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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白沙县志》经过全体修志人员历时6年的共同努力，终于问世了。它是自沙县在精神文明

建设中的一项重大成果，是全县人民值得庆幸的大事。

白沙县1935年建县至今F,经50多年。在历史长河中，这仪是短暂的一瞬；但就在这“一瞬，，问，

白沙大地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重大变化，在县志中都得到充分的反映。

自沙县地处五指山西北麓，总人H15．25万人，是个黎、苗、汉族聚居的山区县。

县内大部分地区山峦起伏，河溪交错，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很久以来，黎族，苗族、汉族的祖先

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辛勤耕耘，为伟大祖国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灿烂的文化艺术。历史

上，白沙各族人民都富有革命斗争精神，：待别是在现代史上，白沙人民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在黎族

领袖王国兴、王玉锦等的组织和领导下，举行了闻名的“自沙起义’’，为海南人民“二十三年红旗

不倒"的革命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派来大批汉族干部，支援白沙县开发建设。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发扬革命传统，加强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因地制宜，改造河山，取得显著成绩。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白沙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干部群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总方针，做到两个

：文明建设一起抓，使国民经济建设有了较快的发展，人民生活也获得较大的改善，城乡贸易日趋繁

荣，历史上贫穷、落后的山区面貌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7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7651．7Pi元，

苠中农业总产值4070．7万元，比1949年增长10．83倍，农民人平均生产性纯收入达390：元，比1980年

增加355元，增长6倍多，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

1987年白沙改为黎族自治县，1988年海南建省办特区，使自沙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

段，进一步加快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到199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8560万元，比1987年增

加908．3万元；农民人均纯收J＼678元，比1 987年增加288元。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也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白沙各族人民正在向更高的小康目标奋进。但由于本志下限定在1987

年，对建省后白沙的新面貌未作记述，有待下届修志者续之。

((白沙县志))是本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县志，也是一部统括全县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

风俗、自然风貌及各方面演变情况的地方百科全书。它是读者了解白沙，认识白沙的好向导，也是

领导者、学者研究白沙和开发建设白沙的依据。

值此县志面世之际，我们谨向为编写本书热心提供资料的各单位和个人及参与志书编写的全

体人员表示衷心的谢意l

弋。弋九一年九月，



53章213节及

除个别

八、志中。解放前"、“解放后"，系指海南岛解放的前后(即1 950年5月1日前后)；“文

革"即“文化大革命"的简称。

九、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有关材料，本志不作集中记述，均散见于各章节之中。

十、志中地名前后有变更的，均按事件发生时所用地名加注现名，以防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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