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事记

元

元朝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建涠洲巡检司。

明

洪武七年（1374 年）

涠洲巡检司迁往雷州遂溪。

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

明政府设涠洲营防倭寇。

万历十八年（1590 年）

明政府设海防游击、兼守珠池将军驻军队在岛，并定名涠洲。

万历十九年（1591 年）

冬初明朝著名诗人、戏曲家汤显祖专程来访涠洲岛，并写下

了“日射涠洲郭，风斜别岛洋”的诗句。

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

涠洲处于雷州和廉州两军府行政双重管辖下。

清

康熙元年（1662 年）至嘉庆十一年（1806 年）

涠洲岛居民三度被迫内迁，驻岛行政机构裁撤。

嘉庆十五年（1810 年）

清政府立牌封禁涠洲，并常派兵船来往搜查，涠洲遂成荒岛。

1821-1850 年遂溪、合浦等地贫苦百姓百余人因生活困难，



渡涠洲，从事渔农生产。

咸丰四年（1854 年）

广东、福建等省部分地区发生土客宗族大械斗，有李、陈、

阮、戴、黄、江、邓等姓百姓逃至涠洲。此后，涠洲人口与日俱

增。

咸丰十年（1860 年）

内地有 400 人因躲避战乱，不顾艰险和官府之禁，上涠洲岛

定居。

同治六年（1867 年）

法籍文神甫与清粤督张树清上奏清政府重开岛禁，移雷州、

廉州船民于岛上，荒置数百年的涠洲岛田庐重兴。

同年 法国天主教文神甫带领流落广州的客藉难民（均已入

天主教）江明兰、陈有荣等于余人来涠洲，先后在盛塘、城仔及

斜阳各修建一座教堂。

光绪二年（1876 年）

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开放北海、温州、芜湖、宜昌为通

商口岸。

法国传教士在涠洲修筑天主教堂。

光绪六年（1880 年）

法籍黎神甫在涠洲城仔村修建教堂（即“圣母堂”前身）一

座。

光绪八年（1882 年）



法籍范神甫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口号发动涠洲群众，

在涠洲盛塘村修建罗马式大教堂（即“天主堂”）一座，用时十

年始建成。

光绪十年（1884 年）

九月 来自合浦、涠洲及越南芒街的天主教徒数百人集结北

海闹事，为法国侵越张目，被北海团勇驱散。

光绪二十年（1894 年）

涠洲岛由雷州正式划归属合浦靖海团，设公局于岛上。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

七月十三日 台风侵袭涠洲岛，沉船 100 余艘，死数百人。

同年 200 多名海盗抢劫涠洲岛，驻岛法国神甫向廉州府报

警，官兵将海盗击退。

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

八月初六台风袭击涠洲岛，沉船 100 余艘，死数百人。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

涠洲岛数度遭海盗劫掠，均被岛民击退。

中华民国

民国十五年（1926 年）

4 月 中共党员江刺横、李雄飞在涠洲宣传反帝。驻岛天主

教法籍神甫被迫将前年散发教徒的 2000 支九响枪回收运返法

国。

民国十七年（1928 年）



5 月 “农民自卫军”渡海来涠洲召开群众大会，散发传单，

张贴告示并建立斜阳—涠洲—北海—雷州通信联络站。

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

5 月 11 日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命南区绥靖委员陈章

甫第三独立团第二营“进剿”斜阳岛，另以廉阳水师战船 6 艘和

渔船 80 艘，由“安北”、“广安”、“海虎”3 艘战船督领，在 2

架飞机配合下，用“铁壁合围”长期围困战略，全力围攻斜阳岛

农军。

5-6 月 南区公署在涠洲建简易飞机场，专作“征剿”斜阳

农民起义武装用。

10 月 广东省批准成立涠洲斜阳管理局，委任王廷诏为局

长，直属省辖，翌年 6 月裁撤，两岛仍归合浦县辖。

12 月 斜阳岛被陈章甫率军攻陷，农军领导人余道生、符

振岳及大部分战士牺牲。薛经辉等农民领导及战士 40 余人被俘

后押至北海西炮台枪杀。

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

11 月 1 日 设涠洲自治区公所，代行原靖海团局职能。

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

10 月 25 日 日军军舰炮击涠洲岛。

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

9 月 11 日 2 艘日军军舰在涠洲岛登陆，杀岛民 10 余人，

60 余名渔民因逃难而葬身鱼腹。日军洗劫 20 天后撤离，大批岛



民逃到北海，政府发动市民安置难民。

11 月 20 日拂晓，2艘日军军舰突入涠洲港，烧毁港内渔船

400 艘，杀岛民 3 人，中午时分离去。

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

1 月中旬 日军第三次登陆涠洲岛。从此涠洲岛沦陷达七年

之久，日军在岛上实行“三光”政策，修筑由滴水至湾顶公路，

在盛塘村附近建军用飞机场，网罗劣绅作爪牙，成立所谓“中华

涠洲岛维持会”。岛民外逃者 3000 余人。

5 月上旬涠洲日军建立保甲联保制，为防止居民外逃，制造

“机场大点名”事件，数名村民因未及时到场被杀害。

7 月 两艘日军军舰运来大批砖瓦木料至涠洲岛起卸，此举

使大批岛民外逃。

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

2 月 14 日 2 架盟机轰炸涠洲岛，投弹 10 枚。

2 月 25 日 晨，12 架盟机分两批由北飞来，第一批 7 时经

北海南飞涠洲岛，投弹 12 枚。

2 月 26 日 晨，2 架盟机炸涠洲日军基地。

4 月 8 日 2架盟机炸涠洲岛，投弹 4枚。

4 月 9 日 盟机继续轰炸涠洲日军，盘踞岛上日军自行毁坏

机场及军事建筑。

6 月 21 日 涠洲岛船民刘甫生等人驾驶敌风帆货船“大东

亚号”1 艘，连同押运该船汉奸伍腾芳首级和货物一批，改道驶



来北海，向驻北海的涠洲乡公所报到。乡长罗仁孚呈准把该船及

所载生猪 26 头全部奖给起义船工 7 人。汉奸头颅悬挂在警所门

前，北海市民围观，人心大快。

6月25日 3架盟机扫射涠洲岛，正在演习的日军死伤多人。

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

2 月 22 日 涠洲岛日军再度破坏机场，1 艘日军交通汽艇被

盟机炸沉。

5 月 31 日 8 时，盟机轰炸涠洲岛日军设施。

6 月 10 日 23 时，涠洲岛日军中台湾籍士兵 28 人，以翻译

官杨某为首起义，联合岛民 100 余人，一举歼灭日兵 19 人，生

俘 1 人，2 名日军乘艇潜逃葬身大海，涠洲岛光复，起义士兵 1

人牺牲。

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

年初 中共遂溪游击队黄廷瑶来涠洲进行革命活动，两个月

后撤离。

7 月 中共遂溪游击队派人渡海来涠洲张贴告示。

年底黄廷瑶率领中共遂溪游击队攻打涠洲，伪涠洲乡头目李

福民、戴广学纠集匪徒镇压，游击队中有 3 人牺牲。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 年

3 月 6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 40 军 119 师 356 团解放涠洲岛。

3 月 8 日 涠洲乡人民政府成立。



4 月 创办南湾小学。

1951 年

2 月 严寒造成冬作物失收，农村春荒缺粮，涠洲岛尤甚，

岛民以海藻、芭蕉、木瓜茎充饥，饿死 9 人。

9 月 25 日 设涠洲公安分局。

12 月涠洲乡改为北海市第五区，下辖涠东、涠西、涠北 3

个小乡和南湾镇。

1952 年

1 月 “北海市第五区（涠洲）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

开。建立涠洲卫生站（后改为卫生院）和渔业安全站（后改为台

风预报站）。

8 月 涠洲掀起爱国卫生运动高潮。

12 月 涠洲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历时两个多月完成。

1953 年

2 月 以涠洲作试点，开展渔民民主改革运动。

4 月 涠洲改为北海市第三区公所，即涠洲人民政府。

1954 年

春 互助组在涠洲出现。

8月30日 十二级台风侵袭，涠洲种植的花生作物损失40%，

损坏大三角艇 43 艘，小艇 212 只。

10 月 第三区（涠洲）渔贷生产合作社成立。

冬 西角村成立涠洲第一个初级社。



是年 涠洲水产站和邮电支局成立。

1955 年

10 月上旬到次年春 4 月，涠洲春夏连旱，农作物减产 60%。

12 月 设立涠洲岛气象服务站。

1956 年

年初 涠洲“三乡一镇”合为涠洲乡。

7 月 6 日 台风过境，涠洲岛毁房 79 间，毁船 3 艘，失踪

22 人。

7 月 28 日 市拨款 2 万元修建涠洲防浪堤。

11 月 撤销第三区人民政府，设北海市涠洲区公所。

1957 年

2 日下旬至 7 月中旬 涠洲区发生灾荒，岛上断粮 921 户，

受灾人口 2478。

9 月 创办涠洲中学。

10 月 涠洲掀起整风整社高潮。

1958 年

春 南湾港、猪仔岭一段防风堤建成。

4 月 14 日 撤销涠洲区委会，合并涠洲乡，另成立乡委会。

10 月 成立北海人民公社。公社下属机构改为团，设立涠

洲团。

11 月 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私有生产工具全部入社，

实行集体生产集体分配，普遍建立集体饭堂，取消一家一户的“小



灶”，实行“生活军事化”。

同月 涠洲电厂始建，以柴油机发电，日供电时间为 6 个小

时。

1959 年

6 月 6 日 撤销北海公社，成立北海镇（县级镇），成立涠

洲人民公社，受广东湛江专署北海镇管辖。

1960 年

冬 客船“青年号”航行北海市区和涠洲岛之间。

是年 涠洲革命烈士陵园建成，该陵园是为纪念参加解放涠

洲岛战役而壮烈牺牲的 33 名革命烈士而建。

1963 年

8 月 16 日 9 号台风来袭，风力 12 级，涠洲岛倒、损房屋

677 间。

1964 年

10 月下旬 解放军驻遂溪空军击落入侵中国领空的美国

U-2 型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1 架，坠落在距涠洲岛沟门东侧约 3

公里海底。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登岛视察，部署打捞，出动南

海舰队并发动渔民打捞残骸。

1965 年

10 月 27 日 大暴雨，水稻减产 20%～30%，这是涠洲气象站

设立后的首次灾情记录。

1966 年



2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覃应机到涠洲岛视察

工作，与北海市委、涠洲公社干部商谈岛上的粮食自给问题。

6 月 23 日 由于越南战争的原因，越南民主共和国 63 艘风

帆船进入涠洲岛南湾港，中方根据中越渔业协议的有关条款，同

意停留、允许其在涠洲海区生产，北海方面还为其垫支生产和生

活费用。

1968 年

年末扩建南湾至湾背公路。

1969 年

8 月 8 日 由广州军区、自治区革委会主持的“涠洲、斜阳

两岛战备物资储备库施工会议”在北海召开。

同年涠洲公社拖拉机站成立。

1970 年

7 月 25 日涠洲梓桐木、山仔西北、青盖岭、锅盖岭东、上

横路面、石螺北、南湾小学等 12 处发生地裂，裂缝最长 124 米，

最宽处 3 米，没有人员伤亡。

8 月 1 日 涠洲南湾街发生山体塌方，死 10 人，伤 7 人。

1971 年

5 月 27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涠洲公社委员会恢复成立。

1972 年

8 月 28 日 10 号台风袭击，风力 9 级，阵风 12 级，农作物

受损 4 万亩。



1973 年

8 月 14 日 10 号台风袭击，风力 12 级，倒房 13 间，倒树

15000 棵。

9 月 7 日 12 号台风袭击，房屋倒塌 43 间，粮食受灾面积

3060 亩，芝麻受灾面积 82 亩。

10 月 24 日 市委在涠洲岛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探讨涠洲发

展方针。

1977 年

7 月 20 日 3 号台风袭击，阵风 11 级，农作物 4000 余亩受

损。

10 月 由国家投资 45 万元的涠洲水库动工建设。

1978 年

1 月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陈正湘到北海视察，并到涸洲岛看

望了驻岛官兵。

8 月 27 日 12 号台风袭击，各种作物 1800 亩受害，刮倒树木

7000 棵。

1980 年

6 月 28 日 5 号台风袭击，风力 12 级，毁房 37 间，拔树 2500

棵。

7 月 22 日 7 号台风过境，风力 12 级，伤 7人。

8月 涠洲水库建成投入使用。水库集雨面积5.5 平方公里，

总库容 176.5 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166 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



800 亩。五十年一遇洪水设计，两百年一遇洪水标准核对。正常

水位 11.5 米，有主坝 1 座、副坝 2 座、溢洪道 1 座、放水涵 1

座，主副坝均质土坝，主坝坝顶高程 13.5 米，长 480 米，宽 4.5

米。

1981 年

春 干旱，山塘干涸，水库水位降至死水位，地下水位史无

前例下降，农作物无法种植，人畜饮水困难。每天定量供应饮用

水。

1982 年

1 月 18 日 涠洲岛电视差转台建成开播。

3 月 涠洲糖厂破土动工，设计年产赤砂糖 300 吨。

6 月 广西涠洲岛自然保护区成立。该保护区是自治区人民

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区唯一一个以保护候岛为主的自然保护区。

9 月 15 日 17 号台风袭境，风力 12 级，一天内降雨量 396

毫米，为数十年仅见。

1984 年

9 月 取消涠洲公社建制，设涠洲镇，受北海市郊区管辖。

1985 年

12 月 北海八景征名揭晓，涠洲岛滴水丹屏、龟豚拱碧等

榜上有名。

1986 年

1 月 1 日 自治区政府主席韦纯束到涠洲岛视察。



4 月 1 日 中断了两年的涠洲至北海电话通信恢复，由自治

区人民政府拨出 86000 元专款给涠洲岛安装了有四条线路的特

频高频通信，其中有两条是全自动装置，涠洲与北海可直接拨号

通话。

4 月 23 日 涠洲岛举办首届职工运动会。

4 月 上级拨出 5 万元专款对涠洲天主教堂进行复修，复修

工作三个月内完成。

5 月 到涠洲岛举行哈雷彗星观测春令营的广西、北京、天

津的青少年们在岛上最高处朝着哈雷彗星升起的东南方竖起了

一个宽 0.8 米，高 1.2 米的花岗岩纪念碑。

6 月 11 日 涠洲岛举行端午节龙舟赛。

6 月 北海市决定在涠洲中学恢复设立高中。涠洲中学高中

创办于 1968 年，在 1983 年 9 月停办。

7 月 21 日 第 9 号台风过境，带来大海潮，南湾街道被海

水浸淹，100 余艘小艇被损，香蕉树 80%被刮倒，死亡 4人。

8 月 7 日 中法合作的我国南海第一个油田——北部湾涠

10-3 油田正式投产。

8 月 涠洲煤建厂建成投产，日产蜂窝煤 12000 只。

9 月 涠洲烟花爆竹厂动工兴建。

1987 年

1 月 23 日 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拨款 5.5 万元建设的涠洲卫

星地面接收站落成，从此涠洲岛军民看到了清晰的电视节目。



1 月 29 日 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于蓝等 40多名电影工

作者到涠洲岛参观访问。

同月 涠洲糖厂酒精车间投产。

2 月 28 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江平，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区党委统战部部长黄语扬等到涠洲岛视察。

3 月 23 日 参加中国地质学会的百余名地质专家到涠洲岛

考察，他们在考察了南部的火山地貌、海蚀地貌及北部的现代沉

积地貌后，对涠洲岛集三种地貌于一体的海岛奇观给予很高评

价，认为涠洲岛的地貌景观开发潜力无穷。

7月 南海西部石油公司在南海北部湾盆地打出了一口高产

油气探井——涠 6-1-1 探井。该井位于涠洲岛西南方 27 公里处，

折合日产天然气 94.4 万立方米，凝析油 210 立方米，原油 236

立方米，油气层厚度共 122 米。

8 月 10 日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李振潜带队专题研究涠洲岛

开发建设问题。

9 月 29 日 自治区政府主席韦纯束乘直升机到涠洲岛附近

的“南海希望号”采油船视察了涠 6-1-1 和涠 10-3 油井。

10 月 涠洲岛 500 吨客货码头动工建设，该工程是由交通

部水规院以设计、施工总承包形式建设。

1988 年

6 月 16 日 由国家投资 20万元兴建的北海—涠洲电视微波

线路正式开通，可传送两套电视节目。



5-7 月 到涠洲岛旅游人数 21000，比上年同期增加 10 倍，

最多时一天登岛人数达 1000 人。

10月 南海北部湾涠10-3油田又打出一口高产油气井——

涠 10-3 井，经测试，该井日产原油 746 立方米，天然气 84590

立方米。

12 月 12 日 涠洲岛客货轮码头竣工通过验收，码头可靠泊

500 吨客货轮，年吞吐能力 10 万吨。

1989 年

4 月 29 日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陶爱英，区党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彭贵康，区政协副主席姚克鲁和广西军区副司令员陈梅生

等自治区领导到涠洲岛视察。

9 月 自治区政府拨款 110 万元支援涠洲驻军的后勤建设，

派出地质队帮助探测地下水源，建供水工程，修筑环岛公路。

10月 23日 广西北海地质矿产勘探公司组成的涠洲岛供水

工程施工队登上涠洲岛，开始了岛上供水工程的施工。供水工程

1990 年竣工供水。

12 月 8 日 中共中央委员、广州军区政委张仲先中将一行

到涠洲岛检查海防战备工作，并到涠洲烈士纪念碑向为涠洲岛解

放而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敬献了花圈。

年末 涠洲岛 500 吨级客货码头工程通过由自治区交通厅、

区航务管理局等有关工程技术专家组成的验收小组的验收。

1990 年



1月 与涠洲码头相衔接的涠洲港湾海堤路填土工程经过一

百天紧张施工顺利完成并通过验收。该工程是自治区支前办投资

40 万元，自 1989 年 11 月 10 日开始动工建设，海堤路长 2公里，

宽 7 米，填土方近 2.5 万立方。

3 月 23 日 5 时 29 分至 5 时 35 分，涠洲岛上 10 级风力的

龙卷风大作，碗口大的冰雹猛下，给岛上带来较大损失，幸无人

员伤亡。岛上 500 多棵果树受损，1800 多亩蔬菜、花生等农作

物被损坏，受损水稻种子 700 多斤，有 341 户农户房屋受不同程

度的损坏。

9 月 8 日 “亚运之光”火炬传到涠洲岛。

9 月 12 日 凌晨，惊雷震撼上空，随即大雨倾盆，历时 2

个小时。涠洲岛降雨 80 多毫米。

10 月 27 日 村（居）委会换届选举，把涠洲原来的 10 个

村公所、22 个村委会合并为 9 个村委会和 2 个居委会。

1991 年

3 月 3 日 广西军区副司令员李立成少将、广西军区副司令

员兼北海军区司令员李梅生少将以及自治区交通厅支前办、交通

战备办等部门负责同志到涠洲岛检查工作，研究解决岛上军民共

同关心的交通、通信、供电和文化、卫生等方面问题。

5 月 19 日 涠洲新市场正式投入使用。该市场占地 629.4

平方米，建筑面积 1688.4 平方米，工程造价 50 多万元。

11 月 29 日 驻岛部队制作了 20 多件交通标志安装在岛上



公路上，使涠洲岛公路开始有了交通标志。

1992 年

5 月 6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及其夫人乘坐军舰到涠洲

岛视察。题写“滴水岩”三个大字赠给涠洲岛。

7 月 25 日 涠洲岛环岛公路全线竣工。环岛公路全长 15.6

公里，连接了 9个自然村和 5个风景点，由自治区支前办和市人

民政府投资 185 万元建成。

9 月 20 日 台湾《世界论坛报》董事长段宏俊一行到涠洲

岛参观访问。

10 月 金海湾旅游客运公司购进的“飞达号”高速客轮和

“龙宫号”海底观光船投入营运。“飞达号”高速客轮为喷射式

推进，最高时速达 65.8 公里，主要航线为北海至涠洲岛。

1993 年

10 月 16 日 位于涠洲岛南面 55 公里的北部湾海城内的涠

11-4 油田投产。计划年生产能力 50 万～60 万吨原油。

1994 年

3 月上旬 南油西部石油公司在北部湾钻获一口高产原油

井，日产原油 364.8 立方米，该井号为涠 12-8-2。

5 月 29 日 0 时，涠洲岛设置移动电话放大系统，开通使用

“大哥大”。

12 月 17 日 涠洲岛划归海城区管辖。

12 月 31 日 北部湾海域发生 6.1 级强烈地震，涠洲岛上震



感强烈。

1995 年

1 月 10 日 北部湾海域北纬 21.50°、东经 109.4°再次发

生大地震，震级为 6.2 级，是北海有史以来有记录的最大级地震。

3 月 11 日 因海上雾大能见度差，北海海运公司飞跃 168

客轮与海城区水产公司 2705 号渔船在涠洲岛附近海面发生碰

撞，渔船尾部严重损坏，渔船上 1人死亡，1 人重伤，3人轻伤。

10 月 13 日 上午 10 时，16 号强热带风暴在涠洲岛登陆，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余万元。

是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涠洲岛为自治区级旅

游度假区。

1996 年

2 月 26 日 晨 6 时，北部湾涠洲以西 60 公里海域发生 4.2

级地震，持续约 3 秒，震感强烈，但未造成破坏。

1997 年

7 月 25日 南海西部石油公司涠洲岛终端处理厂动工兴建，

投资 5.1 亿元，该厂包括油气分离装置及一个 1.7 万千瓦的天然

气发电机。

1998 年

4 月 25 日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陆兵一行到涠洲考察。

10 月中旬涠洲岛沿海海底珊瑚大面积死亡，专家分析是气

候变暖、水温上升所致。



1999 年

2 月 10 日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廷模带领有关部门

领导共 20 多人上涠洲岛慰问驻岛海军，并在南海接待站参加了

涠洲轻烃外运码头发证和涠洲岛石油营运开业的剪彩仪式。

3 月 1 日 涠洲镇进行土地延包工作，重新和岛上农民签订

土地承包合同书。

7 月 6 日 《海城区对涠洲镇扶贫开发实施方案》出台，该

方案计划用三年时间对涠洲岛进行综合性扶贫开发，力争使涠洲

农民生活水平达到北海市农村中等水平。

9 月 16 日 海城区在国庆节前送给涠洲的第三批扶贫物资

20 吨优质大米在桂皮仓码头起运，解决岛上 408 户贫困户的缺

粮问题。

2000 年

4 月 3日 卫生部副部长孙隆椿到涠洲镇卫生院检查指导工

作。

4 月 20 日 市政府发出《关于加强珊瑚资源保护和管理的

通告》，将涠洲、斜阳两岛附近方圆 14 平方公里海域内的珊瑚列

入保护范围，禁止挖采珊瑚及从事捕捞、养殖作业，禁止向区域

内排污及倾倒废物。

7 月 涠洲红旗街、南湾至湾背戏台沿路装上路灯 28 盏，

结束岛上无路灯历史。

8 月 20 日 北海至涠洲的 95 座高速客轮首航成功。



11 月 涠洲革命烈士纪念碑被命名为海城区首批国防教育

基地。

2001 年

3 月 涠洲岛战备公路开工建设，于 2002 年 2 月 1 日建成

通车。该公路项目是国家投资的国防交通基础项目建设，于 2001

年 3 月动工，投资 1000 多万元，总长 14.2 公里。

4月 3日 涠洲岛鲍鱼沉箱养殖试验项目在北海市技术鉴定

会上通过技术鉴定。

4 月中旬 自治区海洋局专家组赴涠洲岛，对珊瑚资源保护

情况进行实地调研。

4 月 18 日 国家水利部、区水利厅及百色、龙州、来宾等

地水电局有关人员到涠洲镇开展地头水柜固化剂项目试验。

4 月 自治区政府主席李兆焯到涠洲岛考察。

6 月 自治区党委书记曹伯纯到涠洲岛考察。

7月 国务院公布的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北海市

近代西洋建筑群。这个建筑群包括 15 幢建筑，其中市区 13 幢，

涠洲岛 2 幢。

8 月 25 日 涠洲岛—斜阳岛的专用交通船“蓬莱号”投入

使用。该船由市交通局投资 30 万元，市海运船厂建造，航速 8

节，可载客 30 人，货 20 吨。

是年 涠洲卫生院更名为涠洲岛医院。

2002 年



1 月 涠洲岛西北部客货码头工程开工建设。于 2008 年 6

月 26 日正式竣工投入营运，北海—涠洲的航程从 27 海里缩短至

21 海里。涠洲岛西北部客货码头长 120 米，实体引堤长 292.72

米，总宽 12.5 米，码头泊位采用人车分流设计，总投资为 3350

万元。最大靠泊能力为 2000 吨，年吞吐能力为旅客 25 万人次，

车辆为 1.23 万辆。

2 月 海城区决定恢复涠洲中学高中部。至 8 月，筹措资金

21 万元，新建教学楼 1 幢，改建教师宿舍楼 1 幢，秋季开设高

中班 1 个，入学新生 52 人。

11 月 涠洲岛省级地质公园申报成功。

12 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傅铁山率北京市政协考察

组到涠洲盛塘天主教堂参观考察。

2003 年

7 月 17 日 中石化集团派员到广西炼油厂工程原油库和码

头选址——涠洲镇后背塘海滩进行实地考察。

8 月 25 日 第 12 号强热带风暴“科罗旺”袭击涠洲，风速

达 53 米/秒，风力之大实属罕见。岛上损失惨重，树木刮倒无数，

香蕉全部倒伏。

9 月 受强台风影响，涠洲岛灾害严重，国际红十字会驻日

内瓦总部代表、中国红卜字会救灾总部部长、广西壮族自治区红

十字会会长以及各方专家专程前往涠洲岛了解灾情，看望灾民，

并向灾民发放救灾包 1000 个，其中有蚊帐 1000 张，棉被 1000



床，大米 100 吨，还有帐篷等救灾物资一批。

是年 自治区红十字会取得国际红十字会和欧盟援助涠洲

岛建设生态旱厕项目建设工作，在涠洲岛居民区建设旱厕 300 多

个。

2004 年

1 月 19 日 涠洲岛获国土资源部授匾，成为我国第三批国

家级地质公园，名称为“涠洲岛火山国家地质公园”。

4 月 16 日 桂北渔 74303 号渔船（涠洲籍）在涠洲南油 121

平台附近海域失踪，船上 5 人下落不明。

6月 3日 总投资 400 万元的涠洲水库加固扩建工程正式开

工。

6 月 15-16 日 横店集团董事局主席徐文荣，横店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徐永安考察涠洲芝麻滩、北港海滩、滴水

丹屏、火山口公园等处。

6 月 30 日 北海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揭牌仪式暨涠洲岛液化

天然气工程开工庆典在香格里拉大饭店举行。总投资 3.5 亿元的

涠洲岛液化天然气项目由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新奥集团董事局主

席王玉锁投资。

同日 总投资 1.5 亿元的斜阳岛整体旅游开发项目和总投

资近 500 万元的涠洲岛火山国家地质公园主标志碑分别在斜阳、

涠洲两岛同时开工建设。

7 月 5 日 涠洲岛海域出现了十年一遇的天文大潮，海浪高



3.9 米，大浪在持续的高潮位作用下，海潮冲击海堤，造成海堤

三个决口，集镇通往各村的机动车辆交通要道中断。

8 月 2 日 晚 11 时左右，涠洲新华书店后山壁发生岩石崩

塌，10 立方米岩石从 30 米高处落下，造成一间没有人员的民房

损坏。

9 月 《涠洲岛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2004-2015)》方案出台。该规划将涠洲岛开发建设年限界定为

12 年，从 2004 年至 2015 年，分为近期（2004-2008 年）和远期

(2009-2015 年)两个阶段进行建设。整个规划开发建设需要总投

资约为 742949.5 万元，资金将通过申请利用旅游国债资金、西

部开发基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以及通过向国内外招商引资方式

解决。

10 月 1-6 日 涠洲岛接待游客 7500 多人，日均接待 1500

人。

10 月 6 日 著名华人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

宁上涠洲岛观光考察，欣然为涠洲岛题词：涠洲岛是世界一流的

旅游点。

11 月 恒昌公司在涠洲岛盛塘、荔枝山、西角等村 120 多

家农户试种 200 多亩“南植 199”良种木薯喜获成功。该品种亩

产 4000 公斤，是传统品种的 2倍。

12 月 21 日 涠洲火山岛国家地质公园开园仪式隆重举行。

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司长姜建军等领导在开园仪式上致辞并



为涠洲火山岛国家地质公园揭碑开园。

同日 中国首座建在海岛上的火山地质博物馆——涠洲火

山岛国家级地质博物馆举行开馆仪式。

2005 年

7 月 16-17 日 广西摄影协会北海分会、八达、星辰三个俱

乐部联合举行了支持涠洲岛申报世界地质公园环岛签名活动。

7 月 自治区民政厅及北海市民政局资助 15 万元对涠洲烈

士陵园予以扩建，使陵园面积达 2000 平方米。

8 月 25-26 日 市民政局和市人民医院眼科医疗队“光明使

者”到涠洲岛，免费为岛上的疑似白内障患者体检，并为岛上

20 名白内障患者免费手术治疗。

10 月 16 日 涠洲岛与湛江湖光岩、海口石山火山群联合申

报雷琼世界地质公园已通过国内专家组评审，排名第三。

10 月 25日 出席全国第四次火山学术研讨会的 130 多名火

山地质专家到涠洲岛考察。

10 月 在南宁举行的第二届中国—东盟博会上，海城区与

联华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涠洲岛整体旅游开发项目协议，投

资额 10 亿元人民币。

同月 涠洲岛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首届“中国最美的

地方”评选活动中荣获“中国最美的十大海岛”称号。

11 月 海城区完成了涠洲镇荔枝山村北港屯，盛塘村张黄、

井仔、上牛栏山屯的人畜饮水工程建设项目，铺设自来水管道



11000 米，解决了 666 户 2069 人的饮水困难问题。

同月 海南省香蕉协会秘书长、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生物技

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张锡炎博士上涠洲岛进行调研，了

解、商讨涠洲香蕉种植情况。

12月 26日 中国石化北海涠洲岛原油码头试验桩基开工举

行庆典。

2006 年

1 月 14 日 中海油湛江分公司向涠洲镇政府赠送了价值 10

万元的办公设备。

1 月春节黄金周期间，涠洲岛共接待游客 8600 人次，实现

旅游总收入 129 万元，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收入增幅均在全市

各景区名列第二。

3月 6日 涠洲镇党政军民代表 700 多人在涠洲革命烈士纪

念碑前举行涠洲岛解放 56 周年纪念大会。

3 月 12 日 涠洲岛军民和北海民间志愿者近千人为海岛植

树造林，种植了盆架子、大叶相思、速生桉等一批树苗 1万余棵。

3 月 29 日影视明星斯琴高娃、吴倩莲、李明启等联袂主演

的 25 集电视连续剧《海上传奇》在涠洲岛开机。

3 月 涠洲镇竹蔗寮村委滴水村、盛塘村委盛塘村、百代寮

村委石盘河村获“自治区卫生村”称号。

同月 中国地震局《地震地质》专刊刊载，由中国地震局地

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



专家樊祺诚、孙谦、王旭龙、尹功明、龙安明、尹克坚等共同撰

写的论文《北部湾涠洲岛南湾火山砂岩捕虏体光释光(OSL)测年

结果》明确指出：涠洲岛南湾火山喷发时代为距今约 3 万年左右

的晚更新世末期。这是国内第一次就涠洲岛火山喷发时间得出明

确结论。

4 月 28 日 涠洲镇举行行政中心乔迁暨新办公大楼落成庆

典。

5 月 12 日 中国摄影家协会和北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中国名岛——北海涠洲岛国际摄影大赛”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

行，北海市斥资 100 万元，从 5 月到 11 月向国内外广泛征稿。

5 月 23 日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黄淑和

对涠洲进行考察。

6 月 10 日 海城区随团参加“2006 北京·广西文化舟——

美在广西·嘉年华”活动，所推介的涠洲岛以其奇特壮观的火山

地貌吸引了上万京城市民和众多媒体关注。

7 月 6 日 由新奥集团计划投资 3.5 亿元的“百企入桂”重

点项目涠洲岛液化天然气工程顺利竣工并正式投产。该项目实施

地点位于涸洲岛北部，由中国最大城市燃气供应商新奥集团投资

3.5 亿元，自 2004 年 6 月 30 日动工兴建，2006 年 3 月实现试生

产，是我国第四个 LNG 制造项目，2006 年年底，该项目实现产

值 802.7 万元。

7 月 15 日 由中国摄影家协会、北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的“中国名岛——北海涠洲岛国际摄影大赛”内容之一的“涠洲

岛鳄鱼山人体艺术摄影活动”在涠洲岛举行，近百名摄影家参与

此次活动。

7月 22-26 日 翟东风等 7名国内著名风光摄影家应邀上涠

洲岛和斜阳岛进行采风创作。

8 月 2-6 日 应“中国名岛——北海涠洲岛国际摄影大赛”

组委会的邀请，来自法国、新西兰、美国、越南、孟加拉、巴基

斯坦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的 9 位国内外著名摄影家到涠洲岛

摄影采风。

10 月 26 日 “中国名岛——北海涠洲岛国际摄影大赛”评

选工作圆满结束，著名摄影家于云天、鲍昆对参赛作品作精彩点

评。湖南邵阳市的参赛者龙福云凭组照《石影海韵》荣获金奖。

12 月“飞逸”轮投入北海至涠洲航线营运。同时，“飞跃”

轮将长驻涠洲岛，成为涠洲岛“居民”。至此，北海至涠洲航线

实现了“岛陆对开”。每天早晨，当“飞逸”轮从北海鸣笛起航

的时候，“飞跃”轮便从涠洲岛起锚扬帆，结束了涠洲岛没有上

午发客船前往大陆的历史。

2007 年

6 月 14 日 由中交四航院以 EPC 模式承建的北海涠洲岛 30

万吨级原油码头工程全线贯通，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原油码头、引

桥、引堤、工作船码头及上部安装工程，该项目投资 6.57 亿元。

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原油 2000 多万吨。



7 月 9 日 涠洲岛公安消防站建设开工举行奠基仪式，工程

投资约 300 万元。

10 月 25 日 海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海城区编修〈（涠

洲岛志〉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海城区全面启动编修《涠洲岛

志》工作。

12 月 2 日 广西电视台举行“广西之最——好吃好玩在广

西”颁奖晚会，“广西最好玩的十个地方”评选活动揭晓。涠洲

岛旅游度假区榜上有名，被评为“广西最好玩的十个地方”之一，

是北海市唯一获得该殊荣的景区。

12 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 2007 年第二届世界旅游推广峰会

上，北海市以“滩”、“岛”、“湖”、“林”、“老街”等丰富的旅游

投资环境，荣获“中国旅游精品·滨海旅游目的地”奖（“岛”

为涠洲岛、斜阳岛）。

2008 年

1 月 9 日 举行“中央实施广电无线覆盖工程项目落户涠洲

岛”一期工程暨竣工开播仪式。该项目总投资 253 万元，全部由

国家财政拨款，主要建设内容包含有广播电视塔，2 台各 l 千瓦

的电视发射机和广播调频发射机，机房及有关附属物的建设等。

项目建成后，电视和广播的无线信号不仅覆盖整个涠洲岛，而且

无线将同时覆盖涠洲岛附近的斜阳岛，涠洲岛和斜阳岛 22 座“盲

村”共 1276 户 6000 多群众能观看到中央一套、七套等 5 个以上

基本频道的节目，村民有史以来不能收看到电视和收听到广播的



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1 月 13-16 日 涠洲岛受强冷空气影响，气温大幅度下降，

平均气温 8 摄氏度，偏低程度为 1994 年以来之最。涠洲岛至北

海的航班停航。

2 月 2 日 新奥海洋运输有限公司新购“飞鱼”号客船驶达

北海国际客运码头，该船是一艘高速铝合金双体船，总长 38.8

米，宽 9.44 米，总吨位为 425 吨，航速为 28 节，载客量为 306

人，主要航线是北海一涠洲。

3 月 25 日 涠洲岛上第一条由企业出资建设，路面可承载

15 吨重车辆的柏油路——富民路正式通车。该路全长 2.9 公里，

由中海油湛江分公司出资 200 万元修建。

4 月 8 日 北海新奥航务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立。

9月 2日 由北海市管道燃气公司投资兴建的涠洲天然气回

收工程（一期）开工建设，建设规模为天然气 15 万立方米/天，

总投资 500 多万元，于 12 月 9 日建成竣工。项目的建成实现了

资源回收，减少岛上二氧化碳排放，保护了涠洲岛生态环境，稳

定北海市的天然气供应。

9 月 19 日 英国 BW 集团执行主席勃比·万伊一行到涠洲岛

进行考察。

9 月 24 日 夜间，第 14 号台风“黑格比”开始影响涠洲岛，

25 日早上 6 时起风力加大至 8 级，阵风 9 级；26 日凌晨 2 时风

力达 10 级，台风带来降雨 253.7 毫升。台风造成涠洲岛直接损



失 1106 万元，其中农作物损失 952 万元，渔业损失 104 万元，

基础设施损失 50 万元。

12 月 30 日 北海水彩画摇篮工程——“涠洲行”师生水彩

画写生作品展在北海市群艺馆正式开展，共展出《木瓜成熟时》、

《梦回滴水村》等 130 幅水彩画，勾勒出一个美丽的涠洲岛，也

反映了涠洲岛居民颇具特色的生活。

2009 年

1 月 20 日 中央文明委授予涠洲镇“第四届全国创建文明

村镇工作先进村镇”荣誉称号。

1 月 30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到涠

洲岛视察。

2 月 13-14 日 中纪委驻国家旅游局纪检组组长刘金平，驻

国家旅游局纪检副组长、监察局局长胥立平率国家旅游局调研组

到涠洲岛进行了考察。刘金平一行先后来到涠洲岛北港度假村选

址、北港沙滩、涠洲岛芝麻滩、石盘河、石螺口潜水基地、标志

碑广场、地质博物馆、火山口公园、滴水丹屏、滴水居农家乐旅

馆、天主教堂、盛塘村、南湾港、猪仔岭、西角自然居农家乐等

地进行考察。

3 月 21 日 北海市委书记王小东到涠洲岛，考察于 2005 年

12月开工建设现已全部完工的涠洲岛30万吨原油码头和配套工

程及中海油涠洲终端处理厂。

5月 5日 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安培对涠洲镇的计生服务工



作进行调研。

6月 6日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总经理、党组书记苏树林一行，

深入涠洲岛，对岛上 30 万吨级原油码头及配套工程进行考察调

研。

7 月 15 日 由中国、英国、俄国、韩国、日本 5 个国家组

成的 12 人亚洲旅游写作拍摄组到涠洲岛进行旅游采风活动，深

入了解涠洲岛的旅游景点、民俗、文化以及旅游人文资源，大力

宣传推介涠洲岛。

7 月 21 日 广西海警第一支队二大队在涠洲岛举行进驻涠

洲岛揭牌仪式。

10 月 16-17 日 市政府、自治区旅游局、自治区北部湾（广

西）经济区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主办召开“北海市涠洲岛

旅游发展研讨会”。会议针对涠洲岛的旅游及城乡发展总体进行

定位。

2010 年

1 月 15 日 涠洲岛鳄鱼山景区通过国家旅游局专家评审组

审核评定，荣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1 月 29 日 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对涠洲岛规划开发进行

专题调研，提出“打造国际休闲度假海岛”。

8 月 21 日 自治区主席马飚主持召开专题汇报会，强调“加

快建设涠洲岛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岛”。

10 月 9 日 涠洲创下最大日游客接待量，10 月 2 日上岛游



客达到 5288 人次。

12 月 5 日 北海市成立涠洲岛旅游区管委会，涠洲镇实行

成建制托管。

12 月 30 日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赴涠洲岛考察，并了解

当地文物保护情况。

2011 年

1 月 30 日 北海至涠洲航线春运迎送 7 万人。

2 月 19 日 央视《地理·中国》专栏滚动播出《涠洲岛的

故事》。

3 月 17 日 市政府召开涠洲镇成建制托管工作会议。涠洲

镇成建制托管划转月底完成。

3 月 29 日 自治区政府批复同意实施《北海涠洲岛旅游区

发展规划》。

4 月 14 日 《北海涠洲岛创 5A 提升规划》获来自自治区的

专家组通过。

5 月 11 日 涠洲举办香蕉节。

7 月 猪仔岭“猪嘴”遭雷击剥落。

8 月 19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考察涠洲岛，

提出“搞好规划、有序开发、注重品质、保护生态”。

8 月 27 日 涠洲岛启动“国际休闲度假海岛”建设。

12 月 26日 去年 7月出现崩塌的涠洲岛景点猪仔岭加固工

程开始进行。



2012 年

2 月 18 日 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声

琨到涠洲岛调研并召开推进会，就涠洲岛进一步旅游开发做出指

示，提出“要科学开发，保护生态，做到富民强岛”。北海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小东，市长周家斌陪同调研并汇报。

2月20日 北海市政府决定在年内改造涠洲岛北岸道路约7

公里，拓宽修建涠洲岛博物馆至天主教堂道路 4.5 公里。

2 月 23 日 《涠洲岛志》在南宁开机印刷，由广西人民出

版社出版，全国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