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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丰滨临南海，毗邻港澳，广汕公路横贯县境东西，碣石湾．红海湾环绕县境南

部，拥有二百多公里海岸线和众多岛礁．湾内湖泊，港汉，河流交错，咸淡水相接，水

产资源丰富，可供开发潜力很大。汕尾渔场是全国闻名的南海近海渔场，汕尾又系革命

老区，粤东重镇，早在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即把它列为重点建设的渔港。本世纪30年

代荃50年代间广东省高级水产技术学校在海丰开办，培养了大批人材分布海内外，成为

水产事业不可忽视的力量。．

近年来，由海丰党政机关组织领导，水产战线同仁共同努力、钟绵时同志负责主编

的这本《海丰水产志》，分列章节叙述了海丰天然水产资源，海洋捕捞，海水养殖，淡水

渔业．渔业生产体制、水产供销，渔政管理、渔业科技，渔民生活等专题；还选编了自

东晋咸和至1945年以及解放后有关海丰水产大事记，附录了反映传统渔业生产的。海丰

渔谚，，当地人民政府关于保护水产资源的规定；还有各项插图；林林总总上十万字，

资料翔实，图文并茂，比较全面地反映海丰渔区特色和水产历史变化发展中的经验，对

于今后研究发展水产事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我国正在进一步实行开放、深化改革，我省又是全国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区，《海

丰水产志》成书发行，可谓因应天时、地利、人和，期望引起各有关方面的重视，结合

当地实际，总结历史经验，制订总体规划，扬长避短，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发水产资源，

以现代水产科技教育为根本，深海与浅海作业相结合，咸淡水养殖相结合，海陆山水相

结合，在汕尾建市条件下，加强沿海各渔港的建设，相信邑人长期梦寐以求的“南海物

丰”定将成为新一代更美好的现实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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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书结构分概述、大事记、正文、附录四个部分。正文分九章三十四节．，

图、表穿插其中，日和目以下的序码依次用。一、二、三⋯⋯”、4(一)、(二)，

(三)⋯⋯”和1、2、3、⋯⋯”分列。

2、本志书贯彻。详今略古”韵原则，横排门类，依序排列，实事求是，记述事业

发展过程和事实。

3、数字用法，按国家《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凡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及记数与计量均使用阿拉伯数字。民国纪年使

用阿拉伯数字，如民国21年(1932年)。

下歹D情况使用汉字。①夏历和清代以前历史纪年，如九月初一，又如清康熙三年

‘(1664年)；②构成定型的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词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语句，如。一

五”计划． 。三定一奖5。三分命”等。 t

4、本志书一律用第三人称表述，1省名、县名除具体写明“广东”、。海丰”外，

也采用“全省”、 “全县”的称谓。

5，名词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解放前后”，或称新中国成

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

6、度量衡：长度一般用米∥重量用公斤，吨，养殖面积用崮、万亩，渔场面积用

‘平方公里，鱼苗、鱼种用尾、万尾。

7，本志书凡引用文献史料，均注明出处。注号使用阿拉伯圆号(即①②③⋯⋯)，

页末(或每节之末)注明。

8、本志书断限二上溯事物发端，下限 1987年，个别地方涉及1988年。记载范围

包括现在的油尾市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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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丰，地处粤东沿海，渔业历史悠久；因临南海，水产资源丰富，故取义于。南海
·

物丰。，称海丰县⑥。她位于东_经zi4。54’军-115。37’，北纬22。37’至23。14’之间。东和

陆幸县接壤，西与惠东县交界，北倚莲花山脉j南濒浩瀚壮阅的南海。幅员2151平方公

里。1987年，全县辖21个镇、3个乡，4个农林场，人口86．5万人，其中渔业人口7万

人。

海丰县处在北回归线南缘，属南亚热带海洋性气侯，太阳辐射强烈，热量丰富，雨

量充沛，一年四季虽有春夏秋冬之分，却凭严寒酷暑之害，但气候湿热，气温较高，年

平均气温21．8。C，1月较冷，7月最热，历史最低气温零下2．7。C，最高气温37．4。C，

无霜期347天，年平均降雨量2382．8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5—8月份。温暖的气候，充

沛的水源，适宜多种水生生物的繁殖和生长。

海丰沿海，冬季主要是东北风和东北偏北风，夏季则盛行西南偏南风。每年5一10

月为台风影响季节，7—9月是盛期，直接威胁海丰县的台风年平均4—5次，台风常

伴来暴雨、大潮，给渔业带来灾害。
’

海丰背山面海，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境内溪河交错，有黄江和赤石两大河系；

南部港湾鳞次栉比，有高螺湾、长沙湾、九龙湾①三大海湾和白沙沏，品清湖、田寮湖

三大海湖，还有汕尾，马官、遮浪、鳙门和小漠5个优良的重点渔港；沿岸岛屿棋布，，

珊瑚、礁石成群，有龟龄等大小岛屿57个，有明礁，暗礁129个。海岸线长达204．1公

里，岛岸线长34．5公里。海域辽阔，海洋渔场3．5万平方公里，全国闻名的南海近海四

大渔场之一的汕尾渔场就在海丰县沿海海域。

海丰县水产品产量居全省比较主要的．地位，水产业在全县大农业的比重约占三分之

一。全县拥有海、淡水捕捞渔船4仟艘，3．1万吨位，13．9)／马力；可供海，淡水养殖

的水面有25．3万亩。鱼类品种繁多，海水鱼类主要有14类107科189种；淡水鱼类主要有

7类23科41种。。辽阔的海洋渔场，众多的港湾和岛屿，优良的渔港，丰富的水产资源，

使海丰成为全国、全省渔业重点县之一。

海丰毗邻港澳，海陆交通方便，广汕公路横贯县境，海运四通八达。尤其是先总理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列为重点兴建的汕尾渔港，口岸距香港81涅，历来为粤东

主要进出口岸之一，这里。舟楫云屯，商旅雨集”，她既是一个优良的渔港，繁荣的商

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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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又是地处要塞的军港，是海丰一大重镇；1927年(大革命时期)曾设汕尾市，由于

进出日贸易较为繁荣，曾一度有。小香港’之称⑦·

解放以前，海丰渔民受着封建统治的重重压迫和剥削，生产和生活毫无保证，过着

。出海三分命，上岸低头行’的悲惨生活。直到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

领导下，开展了渔业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渔民当家作主，参加了政权建设，解放

了生产力，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渔业生产的

发展更快，水产品产量持续上升，渔民生活11益改善。1987年，全县水产品总产量达到，

8．65万吨，刨历史最高水平，渔业总产值1，76亿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31呖，渔业劳

动力_的平均收入达4025元，全县Z万渔业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一部分渔民的{

生活已经达到小康水平。 ．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渔区开展了经济改革，使全县渔业生产登上一个

新的台阶，整个汝区经济出现了发展的新局面^

注①-九龙湾的命名是据1985年6月‘广东省海丰县综合农业区划报告集)确定媳名称．

注②：据‘惠阳地区地名志’4 4其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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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

东晋成和六年(公元331年) 析置海丰县。因临南海，水产资源丰富，故取义干

一。南海物丰”称海丰县。

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 台风，毁兵船30多艘，枢密院调广东经略司水军兵船

4艘沉没，死30多人。这是海丰记述最早的一次台风灾害事故。

宋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 宋军水师曾驻泊于长沙港；元代中叶，闽南渔民多于

长沙港避风停泊。记述了长沙港早在宋元时代已经是船只靠泊、避风的港口。

： 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 金锡都(今田_l}乞，遮浪、捷胜，东涌、汕尾、红

草、陶河，赤坑，大湖一带)、杨安都(今鹅埠、赤石，骺门，梅陇一带)大海潮、平

地水深一二丈，死者无数。 ．

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3年) 大海潮，金锡都，杨安都死上千人，多绝户。

明嘉靖四十七年(公元1564年) 俞大猷以伍端所部为前锋，屡败倭寇，在大德港

．将倭寇歼灭，俘斩2000多人·大德港在明代时，已是置户渔船捕捞，靠泊的主要港口之

。●

‘

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 叶凌风(明崇祯文进士叶高标之子)围垦东溪中游东

侧的叶谋温约500亩。可见海丰鱼媪养殖早在明代时已经兴起。

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七月 台风，牛吹入海，船吹上岸。’

，●

清顺潘七年(公元1650年) 捷胜城守备汪古，害怕苏成、苏利抗清义军攻城，以

渔船载石沉塞湖日。使石狗湖这一避风良港变成浅滩。

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 清廷为绝接济台湾之患，下令迁海。勒令淮、浙，

阖、粤四省沿海居民，内迁四十里，人民不准越界，寸板不准下海，违者处死。

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正月初五日 清吏部侍郎科尔坤，兵部侍郎介山同平

藩等率兵万多人抵海丰迁界。次年(1663乍)八月吏部尚书伊里布，兵部侍郎硕图来令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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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迁。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四月初六日奉旨再次迁界，距海三十里到五十里，勘图

竖椿立界实施。迁界令”。这一海禁政策，对沿海渔民是一次极其残酷的迫害。

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 清廷开始放宽海禁政策，下令展界，界外百姓陆续回

乡。但真正开海禁，准百姓出海捕捞贝n是在康熙廿=年(公元1683年)。

清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 农历五月廿八日深夜，飓风，暴雨、大海潮，大

洪水，扬安都人畜淹死几尽(今传。三个涌盖梅陇’即指此灾)。

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 大台风，汕尾，遮浪、白沙湖船只受毁数百，居

民淹死无数。

清光绪廿九年(公元1903年) 香港至和公司开始以货轮航行汕尾港。

清光绪卅=年(公元1906年)二三月问国际万国公司在遮浪岩峰顶开始建筑灯

塔。至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月间建成竣工。

民国3年(公元1914年)汕尾与香港、广州，汕头等地的通航通商，已从过去的木

帆船发展为机轮客货航班。

民国8年(公元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二》呼吁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

划中，把汕尾作为建设沿海商埠及渔港之列。 ·

民国12年(公元1923年) 正月开始旱，至四月初五日才下大雨。六月至七月连绫

7次台风，大小渔船沉没千余艘，淹死数千人。

民国17年(公元1928年’) 汕尾地方由当地船舶管理所设立渔民小学1间，学生约
*

，

40人。 ，

一

民国18年(公元1929年)6月 广东省水产试验场派技正陈椿寿，吴毅分别调查了 、

海丰县海水养殖和渔捞业，均编写了报告书。是年，为进行横拖网改良斌验，省建设厅

在汕尾建造横拖船=艘，并派技佐吕汝珍等3人在汕尾办事处负责管理。

民国2·0年(公元1931)初省建设厅派水产试验场场长汪叔度赴油尾调查渔民概

况及渔民生活。

民国21年(公元1932年)3月 海丰县参议会(四次常委会)通过。筹款建筑汕尾

兰点金灯塔”议案。

12月1日，潮汕渔业区管理所在汕头乐天酒店成立，汕尾设立分所。

民国22年(公元1933年)2月 潮汕渔业区管理所在汕尾附设渔业学校1问，学生33 ．

人。 ，

民国23年(公元1934年)冬省建设厅，令将潮汕渔业区管理所迁设汕尾，并将汕

尾分所载撤。翌年1月，因政局不稳，潮汕渔业区管理所的工作结束。

·5·



民国24年(1935年)6月26日 海丰县政府复县参议会关于。请县政府转请建教

两厅依照原议，将省立水产学校，设在汕尾，以兴渔业。一案的函。8月12p，海宰县政

府致县参议会。里悉，查省立水产职业学校仍在汕头设立，业经呈奉广东省政府核准有

案；现已择定校地，定期招生，所请碍难照准。仰即知照，此令”韵函复。

民国25年(公元1936年)9月下旬汕头广东省立高级水产职业学校校长姚焕溯会

同省督学李伟光赴油昆渔村勘察新校址，并呈请教育厅转报省府。lo月31日，广东省七

届委员会18次会议议决照准。广东省立高级水产职业学校(以下简称省水产学校)迁没

汕尾。 ．

民国2 6年(公元1937年)4月5日省水产学校新校址在ilij尾动工兴建。暑假期

问，日本侵略军(以下简称日军)的飞机和兵舰时来粤东沿海各地骚拢，学校被迫由油

头迁至海丰县公平圩上课。

lo月2日(农历八月十六日) 汕尾拖风渔船在陆丰碣石渔场附近，突遭意大利潜

艇炮击，9艘渔船沉没，100多名渔民罹准。渔民称这次海难为。九条龙”事件。

10月13日(农历九月初一日) 大台风，中心风力12级以上，在汕尾登陆。久年大

树连根拔起，新港渔民死600多人。因专刮风没下雨，损失惨重，后人称为“铁台

。风。d

民国28年(公元1939年)10月15日(农历九月初三日) 日军出动9架飞机，轮番

轰炸汕尾和新港(即芳荣乡新港村，以下同)之后，又出动海军陆战队数十人在新港登

陆，奸淫、掳掠．搜劫、屠杀及焚烧大批船只。
’

民国30年(公元1941年)3月24日 日军分别在鳙门、马鬃，汕尾等地登航直驱

县城。农历三月、五月、七月和九月，日军四次登陆壹舌门港，抢掠烧杀，、打死lo余人，

焚烧渔船100多艘，商店、民房、木屋1000多问。

民国31年《公元1942年)3月6日’遮浪灯塔被国民党保安团团长邓龙起炸毁，偷

去三菱及水银数百担。 ．

10月t<2日(农历九月初三日> 遮浪红坎村90多名渔民忍饥出海，突遭台风袭击，

除1人幸免外，余皆葬身鱼腹。

民国32年(公元1943年) 春旱，5月16日(农历四月十八只)才降雨，早期约三

个半习，作物失收，造成严重大饥荒，全县饿死46309人，有2’9‘98户亡户，沿海渔民被

饿死者数以万计。夏天又霍乱流行。、
‘

民国34年(公元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省水产学校从

坑尾头(紫金县属)搬回汕尾复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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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1 949年
、

10月11 El海丰县城解放。县人民政府设置建设科，主管农业、水利、林业，水

产，交通，邮电、工矿、市建等部门。首任科长程树勋。

10月t秀f-J成立渔民协会，会员730k。是海丰成立最早的渔民组织。 ．

是年海车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派何鼎元列浊尾接管广东省立高级水产职业学概并
●

为驻校代表。 +’

1 950年
’

4月 广东省文教厅批示复办广东省立高级水产技术学校_(即原广东省立高级水产

、 职业学校≥：由海丰县县长刘夏帆兼任校长，吴勉为副校长。

10月 东江专员公署成立，海丰渔业工作仍由县建设科分管。

冬广东省水产企业公司在油尾组建了汕尾鱼市场和汕尾渔业供销站，开展水产品

交易的管理和购销业务，组织渔需物资供应·海丰水产贸易始有国营经济的成份。

l 951年

年初 东江海岛管理处成立，设汕尾．受省海岛管理局和东江专员公署双重领导，

下置碣石，甲子，金厢，湖东、遮浪．汕尾、马宫、平海、澳头9个办事处，主要任务

是清匪反霸，组织渔民恢复战后生产。

9月 汕尾和新港分别戒：菠渔亚工会、会员共624九。是海丰韵第一批渔工组织。

12月 新港、捷胜分别成立渔民供销会作社，入社人数2990人。是由渔民群众集资

组织的第一批供销合作社。

是年在滑海渔区开展渔业民主改革，摇毁了封建剥削制度，取缔封建鱼栏的专卖

特权，建立了渔民臼a豹政治经济红织。 ．

是年东江专员公署在汕尾召开渔民协会代表大会二

是年广东省水产企业公司在汕尾建立办事处，是东江水产分公司的派出单位。

1 952年

3月 东江专员公署撤销，海丰划归新成立的粤东行政公署管辖，公署农林处设立水

i 7·



产科，海丰渔业工作由县农建科分管(原建设科改称农建科)。

春小漠渔港由惠阳县(今惠东县)划归海丰县管辖。

6月9 la 东江海岛管理处撤销。专署农建科设立水产组分管渔业工作。

秋汕尾组织了渔业生产互助组30个，渔船44艘，渔民300多人。是全县第一批渔业

生产互助组织。

是年鱼温全部归国有，由新成立酌国营海丰县海产公司经营。

1953年

9月1日晚，12级以上强台风在汕尾登陆，潮水上涨，汕尾二马路可以撑船，新港渔

民死亡71人，汕尾渔民压伤2人，渔船被毁坏208艘，其中全毁42艘，往家艇全毁506

艘，新港渔村被毁后从芳荣乡迁居汕尾。

是年沿海渔区开展第二次渔业民主改革，进一步肃清沿海的敌特，反革命分子及

封建残余势力，维护了海上治安和生产秩序。

是年东江水产分公司与潮油水产分公司合并为广东省水产企业公司粤东分公司，

汕尾办事处隶属于粤东分公司。 -- ．

1 954年 ·

年初广东省水产局任命孔令淦为汕尾广东省立高级水产技术学校代理副校长。年

底遵照广东省人民政府指示，省立高级水产技术学校从汕尾迁往江门市。

春在红草建立海丰海水养殖场，7月该场由县财科移交省水产养殖公司经营，属

省营企业单位。

4月9日 海丰县人民政府设置水产科，主管全县水产工作。

5月 汕尾拖船第一生产合作社成立．是海丰第一个由渔民组织起来的渔业生产合

作社。

6月 海丰县人民政府水产科改称海丰县人民委员会水产科。

10月 在汕尾建立海丰县渔业供销合作社，加强了对基层供销社的领导。把渔业生

产资料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全部由国家负责供应。

是年建立了汕尾、遮浪、马官，譬旨门四个台风警报站，负责渔船安全生产工作。

是年置民出身的钟妈孙(汕尾新港乡乡长)当上人民代表，出席广东省第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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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7月

分子大会。

是年

是年

1 955年

中共海丰县委漫置渔业工作部，组织和指导全县渔业合作化运动。

深海渔工出身的张北友(汕尾镇副镇长)出席广东省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

在油尾和马宫两个港日分别成立流动渔民协会，入会渔船290多艘。

汕尾水产办事处被评为全国水产先进单位。

1956年

4月 粤东水产分公司撤销。在汕尾成立海丰县水产供销公司，属省营企业单位。

夏苏联2名渔业专家在广东省水产厅舒光才厅长陪同下，到红草考察了海丰海水

养殖场。

9月2 7日 海丰县人民委员会水产科升格为海丰县水产局。

10月 中共海丰县委召开全县渔民代表会议，部署对全县渔业生产合作社分期分批

整顿工作。

lo月24日 粤东行政公署撤销，海丰划归新成立的惠阳专区，专署设置水产局，海

丰县渔业行政管理机梅不变峨，

是年在汕尾设立海丰县渔业技术指导站，隶属县水产局领导。

i．957牛
．·

2月17日汕尾镇拖船生产合作社渔芏韩犬诗和骺门镇渔业合作社渔民黄树r出席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首长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10月1日建立国营海丰县鱼苗场，隶属县水产局领导。

是矿汕尾小岛(现卫东管区)和{舌门两个浅海渔业生产合作社，率先发展机帆渔
船14艘，马力200匹，是海丰渔业机械化的先譬。

l 95a年．

1月27日撤销海丰县水产局，水产供销公司和渔业供销社，在汕尾成立海丰县水

产管理局。

4月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部张雨帆酗部长在海丰县城礼堂阿县渔业扩千会议

的-干部1}{|了关子发展水产养殖问题的讲话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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