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篇 建 置 政 区

第一章 建 置

第一节 位置面积

银海区位于北海市中南部，北纬 21°25′~ 21°41′，东经 109°04′~ 109°19′。北

至合浦县十字路乡，南至北部湾，东至红境塘与龙门村之间与铁山港分界，西至冠头岭与海城

区分界，总面积 475.16 平方公里。区人民政府原驻市长青东路 1 号，2005 年 10 月迁至辖区

内新世纪大道。

银海区位于城郊结合部，具有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相融合，通讯、交通便利等特点。南宁

至北海高速公路、北海至铁山港一级公路皆穿境而过，北海福成机场、北海火车站、北海国际

客运码头均位于辖区内。水路到海口 124 海里，至湛江 255 海里，至广州 480 海里，至香港

425 海里，至越南海防 157 海里；陆路距南宁 204 公里，距钦州 106 公里，距防城 171 公里。

第二节 建置沿革

西汉元鼎六年（前 111 年），设合浦郡，今银海区境域属合浦郡合浦县辖。明洪武初，自

石城（今广东廉江县）界起沿海岸区依次设置陇村寨、川江寨、调埠寨、珠场寨、白沙寨、武

刀寨、龙潭寨、古里寨八寨防倭，以巡检一司驻居中的珠场寨（今南康镇）统辖，史称“珠场

八寨”或“防倭八寨”。今银海区境分属武刀寨（今福成西村）、龙潭寨（今西塘龙潭）、古里

寨（今西塘古城岭）三寨防地。

清乾隆年间（1736~1795 年），今银海区部分境域属珠场巡检辖区的“安宁图”，辖地东及

横路山村，南至龙潭村，西至冠头岭，北至平阳村。

清道光八年（1828 年）间，今银海区境域分属合浦县下辖的靖海团北海局、靖海团高德

局和珠江团福成局。

民国三年~十五年（1914~1926 年），今银海区境域分属合浦县下辖的靖海区北海局、靖

海区高德局和珠江区福成局。

民国十五年（1926 年），今银海区境域分属北海市和合浦县珠江区福成局。

民国十七年(1928 年)11 月，北海复归合浦县管。今银海区境域属合浦县管辖。

民国二十年（1931 年），合浦县分设自治区，今银海区境域属合浦县第二区管辖。

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合浦县第二区更置为合浦县第五区，今银海区境域属合浦县第

五区管辖。

民国二十九~三十四年（1940~1945 年），合浦县第五区更置为合浦县第三区，今银海区

境域属合浦县第三区管辖。



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合浦县第三区撤销，今银海区境域复归合浦县直辖。

1949 年 12 月 4 日，北海解放，行政区域仍按旧政权管辖范围进行管理，今银海区辖境仍

属合浦县管辖。

1950 年 5 月，广东省合浦县北海镇人民政府设立后，今银海区境域分属合浦县北海镇和

合浦县第五区管辖。

1951 年 1 月，北海镇改为地级市建制，今银海区境域分属北海市和合浦县第五区管辖。

1953 年 1 月，包家、平阳划归合浦县管辖。

1956 年 4 月，北海降为县级市，今银海区境域分属北海市和合浦县第五区管辖。包家、

平阳复归北海管辖。

1957 年 9 月，合浦县撤区并乡，福成归合浦县直管。

1958 年 5 月，原分属合浦县福成乡、合浦县乾江乡各自辖地的东星、孙东划归北海市管

辖。

1958 年，撤销北海市建制，成立合浦县北海人民公社；福成归合浦县南康人民公社管辖，

今境域分属合浦县北海人民公社和合浦县南康人民公社管辖。

1959 年，北海撤销公社建制，改为县级镇；今境域分属北海镇和合浦县福成人民公社管

辖。

1961~1963 年，今银海区境域分属北海镇和合浦县管辖。

1964~1994 年，今银海区境域分属北海市（镇）和合浦县管辖。

1978 年 6 月 2 日，在今银海区的亚平村和电建村辖区内成立华侨渔业公社。

1983 年 10 月 8 日，北海市恢复为地级市，今境域分属北海市和合浦县福成人民公社管辖。

1984 年 9 月，撤销公社建制，成立北海市郊区，今福成仍属合浦县福成乡管辖，其余属

北海市管辖。

1994 年 12 月，撤销郊区，设立银海区。



第二章 行 政 区 划

银海区境地历属北海市郊区和合浦县福成乡辖地。1950 年 5 月，今境内设北海镇东靖乡、

西靖乡、高德乡、七星乡、海东乡和合浦县福成乡等乡人民政府。1951 年 5 月北海市升格为

省辖市。1953 年 1 月境内设北海市郊区，4 月，中共北海市郊区委员会成立，1954 年 4 月郊

区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出人民政府委员、区长。福成乡仍属合浦县辖。1956

年 4 月北海市降为县级市，撤销北海市郊区人民政府，今境域属北海市白屋、龙潭、电白寮、

马栏、军屯等 5个乡和合浦县福成乡所辖。1958 年 11 月，北海、合浦撤乡建制，境内设合浦

县北海人民公社郊区团、渔业团和合浦县南康人民公社福成团。1959 年 6 月，北海人民公社

更置为县级镇，今境设北海西塘、高德、咸田 3个人民公社，福成也更置为合浦福成人民公社。

1979 年新建华侨渔业公社。1983 年 10 月恢复北海市地级市建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直辖。1984

年 9 月撤销公社，恢复区、乡（镇）建制。

北海市郊区恢复成立，管辖高德、西塘、咸田 3 个乡和侨港、地角、涠洲 3 个镇，共 46

个村公所 10 个居委会。高德乡辖一街、二街 2个居委会；高菜、高农、开江、平阳、马栏、

沙脚、翁山、岭底、军屯、垌尾、赤东、赤西、孙东、东星、包家、横路山 16 个村委，其中

平阳、赤东、孙东、东星、包家、横路山属今境域辖地。西塘乡辖大囊、西边垌、西塘、共和、

群和、和平、和兴、北背岭、曲湾、下村、龙潭、关井、驿马 13 个村委，其中和平、和兴、

北背岭、曲湾、下村、龙潭、关井属今境域辖地；地角镇辖上寮、下寮、中寮、新街 4个居委

会和新营、新村、大墩海、南澫 4个大队，其中新村、大墩海、南澫属今境域辖地；涠洲镇辖

荔枝山、公山、盛塘、百代寮、竹蔗寮、城仔、西角、西进、后背塘、斜阳等 10 个村委和东

湾、南湾 2个居委会；咸田乡辖白虎头、咸田、电建 3个村委，全为今境域辖地；新港镇（华

侨公社）辖亚平村委和侨南、侨北 2个居委会，全为今境域辖地。今境福成也恢复乡建制，仍

属合浦县管辖。1987 年 7 月，郊区 46 个村委会全部改称为村公所，居委会名称不变。1987

年，高德乡改设为高德镇，新港镇更名为侨港镇。1990 年 8 月 23 日，北海市进行区域调整，

把原来郊区所辖的地角镇、西塘乡的徐屋、谭屋、张屋、大囊、体育里、塘仔、石子岭、三合

口、沈四、油行、火烧床、屋仔、发宝、红坎、沙井头、丁屋、劳屋、上村、莫屋、后塘、李

屋以及高德镇的簕棚划归海城区管辖。1990 年西塘关井村公所分生出禾沟村公所。郊区管辖

范围为高德、侨港、涠洲 3个镇和西塘、咸田 2 个乡 45 个村公所、8个居委会。1993 年，西

塘、咸田撤乡设镇。同年 3月，仍属合浦县管辖的福成也撤乡设镇。

1994 年 2 月，将海城区的大墩海、南澫、新村 3个居委会划归郊区西塘镇管辖。1994 年

5 月，侨港镇增设侨中居委会。郊区此时共管辖 5个镇 45 个村公所、12 个居委会。

1994 年 12 月 17 日，撤销郊区，成立银海区。原属郊区管辖的涠洲镇（含斜阳岛）、高德

镇的马栏、军屯、开江、垌尾、翁山、赤西、高菜、高农 8个村公所和第一、第二、沙脚、岭



底、庙山 5个居委会及平阳村公所的螺壳村、龙沟芦村；西塘镇的西塘、西边垌、驿马 3 个村

公所划归海城区管辖，同时将合浦县管辖的福成镇划归银海区管辖。区域调整后，银海区管辖

福成、高德、西塘、咸田、侨港 5个镇 39 个村公所、7 个居委会。1995 年底，村公所改为村

委会。2002 年侨南、侨北、侨中、大墩海、南澫、新村 6个居委改为社区，福成居委不变（见

附表）。2005 年 6 月高德镇更名为平阳镇，西塘镇与咸田镇合并为银滩镇。

附表 2002 年银海区行政区划表

乡镇
行政村

（街道）
自然村

村民

(小组)

(个)

户数

(户)

人数

(人)
乡镇

行政村

(街道)
自然村

村民

(小组)

(个)

户数

(户)

人数

(人)

福

成

镇

端田 9 17 694 3168 赤东 6 6 148 637

宁海 12 23 879 4004 孙东 3 3 230 989

古城 9 17 514 2415 小计 6 43 52 2487 10803

竹林 7 24 617 3310

西

塘

镇

南澫 3 3 110 537

东村 8 15 843 3861 大墩海 6 6 256 948

西村 7(队) 7 617 3020 新村 2 5 391 1278

大坎 7 28 633 3072 和兴 6 11 1049 5011

海陆 7 14 454 2506 北背岭 2 9 430 1606

三合口 16 30 883 4123 曲湾 lO 14 605 2027

平联 11 22 462 1973 龙潭 3 18 884 3286

平新 1O 23 428 2125 下村 2 14 547 2095

大水江 9 27 572 2464 禾沟 4 4 380 1373

花铺 14 27 573 3560 关井 3 9 260 838

松明 27 30 852 4051 和平 11 12 703 2407

门头 10 27 477 2243 小计 11 51 105 4909 21406

卖兆 15 36 736 3350
侨

港

镇

亚平 1 3 638 2179

红境塘 14 29 842 3698 侨北 9 1308 5552

红旗 9(队) 9 428 2168 侨南 8 1104 4485

畔塘 12 25 781 3385 侨中 11 1312 5084

山梓 10 14 616 2998 小计 4 1 31 4362 17300

福成 4 14 668 4027 咸 白虎头 1 4 495 2132

福成街 701 2670 田 咸田 7 7 781 3357

小计 22 227 458 14269 67191 镇 电建 l 4 462 1988

局

德

镇

平阳 9 13 641 2755 小计 3 9 15 1738 7477

包家 9 11 462 1998 竹林

盐场
679 2723

横路山 5 8 539 2324

东星 11 11 467 2100 合计 46 331 661 28444 126900



第三章 乡 镇

第一节 福 成 镇

福成镇地处银海区东北部，北与合浦县接壤，西与高德、西塘两镇交界，南濒北部湾海面，

东与铁山港区相连，距银海区政府驻地 27 公里。面积 293.8 平方公里，辖大水江、平联、福

成、三合口、海陆、大坎、东村、山梓、畔塘、卖兆、红境塘、平新、西村、竹林、端田、古

城、宁海、红旗、松明、门头、花铺 21 个村委会、1个居委会，227 个自然村、458 个村民小

组，耕地面积 6973.66 公顷。境内有北海福成机场、星星农场、三合口农场和竹林盐场。辖区

总人口为67191人（不含国有星星农场、三合口农场和区属竹林盐场人口）。汉族占总人口98.8%，

其余为壮、黎、苗、蒙、瑶等民族。方言有白话（属粤方言）、客家话、黎话、廉州话、佤话、

壮话、十兼话（俗称“波米话”，主要分布在东村、西村、竹林一带）。

福成镇建于明崇祯八年（1635 年）。因地处廉州、石康与南康的要冲，渐成圩集，后南迁

2公里的中窑村为圩，濒临福成江。从白龙海乘船溯江而上可抵中窑，交通便利，但屡遭倭寇

和海盗劫掠，圩场被迫迁回旧址，由此得名“复成圩”。“复”与“福”方言同调同音，人们祈

求“天官赐福”，便以“福”代“复”。

清道光八年（1828 年）至民国十五年（1926 年）为合浦县珠江区福成局。民国十五年后

为福成乡。抗日战争时期，福成曾是“广东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及合浦“地方法院”办公的地

方。“广东高等法院”管辖合浦、灵山、钦县、防城、遂溪、海康、徐闻等 7个县的司法事务，

四面八方的诉讼人员都跑到福成打官司。由此，福成的圩名随之四播远扬，来往的人多了，商

贸也跟着兴盛起来，成为全镇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1950 年仍为合浦县第三区福成乡。1952 年土改后，为合浦第五区（驻地

福成圩）管辖，下辖福成、白东、石村、冲口、廉东等 22 个乡。1957 年合浦县撤区并乡，仍

称为福成乡，属合浦县直管。1958 年属南康公社管辖。1959 年成立福成人民公社，属合浦县

直管。1961 年体制调整，属南康区管辖。1963 年又改属合浦县直管。1984 年设立福成乡。1993

年 3 月 25 日，福成撤乡改为镇建制，称为福成镇，原辖行政区域不变。1995 年 1 月 1 日，福

成镇由合浦县划归北海市银海区管辖。1996 年 5 月 6 日，福成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 11 个小

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之一。

2002 年，全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3.4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1%；农业总产值 3.72

亿元，比增 4.5%；工业总产值 1.95 亿元，比增 15.9%；乡镇企业总产值 2.84 亿元，比增 11%;

财政收入 1463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2100 元；比 2001 年增加 200 元。

农业

福成镇是银海区农业大镇。2002 年，有耕地 6973.66 公顷，林业用地面积 0.57 万公顷，



农业从业人员 6.2 万。农业以传统的种养业为主，主要作物有稻谷、木薯、水果、甘蔗、花生、

黄豆、马铃薯、西瓜、龙眼、荔枝、芒果、菠萝、香蕉、大青枣等。20 世纪 70 年代大面积种

植甘蔗，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后发展较快，1995 年已成为北海市的主要甘蔗生产基地。1997

年，祺丰万亩水果基地、金品大棚瓜果基地落户福成镇，促进福成水果业的发展。1999 年国

家投资建设的万亩甘蔗良种基地落户福成。2002 年，水稻种植面积 2600 公顷，总产量 1.21

万吨；木薯种植面积 1233 公顷，总产量（干木薯）0.73 万吨；花生种植面积 1476 公顷，总

产量 0.31 万吨；全镇甘蔗种植 4267 公顷，总产量 24.39 万吨；西瓜种植面积 2.33 万亩，总

产量 4.37 万吨；龙眼种植面积 76 公顷，总产量 89.6 万多公斤；林木蓄积量为 7.5 万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为 20.5%，年产木材 2000 万立方米；畜牧业以饲养猪、牛、羊、家禽为主，肉类

（禽畜）总产量达 7393.2 万吨；水产业主要养殖对虾、青蟹、草鱼、罗非鱼、方格星虫（俗

称沙虫）、塘角鱼等，全镇海水养殖面积达 860 公顷，总产量 2000 吨；淡水养殖面积达 127

公顷，总产量 1600 吨；海水捕捞总产量 701 吨。

福成镇万亩甘蔗基地机械化喷灌

工业

工业以烟花爆竹生产、制糖、制盐、木材加工和红砖制造为主。辖区内有星星糖厂、竹林

盐场等国有企业。镇属企业有福成爆竹厂。2000 年以后中地种业公司、北海森源木材加工厂、

经文河砂厂、华烘木片厂、台资亿福螺旋藻公司先后建成投产。2002 年，有企业 815 个，从

业人员 3880 人，实现产值 28892 万元，利税 1135 万元。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境内村级公路总长 500 多公里。南宁至北海高速公路、北海至铁山港一级公路以及南康至

高德、合浦县城至营盘两条县级公路皆穿境而过。国家建设中的合（浦）河（唇）铁路也从镇

区北部经过。西村、白龙两浅海内港，1000 吨船可直达环北部湾沿岸各城市。北海民航机场

设在境内，机场距镇行政中心仅 7公里。每日经福成的南康至北海市区和营盘、赤江至北海市

区的公路客运 200 多班次，往返福成至合浦县城的大小客车 100 多班次，年客运量 20 多万人

次。2002 年，全镇从事货物营运的大货车（载重 5吨以上）150 多台，货物年周转量 250 多万

吨公里。

经过改革开放 20 多年的发展，客运站、农贸市场等市政公用设施相继投入使用，至 2002



年，已完成第一期旧城改造“福兴花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成三角坡商业示范街，开通了

福成至合浦、福成至北海的客运专线。

镇内有 35 千伏变电站 3个，主变台数 4个，总容量 11000 千伏安，线路长度 45 公里。用

户总数 8765 户，年供电量 1500 多万千瓦时。2001 年开始实施电网改造，2002 年完成全镇的

40%。2002 年除了 7个自然村不通电外，其余自然村全部通电。

城镇内有自动供水塔 1座，容量 50 立方米，日供水量 50 吨，受益人口 1.6 万。

商贸

每逢农历初三、初六、初十是福成圩日。圩场内主要经营百货、五金、建筑材料、烟糖、

副食品、土特产和废旧物资收购。20 世纪 60 年代成立的农村供销合作社门市部已全部承包给

私人经营。2002 年，集镇上有 10 多家酒家、饭店，3家旅社，全部是私营的服务业；有圩镇

中心市场、西村市场、三合口市场，上市商品有猪肉、鱼、家禽、蔬菜、水果、大米、成衣、

鞋类等；每逢圩日赶圩人数 0.5 万~1.5 万人，集镇贸易日成交额 8万~15 万元。

教育

民国时期便有福成小学、端田小学和多家私塾学堂。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迅速发展。

1997 年开展“两基”建设，消除了中小学校 90%的危房，每所学校都建有一幢教学楼，修建了

围墙。其中花铺小学、畔塘小学被评为市级园林式学校。福成镇于 1997 年通过了自治区级“两

基”建设达标验收。2002 年以前，全镇中学学生维持在 5000 人左右，小学学生维持在 1 万人

左右，入学率 99%。

2002 年，全镇共有中学 5所（其中初级中学 4所，完全中学 1所）、小学 26 所、幼儿园 8

所，在校学生 1.4 万人，教师 800 多人；全镇学生入学率年均达 99%，小学巩固率 99%以上，

毕业率 100%;中学巩固率 99.6%，毕业率 100%;通过了自治区“普及实验教学”验收。

卫生

有中心卫生院 1所，建于 1951 年，位于城南基督教堂旁。1997 年将旧院迁至福康路新址

扩建改造，占地面积 15668 平方米，建筑面积 4399 平方米。1998 年初，镇卫生院开始创建一

级甲等医院工作，次年通过一级甲等医院评估验收。2000 年通过爱婴医院评估。2000 年，镇

卫生院进行院容院貌改造，新建 2幢大楼，利用回廊连接，绿化面积达 1268 平方米。2002 年，

共有职工 50 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44 人（主治医师 6人），其他工勤人员 6人；设有内科、

儿科、外科、妇产科、五官科、口腔科、放射科、检验科、理疗科、药剂科、急诊科、预防保

健科等 10 多个专业科室，病床 33 张；年门诊量 6万多人次，年住院病人 1000 多人次。另有

厂场职工医院 3所，村级合作医疗所 22 个，设医疗分点 36 个，各卫生院及村级合作医疗所从

业人员 230 多人。

文化

民间一直流行粤剧、话剧、木偶戏以及歌舞“老杨公”和“耍花楼”等剧种。新中国成立



前，舞狮、舞龙、拔河、顶肚棍、掰手腕等活动在民间自发组织进行。20 世纪 60 年代初，设

文化广播站 1个，建电影院 1 家，可供放映、演出、集会等多种用途。1994 年，安装城镇闭

路电视系统，开通了 24 套频道节目。1997 年，建镇图书馆 1 个，藏书量 5000 册，报刊、杂

志 30 多种。2002 年，福成村委会成立民间艺术团体——银苑粤剧团，每逢年节，粤剧团为群

众表演戏剧节目。2002 年，全镇共有镇图书馆 1 个、村级文化图书馆 7 个、木偶团 1 个、舞

狮队 2个、粤剧团 2个、电影队 3个。

镇内有福成基督教教堂、下窑（省级保护单位）、两圣宫（市级保护单位）、上窑（市级保

护单位）、卖兆红坎窑等文物胜迹。

体育

2002 年，有篮球场 35 个、羽毛球场 5 个、排球场 5 个、乒乓球场 25 个、高尔夫球练习

场 1个、足球场 3个、田径运动场 10 个。镇内体育气氛比较浓厚，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经常开

展。每年组织举办篮球比赛达 15 次，排球比赛达 10 次，足球比赛 5次，拔河比赛 2次。曾多

次参与自治区内外举办的各种体育大赛并获奖。1998 年，彭英花参加全国十大城市田径比赛

和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田径赛，分别获得女子 400 米跨栏和 4×100 米接力赛金牌并打破 400 米

跨栏亚洲纪录。

第二节 高 德 镇

高德镇位于银海区中部，东与福成镇交界，南与西塘镇接壤，西与海城区靖海镇相邻，北

接合浦县廉州镇。境内交通四通八达，南宁至北海高速公路、南宁至北海二级公路、北海至铁

山港公路穿境而过，北海大道与滨海公路在境内交汇，是北海市城区的陆上门户，全镇总面积

64 平方公里。镇政府驻市区河南路，离银海区政府驻地 4公里。

高德镇自明朝始有记载，清朝乾隆年间称“高德市”（集市），清道光年间，属合浦靖海团。

民国以后为合浦直辖乡，先后由合浦县第二区、第五区、第三区管辖。新中国成立后，1950

年先后属北海镇、北海郊区（第二区）、北海人民公社管辖，以后名称多次变更，先后为北海

镇高德街办事处、北海镇（市）高德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高德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1984

年，撤销人民公社建制，更置为北海市郊区高德乡，1987 年 1 月 23 日更置为镇建制。辖赤东、

孙东、东星、包家、平阳、横路山、赤西、高农、高菜、军屯、垌尾、开江、马栏、沙脚、岭

底、翁山等 16 个村公所和一街、二街 2个居委会。1988 年沙脚、岭底 2个村公所改为居委会，

并从开江村公所分出庙山居委会，时高德镇辖 14 个村公所，5个居委会。1995 年，北海市区

域调整，高德镇原高农、高菜、开江、马栏、翁山、军屯、垌尾、赤西 8个村委会和一街、二

街、沙脚、庙山、岭底 5个居委会以及平阳村委的螺壳、龙沟芦 2个自然村划归海城区靖海镇

管辖。2002 年底，辖乎阳、包家、横路山、东星、赤东、孙东等 6个村委会，人口 10803 人。

2005 年 6 月，高德镇更名为平阳镇。



2002 年，全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2 亿元，工业总产值 1.98 亿元，乡镇企业总产值 3.21

亿元，农业总产值 11995 万元，财政总收入 1.20 亿元，农渔民人均纯收入 2980 元。

农业

高德镇是银海区农业经济较发达地区。全镇耕地面积 1072 公顷，其中水田 320 公顷，旱

地、坡地 752 公顷。有林面积 99.7 公顷。主要粮食作物有稻谷、玉米、红薯、芋头等。经济

作物有花生、芝麻和木薯、甘蔗、花卉等。畜牧业有猪、牛、羊、鸡、鸭、鹅等。2001 年 7

月建成包家良种牛繁育基地，占地 4公顷，良种牛固定存栏数在 80 头以上，示范带动全镇养

牛业快速发展。水产养殖业有虾、蟹、大蚝、中华鳖、草鱼、罗非鱼等。1990 年后，高德镇

进行农业综合开发，调整农业结构，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

花卉是该镇新兴产业。最初以庭院花园式经济为主，主要分布在平阳店塘村、石桥塘村和

沟边村，随后逐渐向产业化、基地经营模式的趋势发展，种植面迅速蔓延到北海至铁山港公路

亚叉岭至南宁至北海高速公路与北海至铁山港公路交会处的平阳村沿路两旁，主要品种有巴西

铁树、苏铁、罗汉松、大王椰、散尾葵、榕树、三角梅、兰花、发财树、一品红等 400 多个。

高德镇的花卉长廊成为北海市的一道风景

西瓜种植是该镇传统支柱产业，主要品种有嘉宝、新澄等普通西瓜和广西一号、二号等无

籽西瓜，产品远销上海、武汉、广州等地。

1996 年，水稻等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为 1266 公顷，产量 5153 吨。水产养殖面积 339 公顷，

产量 864 吨，产值 2981 万元。农业总产值 5493 万元。

2002 年，种植粮食作物 1366 公顷，产量 5090 吨，产值 1023 万元。经济作物主要有西瓜、

香蕉、龙眼、甘蔗、花卉、荔枝、番石榴、黄皮果等。水产养殖面积 3809 公顷，是 1996 年的

11.2 倍；产量 2532 吨，是 1996 年的 2.9 倍；产值 4620 万元，是 1996 年的 1.5 倍。农业总

产值 11995 万元，比 1996 年增长 1.18 倍。

乡镇企业

1981 年，有乡镇企业 12 个，共有职工 400 人，年产值 79 万元。1987 年，乡镇企业总产

值 2042 万元，其中镇办企业总产值 302 万元。1990 年，有镇办、联办、村办、个体等企业，

主要经营行业有红砖、烟花爆竹、海产品加工、农产品加工等。全镇乡镇企业总产值 3654 万



元，其中镇办企业 433 万元，村办、联办、个体企业总产值 3221 万元。1995 年，全镇镇办、

村办企业 58 个，乡镇企业总收入 44875 万元，企业总产值 45350 万元，工业总产值 16821 万

元，2000 年，全镇企业总产值 25131 万元，工业总产值 17480 万元，镇办企业收入 850 万元。

2002 年，全镇企业 411 个，从业人员 4242 人，乡镇企业总产值 32060 万元，工业总产值 19800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 20000 万元。

教育

1997 年全镇有小学 6所，学生 1614 人，教师 87 人，初中 2所，学生 627 人，教师 64 人。

小学适龄儿童（7~12 周岁）1499 人，入学率 100%。巩固率 100%；初中适龄少年(13~15 周岁)623

人，入学 641 人，毛入学率 103%，巩固率 97%。2002 年全镇有小学 6所，学生 1395 人，教师

121 人，初中 2 所，学生 820 人，教师 96 人。小学适龄儿童(7~12 周岁)1324 人，入学率 100%，

巩固率 100%，分别与 1996 年持平；初中适龄少年(13~15 周岁)768 人，入学 826 人，毛入学

率 108%，巩固率 98.2%。

文化

20 世纪 70 年代，成立农村文艺宣传队，创作各种舞蹈、戏剧到农村演出，同时，发展广

播喇叭，1974 年，共有广播喇叭 1450 个，架设广播专线 150 多公里，实现村村通广播。20

世纪 80 年代，成立电影队定期到各村放映电影。1993 年，成立镇有线广播电视站，在街道及

开江、岭底、沙脚等村（居）委开通了有线电视网络。1995 年以后，每年都举办全镇范围的

篮球比赛、校园文艺汇演等文体活动。1998 年，建成了镇图书馆，藏书量 1万册。

卫生

高德镇卫生院，创建于 1952 年，前身是高德卫生所，1959 年改名高德公社卫生院，1984

年称为高德卫生院。1990 年，该院共有医疗床 65 张，医务人员 52 人。1993 年后，该院先后

建成了综合门诊大楼、妇产门诊大楼，购置了 B超机等设施，当年门诊人数达 5.9 万人次，住

院人次 663 人次，业务收入 1 15 万元。1996 年划归海城区管辖。

1969 年，全乡开始开展农村合作医疗，在各行政村建立合作医疗卫生所。1981 年后，由

于合作医疗基金不易筹集，农村合作医疗自行解体。1997 年后，各行政村开始恢复建立合作

医疗制度，建立合作医疗所，实行合作医疗。2002 年，镇内有村级合作医疗所 6个共有 2692

人参加合作医疗。

第三节 西塘镇

西塘镇位于辖区西南部，东与福成镇隔港相望，东北同高德镇接壤，南接北海银滩，西至

深水港码头，北与海城区接壤。总面积 72 平方公里，总人口 21406 人。镇政府驻北海市海城

区公园路 33 号。

西塘镇的前身是 1961 年建置的西塘公社，当时属北海镇直管，辖共和、群和、西塘、和



平、和兴、西边垌、驿马、曲湾、龙潭、下村、关井、北背岭、蔬菜队等 13 个大队。1984 年，

西塘公社改为乡建制，属郊区管辖。1993 年 12 月，西塘乡改为镇建制。1995 年 2 月，撤销北

海市郊区，设立银海区，西塘镇的西边垌、西塘、驿马 3个村委会划归海城区管辖，海城区的

大墩海、南澫、新村 3个居委会划归银海区管辖，并入西塘镇。区域调整后，西塘镇下辖龙潭、

下村、曲湾、关井、禾沟、和兴、和平、北背岭等 8个村委会和大墩海、南澫、新村 3个社区

居委会。2005 年 6 月，西塘镇和咸田镇撤销，合并设立为银滩镇。

全镇地形狭长，为东西走向的沿海长廊地带，海岸线长 20 公里。境内土地平坦肥沃，多

为沙质黏土，透水性能好。海滩涂辽阔，适宜发展海水养殖。从东至西分布有泥沙质沙滩、沙

质沙滩和砾石滩，其中大墩海的海积地貌景观、南澫冠头岭的海蚀地貌景观以及禾沟至下村一

带的红树林景观具有较高的旅游观赏价值。

2002 年全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4.54 亿元，农业总产值 2.60 亿元，工业总产值 2.09 亿元，

财政总收入 1193 万元。农渔民人均纯收入 3260 元。

农业

西塘镇以农业生产为主。1982 年耕地面积 2768 公顷。1984 年北海恢复为地级市，开发的

新区 4平方公里，西塘乡的大囊、谭屋、油行、火烧床、屋仔村、三合口、陈文村、其仓村、

白屋、苏屋等自然村列入城市开发区域，耕地面积骤减。至 1990 年，耕地面积 2255 公顷。1992

年，北海掀起开发热潮，征用了西塘的大片耕地，到 1995 年行政区域调整后，西塘耕地面积

1155.8 公顷。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海水养殖发展迅速，不少低产田、盐碱田被改造

为水产养殖塘，2002 年耕地面积减少到 980.87 公顷。

粮食作物有水稻、红薯、木薯、玉米、黄粟等。20 世纪 90 年代前，西塘是北海市较大的

粮食生产地。1982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水稻播种面积 1988 公顷（占北海播种面积的

36.28%），总产量 2235 吨。杂粮播种面积 1101 公顷，总产量 3482.15 吨。1992 年后，城市建

设大量征用耕地，水稻播种面积骤减。全镇大力推广水稻新品种“国优”系列，改造低产田，

提高产量。到 1995 年，全镇水稻播种面积 364 公顷，总产量 1092 吨，每公顷产量 3000 公斤，

比 1990 年增加了 255 公斤。杂粮播种面积 422 公顷，总产量 3432 吨。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

海水养殖迅速发展，镇沿海一带掀起将低产田、盐碱田改造为虾塘的热潮，水稻面积逐年减少。

2002 年，水稻播种面积 284 公顷，总产量 1262 吨，杂粮 563 公顷，总产量 4368 吨。

西瓜是该镇主要园艺作物。西塘种植西瓜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属北海市较早种植西瓜的

乡镇之一，主要种植一代杂交种新红宝等品种。1977 年，北海大力推广四倍体西瓜，西塘的

共和、石子岭、三合口、下村等生产队大量种植。所种西瓜由供销社、外贸和果品公司包销。

1982 年，西塘公社西瓜播种面积 8.1 公顷，总产量 66 吨。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大量引进种

植广西三号、广西四号、广西六号无籽西瓜，1990 年，西塘乡西瓜播种面积 26.4 公顷，总产

量 840.9 吨。1998 年，全镇播种面积 333 公顷，总产量 11000 吨，黑美人、脆蜜等优质品种



得到广泛种植。由于西瓜不能连年种植，及市场因素，2000 年之后西瓜播种面积有所减少，

2002 年全镇西瓜播种面积 228 公顷，总产量 7565 吨。

西塘镇是北海较大的蔬菜生产地。1972 年，石子岭、塘仔村、三合口、群和发展为蔬菜

基地。主要种植常规蔬菜。1974 年，大囊、翟屋西、谭屋一、二队以及其仓、苏屋、驿马等

生产队也发展为蔬菜基地。1978 年，加强蔬菜基地建设，在大囊村打机井，搞自动喷淋化。

1981 年，国家投入 50 多万元在塘仔村、翟屋、包屋等生产队打机井 10 多个，并在翟屋西搞

自动喷淋化，1982 年，西塘公社蔬菜种植面积 105 公顷，总产量 3679.8 吨，占北海蔬菜总产

量的一半。1990 年，全乡蔬菜播种面积 673.3 公顷，总产量 11265 吨。1995 年城市扩建和区

城调整，全镇蔬菜播种面积 396 公顷，总产量 7823 吨。进入 21 世纪，西塘镇的蔬菜种植主要

分布在和兴、和平、北背岭、新村等村（居）委。2002 年，全镇蔬菜播种面积 670 公顷，总

产 13621 吨，品种以常规蔬菜为主。这期间不少外地人到西塘镇租地种蔬菜，引进了圣女番茄

等新品种。

养殖捕捞

西塘镇海岸线总长 20 公里。水产养殖业较发达，浅海滩涂面积宽广，可供养殖的滩涂面

积 6670 公顷。

位于西塘镇南部海岸的大冠沙盐场从 1985 年开始部分盐田转营海水养殖。1986 年初建成

标准虾塘 50 公顷，当年投入虾苗 530 万尾，但受 1986 年第 9号台风及大海潮袭击，大部分虾

塘被毁，直接经济损失 250 万元，经抢救修复，部分虾场恢复生产，当年收获虾、蟹 2.4 吨。

1988 年改单养对虾为虾蟹混养，放养 130 公顷，产虾 39.5 吨，收入 60 万元。1990 年改变经

营体制，由统一经营转为承包经营或租赁经营，继续推广虾蟹混养，并以斑节对虾为主养品种，

当年虾蟹混养面积 282 公顷，销售额 493.07 万元，盈利 215.93 万元，提供税利 29 万元，平

均单产和纯收入比 1987 年单养虾提高 2.2 倍和 5.5 倍，其中养斑节对虾 6.64 公顷，产虾 13

吨，仅此一项便盈利 10 万元。

1994 年以前，西塘镇的海水养殖以零星分布的虾塘为主，品种以养殖毛虾、日本对虾为

主。1995 年起，全镇对虾养殖发展迅速，和平、和兴、北背岭、龙潭、下村、曲湾、禾沟等

村委的低产田、盐碱田改造成虾塘。1995 年海水养殖面积 354.9 公顷，总产量 556.5 吨。1999

年，养殖南美白对虾在西塘镇推广，以其适应性广，抗病性强，周期短等优势得到迅速发展，

1999 年全镇南美白对虾养殖面积 341.3 公顷，产量 769 吨。2001 年，镇政府组织虾农到湛江、

珠江三角洲等地考察海水养殖后，全镇 135 公顷大塘改为小塘养殖，引进了分级养殖技术，每

年可养虾 3~4 造。2002 年，全镇海水养殖面积 620 公顷，总产 3000 吨，西塘镇成为当时北海

市水养殖发展较快的乡镇之一，海水养殖也成为西塘镇的支柱产业。

1995 年前，西塘的海水捕捞零星分布在北背岭、曲湾一带。1995 年行政区域调整后，南

澫、大墩海、新村三个居委会并入西塘镇，至此，全镇渔用机动渔船 124 艘，共 3627 吨，7179.7



千瓦，海水捕捞年产量 3758.2 吨。2002 年渔用机动渔船 123 艘，共 2721 吨，7158 千瓦，年

产量 3778 吨。

乡镇企业

新中国成立前西塘镇仅龙潭村委一带有一些简陋的个体手工作坊，如舂米、理发等，和平、

曲湾一带有地主经营的陈敬盐场、古城岭盐场、白蚝壳盐场。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兴办集体所

有制企业。1957 年，辖区内的白蚝壳、陈敬、古城岭 3 个盐场恢复生产，1961 年设立西塘公

社后，统称西塘公社盐场。盐场 3 个产区平均年产盐超 1000 吨，纳税 710 万元，20 世纪 80

年代后，由于盐场设施老化，以及国家食盐价格限制，盐场效益下降，逐渐向养殖业过渡。

1959 年，创办西塘农机厂，20 世纪 60 年代初建西塘林场。此后，先后创建了二砖厂、建

筑队（后改名西塘建筑工程公司）、副食厂、榨油厂等集体企业。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公社盐场、副食厂、副业站等停办下马。1986 年，

西塘运输公司、罐头厂、贸易公司、马赛克厂等相继投产营业。

20 世纪 90 年代初，乡政府扶持个体企业，欢迎外商来乡投资办企业，出现了乡、村、个

体、合资联办“四轮驱动”的局面。

1992 年，西塘乡引进衡阳水泥制管厂、北海市自来水厂的资金 1000 万元，建成西塘镇第

一家股份制企业湘桂水泥制品厂。1997 该企业因经营不善停产。

1993 年，引进柳州都乐制冷设备公司的资金和技术，建成西塘镇第一家内引外联企业节

能设备厂。

至 1994 年，先后兴办了信誉陶瓷厂、西龙建材厂、银泽公司、中山建材厂、雅西摩托车

厂、三力编织袋厂、华西公司等乡镇企业。村级企业也迅速发展，村民合资兴办了下村造漆厂、

下村铸造厂、下村砖厂、龙潭泡沫厂、曲湾玻璃钢厂、曲湾加油站、和平加油站、和兴制衣厂

等企业。

1995 年，西塘镇被评为“全国发展城郊经济典型新乡镇”。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西塘镇企业发展步入低潮，除了烟花爆

竹厂、陶瓷厂、泡沫厂、砖厂等企业正常运转外，其他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镇政府通

过招商、转让、租赁、承包等方式盘活瘫痪企业，1998 年到 2002 年先后引进致远编织袋厂、

桔洲造漆厂、三久生物公司、群林生物公司、鑫德铝镁合金厂、特种风机厂等企业，全部盘活

了停产、半停产企业。

1998 年，引进台商企业庆丰养殖有限公司，投资 500 万元，建成中华鳖养殖基地，占地

47 公顷。同年引进广西田野科技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建设田野生态旅游观光园，投资 1280 万

元，项目占地 68 公顷。

2000 年水产养殖发展迅速，西塘镇沿海的 11 个村（居）委共引进水产种苗场 13 个，同

年引进溢盛园林公司。



2001 年引进资金 100 万元，建成国家足球队冬季训练基地，即海浪足球训练基地，共有

38 个标准足球场。2002 年引资 100 万元，建成百川足球训练基地，同年鸿源足球学院落户西

塘镇。

至 2002 年，西塘镇有 15 个集体企业，当年总产值 3990 万元。

示范村建设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农村以大队为单位逐步对居民点及村道进行规划建设，砖瓦农房、

水泥公房相继出现。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曲湾大队红湾村村庄规划村中道路宽 20 米，两旁

为砖木结构的民房，路旁种植荔枝、龙眼树作为行道树，是当时的示范村。1978 年以后，农

房出现了砖混结构的两层以上楼房。

20 世纪 90 年代，在北海开发热的带动下，全镇实现了村村通电，户户用上了电灯。许多

民房装置了钢质或铝合金的落地门窗，不少农户辟有书房、电视室、会客室及卫生间。

2000 年，随着城市扩建，西塘镇着手城中村改造，和兴村委创建小康文明新村。新村内

的民房统一为长 10 米，宽 8米的 3层楼房，外镶瓷砖，新村内水泥道路宽 12~20 米，绿地面

积占 30%，路灯配套完善。旧村改造前，村舍零乱分散，住户 100 多户，示范村建成后，可入

住 500 多户。2002 年，和兴新村被评为北海市小康文明示范村。同年全镇实现了村村通程控

电话。

文化

1963 年，西塘公社建立电话总机兼广播室，创办农村有线广播。当时广播用电话线转播

信号，白天电话线用于电话，晚上 7 点钟后用于广播。1964 年，始建专线广播。喇叭普及从

大队到生产队，最后发展到家家户户。1987 年，农村广播人户率达 90%。1990 年恢复电话线

附带广播。广播时间根据季节而变，每天上午、中午、晚上三次转播北海广播站节目，也播放

一些自办的节目，公社新闻、会议通知、好人好事等。1991 年因北海大道建设，广播线路被

毁坏，西塘农村广播网络停止使用。同时，随着有线电视普及，群众可用调频音箱接收广播电

台立体节目，原有线广播被淘汰。

西塘镇南澫武帝庙

西塘镇文化站建于 1976 年。文化站成立后，每年都组织两次以上的文艺演出，将文艺节



目送到乡村去，70 年代，文化站设电影放映队，电影机由北海文化局提供，由电影队人员送

电影下乡。20 世纪 70 年代末，根据“以文养文”的政策，在龙潭村实施收费看电影。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卫星电视发展，电影下乡转入低潮。2002 年，西塘镇文化站和广播站合并为西

塘镇文化广播电视站，定员事业编制 2名。1986~1993 年，每年举行一次全镇群众体育运动会，

参赛项目有足球、篮球、乒乓球、拔河等。2000 年全镇有业余足球队 7 支。2001 年，海浪体

育训练基地、银沙湾足球训练基地、百川足球训练基地落户西塘镇，每年冬季，来自北方各省

的足球队到此集训。

1993 年 3 月，南澫居委会的冠头岭炮台旧址被定为市级保护文物。冠头岭炮台建于清康

熙五十六年（1717 年），位于冠头岭西岸的山腰上，台体完好，是北海市最早的海防设施之一。

炮台高 3.5 米，底部直径 13 米，圆型，用大石垒彻而成，地势险要，可俯控通往北海港的航

道。炮台原有的门楼、兵房、火药库等设施无存。至 2002 年止，西塘镇范围内共有两处建筑

物列为市级保护文物，即南澫委的冠头岭炮台旧址和南澫居委的武帝庙。

教育

2002 年西塘镇有全日制小学 10 所，镇中心小学校址位于和平村委。中学 1所，即西塘中

学，校址位于龙潭村委。2002 年全镇中小学在校教师 272 人，在校学生 3028 人，适龄儿童入

学率达 100%。

1998 年北海之光学校落户西塘镇，成为 1949 年以来西塘镇第一所私立学校。2002 年，宏

源职业足球学院在北海之光学校的基础上成立，该校是北海市第一所大专院校。至 2002 年 12

月，全镇共有私立小学 2所，在校学生 760 人，教职工 30 人。私立大学 1所，学生 250 人，

教职工 27 人。

卫生

西塘镇卫生院建于 1961 年，位于西塘镇政府对面，占地面积 200 平方米。2001 年卫生院

新门诊楼建成，占地面积 512 平方米，建筑面积 1680 平方米，为 3层砖混结构楼房。2002 年，

卫生院有病床数 40 位，医护人员 68 人。设置门诊部、留医部、妇产科、防保科、医技科等临

床科室。配备 B超、心电图、X光机、半自动化分析仪、血球分析仪等医疗器械设备等。服务

范围除西塘镇外，还覆盖银海区高德镇、海城区驿马镇。2002 年，全镇有村级医疗处 11 个，

村医护人员 13 人。

第四节 侨 港 镇

侨港镇所在地为南边岭。1979 年 6 月 2 日成立华侨渔业公社。1984 年 9 月改称新港镇。

1987 年 3 月更名为侨港镇至今。境域位于银海区南部，东接银滩公园，南临北部湾，西邻西

塘镇老虎村，北接华侨投资区，地处国家级银滩旅游度假区中区。离北海市区 6公里。下辖侨

北、侨中、侨南 3个社区居委会和亚平村村委会，面积 1.1 平方公里。人口 1.73 万，归侨侨



眷约占 85%，其中汉族约占 99%，京族、壮族、瑶族、仫佬族约占 1%。

侨港镇原为安置被越南当局排华归国的旅越华侨而建立的华侨渔业公社。于 1979 年 6 月

经国务院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建立，属乡镇级建制。经费来源由国家拨款

（1979~1988 年）2098 万元，联合国难民总署(1979~1983 年)资助 785 万美元（按当时价折

合人民币 1305 万元）。1980 年动工兴建 52 幢住宅楼，建筑面积 93739 平方米，合 1000 多

套居民房，以及医院、学校、办公楼、港池、码头、油库等生活生产配套设施，购置了渔

船等，安置 7000 多难侨渔民在此安居乐业。

中越风情街位于侨港镇中心地带，长约 100 米。每日，游客拥入侨港镇浴海水、观海景、

察民俗之后，纷纷到此购物、品鲜。这里陈列出售的越南土特产种类繁多，有越南葵叶笠、各

种凉鞋、蛤蚧海马酒、咖啡酒、咖啡豆、速溶咖啡粉、香水、菠萝干、香蕉干、榴莲糖、椰子

糖、绿豆糕等。街上的越南风味餐馆、小吃店很多，其中银龙大酒楼规模最大，越南风味佳肴

种类最全。镇东南面绵延数公里的海滩是天然的海水浴场，这里沙白细腻松软。每年的 5~10

月，大批国内外游客来此观光戏水。北海国际客运码头坐落镇内，有豪华型和普通型客轮开往

涠洲岛、海口市和越南等地。1979~2001 年，先后有联合国官员莫斯歇、迪格斯、奥·沃尔芬、

卡彭特、黎明·贺尔、罗坤翰、麦希伟等到侨港镇对难民安置点的选址、项目建设、难民生活

生产安排进行考察、检查和指导工作；越南友人黄文欢和美国驻广州领事罗如恕、副领事江权

活（美籍华人）及西德、丹麦、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国记者也到侨港镇访问、参观

和考察。到访的联合国和各国的官员、记者均赞扬侨港镇是安置难民的橱窗，是世界安置难民

的典范。1986 年 2 月 14~15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镇视察。1987 年 12 月 31 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乔石到镇视察。1988 年 5 月 22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

谷牧到镇视察。2006 年 11 月 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到镇视察。

1978 年，难侨回到北海时，除了破烂的小船外，几乎一无所有。到 2002 年，家家户户有

电话、冰箱、彩电，很多家庭置有名牌摩托车、电脑和高档家具，20 多户拥有私人小轿车，

还新建了 20 多幢高层住宅楼和 300 百多幢私人别墅。2002 年，全镇财政收入 1212.8 万元，

与 1986 年相比增长 7.2 倍，全镇人均收入为 3198 元。

渔业

渔业是侨港镇的支柱产业。镇内东南面有人工港，建于 1979 年，由国家和联合国难民署

资助兴建，分内外两个港池。外港可容纳大中型渔船 500 多艘。内港主要是供小渔船（艇）停

泊。港池总面积 39 万平方米，有 3个码头。

1979 年建社初期，全镇有小渔船 676 艘，机动渔船 2 艘。水产品产量 625 吨，销售收入

49 万元。到 2002 年已拥有大小渔船 805 艘，总功率 16.2 万匹，其中大功率拖网渔船 300 艘，

灯光罩网渔船 300 艘，刺钓小艇 205 艘，从事渔业的劳动力 3694 人，全镇水产品产量 10.3

万吨，销售收入 31339 万元。主要生产设施有冷冻厂 7间、渔船修造厂 2间。此外还有供电、



供水、渔货收购、渔需物资供应等设施。

侨港镇渔业生产的主要作业方式为海洋捕捞。

侨港镇渔货码头一景

工业

1982 年镇办企业只有华侨渔业公司、华侨冷冻厂和华侨渔船修造厂，1990 年形成了水产

品加工、商贸、旅游业等产业结构格局。

2002 年镇办企业 7 个，从业人员 627 人，总收入 8349 万元；交纳税金 86 万元，固定资

产原值 4421 万元。主要企业有华侨渔业公司冷冻厂，1981 年 6 月建成投产。主要产品有人造

冰和水产品两大类。冷冻能力 200 吨，日制冰 45 吨，储冰 200 吨。水产品出口日本、韩国等

和中国港、澳、台地区。华侨渔船修造厂 1982 年 4 月建成并投入生产。主要产品为装造木质

机帆渔船。2002 年末有职工 47 人，产值 440 万元。华侨渔业公司（含原华侨冷冻厂）1990

年被农业部、经贸部命名为“全国贸工农出口生产基地企业”。2002 年有职工 80 人，总产值

3230 万元，利税 30 万元。

镇民营企业（联户企业）出现于 1987 年，2002 年全镇共有民营企业 20 家，从业人员 575

人，总收入 2392 万元。

个体户主要是小工业、商业和饮食业等，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1985 年，全镇个

体户 200 个，从业人员 320 人，总收入 75.5 万元，占全镇企业总收入的 4.5%。2002 年个体户

发展到 1069 个，从业人员 4066 人，总收入 12480 万元，占全镇企业总收入的 53.7%。

招商引资工作始于 2001 年，至 2002 年，全镇共引进开发项目 21 个，项目总投资 11432

万元。其中，投资超过 1000 万元以上的 4 个项目是：北海钦国冷冻食品有限公司冷冻食品加

工厂、侨港镇德洋海产品加工厂一期工程、万顺公司二期工程、小雄水产品深加工基地二期工

程。

教育

全镇有中学 1所，小学 1所，简易水上学校 1所，幼儿园 5所。侨港镇中心幼儿园成立于

1981 年，1990 年后相继办起了侨欣、花蕾、育华、润华等 4 所私立幼儿园。镇内有学前班 8

个。2002 年，入园幼儿班人数 570 人，入园率达 83%。



华侨小学 1979 年建校时有 11 个班，学生 524 人，教师 30 人。2002 年有 42 个班，学生

1646 人，教师 115 人。学校面积 60047 平方米。学校先后被评为全国目标教学管理先进单位、

自治区体卫达标优秀学校；少先队先后获“全国雏鹰大队”、“全国雏鹰假日文明小队”、“全国

红旗大队”等光荣称号。

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成立于 1990 年 7 月。校园占地面积 608 平方米，建筑面积 193 平方米。

截至 2002 年底，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共扫除青壮年文盲 2758 人，培训各类技术人员 8062 人次。

北海市华侨中学是华侨学校的附设初中。1985 年 8 月正式搬入华侨中学现址，是北海市

首批获得园林式学校达标单位。2002 年，拥有 21 个教学班，学生 1050 人，教师 73 人。

卫生

北海市华侨医院是一所全民所有制的乡镇医院。1981 年 5 月 1 日建成开业。占地面

13980.37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078.4 平方米，1992 年建成一幢约 354 平方米的 2层门诊楼；

住院部设有中西医结合病房，开放病床 25 张。1996 年晋升为一级甲等医院，1999 年成立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并分别于侨中、侨北、侨南居委会设立 3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1999 年通过了

爱婴医院的评审，是北海市人民医院的定点协作单位。

文化体育

1981 年建成文化中心，内设 1034 个座位。侨港镇图书馆建立于 1995 年 12 月，有藏 12806

册，建筑面积 200 平方米，设藏书室、阅览室，2002 年被授予广西乡镇示范图书馆号。老龄

人文化活动中心建于 1997 年，建筑面积 545 平方米，内设文体室、棋艺室、活动室、办公室、

老年学校教室、图书室等。镇文体活动中心建于 1995 年，钢架结构，约 1000 余平方米。1993

年，侨港出现了第一间卡拉 OK 歌厅，到 2002 年，已有歌厅、舞厅共 8间。镇内有篮、排球两

用灯光球场 1个。此外，各学校、机关、公司也建有篮、排、足球场。1984 年镇龙舟队参加

北海市龙舟赛获冠军，1985 年参加市首届“屈原杯”龙舟赛获冠军，并于当年代表北海市参

加自治区在南宁邕江的龙舟赛获亚军，1986 年参加市第二届“屈原杯”龙舟赛获 1000 米和 2000

米冠军。1999 年荣获广西先进体育乡镇称号。2002 年，镇辖区的体育设施有：足球场 2个、

篮球场 10 个、排球场 7 个、羽毛球馆 1 个、400 米标准跑道（弯道 20 条、直道 16 条）田径

场 2个。

侨乡精彩激烈的龙舟赛



疍家婚礼是疍家人（水上居民）的一种传统婚俗。若某男子与某女子情投意合，则遣女亲

属带上槟榔、青蒌、鲜果等到女子家中“问亲”。嫁妆要有茶壶、暖壶、牙刷、脸盆各一对；

女方要置两条新裤子给新郎，其意是给男方带去富贵吉祥。新娘出嫁前剃面上头，男方备面条、

粮饼、槟榔等“过礼”。“过礼”的那天晚上，新郎要采花，祈愿开枝散叶，财丁兴旺。还送一

只“坐夜盒”给新娘和伴娘“哭家姐”用。新娘持扇掩面，边哭边叹，多是谢恩、惜别之语，

邻居女眷竞相围听“偷师”。新婚出阁，新娘戴上缀满彩珠的漂亮头盏，伴郎划小艇送新郎来

迎亲，新娘拜辞祖宗神祗和家长，由喜娘背着，在女伴张伞盖顶簇拥下登上迎亲艇。艇队开行，

有喜炮鼓乐相随。艇到新郎船上，背入棚户，拜堂合卺，张筵款客，酒席中鱼翅、鲈皮、鳘肚、

鲍鱼、海参等海珍丰盛、齐备。

第五节 咸 田 镇

咸田镇位于银海区南部，北海银滩归属境内，距市区中心约 7公里。西面与北海华侨投资

开发区相接壤，北面与银海区工业园相连，东南两面临海，面积约 7.8 平方公里。咸田镇政府

驻地在咸田村委（沙虫寮村）。2002 年，辖 3个村委会，9个自然村，15 个村民小组，人口 7477

人，暂住人口 2万多人。市区通往银滩的广东南路及贯通东西的滨海大道穿镇而过，镇行政中

心距北海国际客运码头 1公里，交通便利。

咸田镇前身是咸田渔业公社，成立于 1961 年，时属北海镇管辖，辖白虎头、咸田、电建、

北背岭等 4个生产大队。1976 年，北背岭大队划给西塘公社管辖。1984 年底，撤销咸田渔业

公社，成立咸田乡，属北海市郊区管辖。1993 年 12 月，改为镇建制，成立咸田镇。2005 年 6

月，咸田镇和西塘镇建制撤销，合并设立银滩镇。

咸田镇地势呈西高东低走向，地质多为盐碱沙地，植被丰茂，盛产马尾松（木麻黄）、万

年青（公贝树）。海岸线长约 7公里，浅海滩涂约 15 平方公里。主要矿产资源为石英沙。气候

属亚热带季风型海洋性气候，阳光充足，气候温和，年均温度为 22.9℃，年均降雨量为 1683

毫米，氧离子含量为每立方厘米 2500~5000 个，是内陆城市的 50~100 倍，有天然“氧吧”之

称。

2002 年，全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16894 万元，水产品年产量 30705 吨，工业总产值 17862

万元，农（渔）民人均纯收入 4112 元。

渔业

咸田镇是个有 100 多年历史的渔业镇，大部分村民从事海洋捕捞生产。1961 年建立人民

公社时全社渔业人口 4113 人，拥有大小木质机船 159 艘，水产品年产量 1952 吨。20 世纪 70

年代后，公社兴建了渔业机械厂、船厂等企业。1985 年成立咸田乡后全乡有渔业人口 5958 人，

渔船 178 艘，当年水产品产量 2640 吨。1990 年全乡有渔业人口 6399 人，渔船 206 艘，当年

水产品产量 6960 吨。1994 年，咸田镇获广西壮族自治区渔业产量万吨镇特别奖。2002 年，全



镇共有 4个渔业公司，渔船 383 艘，其中底拖渔船 301 艘，总功率 17795 千瓦，作业人员 642

人，相关从业人员 1500 多人，水产品年产量 30705 吨。

咸田镇水产资源丰富，主要海产品有沙虫、鱿鱼、虾、蟹、文蛤、贝类等。其中沙虫、蟹、

鱿鱼人称咸田“三宝”，质优味佳，享誉海内外。

养殖加工

2002 年建成了虾苗孵化——海水养殖——虾米加工“三位一体”的水产养殖加工发展体

系。是年全镇拥有用于发展海水养殖的海域面积 1761.5 亩，养殖象鼻螺年产量达 6000 吨。建

成标准虾苗孵化场 13 个，投资总额达 910 万元，年产优质虾苗达 70000 万尾。其中白虎头村

发展成为广西沿海地区规模较大的虾苗孵化基地。虾米加工也逐渐成为咸田镇的特色产业，电

建村发展成为北海市最大的虾米加工基地，全村共有 70 户村民从事虾米加工业，每年出产虾

米 800 吨，产值达 5400 万元，出产的北部湾红虾米远销全国各地和日本、韩国等部分亚洲国

家，并在广州市一德路建立电建虾米销售一条街。

企业

咸田镇拥有网厂、船厂、旅游工艺品厂、渔家庄公园、农工贸总公司等一批企业。2002

年全镇实现企业总产值 32156 万元。

旅游

咸田镇地辖国家“4A”级景区、素有“天下第一滩”美誉的北海银滩。其中银滩公园、海

滩公园、银滩之窗、侨港浴场一线排开，绵延 24 公里，以滩平、沙白、浪柔、水净、无鲨鱼

享誉中外，具备发展滨海旅游之“海水、沙滩、阳光”的全部要素，慕名而来的国内外游客逐

年增多，2002 年突破 300 万人次。

成田镇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2002 年，咸田镇在银滩公园及海滩公园内从事太阳伞出租经营服务的从业人员达 578 人，

经营摩托艇、快艇服务的家庭户共计 111 户，从业人员 222 人，从事住宿、餐饮服务的 25 户，

从业人员 200 多人。此外，咸田镇还拥有情人岛公园、渔家庄公园等景点景区。海滩大酒店、

银滩度假村、金港酒店、翠苑宾馆、银谷湾大酒店、潇湘宾馆等一批上档次的涉外旅游宾馆酒

店分布境内。其中有四星级宾馆 1家、三星级宾馆 3家、两星级宾馆 6家。位于银滩中心位置



的银滩购物中心和银滩购物市场两大旅游购物市场共有摊位 200 多个。全市最大的别墅群——

海泰物业坐落境内，共有 500 多栋各具特色别墅。

2002 年，咸田镇规划银滩沿路旅游商贸带，建成银滩四号路渔家风味海鲜食街和白虎头

村渔家特色宾馆一条街，有渔家住宿、海鲜餐饮、销售珠宝、干海味和特色旅游工艺品等服务，

为当地群众提供 1000 多个就业岗位。

教育

咸田镇 1997 年实现“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2002 年全

镇有中学 1所，小学 3 所，幼儿园 6 所，在校中小学教师 132 人，在校学生 1455 人。辖区内

的中日友谊中学是北海市一所涉外学校，校园占地面积 14073 平方米，建筑面积 3007.8 平方

米，绿化面积 5000 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 35%。学校创办于 1964 年，原名咸田公社渔业中学，

1968 年更名为咸田中学，并增设高中部。1979 年秋更名为北海市咸田初级中学，撤销高中部。

1991 年日本水月会捐资 500 万日元为该校建设了一幢综合教学楼，1991 年 10 月 16 日更名为

北海市中日友谊中学，并与日本兵库县日高町日高东中学缔结为姐妹学校。从 1991 年至 2002

年两校间共进行互访 6 次，进行书法、美术作品、图片等文化交流。2001 年，咸田中心小学

经多方筹措资金 130 多万元，建设了逸夫教学楼，其中香港著名企业家邵逸夫捐资 52.98 万元。

教学楼建筑面积 2103 平方米，四层设计，造型美观。内设有舞蹈室、电脑室、图书室、实验

室、仪器室、美术室、会议室等功能室，是一座多功能、综合性的教学大楼。

文体

咸田镇共有羽毛球馆 2个（设标准羽毛球场地 8 个），灯光网球场 2个，足球场 3个，篮

球场 8 个，排球场 2个，镇级图书馆 1 个，图书 2000 多册。村级图书室 3 个，其中白虎头村

图书馆 2002 年被确定为自治区农村示范图书馆。1999 年在北海市民政局的大力支持下，筹资

20 多万元建成了白虎头村星光老人活动中心。镇经常组织开展各种文体活动，白虎头村组建

有妇女腰鼓队，电建村成立有女子醒狮队。2002 年，辖区各村都荣获市级以上文明村称号，

咸田镇亦被评为北海市文明镇。

卫生

2002 年咸田镇有卫生院 1 所，村级合作医疗卫生所 1 间，个体诊所 8 间。咸田卫生院始

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2002 年有职工 33 人，医院设内儿、妇产、骨伤、专家门诊、预防保

健、牙科等临床科室，辅以化验、心电图、B超、放射等医技科室，配备有生化分析仪、洗胃

机、万能产床、胎心监护仪、X光机等设备，是北海市第二人民医院、北海市中医院医疗协作

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