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生 活

居民生活 解放前涠洲岛街镇居民主要收入来源是从事小商品购销和

浅海渔业，除少数商铺业主生活较宽裕外，大部分居民收入微薄，难敷生

计。

解放后，涠洲街镇居民增加，达 1700 多人，部分人在国有或集体所有

企业工作，部分从事深海和浅海捕捞工作，经济收入相对稳定。1990 年后，

改革开放给涠洲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个体商贸、运输、修理、水产品养殖、

加工、饮食服务业等发展迅速，居民收入增加。2007 年，随着涠洲旅游业

的发展，带动整个第三产业的飞速发展，一些居民从事餐饮业和旅馆业经

营，还进行交通运输并开办多种农家乐项目，利用海产品制作各种工艺品

出售，给部分居民带来经济收入，居民收入大幅增加。

居民消费 解放后居民家庭消费支出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居民消费中食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大，其他消费占相当小的

比重；1990 年居民食品消费占 60%左右，穿的和日用品消费占的比重增加。

住房、医疗费用和文化生活消费增长较快。粮食在食品消费支出所占的比

重减少，副食品和其他食品消费占总支出的比重大大增加。20 世纪 90 年代

后，居民对服装需求注重时装、品牌、面料、质地，款式新颖，人年均购

衣消费支出大大增加，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2007 年居民消费除了讲究

吃好和健康外，在教育、文化娱乐、穿戴、日用品及住房、医疗保健方面

消费比重明显增加。市场上商品丰富，品种繁多，价格低廉，居民消费空

间广阔。以现代通信、家用电脑、住房和摩托车为代表的新的消费明显扩

大。通信方面，大部分住户安装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每 2 人中拥有 1 部。



家用电脑普及，摩托车不断增加。部分收入高的家庭购有小汽车。住房变

得宽敞，部分居民已建造了钢筋水泥结构楼房，住房质量和条件大大改善。

精神文化生活同步提高，观看文体表演，购买书籍，出岛、出市旅游人数

日渐增多。

村民生活

解放前涠洲岛村民主要种植红薯、木薯、稻谷、黄粟、玉米和花生等

农作物，难以维持温饱，遇到不好的年景更是闹饥荒。

解放后实行集体经济，涠洲村民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生产，生活水平

逐年提高。1982 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调整农产品价格、税收、

收购政策，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1990 年以后全镇种

养业发展较快，农民种植香蕉、甘蔗、花生、木薯、蔬菜和养猪养鸡养鸭

等，取得较好经济效益，年人均收入逐年增加。1997 年土地延包后，农业

结构调整、农产品价格提高、税收政策改革，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收

入大幅度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充足，纷纷进城务工经商，参与商贸、旅

游开发、运输、海产品加工、服务业等。进入 21 世纪以来，部分村民还利

用自家庭院经营农家乐、渔家乐休闲旅馆，经济收入可观，农村家庭经营

收入占总收入的 60%以上。2011 年，人均纯收入超过 5000 元。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1998 年 4 月 1 日起，涠洲镇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对象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不到 163 元的可以享受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审批程序为：由户主书面申请并提供有关证件，

单位、居委会人户调查核实，公布预保对象名单，涠洲镇或企业主管局复

核，海城区民政局审批公示，发放低保金。当年共有 56 户 56 人享受最低



生活保障金。1998-2008 年，涠洲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情况如下表：

1998-2008 年涠洲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表

年份 户数 人数 金额（元）

1998 56 56 16097

1999 49 51 24096

2000 52 56 29886

2001 53 61 27480

2002 171 200 160169

2003 260 432 531512

2004 389 682 556146

2005 249 407 390284

2006 315 383 437800

2007 338 428 375053

扶贫开发 海城区和涠洲镇重视做好盛塘村和荔枝山村的扶贫工作，

2003-2007 年争取上级财政扶贫资金 273.24 万元，投入到贫困村的基础设

施、产业开发及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改善贫困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农民收入显著增加，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涠洲镇盛塘村和荔枝

山两个贫困村 2004 年共有贫困人口 2968，经过扶贫开发，2005 年减至 2909

人，2006 年减至 2256 人，2007 年降到 2155 人。贫困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2004 年的 862 元提高到 2005 年的 887 元，2006 年提高到 1118 元，2007 年

提高到 1408 元。

海岛道路 2003-2007 年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249.7 万元，用



于涠洲岛乡村道路建设，修建了四级公路 10 条共 15.5 公里，村屯道

路 4 条共 9.7 公里。其中 2003 年投入 39 万元，修建盛塘至环岛四级公路 1

条 1.2 公里和荔枝山至环岛四级公路 1 条 1.1 公里。2004 年投入 40 万元，

改扩通贫困村盛塘村委会和荔枝山村委会四级公路 2.6 公里。2005 年投入

财政扶贫资金 47.2 万元，继续改扩涠洲环岛路通荔枝山村委会 2.5 公里，

环岛路通盛塘村委会 1.3 公里。2006 年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70.5 万元，续建

荔枝山村委会至环岛四级公路 3.2 公里；勾门至张黄村、通村村屯道路 2

公里；井仔至上牛栏村屯道路 2 公里；荔枝山至北港村屯道路 3 公里；修

复荔枝山北港水毁道路 2.2 公里。2007 年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53 万元，改扩

荔枝山圩仔至集训队四级公路 1.2 公里；盛塘至老张公四级公路 2.4 公里；

修建公山至公局村屯道路 0.5 公里。

人畜饮水 2003-2007 年为涠洲岛共铺设自来水管 22800 米。其中 2003

年铺设盛塘引输水管道 2800 米，荔枝山引输水管道 3000 米；2004 年为荔

枝山的北港屯和盛塘村的张黄、井仔、上牛栏山屯铺设自来水管道 6000 米；

2005 年为涠洲镇盛塘村张黄、井仔、牛栏山屯引水工程铺设自来水管道 8000

米，为荔枝山村北港屯引水工程铺设自来水管道 3000 米。解决了 2680 户

8920 人的人畜饮水困难。钻打农用深井 3 口，修建水渠 8300 多米，解决

2500 多亩农田的农业用水和排灌问题。

产业项目 2003-2007 年为涠洲岛产业项目共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60 万

元，其中 2004 年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20 万元，扶持 430 户贫困户种草养牛，

种牧草 400 亩，发展养牛 400 头；2005 年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10 万元，继续

扶持 200 户贫困农户发展种草养牛产业项目，种植牧草 100 亩，养牛 100



头；2006 年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20 万元，扶持 400 户贫困户进行香蕉品种改

良，将原来低产低值的传统本地香蕉改良为高产高值的威廉斯品种；2007

年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10 万元，在涠洲盛塘、荔枝两个贫困村扶持 200 户贫

困户种植木薯 400 亩。

科技培训 2004 年投入扶贫培训资金 1 万元，为涠洲镇举办各种实用

技术培训班 4 期共计 800 人次；2005 年投入科技培训资金 1 万元，举办种

草养牛技术培训班和沼气池建造及维护技术培训班 3 期，共培训贫困农民

500 人次；2006 年投入扶贫培训资金 2 万元，举办科技扶贫培训班 5 期，

培训贫困农民 680 人次；2007 年围绕贫困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举办香

蕉改良技术和病虫防治技术及沼气池使用技术培训班 3 期，“农家课堂”实

用技术培训班 1 期，培训贫困农民 1000 人次。

沼气池建设 2003-2007 年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18.4 万元，为盛塘和荔

枝山两个贫困村建造沼气池 326 座，其中盛塘村 209 座，荔枝山村 117 座，

沼气池入户率达到了 30%。

社会扶贫 涠洲镇两个贫困村由海城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挂点，盛塘

村和荔枝山村分别为区委书记、区长挂点，区政府办公室定点帮扶盛塘村，

区经贸局定点帮扶荔枝山村，与区扶贫办、区基层办、区民政局、区农业

局等有关部门相互协调，开展定点扶贫工作。

为使海岛居民生活有更好的保障，海岛有政府和执法部门为海岛经济

和社会发展服务，财政、税收、金融、商贸、工商、邮电、海事、海监、

公安、司法、消防及教育、科技、文化、卫生、通信等部门履行其职能，

海岛各方面的生活秩序都和陆地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