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 述

（一）

涠洲岛位于广西北海市正南方，北部湾北部，岛的中心地理坐标为北

纬 21°02′27″，东经 109°06′43″。与北海市直线距离 21 海里。本岛

北与北海市冠头岭隔海遥对，东南 9 海里与斜阳岛烟波相守。岛屿自南向

北缓缓倾斜，形状呈椭圆形，南端有一新月形的港湾，南北长约 6 公里，

东西宽约 5 公里。涠洲岛、斜阳岛两岛岸线长 572 公里，总面积近 25 平方

公里。涠洲岛是广西最大的海岛，2010 年前是北海市海城区涠洲镇的主体

行政区。

涠洲岛为公元前 3 万年北部湾北部海域两次火山喷发岩浆堆凝而成，

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岛。涠洲岛土壤是火山灰质土，地势南高北低，南面的

“湾背”海拔 51.8 米，“灯楼顶”海拔 79.6 米，陡壁峭崖，下临南湾。东

西岬角环抱如拱手状，故有东、西“拱手”之称，以此形成满月形港湾，

则为“南湾港”，系北部湾渔船系碇和补给中转站，甚有利于深海捕捞作业。

“东拱手”旁边突出的一小岛，略呈卵形，酷似小猪，民间俗称“猪仔岭”，

海拔 28.4 米。“东西拱手”之下，分别有岩窟各一处，即“龟窿”和“贼

佬窿”，前者宽敞如大厅，后者深邃莫测。

涠洲岛，亦称涠洲墩、大蓬莱、马渡。“涠洲”即为水围之州、海洋包

围的陆地。别名涠洲墩是就本岛实体形状而言，大蓬莱则意为海上秘境。

涠洲岛处于古珠母海“断网（望）池”，即北海与涠洲、斜阳之间的海域中，

此海域古称“合浦水”。马渡因“昔有野马渡此”，而名之。

涠洲岛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



阳光充足，全年平均日照时间 2234 小时，年均气温 23 摄氏度，年均降雨

量 1393.8 毫米，年均降雨天数为 123，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终年浓荫蔽

日，莺歌燕舞，鲜花盛开，瓜果飘香。

涠洲岛在汉时属合浦郡，唐初属雷州椹川巡检司，宋、元两代因沿未

变。明初仍属雷州府，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游击署移驻廉州府合浦

县永安所。此后，涠洲处于雷、廉两府的军事双重管辖之下。清康熙元年

至嘉庆十一年(1692-1806)，涠洲居民三度被迫内迁，驻岛行政机构裁撤，

但仍有少数“寮民”居留，军事管制由雷州徐闻县的海安营游击和廉州合

浦县的龙门协分管。清光绪二十余年涠洲由雷州正式划归合浦县管辖，宣

统初年，归属合浦县的靖海团，设“公局”（民政机构）岛上。民国初年至

1949 年，先后属合浦靖海团、合浦第二自治区和合浦县辖镇。1938 年 9 月

13 日起，涠洲岛沦于日军铁蹄统治下七年之久。

1950 年 3 月 6 日，解放军渡海解放涠洲岛，初设乡人民政府，直属合

浦县，同年 8月归北海镇人民政府管辖。1953 年 4月至 1958 年 9 月涠洲人

民政府归北海市人民政府管辖。1958 年 10 月，成立北海人民公社，公社下

属机构改为团，设立涠洲团。1959 年 6 月 6 日，成立涠洲人民公社，受广

东湛江专署北海镇管辖。1984 年 9月，取消公社建制，设涠洲镇人民政府，

受北海市郊区管辖。1994 年 12 月 17 日，涠洲镇划归海城区管辖。2010 年

后由海城区代管，涠洲岛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管理岛上事务。

（二）

涠洲人民有着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1937 年秋，日军从海上入侵，受

到岛上自卫武装的沉重打击，狼狈逃窜。1938 年 9 月 13 日，日军偷袭涠洲，



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涠洲 6000 多居民大部分连夜渡海散离，转移到北海、

遂溪县江洪等地，剩下 2000 多人继续与日军进行斗争，迫使日军在入侵两

星期后即全部撤离。1939 年 1 月 2 日，日军再度入侵涠洲岛，对涠洲人民

实行疯狂的掠夺和血腥的屠杀。涠洲人民没有屈服，反抗斗争与日俱增。

1945 年农历五月十八日（6 月 27 日），涠洲人民一举全歼岛上残寇，结束

日本帝国主义在涠洲长达七年的野蛮统治，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史上写

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

涠洲岛地处广西沿海前哨，是钦州、北海之屏障，海防要塞，有“北

部湾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之喻。岛上有公安、司法、消防、海事、气象、

海洋监测、国土资源管理、自然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工商、税务、财政、

社会保障、交通、渔监、渔政、移动公司等市、区直属单位和海、陆、空

驻军。

岛上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交通方面，涠洲岛自古以来就是北部湾海上

交通要冲，东与广东雷州半岛遥遥相望，西可航越南海防、下龙，南抵海

南及东南亚诸国。岛上南部有南湾港，港口有军用和民用码头各一个；西

北部有西角港，有南油码头和西角码头，主要航线通往北海市区。岛上公

路基本环岛绕一周，水泥道路实现了村村通。岛上电网、水网贯穿全岛各

自然村，实现全日供电，全岛用户全部用上自来水。通信方面，中国邮政、

电信、移动、联通等机构均在岛上设有营业厅和基站，各种通信业务齐全。

金融方面，北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岛上设立分社和营业点，为岛上军民

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岛上还设立有供销、粮油、食品、燃料等机构



和销售门市部。岛上居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丰富，各种物资、燃料等

均有保障。

（四）

涠洲岛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区域内有天然良港——南湾港，矿产资

源主要有褐铁矿矿化点、玄武岩矿床、火山碎岩矿床、海滩岩矿床、橄榄

石砂矿点、天然矿泉水、生物碎屑矿产资源，其中部分矿产资源具有开采

价值、观光价值和重点保护价值。能源矿产主要有石油、天然气。涠洲岛

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从海洋功能区域划分为以下几大类：涠洲岛以北渔

区和涠洲岛以南的近海渔场，斜阳岛南虾场，涠洲岛以北的水域是二长棘

鲷鱼的产卵场；海水养殖功能区；自然珊瑚礁保护区等。

涠洲岛拥有丰富的旅游人文资源。有由火山喷发堆积凝结形成，由峭

壁、奇洞、茂密的植被和千姿百态的珊瑚等构成的奇观异景。旅游资源得

天独厚，景点瑰丽峻险，风光秀美，被誉为“水与火雕出的作品”。主要的

景点有火山喷发遗迹、贼佬洞、滴水丹屏、龟豚拱碧、出水灵芝、蛙守南

海、平台观海、月门奇趣、百兽闹海、龙宫探奇、抗风城堡、海滩漫游、

海滩挖贝、海底彩带、芝麻滩、西海岸景、火山地质博物馆、地质公园广

场、盛塘天主堂、三婆庙等。岛上旅游服务设施日趋完善，宾馆和农家、

渔家乐旅馆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2010 年岛上上档次的宾馆有港岛酒店、

金港酒店、蓬莱大酒店、海景酒店、滴水居休闲度假酒店、南油招待所等

数十家，市直驻岛机构招待所和农家、渔家乐旅馆 100 多家，从事旅游服

务的大小客车和专为旅客服务的电瓶车 300 多辆。



（五）

涠洲岛自解放以来，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事业有了较大发展。

教育方面：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外国教会在盛塘村创办了涠洲岛

最早的小学。解放后，岛上群众集体先后创办了城仔小学、涠洲中心校、

涠洲中学、涠洲渔业中学、西角小学、竹蔗寮小学、百代寮小学、公山小

学、荔枝山小学等 9 所中小学。2002 年，海城区政府为优化海岛教育资源，

对涠洲学校布局作了调整，将部分小学合并。2007 年涠洲岛共有 6 所中小

学：涠洲中学、涠洲中心小学、盛塘小学、西角小学、竹蔗寮小学及斜阳

小学。岛上学生 840 人，教职工 90 多人。

科技方面：涠洲岛解放以后，将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海洋

捕捞、水产养殖和居民的生活方面。涠洲岛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推广种

植香蕉，不断引进新品种和新技术，采用了滴水浇灌等技术，逐步推广打

出了涠洲“火山岛”香蕉品牌，成为北海知名品牌，产品远销全国。海洋

捕捞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大中型渔船配备副机、液压绞网机、液压船机、

通信、导航、助渔仪器，提高了生产力；水产养殖先后引进推广石斑鱼沉

箱养殖、栉孔扇贝吊养、鲍鱼育苗等先进技术；岛上居民普遍使用液化气、

电话、电脑、有线电视、宽带等，生活质量逐步提高。

文化体育方面：全岛有线电视普及率 80%以上，文化站设施齐全，岛上

有镇图书馆，各行政村均建有村图书馆，馆藏图书超过 5 万册，其中盛塘

村图书馆是北海市上规模的村级图书馆。

涠洲岛内中小学均建有球场、沙池、跑道、单双杆、爬杆、乒乓球台

等设施，开设体育课，配备专职体育老师，组织开展体育训练活动。篮球



是涠洲岛群众较喜爱的体育活动，各行政村均建有篮球场，很多自然村也

都建有篮球场，每逢国家规定的节假日，涠洲镇均组织丰富多彩的体育活

动，项目有篮球、排球、拔河、象棋和龙舟竞赛等。2000 年，涠洲镇被评

为全国体育先进乡镇。

卫生方面：涠洲岛上有涠洲医院和驻岛部队医院两家，各行政村均设

医疗点。涠洲医院总建筑面积为 3900 平方米，有工作人员 56 人，其中卫

生技术人员 48 人（高级职称 2 人、中级职称 5 人、初级职称 41 人）。医院

具备医疗、防疫、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功能，开设有内

科、外科、儿科、妇产科、中医科、口腔科、防疫保健科、功能科、检验

科、地段保健科、手术室等科室，医疗设备有 200 毫安 X 光机、呼吸机、

麻醉机、心电图机、B超机、血红蛋白分析仪、自动生化仪、尿十项分析仪、

双目光度计、高频电刀、万能手术台、8 孔无影灯、新生儿抢救床、救护车

等。全岛普及农村合作医疗，95%的群众参与合作医疗，基本实现“人人享

有保健”的目标。

（六）

涠洲火山岛保留了火山喷发形迹和后期风化地貌，集火山地貌、海蚀

地貌、海积地貌、人工地貌于一身，以独具一格的海岛地貌、海岛风光著

称于世。1995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批准涠洲岛为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1997

年国务院将涠洲岛列为 6 个海岛资源综合开发试验区之-；1999 年国家旅游

局将涠洲岛列为国家优先发展旅游项目地区之一；2002 年自治区将涠洲岛

定为省级地质公园；2004 年国土资源部批准涠洲岛为火山国家地质公园；

2005 年涠洲岛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十大海岛”之一；



2007 年涠洲岛被评为广西最好玩的十个地方之一。中共北海市委、市人民

政府，中共海城区委、区人民政府，中共涠洲镇党委、镇人民政府十分重

视保护涠洲岛火山地质遗迹自然资源和风光旅游资源，制定了《涠洲岛旅

游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方案》，遵循“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

的原则，加强对涠洲岛火山地质遗迹保护和地质公园的监督管理，加强涠

洲岛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景点加大投入进行改造，使景区环境整洁优美，

舒适安全，迅速成为在全国较有影响的著名景点，每逢节假日都呈现出“一

票难求”的盛况。

日射涠洲郭，风斜别岛洋。

相信涠洲岛这个我国最大的火山岛将会变得越来越美，知名度越来越

高，成为世界级的休闲度假胜地，在旅游观赏和科学研究方面显现出越来

越重要的价值。

斜阳岛概况

斜阳岛位于北部湾北部海面，距涠洲岛东南 9 海里。面积 1.87 平方公

里，地势西高东低，最高点为羊咩岭，海拔 144 米？环岛无滩涂，只有西

北角的“灶门”和东南面的“东部湾”、“婆湾”三处缺口可泊船登岛，余

皆悬崖壁立，下临深溟。

本岛古名“小蓬莱”，是与涠洲岛古名“大蓬莱”相对而言，历史上同

被视为海上秘境。本岛因“远望之形如走蛇”而得“蛇洋”及“蛇洋山”

之名；又名“蛇羊”，是因岛缘地形如蛇，岛西有岭如羊之故；又名“斜洋”，

指岛屿横陈于洋面，并以“蛇洋”音转而得之（见明朝汤显祖《至涠洲诗》）。

至于“斜阳”之名，一从“蛇洋”音转而来，一指该岛横亘于涠洲岛东南



海面，南面为阳。至于“斜阳岭”和“岭仔”等别名是与涠洲岛相对而言

的民间称谓。

斜阳岛从地质地貌和地理位置来说，它的形成与涠洲岛同属火山岛体

系，土质为火山灰质红土，其形成当与涠洲岛同时，故它的原始演变和沿

革均与涠洲岛同。

晋朝以前，本岛与涠洲岛同属合浦郡，唐初，同属雷州椹川司。明初，

属雷州府涠洲巡检司，万历十八年（1590 年）先后属遂溪县的涠洲游击和

廉州永安所游击双重控制。清雍正八年（1730 年）以后，仍由雷、廉两州

游击营每年分班轮流管制。光绪二十余年，与涠洲岛一起划归合浦县永安

巡检司管辖。清末民初，先后属合浦县的靖海团涠洲公局，合浦县第二自

治区涠洲镇辖乡。1936 年先后属合浦县第二行政区、第五行政区和第三行

政区辖乡。1938 年 8 月至 1945 年 6 月与涠洲岛同时沦陷于日军。1945 年 6

月光复以后，直属合清县涠洲乡所辖。1950 年起属北海镇人民政府涠洲管

辖。1959 年属北海市涠洲公社的一个大队。1984 年 9 月至 1994 年 11 月属

北海市郊区涠洲镇的一个行政村。1994 年 12 月起，涠洲镇划归海城区管辖，

斜阳村属北海市海城区涠洲镇的一个行政村。

本岛在明末清初已有人烟，最初是渔民漂流至此暂时栖身，继而有采

薪采药者到来，搭寮而居。清乾隆年间，居留岛上的“寮民”为数已不少，

后因海禁被迫内迁，但仍有少数人居留岛上。咸丰末年，岛禁重开，有从

遂溪等地迁来的客民定居。法国天主教在此设教堂 1 座，可知当时居民人

数已经不少。

该岛地势东部平缓，土壤肥沃，庄稼茂盛。作物以玉米、薯类和花生



为主。但因水源欠缺，浇灌和生活用水均仰赖天雨蓄积。西、南、北三面

岛缘高岭环绕，临海礁石间多产石斑鱼，随处均可下钓，渔获较易。解放

前人们生活于自然经济环境中，长年与世隔绝，视涸洲岛为大邑，择偶攀

亲多向往之，民性较涠洲尤为敦厚。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广东南路工农群众遭受反革命血腥镇压，遂溪农

民自卫军在陈光礼、薛经辉等率领下渡海转移该岛，以此为武装斗争基地，

坚持了五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在敌人强大兵力长期围攻下，于 1932

年 11 月 25 日被敌攻占，守岛军民大部分壮烈牺牲，为南路人民斗争史和

该岛历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现在羊咩岭峭壁岩洞中，尚留存当年农军浴

血斗争的痕迹。

解放后，斜阳岛发生巨变，传统的茅寮民居为砖墙瓦房所代替，机井

抽水成功，结束了居民祖辈靠天吃水的历史。学校、卫生所、小卖店和水

产收购站、卫星有线电视、移动通信等机构的设置，使岛上居民的生活逐

渐走向文明、富裕；收音机、电视机、移动电话的配备，使岛民的视野扩

大到海岛以外的广阔天地。

斜阳岛上只有斜阳村一个自然村，不划分村民小组，全村有 60 户村民

219 人，全都为汉族，其中男 111 人、女 108 人。耕地面积 13.33 公顷，主

要种植木薯、花生和玉米，群众以从事浅海捕钓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