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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陈玉益和海南军区政委龚平秩等军

地领导参加市福利院工地劳动

▲市四套班子、南航部队领导参加军民共建罗牛山万头猪场

奠基仪式



▲1993年海口市被授予“全国双拥模范城”，记者在机场采访

载誉归来的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富玉

人员

▲海口市军地领导到机场迎接参加全国“双拥”表彰大会的



A1988年，市长李金云、副市长陈南发深入新埠岛灾区。

一
▲市长李金云(右二)、副市长陈南发(左一)深入灾民家庭

了解精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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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政局副局长郑家雄、科长于言华在新埠镇了解灾情。

▲市民政局领导在新埠镇指挥救灾。



▲1988年第24号强台风袭击海口市．南渡江水位上涨情况。

▲1988年．新埠岛受浸情况



▲海口市红坎坡福利厂受灾情景

▲台风后t海甸岛灾民修整简易房屋



▲市人民政府。八·一”慰问团慰问“海口舰”全体官兵。

▲海南军区官兵参加整治大同沟劳锄。



▲清明前夕，海口市师生到座落于海仁

园的海南解放纪念碑前纪念革命先烈．



▲李硕勋烈士纪念亭

▲金牛岭烈士陵园骨灰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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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在海口人民公园的冯白驹将军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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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海口，祖国的“宝岛明珠”，海南省省会城市正以崭新姿态，

日新月异的变化，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先后被评为：“全国城市环

境综合治理十佳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全国卫生城市”、

“中国城市投资环境40优城市”、“中国城市经济实力50强城

市”、“全国城市环境治理优秀城市”。海口的民政事业，也在逐步

发展完善。《海口市民政志》记载了革命战争年代海口市人民踊

跃参军参战，支前拥军的实况；在抗美援朝时期，海口市工商界

人士，踊跃捐献，购买一架名为“海口工商界号”战斗机，送往前

线；记载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海口市人民拥军优属的动人情景、

政府部门退伍安置工作的业绩，仅1986年至1990年5年间，海

口市就安置了退伍军人2119名；记载了市政府救灾救济的史

实，仅1983年，海口市政府共救济五保户、困难户188人，救济

款达50760元。这些用血和汗写成的史诗，对承先启后，惠及子

孙，将发挥“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让我们以史为鉴，把海口市民政工作搞得更好，为海口市人

民做出更大贡献，把海口市民政事业推向新的台阶，让椰城民政

事业锦上添花。

张安东

1993年6月



凡 例

一、本志记事上限为清道光元年(1820年)，下迄1990年。

二、本志体裁为述、记、志、录、图、表，结构编排为章、节、目。

全书共分8章24节以及概述和后记。除“民政管理机构”外，其

他为横排竖写。

三、本志所涉历代称号，均沿用历史正称，如清末、中华民

国；朝代纪年以帝号记年，如光绪十年，民国十五年，以公元加

注。解放后以公元纪年；组织名称、领导干部职称、地名，一律沿

用1987年以前的原称；人物称谓，不加褒贬，属引用之资料，原

文照录。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后简称。

四、本志《大事年表》记事，建国前采用中国历史纪年，后加

括号以公元纪年对照；建国后以公元纪年。建国前后系指1950

年5月1日海口市解放之前后。

五、本志资料源于《正德琼台志》、《琼州府志》、《琼山民政

志》、《海南民政志》和广东省、海南省、海口市档案馆、图书馆及

市直各单位、区、乡、(镇)所提供的材料，均经核实后载入，为节

省篇幅，一律不注明出处。

六、本志录入数据，均系统计部门核定公布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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