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涠洲历史上的兵事战事

1590 年明政府设海防游击、兼守珠池将军驻扎军队在岛上，并定名涠

洲。清朝、民国时期至北海解放前夕在岛驻军，更替频繁。1938 年，涠洲

岛沦于日军野蛮统治七年之久。在这期间，本岛成为日军威胁侵扰我华南

大后方的海空军基地。1945 年 6 月 18 日，涠洲岛人民奋起歼灭踞岛残寇，

涠洲岛光复。1950 年 3 月 6 日，解放军 356 团解放涠洲岛。1952 年 3月，

解放军海防部队一连进驻涠洲岛。随后，海、陆、空部队不断进驻。

至 2011 年，涠洲岛的驻军有海、陆、空部队和边防派出所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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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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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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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斜阳岛被陈章甫攻陷，农军

领导人余道生、符振岳以及大部分战士牺牲。薛经辉等农军领导及战士 40

余人被俘后押至北海五炮台枪杀。

1937 年 10 月 25 日，日本军舰炮击斜阳岛。

1938 年 9 月 11 日，2 艘日本军舰在涠洲登陆，杀岛民 10 余人。60 余

名渔民因逃难而葬身鱼腹。日本洗劫 20 天后撤离，大批岛民逃到北海，政

府发动市民安置难民。

1938 年 11 月 20 日拂晓，2艘日本军舰突入涠洲港，烧毁港内渔船 400

艘，杀岛民 3 人，中午撤离。

1939 年 1 月中旬，日军第三次登陆涠洲，从此涠洲沦陷长达七年之久，

日军在岛上实行“三光”政策，修筑滴水至湾顶公路，在盛塘村附近建军



用机场，网罗劣绅作其爪牙，成立所谓“中华涠洲岛维持会”。岛民外逃达

3000 余人。

1944 年 2 月 14 日，2架盟军飞机轰炸涠洲日军基地。

2 月 25 日晨，12 架盟军飞机分两批由北飞来，第一批于 7 时经北海南

飞涠洲，投弹 12 枚。

2 月 26 日晨，2 架盟军飞机轰炸涠洲日军基地。

4 月 8 日，2架盟军飞机轰炸涠洲岛日军，投弹 4枚。

4 月 9 日，盟军飞机继续轰炸涠洲日军。盘踞岛上的日军自行毁坏机场

及军事建筑。

6 月 25 日，3 架盟军飞机扫射涠洲岛日军，正在演习的日军死伤多人。

1945 年 2 月 22 日，涠洲日军再度破坏机场，日军交通汽艇遭盟军飞机

炸沉。

5 月 31 日 8 时，盟军飞机轰炸涠洲岛日军设施。

6 月 10 日 23 时，涠洲岛日军中台籍士兵 28 人，以翻译官杨某为首起

义，联合岛民 100 余人，一举歼灭日军 19 人，生俘 1 人，2 名日军乘艇企

图潜逃葬身大海，起义士兵 1 人牺牲。涠洲岛光复。

1950 年 3 月 6 日，解放军 40 军 119 师 356 团解放涠洲岛。

1952 年 3 月，解放军海防部队一连进驻涠洲岛。随后，海、陆、空和

武警部队不断进驻。

涠洲岛在北海南面，与北海相隔 21 海里。当北海解放时，国民党残兵

的一部分逃往涠洲岛，岛上驻有保安旅、独立师及地方武装共 700 余人，

企图依靠其海空优势，垂死挣扎。



1949 年 12 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119 师进驻北海市，集结

于高德、地角等沿海一带，担任解放涠洲岛的作战任务。该师命令 356 团

及 357 团一连、师侦察连并配备山炮 2 门，重迫击炮 2 门，战防炮 4 门等

作战武器参加解放涠洲之役，具体部署：一营（缺第二连）加强 357 团一

连，团配迫击炮、山炮各 1 门，配备重机枪 9 挺，机帆船 3 艘，木船 6艘，

以连建制分为了 3 船队，从涠洲后背塘村西侧沿海地段登陆，经城仔村向

公山村方向发展；二营加强团配备迫击炮、战防炮各 1 门，重机枪 9 挺，

机帆船 3 艘，木船 6 艘，以连为建制编为 3 个船队，从西角村西北侧沿海

登陆，经城仔村、百代寮村向斑鸠方向发展；一营、二营完成任务后，在

三营七连一排和土炮艇队的支援下，围歼指挥所之敌；三营加强团配山炮、

战防炮各 1 门，重机枪 9 挺，机帆船 3 艘，木船 6 艘，以连建制编成 3 个

船队，从梓桐桃侧沿海地段登陆，歼灭大岭、青盖岭国民党军后，向西拱

手方向发展，并配合二营向国民党军指挥所发起最后攻击。

1950 年 3 月 5 日 17 时，解放军 356 团在师参谋长夏光的指挥下，由高

德、地角启渡，沿指定航线，向涠洲岛的预定登陆点实施航渡，当部队航

渡至北海南湾时，师机关获悉岛上国民党军已发觉解放军的行动，为了欺

骗和迷惑国民党军，以达到突然登陆的目的，该师电令 356 团转移至北海

市白虎头隐蔽待命。19 时，356 团奉师部命令，由白虎头登船向涠洲岛快

速挺进。次日凌晨 2 时，一营一连先头船队驶至离岛 100 余米处，被守敌

发觉，国民党军各种轻重武器向解放军先头船队开火，封锁滩头，解放军

先头船队的官兵集中火力进行反击，压制对方火力点，同时，各战船以最

快速度行驶，当离岸约 40～50 米时，遇敌设置的水中障碍物，船只前进受



阻，这时该连六班长王学林迅速带领全班战士跳下齐腰深的水中，以灵活

勇猛的战术动作，向敌前沿阵地发动进攻，仅用了 3 分钟就占领了滩头阵

地。团右翼的三营七连也迅速接近了海岸，三排副排长鹿道德率十班战士

跳进 1 米多深的海水里，迅速勇猛冲锋。守敌目睹登陆队伍势不可当，仓

皇逃窜。追击的战士紧迫不放，顺势夺取梓桐木村上村以南的无名高地，

巩固滩头，掩护团后续梯队实施登陆。凌晨 3 时许，各营登陆完毕。与此

同时，“土炮艇”迅速由岛两侧海面驶抵南湾港口时，发现敌舰“海硕号”

龟缩在港口的拐弯处（阴山角），“土炮艇”即向其发起进攻，队长石龙生

指挥艇上各种火器向敌舰齐发，使敌舰遭到突然袭击。当敌舰发现“土炮

艇”只不过是木船改造时，便开足马力朝“土炮艇”直扑过来，企图撞翻

“土炮艇”。此时，石队长迅速调转船头，冲向敌舰侧翼，使敌舰阴谋破灭。

激战中，“土炮艇”中弹起火，舵柄被打坏，桅杆被炸断，情况危急，石队

长一面指挥救火，一面指挥“土炮艇”逼近敌舰，当距敌舰 20 多米时，队

长一声令下，一排手雷、手榴弹飞上敌舰，各种火炮齐向敌舰射击，敌舰

浓烟滚滚，敌人乱作一团，仓皇向海外逃窜。

3 月 6 日上午 7 时许，三营七连控制了西拱手，一营主力向公山村方向

肃清残敌，二营主力攻占了海仔角，“土炮艇”队严密封锁南湾港口，残敌

已无力再次组织反击，只龟缩在涠洲岭，妄图固守待援。此时，团部命令

二营与三营迅速向敌人发起最后攻击，在猛烈炮火打击下，设在涠洲南湾

街上的敌指挥部及各个火力点均被摧毁，各营主力迅速逼近敌人，消灭了

顽抗之敌，结束战斗。至此涠洲岛解放。共歼敌 400 余人，俘敌 436 人，

缴获船只 400 多艘，各种枪炮、电台、电话及物资一大批。



涠洲、斜阳革命烈士英名表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份
籍贯

参加

革命

时间

党团

员

牺牲

时间

牺牲

地点
牺牲时职务

余道生 男 1902 广东遂溪 1925 党员 1932.10 斜阳岛 广东遂溪农民自卫军副营长

符俊岳 男 广东遂溪 1925 1932.10 斜阳岛 广东遂溪农民自卫军营长

黄安浓 男 1900 广东遂溪 1925 1928 斜阳岛 广东遂溪农民自卫军战士

陈妃平 男 1905 广东遂溪 1925 1927 斜阳岛 广东遂溪农民自卫军战士

陈有权 男 1903 广东遂溪 1925 1933 斜阳岛 广东遂溪农民自卫军战士

陈毓俊 男 1901 广东遂溪 1925 1929.6 斜阳岛 广东遂溪农民自卫军战士

陈妃成 男 1909 广东遂溪 1925 1928 斜阳岛 广东遂溪农民自卫军战士

陈美青 女 1904 广东遂溪 1925 1928 斜阳岛 广东遂溪农民自卫军战士

杨妃养 男 1902 广东遂溪 1925 1928 斜阳岛 广东遂溪农民自卫军战士

杨妃鸿 男 1905 广东遂溪 1925 1927.10 斜阳岛 广东遂溪农民自卫军班长

徐妃石 男 1905 广东遂溪 1925 1933 斜阳岛 广东遂溪农民自卫军战士

谢妃春 男 1908 广东遂溪 1925 1933 斜阳岛 广东遂溪农民自卫军战士

余妃仁 男 1901 广东遂溪 1925 1933 斜阳岛 广东遂溪农民自卫军战士

王维二 男 广东海康 1925 1932.11
北海

西炮台
斜阳岛农民自卫军战士

陈德 男 1901 广东高州 1950.1 1950.5 涠洲岛 北海解放海南岛支前委船工

邓克强 男 1950 北海涠洲 1970 团员 19762 涠洲岛 5448 部队班长

注：广东遂溪农民自卫军 1927 年前后在北海、涠洲岛、斜阳岛从事革命活

动而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共 33人。除了选录在斜阳岛牺牲的 14名烈士名单外，

另有江刺横、钟竹筠、薛经辉、黄安谦、黄安扬、黄安章、黄妃平、黄妃胜、黄

桂坤、黄学武、陈位卿、杨马信、何妃泽、何程栋、李永春、李妃仁、余妃成、

谢妃同、陈中华在北海东炮台、西炮台牺牲。

1950 年 3 月 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359 团在解放涠洲岛的战斗中有 33名战

士壮烈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