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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志》历经十九个寒暑，数易其稿，终于定稿付梓。

这是海口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值此书出版之际，我谨代

表市委、市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热心支持编修《海口市志》的社

会各界人士致以深深的谢忱!

海口，因地处南渡江出海口而得名。南宋形成神应港(白沙津)，

为商品贸易及货物集散地。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筑海口所城，是

为海口城市雏形。清朝拆城扩街，城市规模扩大。解放初期，海口市

区面积仅1．5平方公里。海南建省后，海口经过10多年的建设，从

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具有热带风光、滨海特色的外向型国际性

省会城市，总面积达2304．8平方公里。这里阳光明媚，海水清澈，

沙滩洁柔，空气清新，绿色蓊然，椰风海韵，充满热带海岛风情，具

有一流的投资、创业、旅游、居住环境。

海口，历史上虽三度设市，却未曾编修过市志，本书为海口市有

史以来第一部市志。它上溯秦汉，下讫1996年，纵跨2000余载；它

洋洋洒洒300万字，撷取丰富的文字史料和口碑资料，遵循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采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全

面翔实地记述了海口市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社会人文

的历史和现状，鲜明地展现了海口市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客观地

反映了我们工作的成败得失，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科学地

揭示了事物的发展规律；它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文风朴

实，是海口市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型的综合性、资料性著述。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o”《海口市志》

的出版，将帮助我们鉴古而知今，发挥资治、教化、存史、兴利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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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它不仅可以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乡土

教材，更重要的是把海口人民在前进道路上团结奋斗、建设椰城的光

辉业绩载入史册，为今后进一步做大做强做精做美海口提供历史的经

验与教训。同时，还可以发挥桥梁和窗口的作用i为国内外旅游和投

资者提供详尽的地情资料和历史借鉴，让世界了解海口，让海口走向

世界。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进入新世纪，海1：2勾

画了更加宏伟的蓝图，提出了“两个翻番、两个率先”和建设热带风

光滨海特色的绿色国际性城市的新目标，提出了实施五大战略、增创

四大优势，把海口做大做强做精做美的新任务，提出了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高效能经营的城市发展新要求，提出了做

大工业、做旺旅游业、做优农业、做活商贸业、做实海洋产业、做强

教育和文化科技产业的产业发展新构想，提出了构建法治海口、学习

海口、文明海口、信用海口、文化海口、健康海口、和谐海口的新格

局。我们要以《海口市志》为鉴，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与时俱进，

开拓进取，为实现新世纪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王富玉

二oo四年八月

(王富玉，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海P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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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志》付梓问世了。这是海口市文化史上的一大创举，

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成果。它的出版，

是历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各部门大力支持的结果。其间凝结着

不少专家、学者的心血。尤其是市地方史志办的全体同志，10多年

来，立志于斯，守住清贫寂寞，摆脱名缰利索，甘于其苦，不改其

乐，敬业之情凝于字里行间，其无私奉献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海口市志》详尽地记述了古往今来、物阜民殷的海口，记录了、

勤劳勇敢、务实开拓的海口人民前仆后继的奋斗业绩。它在我们的眼

前展开了一幅海口地情长卷，使我们从中了解海口的昨天，认识海口

的今天，开创海口的明天；它给全市各级党政领导、广大干部和市民

提供了一份完整、系统、详尽的海口市情资料。我很乐意将它推荐给

海口的干部和市民，希望大家重视它、阅读它、用好它，以增进对海

口市情的了解和认识’，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避免工作中的主

观性和盲目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增强工作的主动性。伟大导师列

宁曾经说过：“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o”不了解昨天，就把握不了

今天，更难以开创明天。我国有“莅官读志”的传统。毛泽东同志每

到一个地方，首先要做的就是查找翻阅当地的志书。一个地方的官

员，不知当地历史，不识当地的现状，是很难造福一方百姓的。同

时，我还要将它推荐给所有关心海P的朋友、来海口投资和旅游的国

内外友人、旅居海外的侨胞及港澳台同胞，它将为你们了解认识海

口、投资开发海口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o

《海口市志》不仅具有丰富的信息资源，而且不乏材料典型、事

例生动的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忠勇两全的共

岁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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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员和舍已救人的勇士，还有奋斗在各自岗位上、发挥聪明才智的

劳动模范，有呕心沥血创造社会、精神财富的专家学者，有诚信为

民、求真务实、造福一方的人民公仆，他们的光辉事迹是激励后人开

拓创新、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同时也是开展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

育的生动素材。希望广大教育、传媒工作者通读它、熟悉它、运用

它，从中撷取生动、感人、形象的材料，对广大市民特别是广大青少

年进行爱我海口、建设海口、报效祖国的宣传教育。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无处不在镌刻着文化进步的印记。人类的进

步，社会的发展，不只是生命的延续和岁月的推移，更是人类文化、

文明进步的传承。《海口市志》作为文化、文明的一种载体，是海口

的百科全书，“一方之全史”o它丰富的地情资料、深刻的经验@-iali、

优秀的文化传统，将给人启迪，发人深思，供人借鉴，催人奋进。因

此，我希望全体干部、广大市民，在《海口市志》出版之后，掀起一

个读志、用志的热潮，真正发挥志书资治、存史、教化、兴利的功

用，为推进海口市“三个文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陈 成

二oo四年十月

(陈成，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海口市人民政府市长、《海口市

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凡 例

凡 例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实事求是地记述海口

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记述地域范围，以1996年行政区划为主，民国以前有些记述涉及琼山

区域。

三、上限力求追溯至事物的发端，重点记述解放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力求做到详今明古。下限为1996年，“四套班子”领导人名表、图照延

至2004年。

四、以述、记、志、传、录、图、表、照片为主要表现形式。反映全市总貌

的图、照片集中在志首；反映专业的图、表随文设置。

五、以事分类，横排竖写，纵横结合，按照志书的详略要求，详辖略驻，非市属

单位，如海关、商检等，在国内外贸易编中设专章介绍。全志除总述和附录外，共

32编161章，编前设无题概述，以述为主，间或有论。个别章、节下设小附录。

六、人物编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本籍为主，兼顾客籍。人物传原则上以

卒年为序。人物表，除英模表兼顾客籍外，其余名表一律以本籍为准。名人入表

时间讫于1996年，标准：党政军界建省前(1988年4月前)为副处、副团级以

上；建省后为副厅、副师级以上；科技界为副高级职称以上。

七、采用规范的语体文，力求朴实、简洁、流畅。

八、历史纪年，清朝以前(含清朝)用旧纪年，括注公元纪午；民国以后

(含民国)用公元纪年。本志所称“解放前后”的界限，以1950年5月1日海南

全境解放为准。前面无世纪的年代均为20世纪某年代。

九、地名、官名、党派、政府等名称均用当时称谓，其中旧地名括注今地

名，其他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十、因中国共产党另设专编，故“党派群团编”中的党派不包括共产党。

十一、数字书写，按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

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十二、计量单位、长度、面积、体积、重量等均以1987年国家标准计量局颁

布的(ff量法实施细则》为准。本志的人民币单位均为现人民币单位。

十三、引用的各种统计数据，以统计部门发布的为准，统计部门缺项的则用

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资料来源广泛，一般不注明出处。

’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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