺口 8 处 270 米；农作物受灾面积 1.4 万公顷，水毁虾塘 600 公顷，洪水

淹死 1 人。全区受灾人口 8万，造成经济损失 1.3 亿元。区政府共发放救灾救济款 68 万元，

救济口粮 15 万公斤，发放救济衣物 1850 件，救济灾民 9146 户，2.73 万人。

7月 6日 广西滨海公路北海段动工，起点为南北（南宁至北海）高速公路与北铁（北海

至铁山港）公路交会处，全长 24.09 公里，总投资 1.26 亿元，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

8 月 10 日 侨港镇建华捕捞公司远洋船队一渔船在海南附近海域近港躲避“天兔”热带

风暴时遭龙卷风袭击失踪，船上有船员 10 男 1 女共 11 人下落不明。

11 月 11 日下午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到银海区视察怡林花卉基地和庆丰鳖场。

11 月 28 日 首届全国沙滩足球赛在银滩公园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14 支球队参赛。

2002 年

1 月 3 日 西塘镇民族烟花爆竹厂因工人操作不当，发生爆炸事故，造成 2人重伤，1 人

轻伤。

1 月 28 日 福成镇三合口村委会高坪岭村村民与国有三合口农场职工因土地纠纷发生械

斗，造成高坪岭村民 1人重伤（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3月 29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到北海银滩视察。

4 月 29 日 位于银海区福成镇海陆村的北海市金品农业示范观光园开园。该园规划面积

66.67 公顷，全部按国家 4A 级旅游景点的标准设计、规划和建设。

5月 14 日 西塘镇民族烟花爆竹厂发生爆炸事故，造成 1人死亡，1人重伤，6人轻伤。

9月 27 日 20 号热带风暴“伊布都”袭境。最大风力 11 级。全区农作物受灾 9020 公顷，

受灾人口 6万多人，直接经济损失 2000 多万元。区政府组织人员赶赴福成镇大坎等受灾严重

地区抢险救灾。

10 月 18 日 银海区政府公众网站正式开通。



10 月 侨港镇亚平村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授予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先进村称号。

12 月 6 日 银滩中区改造正式启动。这是国内首项大规模退“园”（旅游公园）还“滩”

重要公益环保工程。

12 月下旬 位于境内东星村旁的北海市白水塘生活垃圾处理场被列为全国 6 个一级生活

垃圾无害化填埋场之一，这是西部城市唯一一家一级单位。

2003 年

3 月 7 日下午 一名歹徒越墙爬入银海区机关幼儿园，蓄意行凶，伤害幼儿和教师。园长

陈玲和陈洁丽、张永新等 10 名教师、阿姨以及家长挺身而出把歹徒制服。陈玲和一幼儿受轻

伤。14 日，区委、区政府召开见义勇为、勇斗歹徒有功人员表彰大会，对在“3·7”事件中

勇斗歹徒的陈玲等 4人予以表彰，对韦志红等 8名教师通报表扬。

4月 24 日 15 时，福成镇的花铺、松明两村交界处发生山林火灾。18 时，大火被扑灭。

火灾烧毁林木 21 公顷。

5月 15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到北海银滩视察。

6月 9日 全长 24 公里的广西滨海公路北海银滩专线(1)建成投入使用。

7月 24 日 受第 7号台风“伊布都”袭击，全区经济损失 1700 多万元。

7 月 29 日 位于境内龙潭村旁的北海大学经济园区举行破土动工仪式。各界嘉宾 400 余

人出席动工仪式。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及法中教育交流协会与北海市政府、北海

大学经济园区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办学协议书。

8月 25 日 12 号台风“科罗旺”袭击区境，全区经济损失 7350 万元。

9月 5日 位于区境内的原北海八一足球学校更名为北海市宏源足球职业学院。该学院是

由北海新宏源物业发展公司出资 2600 多万元收购接办原北海八一足球学校而更名的。该学院

是全国第一所民办足球专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 400 多人。

9 月 23 日 在北部湾海域传统渔场作业的侨港镇两艘渔船遭到越南两艘武装船只追赶和

枪击。其中一渔船于 24 日安全返回电建港，一艘渔船及渔民被越方抓扣于海防港，经过国家

外交部和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交涉，渔船及渔民才返回电建港。

11 月 高德镇东山村委会成立。该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个跨地区异地安置点，村民全

为移民，共有 237 户，800 多人，来自大化瑶族自治县。

2004 年

1 月 2 日 举行北海银滩中区二期工程暨入口道路开工典礼仪式。

3月 26 日 广西机场管理集团北海机场公司在北海福成机场举行庆典暨揭牌仪式。

4 月 24 日 团中央全国农村中心北辰基业龙星网络计算机示范项目北海示范基地暨侨港

青年中心揭牌仪式在侨港镇举行。

4 月 28 日 全区首个渔民转产转业项目——咸田镇北海爱浪休闲渔业旅游项目（船）举



行首航仪式。

5月 12 日 侨港镇党委、咸田镇白虎头村党支部分别荣获 2003 年广西全区农村基层组织

建设先进乡镇党委和先进党支部称号。

9月 1日 咸田中心小学逸夫教学楼举行落成典礼暨揭牌仪式。

10 月 19 日 全国地级市政协主席培训班开学典礼在海滩大酒店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王

忠禹等参加开学典礼，来自全国各地的 108 位学员参加培训。

11 月 11 日 银海区荣获“自治区双拥模范城区”称号。

12 月 22 日 总投资为 3300.98 万元的南澫渔港扩建工程举行开工典礼。该渔港是农业部

批准建设的全国首批 6个国家级中心渔港之一。

12 月 西塘镇农民林志兴被评为广西“科技种养能手”。

2005 年

1 月 2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北海银滩视察。

1月 7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到银海区侨港镇视察。

5月 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视察北海银滩。

6 月 20 日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高德镇更名为平阳镇；西塘镇和咸田镇合并，成立

银滩镇。

7月 28~30 日 首届北海国际海滩旅游文化节在银滩举行。泰国合艾市市长派·帕塔诺艾

等嘉宾参加开幕式。

9月 2日 石步岭至冠头岭公路工程、冠头岭山庄南线公路工程、南澫渔港路改造工程和

美景路南线新建工程等项目的建设开工仪式举行。

9 月 16 日 创建银滩百里文明海岸启动仪式暨动员大会在海滩公园举行，自治区、北海

市以及银海区的主要党政领导和群众 2000 多人参加。

9 月 29 日 北海市首家以农业生态旅游为主的农业生态园——田野农业生态园举行开园

仪式。

10 月 15 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海学院举行首届开学典礼。首届招生 1000 多人，结束

了北海无本科层次普通高校的历史。

10 月下旬 位于广东南路与新世纪大道交汇处的银海区新行政中心办公大楼落成，区委、

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机关从原址长青东路迁至新址办公；28 日举行银海区建区 10 周年暨

新行政中心办公大楼落成典礼，晚上举行文艺晚会。

11 月 24 日 北海银滩“海世界”度假乐园、北航北海学院校园二期工程、合浦卫校新校

区等建设项目举行开工仪式。

12 月 18 日 冯家江新区建设启动暨海景大道第四段工程开工仪式举行。冯家江新区是北

海市文化、教育、行政和旅游综合产业的一期项目，全期规划面积 10 平方公里；海景大道第



四段工程起点为白虎头，终点为规划中的南海路，全长约 5公里，总投资约 3.8 亿元。

2006 年

4 月 22 日 世界地球日。区委、区政府联合中国安利北海分公司在海滩公园举行百万鱼

虾苗放流大海活动。

7月 27 日 受第 5号台风“格美”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影响，从 7月 27 日晚~28 日 14 时，

全区境内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日降雨量达 280 毫米。

8月 9~11 日 召开中共银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中共银海区第三届委员会

和纪律检查委员会。

11 月 2 日 10 时，银海区与铁山港区交界处甘蔗地发生火灾，近 5000 亩甘蔗被大火吞噬。

其中银海区被烧 3000 多亩。区政府组织村民、机关干部 5000 多人抢收甘蔗，驻市空军也派出

官兵增援，2天抢收完毕，过火甘蔗全部砍完并送糖厂压榨，使农民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只

损失 30%。

11 月 22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到银海区侨港镇视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