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亭县志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4

南海痨瓜簖,I／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南海出版公司

1997·海口



9

0024

圳
024 >

保 亭 县 志

作 者

责任编辑

出版发行

公司地址

经 销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数

书 号

定 价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吴键梁晓亮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5350227 5352906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B座3楼 邮编 570203

新华书店

海南通什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16

35．375

883千字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1。2500册

ISBN 7—5442—0024—8／K·2

100．00元

南海版图书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l_一●1●习{{i
2；

一

m肿m叭眦加，，■■____●____■■____■__I．}-■●■■■■■■■■■■■■■I，q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副主任：

成 员：

顾 问：

(1 990年10月23日)

王桂兰(1992年调离)

陈泰柱(1992年调离) 杨忠泽颜垂实

陈昌雄(1992年调离) 陈运明

郑心海 张世华 黄光炯 王身修 卓才琳

谢雄豪 黄明荣 吴正养 林道琼唐敏昌

黎家训黄文兴邢福诚l郑超群I

谭建平 吴 良黎琼柏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地方志办公室

主 任：陈运明

工作人员：符永涛(1985年5月调入，1991年7月调离)

邢散(1986年7月调入，1990年2月调离)

林晓(1990年8月调入，11月调离)

云朝阳 林荣标(1993年10月调离)

王秀芳黄雪萍(1994年11月调入)

中共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党史县志办公室

(1 995年12月20日)

主 任：卓延安 ．

副主任：黄招连

工作人员：陈运明 云朝阳 黄雪萍 王秀芳

邢庆平黄海翔黄云霞

《保亭县志》编纂人员

主 编：陈运明

副主编：卓延安

编 辑：林荣标云朝阳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副主任：

成 员：

顾 问：

(1 990年10月23日)

王桂兰(1992年调离)

陈泰柱(1992年调离) 杨忠泽颜垂实

陈昌雄(1992年调离) 陈运明

郑心海 张世华 黄光炯 王身修 卓才琳

谢雄豪 黄明荣 吴正养 林道琼唐敏昌

黎家训黄文兴邢福诚l郑超群I

谭建平 吴 良黎琼柏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地方志办公室

主 任：陈运明

工作人员：符永涛(1985年5月调入，1991年7月调离)

邢散(1986年7月调入，1990年2月调离)

林晓(1990年8月调入，11月调离)

云朝阳 林荣标(1993年10月调离)

王秀芳黄雪萍(1994年11月调入)

中共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党史县志办公室

(1 995年12月20日)

主 任：卓延安 ．

副主任：黄招连

工作人员：陈运明 云朝阳 黄雪萍 王秀芳

邢庆平黄海翔黄云霞

《保亭县志》编纂人员

主 编：陈运明

副主编：卓延安

编 辑：林荣标云朝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副主任：

成 员：

顾 问：

(1 990年10月23日)

王桂兰(1992年调离)

陈泰柱(1992年调离) 杨忠泽颜垂实

陈昌雄(1992年调离) 陈运明

郑心海 张世华 黄光炯 王身修 卓才琳

谢雄豪 黄明荣 吴正养 林道琼唐敏昌

黎家训黄文兴邢福诚l郑超群I

谭建平 吴 良黎琼柏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地方志办公室

主 任：陈运明

工作人员：符永涛(1985年5月调入，1991年7月调离)

邢散(1986年7月调入，1990年2月调离)

林晓(1990年8月调入，11月调离)

云朝阳 林荣标(1993年10月调离)

王秀芳黄雪萍(1994年11月调入)

中共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党史县志办公室

(1 995年12月20日)

主 任：卓延安 ．

副主任：黄招连

工作人员：陈运明 云朝阳 黄雪萍 王秀芳

邢庆平黄海翔黄云霞

《保亭县志》编纂人员

主 编：陈运明

副主编：卓延安

编 辑：林荣标云朝阳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副主任：

成 员：

顾 问：

(1 990年10月23日)

王桂兰(1992年调离)

陈泰柱(1992年调离) 杨忠泽颜垂实

陈昌雄(1992年调离) 陈运明

郑心海 张世华 黄光炯 王身修 卓才琳

谢雄豪 黄明荣 吴正养 林道琼唐敏昌

黎家训黄文兴邢福诚l郑超群I

谭建平 吴 良黎琼柏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地方志办公室

主 任：陈运明

工作人员：符永涛(1985年5月调入，1991年7月调离)

邢散(1986年7月调入，1990年2月调离)

林晓(1990年8月调入，11月调离)

云朝阳 林荣标(1993年10月调离)

王秀芳黄雪萍(1994年11月调入)

中共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党史县志办公室

(1 995年12月20日)

主 任：卓延安 ．

副主任：黄招连

工作人员：陈运明 云朝阳 黄雪萍 王秀芳

邢庆平黄海翔黄云霞

《保亭县志》编纂人员

主 编：陈运明

副主编：卓延安

编 辑：林荣标云朝阳



参加本志编写及提供资料人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扉页题字

地图绘制

摄 影

校 对

马 勇 云朝阳 王昌瑞 王运海 邢·散

朱德飞 陈运明 陈学林 吴开甫 吴坤华

岑有清何伟岸 何家柏 张应勇 林荣标

林明南 林书生 周月霞 周邦存 罗 瑜

钟钦华 符茂英 符绩清 符业宛 符永涛

黄宠茂 黄光俊 曾繁泰 温英杰 董其礼

黎微

卓其德

海南省测绘局

杨谦王汉章蔡泽泉 方 宁 林道琼

云朝阳 黄雪萍邢庆平 黄海翔

《保亭县志》审稿领导小组

(1991年)

组 长：王桂兰

副组长：杨忠泽陈运明

成 员：颜垂实 陈昌雄 洪世武 黄 冠 张世华

张昌珍 吴学海 冯朝灵 陈 佩 华运宽

陈兴梧 郑任定 王身修谢雄豪 邢福诚

陈修富 何黎明 林道琼 黄文兴 吉文生

陈广仁王儒明

《保亭县志》审批单位

单 位：海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审稿人员：李养国 胡茂松邢维雄 王君伟 杨 谦

梁德珍吴淑贞



参加本志编写及提供资料人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扉页题字

地图绘制

摄 影

校 对

马 勇 云朝阳 王昌瑞 王运海 邢·散

朱德飞 陈运明 陈学林 吴开甫 吴坤华

岑有清何伟岸 何家柏 张应勇 林荣标

林明南 林书生 周月霞 周邦存 罗 瑜

钟钦华 符茂英 符绩清 符业宛 符永涛

黄宠茂 黄光俊 曾繁泰 温英杰 董其礼

黎微

卓其德

海南省测绘局

杨谦王汉章蔡泽泉 方 宁 林道琼

云朝阳 黄雪萍邢庆平 黄海翔

《保亭县志》审稿领导小组

(1991年)

组 长：王桂兰

副组长：杨忠泽陈运明

成 员：颜垂实 陈昌雄 洪世武 黄 冠 张世华

张昌珍 吴学海 冯朝灵 陈 佩 华运宽

陈兴梧 郑任定 王身修谢雄豪 邢福诚

陈修富 何黎明 林道琼 黄文兴 吉文生

陈广仁王儒明

《保亭县志》审批单位

单 位：海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审稿人员：李养国 胡茂松邢维雄 王君伟 杨 谦

梁德珍吴淑贞



参加本志编写及提供资料人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扉页题字

地图绘制

摄 影

校 对

马 勇 云朝阳 王昌瑞 王运海 邢·散

朱德飞 陈运明 陈学林 吴开甫 吴坤华

岑有清何伟岸 何家柏 张应勇 林荣标

林明南 林书生 周月霞 周邦存 罗 瑜

钟钦华 符茂英 符绩清 符业宛 符永涛

黄宠茂 黄光俊 曾繁泰 温英杰 董其礼

黎微

卓其德

海南省测绘局

杨谦王汉章蔡泽泉 方 宁 林道琼

云朝阳 黄雪萍邢庆平 黄海翔

《保亭县志》审稿领导小组

(1991年)

组 长：王桂兰

副组长：杨忠泽陈运明

成 员：颜垂实 陈昌雄 洪世武 黄 冠 张世华

张昌珍 吴学海 冯朝灵 陈 佩 华运宽

陈兴梧 郑任定 王身修谢雄豪 邢福诚

陈修富 何黎明 林道琼 黄文兴 吉文生

陈广仁王儒明

《保亭县志》审批单位

单 位：海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审稿人员：李养国 胡茂松邢维雄 王君伟 杨 谦

梁德珍吴淑贞



9
I一

序一

序 一·

正当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保亭人民投身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之际，《保亭县志》出版，

我感到十分高兴．这是全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

1935年保亭置县以来，特别是解放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保亭人民勇于改革开放，

在这块土地上出现了政通人和，大展宏图，景象日新，百业趋盛的良好局面．每逢盛世。必

修其志，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对此，修志工作者在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关怀下，在省

志办的具体指导以及全县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通力协作和配合下，勇挑重任，把保亭的过去

和现在记载下来，成功地编成<保亭县志>这部宏篇巨著，这是一件功盖于世．泽及子孙的

大事．它反映了盛世修志的新气象，编纂保亭县志，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它能得到出版，

首先，是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长期不断自支持，这是修好保亭县志的关键和决定因素；其

次是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通力协作和热情关怀，这是修好县志的广泛的群众基础I再次是

我们有一支具有强烈责任感和事业心的编写队伍，他们顾全大局，不畏清苦，辛勤笔耕，他

们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他们的贡献，保亭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因此，可以说‘保亭县志》凝

聚了全县人民的智慧和汗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保亭县志》是保亭1935年置县以来的第一部县志，也是一部不愧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新

方志．它填补了保亭没有县志的空白．编纂者努力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依据置县以来，保亭发生的重

大事件，以及根据保亭以黎族为主，包括苗族、汉族等多种民族聚居的山区特点，运用新观

点、新材料、新方法进行编纂，把置县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当家作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史

实·从自然到社会、政治到军事、经济到文化、风土人情到杰出人物，都作了比较全面如实’

的记述·它向人们展示了保亭置县以来的历史和现状。它为前人竖丰碑，为后者立明镜，是

人们鉴察古今，振兴民族经济，服务四化建设的重要参考文献；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

义和热爱故乡教育的极好教材I是社会各界及国内外投资者了解保亭的工具书和信息库；是

各类图书馆、档案馆及专家学者收藏和研究保亭的一部正史．因此，它的出版对保亭有着重

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保亭地处山区，气候宜人／风景秀丽{土壤肥沃，资源丰饶。这里有广阔的热带天然林
I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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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海，是巨大植物王国；这里有各种珍禽异兽，是天然的大动物园；这里属热带季风环境，高

温多雨．轻风少寒．是最佳的热作生产基地I这里有金、银、铜、铁、水晶、石炭石、花岗

岩等多种地下矿藏；有七指岭、仙龙洞、仙安石林、番娥水库等一批颇有特色又有很高开发

价值的旅游景点，有点多量大的热温泉、千姿百态的溶洞、怪甲天下的石林I有浓郁的民族

风情和悠久的民族文化；还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些都是<保亭县志>所每括的有关内容，这
对扩大保亭的对外宣传．使更多的朋友了解和熟悉保亭，对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

主义和民族传统教育，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达到。知我保亭、爱我保

．亭、兴我保亭”的目的都有重大意义．

回顾历史，我们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经济、文化等方面仍然比较落后．我们需要

以史为鉴，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保亭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具体而深入的分析，

对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做一个全面的总结，以便从历史的发展规律中得到启迪，从而正确

地认识和把握保亭的今天，科学地预见和迎接保亭的明天，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一

义理论的指导下，团结协作，奋发进取，把保亭建设得更美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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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

依据

特点

把新

发图

人情到杰出人物。作了比较全面如实的记述。它向人们展示了保亭建县以来的历史和现状．它

为前人竖丰碑，为后人立明镜，是保亭人民鉴察古今，振兴民族经济，服务“四化”建设的

一重要地方文献，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热爱祖国、热爱故乡教育的好教材，是国内外投资者开

发建设保亭的信息库。是各类图书馆及学者收藏和研究保亭的宝贵资料书．

昔非今比。旧时的保亭。一间茅屋三脚灶，一条野藤挂家当，一把钩刀砍大山，一碗谷

种养全家”．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保亭这片热土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四大后，保亭的经济建设取得

了可喜的成就，全县工农业生产日益振兴，文教卫生事业不断发展，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新的社会风尚在逐渐形成，一代黎苗新人茁壮成长，形势十分喜人。保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

贫穷落后面貌，解放后虽有新改变，但是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经济仍然落后，我们肩上还

负很重的担子，有许多工作亟待去做．

保亭地处山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县境内有众多的矿产、热作和旅

游资源。矿产资源有铜、铁、水晶、大理石、石炭石、花岗岩等．热作资源有橡胶、槟榔、益

。智、巴戟、咖啡。可可、芒果、红毛丹等。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保亭境内山青水秀，景色

旖旎，黎苗风情浓郁，毛感仙龙洞天造地设．七指岭温泉日出水量4200吨，水温高达93℃，

省内首屈一指，已成为众多国内外客商注目的投资热点。同时具有毗邻三亚的区位优势，和

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保亭是充满希望的。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各族人民

一定能和睦共处，同心同德，把保亭建设得更美好．通过县志的传播，全中国、全世界更多

。的人将会知道海南大特区有一个美丽富饶的七指岭山区——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李运才

1996年6月18日



凡例

凡 例

一、《保亭县志>取事，上限始于1935年置县．下限截至1990年．某些事件的记载。适

当延伸。

二、《保亭县志>有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以志为主体，除概述、大事记、

附录外，设11个编．编下分章、节、目．

三、《保亭县志)首设概述，综述全县概况和特点，为全志之纲．重点编(章)之首都有

无标题导语统摄全编(章)．

四、大事记，置于概述之后，为全志之经。凡属保亭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事均予记载，以

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

五、保亭是少数民族山区，凡具有地方特色的事物．力求详述． 、

， 六、人物编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本籍人”、。正面人物”为主，同时也收入个

别在保亭长期工作有社会影响的外籍名人．为了警示后人，也选择个别反面人物入传．同时

设有省级以上先进人物及50年以上党龄的党员、离休干部．在保亭工作35年以上的干部名

录和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名录．

七、保亭所辖区域，历史上有所变更，为了保留原来的状况，都按当时情况记述，旧地

名括注今名． ．

．八、机构职务，区划等名称，按不同时期的实际称谓记述．常用地名和组织机构名称，除

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外，一般使用简称，如保亭县简称。县”，中国共产党保亭县委员会简称

“中共保亭县委”或“县委”，保亭县人民政府简称。县政府7． 。

九，解放前用旧纪年括注公元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解放前、后．系指1950年5月

1日前、后。

十，‘保亭县志，所用数据和资料均以县统计局和档案局提供的为主，统计局和档案局没

有的则采用有关单位统计数字．所采用的档案资料与口碑资料，一般不另注出处，含农垦部

分的在括号里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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