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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新编《湛江市志》终于面世了，这是湛江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可

喜可贺!

地方志是一方最具权威的官书，它真实地记载了一方的自然和社会历史与现

状，对全面了解地情，推进领导决策，推动地方两个文明建设，积聚和保存地方文

献，弘扬优良传统，与时俱进发展经济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治天下者以史

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每一位地方当权者无不把方志编修作为其资政教化的

重要手段而加以重视。

湛江地处祖国大陆最南端，是我国南方著名的港口城市，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

文化，纂修地方志历来有好的传统。从宋代起，今湛江辖境内便有地方志一类书籍

出现，到了清代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年间，修志风气甚盛，据不完全统计，湛

江市现存的20多种上百卷各类府志、县志，多是这个时代所编。新中国成立后，

我市曾组织过多次编修新志，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中途辍止。20世纪80年代，各地

修志风起云涌，到了90年代中后期，我市的廉江、徐闻、吴川等县志和一大批专

业志、部门志和地情资料书籍陆续出版，为编修新志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感

于我市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刻变化，为了赓续前史，记载新事，嘉惠后人，1985年6

月，中共湛江市委、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湛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同年9月成立

了办公室，负责组织《湛江市志》的编纂和对全市编修地方志进行规划、指导。至

此，全市性的编修新志工作正式启动。

一部志一部史。《湛江市志》是湛江人的文明史、发展史和创造史。新编《湛

江市志》本着“纵贯古今，立足当代”的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系统记述了湛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自然风貌等方面的情况，

特别注意反映改革开放后湛江的新面貌。全书记史、记事悠悠2000余年，立书40

篇320万言，由总述、大事记、各类分志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内容丰富，资料翔



纬分明，文理贯通，时代气息浓郁，地方特色鲜明，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湛江

献。

纂地方志是一项长期的具有连续性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工程浩繁，需要付

的人力和物力。新编《湛江市志》的付梓印刷，凝聚了各级领导、社会各

别是参与撰写工作的全体编辑人员多年的心血。在此，谨向多年来为《湛江

编纂出版而艰苦努力的各方面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古而鉴今，习史以明志。我们要在修志、存志的基础上，高度重视读志、用

解历史，熟悉市情，扬长避短，开拓前进，创造出无愧于先人、无愧于历

愧于后人、无愧于时代的伟业，书写出更加豪迈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共湛江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

中共湛江市委副书记、市长：

力『黼
榻戋

2003年1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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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忠实地、系统地记载湛江市自然、社会各方面面貌，力求思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湛江市现行行政区划为限。既概括反映湛江市全

貌，又重点记述市区，以突出城市特点。文中“湛江”为一般地理区域概念；湛江

地区、湛江市为行政区概念；湛江地区简写“地区”，包括今湛江市、茂名市和阳

江市各县区；湛江市简写“全市”，包括今赤坎、霞山、坡头、郊区和吴川、徐闻、

海康、遂溪、廉江县；“市区”包括赤坎、霞山、坡头、郊区。

三、本志时间断限，根据“纵贯古今，立足当代”的原则，上起所载事物发

端，重点记载民国34年(1945年)湛江建市后的史料，下限为1990年，个别地方

有所延伸。

四、本志体例，并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各种体裁。全书设总述、

大事记、各类专志和附录，各部分有机结合为统一的整体。

五、总述为全志总纲。力图以简约文字，叙议结合综述市情梗概。

六、大事记为全志经络。按时间顺序记述本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

会、自然等方面的重要事件。民国34年(1945年)建市前的略记，建市后的详记；

辖县大事仅录对全市大局有重大影响者。体裁以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体为辅。

七、各类专志为全志主体。篇目设计，以科学分类为主，亦考虑社会分工。结

构为篇、章、节、目。专志从本事业发端写起，系统记载本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反

映兴衰起伏过程，并力求点面结合，面陈大要，点记细节，在广的基础上显示其深

度。基本章法，除个别政治类的专志外，均采用横排门类、纵向记述的笔法。

八、人物志分人物传、人物录、人物表三部分。遵循“生不立传”原则，在世

者均不立传。人物传收录籍属本市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也收录个别非本市籍，但在

本市时间较长而较有影响的人物。收录标准，主要根据人物在社会上的影响和作

用，特别注意记载群众中的英雄人物、能工巧匠等。传主排列，以卒年先后为序。

九、图、照、表。本志以文为主，辅之图表照片，以求图文并茂。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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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录。辑录重要地方文献和重要历史资料。

十一、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不专章记述，分散载于《大事记》和有关

篇章。

十二、本志纪年，清代及清代以前采用朝代纪年，并括注公元年；民国时期使

用民国纪年，每一自然段第一次出现时括注公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成立后，简称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湛江市

于1949年12月19日解放，文中“湛江市解放前”、“湛江市解放后”即以此为时

间界线。

十三、本志数据，以市统计局数据为主；统计局没有的，则采用各有关单位数

据。各类数据，一般分全市和市区记载。各个时期可比价产值，均按1980年不变

价格换算。

十四、本志资料，大部分来自旧志、各级档案文献和各部门专志。为节省篇

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十五、本志运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力求严谨、朴实、简洁、通畅。一般只

记事实，不加评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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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二轻工业⋯⋯⋯⋯⋯

(542)

(542)

(544)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七章

第一节

第二节

塑料制品业⋯⋯⋯⋯

皮革业⋯⋯⋯⋯⋯⋯

家具业⋯⋯⋯⋯⋯⋯

五金业⋯⋯⋯⋯⋯⋯

缝纫业⋯⋯⋯⋯⋯⋯

工艺美术业⋯⋯⋯⋯

二轻其他行业⋯⋯⋯

管理机构⋯⋯⋯⋯⋯

机电工业⋯⋯⋯⋯⋯

发展概况⋯⋯⋯⋯⋯

管理机构与直属

企业⋯⋯⋯⋯⋯⋯⋯

主要产品⋯⋯⋯⋯⋯

电机电器⋯⋯⋯⋯⋯

家电电子工业⋯⋯

家用电器工业⋯⋯⋯

电子工业⋯⋯⋯⋯⋯

化学医学工业⋯⋯

化学工业⋯⋯⋯⋯⋯

医药工业⋯⋯⋯⋯⋯

冶金建材工业⋯⋯

冶金工业⋯⋯⋯⋯⋯

建材工业⋯⋯⋯⋯⋯

第九篇电力石油⋯⋯⋯⋯⋯(660)

第一章电力生产与供应⋯⋯(660)

第一节发 电⋯⋯⋯⋯⋯⋯(660)

第二节 输变电．．．．D OI*O O·QIO(665)

第三节 供 电⋯⋯⋯⋯⋯⋯(675)

第四节 用 电⋯⋯⋯⋯⋯⋯(680)

第五节 管 理⋯⋯⋯⋯⋯⋯(685)

第二章石油勘探与开采⋯⋯(687)

第一节 南海西部石油

资源⋯⋯⋯⋯⋯⋯⋯(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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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基地建设⋯⋯⋯⋯⋯

第三节 油田勘探开发⋯⋯⋯

第四节 机构设置⋯⋯⋯⋯⋯

第十篇制盐制糖业⋯⋯⋯⋯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十一篇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制盐业⋯⋯⋯⋯⋯⋯

制盐业发展概况⋯⋯

盐区自然条件⋯⋯⋯

制 盐⋯⋯⋯⋯⋯⋯

盐的质量管理⋯⋯⋯

盐的化工生产⋯⋯⋯

盐业生产关系

变革⋯⋯⋯⋯⋯⋯⋯

盐业经营管理⋯⋯⋯

盐业气象观测

预报⋯⋯⋯⋯⋯⋯⋯

盐业科研⋯⋯⋯⋯⋯

制糖业⋯⋯⋯⋯⋯⋯

制糖业发展概况⋯⋯

土 糖⋯⋯⋯⋯⋯⋯

机制糖⋯⋯⋯⋯⋯⋯

副产品综合利用⋯⋯

糖业管理⋯⋯⋯⋯⋯

建筑业⋯⋯⋯⋯⋯⋯

建筑施工⋯⋯⋯⋯⋯

施工队伍⋯⋯⋯⋯⋯

施工技术⋯⋯⋯⋯⋯

对外施工⋯⋯⋯⋯⋯

施工效益⋯⋯⋯⋯⋯

建筑管理⋯⋯⋯：⋯··

施工管理⋯⋯⋯⋯⋯

质量管理⋯⋯⋯⋯⋯

安全管理⋯⋯⋯⋯⋯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目 录 。7‘

定额管理⋯⋯⋯⋯⋯

招标投标管理⋯⋯⋯

建筑市场管理⋯⋯⋯

典型建筑⋯⋯⋯⋯⋯

古代建筑概况⋯⋯⋯

清末民初建筑

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主要

建筑⋯⋯⋯⋯⋯⋯⋯

(760)

760

761

762

762

(763)

(765)

第十二篇农业⋯⋯⋯⋯⋯⋯(773)

第一章农业发展概述⋯⋯⋯(773)

第一节农业生产条件⋯⋯⋯(776)

第二节 农业结构⋯⋯⋯⋯⋯(779)

第三节 农业区域分区⋯⋯⋯(780)

第二章种植业⋯⋯⋯⋯⋯⋯(782)

第一节粮食生产⋯⋯⋯⋯⋯(783)

第二节 经济作物⋯⋯⋯⋯⋯(793)

第三节 管理机构⋯⋯⋯⋯⋯(809)

第三章林业⋯⋯⋯⋯⋯⋯(810)

第一节 林业资源⋯⋯⋯⋯⋯(810)

第二节林业建设⋯⋯⋯⋯⋯(812)

第三节 木材经营⋯⋯⋯⋯⋯(818)

第四节 森林保护和管理⋯⋯(820)

第五节 市花与古树名木⋯⋯(823)

第六节 林场、公司⋯⋯⋯⋯(826)

第七节 管 理⋯⋯⋯⋯⋯⋯(831)

第四章畜牧业⋯⋯⋯⋯⋯⋯(833)

第一节 畜牧生产概况⋯⋯⋯(833)

第二节 品 种⋯⋯⋯⋯⋯⋯(836)

第三节 饲料与牧草⋯⋯⋯⋯(841)

第四节 疫病防治⋯⋯⋯⋯⋯(845)

第五节 畜禽检疫及其产品

检验⋯⋯⋯⋯⋯⋯⋯(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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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湛江市志

第六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三篇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管理机构⋯⋯⋯⋯⋯

渔业⋯⋯⋯⋯⋯⋯

海洋捕捞⋯⋯⋯⋯⋯

海水养殖⋯⋯⋯⋯⋯

淡水渔业⋯⋯⋯⋯⋯

．名优海产品⋯⋯⋯⋯

水产品供销⋯⋯⋯⋯

水产资源保护

与增殖⋯⋯⋯⋯⋯⋯

渔港概况⋯⋯⋯⋯⋯

渔业管理⋯⋯⋯⋯⋯

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发展

概况⋯⋯⋯⋯⋯⋯⋯

乡镇企业类别⋯⋯⋯

企业管理⋯⋯⋯⋯⋯

(856)

(857)

(860)

(870)

(881)

(883)

(892)

896

898

900

9ID3

(903)

(907)

(916)

水利⋯⋯⋯⋯⋯⋯(918)

水利工程⋯⋯⋯⋯⋯(920)

供水灌溉工程⋯⋯⋯(920)

防洪(潮)治

涝工程⋯⋯⋯⋯⋯⋯(934)

水土保持工程⋯⋯⋯(942)

工程施工⋯⋯⋯⋯⋯(944)

组织管理⋯⋯⋯⋯⋯(944)

机械与物资⋯⋯⋯⋯(944)

技术与质量⋯⋯⋯⋯(945)

水利管理⋯⋯⋯⋯⋯(947)

管理机构⋯⋯⋯⋯⋯(947)

工程管理⋯⋯⋯⋯⋯(948)

用水管理⋯⋯⋯⋯⋯(949)

经营管理⋯⋯⋯⋯⋯(951)

青年运河管理与

经营⋯⋯⋯⋯⋯⋯⋯(952)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四篇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十五篇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防汛防旱防风⋯⋯⋯

组织领导⋯⋯⋯⋯⋯

“三防”工作⋯⋯⋯

抗灾纪实⋯⋯⋯⋯⋯

农垦⋯⋯⋯⋯⋯⋯

粤西农垦建制

沿革⋯⋯⋯⋯⋯⋯⋯

垦区所辖范围

变迁⋯⋯⋯⋯⋯⋯⋯

农场、工厂建制

沿革⋯⋯⋯⋯⋯⋯⋯

湛江市辖区内农垦

企业单位⋯⋯⋯⋯⋯

热带经济作物

种植⋯⋯⋯⋯⋯⋯⋯

橡胶种植⋯⋯⋯⋯⋯

番、剑麻种植⋯⋯⋯

其它热带经济

作物种植⋯⋯⋯⋯⋯

农垦管理⋯⋯⋯⋯⋯

管理体制⋯⋯⋯⋯⋯

粤西农垦局⋯⋯⋯⋯

955

955

956

957

981

983

983

984

商业⋯⋯⋯⋯⋯⋯⋯(986)

概述⋯⋯⋯⋯⋯⋯(986)

发展概况⋯⋯⋯⋯⋯(986)

所有制结构⋯⋯⋯⋯(991)

市场⋯⋯⋯⋯⋯⋯(998)

商民团体⋯⋯⋯⋯(1000)

国营商业⋯⋯⋯⋯(1003)

经营⋯⋯⋯⋯⋯(1003)

商品储运⋯⋯⋯⋯(1019)

商办厂场⋯⋯⋯⋯(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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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十六篇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管 理⋯⋯⋯⋯⋯

供销合作社⋯⋯⋯

经 营⋯⋯⋯⋯⋯

管 理⋯⋯⋯⋯⋯

粮油购销⋯⋯⋯⋯

粮食政策⋯⋯⋯⋯

粮食购销与调入⋯

食油购销⋯⋯⋯⋯

市区粮油供应⋯⋯

粮油加工

粮油储运

管理机构

旅游服务业⋯⋯

旅游⋯⋯⋯⋯⋯

发展概况⋯⋯⋯⋯

旅游资源与旅游

线路⋯⋯⋯⋯⋯⋯

旅游机构⋯⋯⋯⋯

服务业⋯⋯⋯⋯⋯

发展概况⋯⋯⋯⋯

餐饮业⋯⋯⋯⋯⋯

旅馆业⋯⋯⋯⋯⋯

其他服务业⋯⋯⋯

第十七篇对外经济贸易与经济

技术合作⋯⋯⋯⋯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对夕f、贸易

发展概况

出 12⋯⋯⋯⋯⋯

进 口⋯⋯⋯⋯⋯

仓储与运输⋯⋯⋯

外贸管理⋯⋯⋯⋯

行政管理机构⋯⋯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八篇

(1047) 第一章

(1047) 第一节

(1047) 第二节

第三节

(1049)

(1055)

(1056)

(1056)

(1058)

(1063)

(1064)

(1066)

(1066)

(1066)

(1068)

cr72

074

cr76

079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目 录 ‘9‘

对外经济工作⋯⋯(1080)

利用外资⋯⋯⋯⋯(1080)

引进技术设备⋯⋯(1082)

对外经济洽谈⋯⋯(1082)

外经工作机构⋯⋯(1084)

经济技术协作⋯⋯(1084)

横向经济联合

洽谈会⋯⋯⋯⋯⋯(1085)

缔结友好城市⋯⋯(1085)

各地驻湛办事机构

⋯⋯⋯⋯⋯⋯⋯⋯(1085)

财政税收⋯⋯⋯

财政⋯⋯⋯⋯⋯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公债、国库券

发行⋯⋯⋯⋯⋯⋯

财政管理⋯⋯．．．⋯

管理机构⋯⋯⋯⋯

税收⋯⋯⋯⋯⋯

税 制⋯⋯⋯⋯⋯

税 收⋯⋯⋯⋯⋯

征稽管理

税务机构

(1087)

(1087)

(1087)

(1092)

第十九篇金融⋯⋯⋯⋯⋯(1119)

第一章金融经营机构⋯⋯(1121)

第一节 清末民国时期金融

经营机构⋯⋯⋯⋯(1121)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金融
‘

经营机构⋯⋯⋯⋯(1127)

第二章货币及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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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湛江市志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七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流通⋯⋯⋯⋯⋯⋯

货 币⋯⋯⋯⋯⋯

货币流通⋯⋯⋯⋯

货币管理⋯⋯⋯⋯

存款⋯⋯⋯⋯⋯

机关团体存款⋯⋯

工商企业存款⋯⋯

农村存款⋯⋯⋯⋯

基本建设存款⋯⋯

外币存款⋯⋯⋯⋯

城乡储蓄存款⋯⋯

贷款⋯⋯⋯⋯⋯

工商企业流动资金

贷款⋯⋯⋯⋯⋯⋯

农业贷款⋯⋯⋯⋯

外贸贷款⋯⋯⋯⋯

基本建设拨款

与贷款⋯⋯⋯⋯⋯

专项贷款⋯⋯⋯⋯

会计核算与转帐

结算⋯g J．．．．．O

会计核算

转帐结算

保险⋯⋯⋯⋯⋯

国内保险业务⋯⋯

涉外保险业务⋯⋯

防灾防损与理赔⋯

金融管理

计划管理

外汇管理

金银管理

金融行政管理⋯⋯

财务管理

金融稽核

(1155)

(1159)

(1164)

(1166)

(1167)

第二十篇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经济管理⋯⋯⋯⋯

计划管理⋯⋯⋯⋯

管理机构⋯⋯⋯⋯

计划管理体制⋯⋯

主要业务计划

管理⋯⋯⋯⋯⋯⋯

计划编制⋯⋯⋯⋯

各时期计划执行

情况⋯⋯⋯⋯⋯⋯

物资管理

管理机构

计划分配

市场调节

物资储运

废金属回收⋯⋯⋯

工商行政管理⋯⋯

管理机构⋯⋯⋯⋯

集市贸易管理⋯⋯

工商企业登记

管理⋯⋯⋯⋯⋯⋯

经济合同管理⋯⋯

商标、广告管理⋯

审计监督

审计机构

审计业务

标准计量管理⋯⋯

管理机构⋯⋯⋯⋯

工业品标准化

管理⋯⋯⋯⋯⋯⋯

计量管理⋯⋯⋯⋯

统计管理⋯⋯⋯⋯

统计机构⋯⋯⋯⋯

统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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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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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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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9)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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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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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七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统计整理

统计服务

物价管理

管理机构

物价政策

商品价格

物价调控

第二十一篇政党⋯⋯⋯⋯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湛江市

地方组织⋯⋯⋯⋯

第一节 党的创建与发展⋯

第二节 组织机构⋯⋯⋯⋯

第三节 历届党员代表

大会⋯⋯⋯⋯⋯⋯

第四节 宣传教育⋯⋯⋯⋯

第五节 统战工作⋯⋯⋯⋯

第六节纪律检查⋯⋯⋯⋯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1258)

(1259)

(1259)

(1259)

(1260)

(1264)

(1265)

(1274)

(1274)

(1274)

(1283)

312

313

320

325

中国国民党湛江市

地方组织⋯⋯⋯⋯(1330)

同盟会广州湾

机关⋯⋯⋯⋯⋯⋯(1330)

中国国民党湛江市

党部⋯⋯⋯⋯⋯⋯(1330)

国民党各县党部⋯(1331)

民主党派湛江市

地方组织⋯⋯⋯⋯(1335)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湛江市委员会⋯(1335)

中国民主同盟湛江市

委员会⋯⋯⋯⋯⋯(1338)

中国民主建国会湛江

市委员会⋯⋯⋯⋯(1341)

中国民主促进会湛江

目 录 。11‘

市委员会⋯⋯⋯⋯(1342)

第五节 中国农工民主党湛江

市委员会⋯⋯⋯⋯(1344)

第六节 中国致公党湛江市

委员会⋯⋯⋯⋯⋯(1347)

第七节 九三学社湛江市

委员会⋯⋯⋯⋯⋯(1347)

第二十二篇政权政协⋯⋯(1350)

第一章权力机关⋯⋯⋯⋯(1350)

第一节 湛江市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1350)

第二节 湛江市人民代表

大会⋯⋯⋯⋯⋯⋯(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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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湛江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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