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容說明

海南岛，是我国的第二大島。它是个气候溫和，物产丰富的海島。現在，全高人民正在

忘我地劳动，要把海南島建設得更加美丽、更加富僥。

这本書，介紹了海南岛的自然环境，丰富的热帶物产，多种多样的矿藏，和取用不尽的

魚和鹽; 同时介绍了海南岛人民的生活情形，和他們現在进行建設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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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的第二大島

我国广东省的南面，有个海叫“南海”，它是我国最大的一个领海，也是我国最大的漁。

在这个广闊的南海上，散布着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海島。那就是我們祖国的南海諸島（諸

读珠）。其中重要的海島有西沙群岛的永兴岛、石岛，有南沙群岛的太平岛、南威岛，还有

东沙群岛的东沙島和靠近大陆的海南岛。最南面的海島，是南沙群岛的會母暗沙，它距离我

国大陆将近 2 千公里，是我国最南面的領土。这些海島，有的虽小，沒有人居住，但是却是

漁民停船和避風的好地方，在交通上和国防上的地位也很重要。

海南島，是南海中最大的岛。它和广东的雷州半島中間只隔層海，叫“琼州海峽”，說

距离約 30 多公里，坐輪船过海峽不过两小时。海南岛像个椭圆形的海岛，东西寬到 200 公

里，南北也有 220 公里长，方圆将近 3 万 4 千平方公里，比欧洲的一个叫“比利时”的国

家还大。在我国 3 千多个海島中，它只此台灣小点，是我国的第二大島。現在，它属广东

省人民委員会管辖，是广东省的一部分。

这个海岛，不但地面大，而且在交通上和国防上的地位也很重要。从地圖上我們可以看

到: 海南岛在南海的北部，它的北部贴近雷州半島，东面是寬广的南海，西面隔青北部灣和



越南民主共和国相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是我們的兄弟国家。我国和这个兄弟国家相互来往的

船只，就得經过这个海鳥; 我国通往印度尼西亚、緬甸、錫兰、印度和非洲、歐洲各国的海

路，大都从这里經过。在地圖上，我們还可以看見: 海南島和南海諸島，像是海面上的一个

个碉堡，监視着我国的領海，护衛祖国的大陆。

二 美丽的海島

海南島，是个美丽的海岛。

从远处看来，这个海島中部高，四周低，整个海高就像个倒扣在海面上的大碗，也像半个

浮在海面上的大梨，真是美丽。

海南岛中部的山岭，非常俊秀。最著名的是五指山。五指山是五个小山峰組成的，最高的

山峰，比山东省有名的泰山还高。这五个山峰; 平常总隐藏在云霧里，不容易看見; 只在天

气晴朗，云霧消散的时候，才看得見。五个山峰从云霧中露出来，真像五个淡兰色的手指伸

向天空。五指山的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另外，海南岛北部也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小山头，

不过，这些山头又矮又秃，沒有五指山那样雄偉、美丽。



山地外園，一直到海边，都是一片片大大小小的平原。平原上到处是 綠油油的庄稼，

真是一片好土地。这些平原，是海南岛最富庶的、也是人口最多的地方。据統計，平原的面

积，差不多占到全島总面积的一半。

海南岛上的河流，大都發源在五指山，然后沿着山谷向四外奔流。其中，最大的一条河

流，叫南渡河。南渡河从五指山發源以后，便曲曲折折向东北流，經过琼州，在海口市附近

入海，全长 170 多公里。这条河流，水量充足，附近的农民都用它来灌溉田地;下游水势平

稳，可以通行木船和小汽船。这是海南島最重要的河流。其他，如万全河、北門江、昌江等，

虽然短小，水流急，不便行船，但都可以用来灌溉和發电。著名的昌江水电厂就是利用昌江

的河水来發电的。

三天气暖和、雨水充足

海南岛的气候，屬热带区。

說起热带区的候誰都会想到那里又热又燥。可是，海南岛并不是那样，而是个天气暖和、

雨水充足的地方。

先說气温吧。海南島的夏季虽說长，但气温却不太高，就是頂热的天(气温最高的时候)，
也沒有武汉、南京、重庆那样热。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它的四周有海洋，能够充分接受海

洋上的湿气和凉風的緣故。这是夏天的情形。冬天呢，說起来和夏天的气温也差不了多少，

依然是暖和和的。住在那里的人們，从来就沒有看見过冰雪。

再說雨量吧。海南島的雨量真是充足，每年平均雨量，最少的地方也有一千毫米左右(約
合一公尺)，这比北京的年雨量多 4 百亳米; 最多的地方，往往可以达到 3 千毫米，相当华

北地区年雨量的 6 倍。海南島雨水充足，可是分配不太均勻，大体說来，四月到十月雨水

多，东北部雨水尤其充足;十一月到第二年三月，只有东北部較多，其他地方就少。

气淵高、雨水足，这就给海南島的农業生产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我国中部和北部地区

的省份，农作物一年只能收一次到二次，而这里四季都可以播种，有的一年可以收三次，其

他如果树、菜蔬四季都可以生长。

但是，海南岛的气候，也有缺点。在海南島，每年 7 月到 10 月,經常有台風侵袭，往往

吹倒房屋,損害庄稼，造成灾害。几年来，海南島上已經設立了 13 个台風警报站，海南岛人

民已經组织起来跟台風作斗争，台風灾害逐漸减少了。

四 稻米一年收三次

海南島土地肥沃，天气暖和，加上海南岛人民世世代代的辛勤耕作，因此，物产非常丰

富。

海島上的粮食作物，主要的是稻米，平均每年可产 1,400 万担，是我国有名的产米区之一。

这里的稻米，大部分地方，一年可收两次到三次。当华北地区正在春耕时，海南岛的早稻已

經登場; 7 月，海特岛的中稻; 又和华北的大秋作物同时成熟; 就在寒潮侵入华北，大家准备

过多的时候，海南岛上的晚稻却在收获。像这样一年收获三回的好地方，在我国还是很少的。



海南岛上出产的稻米，有的品种很好。最好的是“山兰稻”。“山兰稱”顆粒足、顏色白，

煮出飯来，比全国著名的四川“香稻”还香。

除了出产稻米以外，番薯、花生、玉米、烟草、豆类等，也都有大量出产。农村中的菜

蔬和家禽也很多，有的还很有名，像文昌的鸡，又肥又嫩;嘉积的鴨，又大又香，都是海南

岛有名的特产。

可是，解放前，海南島的农田面积却很小，只占全島的十分之一，耕作技术也落后，大

部分地方的稻田只能一年收一次。全年粮食产量，只够吃用 9 个月，不足的粮食，只好依靠

外地供給。

解放后，党和政府領导全岛人民完成了土地改革，帮助人民改进耕作技术、兴修水利; 同

时，有 30 多万亩“单造田”改成“双造田”(一年收一次叫 “单造田”，一年收两次叫“造

田”)，50 多万亩荒地，也垦成良田，因此，几年来，海南岛粮食生产增加很快，变成了余

粮区。

几年来，海南島人民还兴修了許多水利工程。最大的一个是东部陵

水溪的都总灌溉区。这个灌溉区的渠道，是在 1954 年“五一”节完工的，可以灌溉三万亩

肥沃的农田。海南岛上的人民，把它叫作“毛主席的水，幸福的泉源”。

現在，海南岛人民，绝大部分都参加了农業生产合作社，农業生产有了更大的提高。



五 水果和橡胶

除了粮食作物以外，海南岛还有水果、橡胶和其他經济作物。

先說水果。海南岛的果树，都是热带的果木树，种类又多，有柑桔、荔枝、龙眼、鳳梨、

甘蔗、香蕉等果木树。住在海南島上的人，一年 365天都可以吃到鮮美的水果，真是美極了。

人們在正月吃完又鮮又甜的大西瓜，二、三月里就有肉厚核小的甜荔枝，紧接着就是水晶样

的龙眼(桂圆)、甜得腻人的菠蘿蜜、又香又酸的鳳梨、半红半白的洋桃和清香可口的芒果、

椰子、檳榔和香蕉这些水果，从年头到年底什么时候都有。

海南岛的水果，除去吃以外，有的还可以榨油、作香料。用处最大的是椰子。椰子是从

椰子树上摘下来的果实。新鮮的椰子，果汁又甜又凉，还有一种特別的椰子香;喝完椰子汁，

剝开椰子壳，里面有一层嫩椰肉，可以制成“椰茸”，蛋糕、面包或糖果放些椰茸，吃起来又

香又甜，富有营养;晒千后的椰肉，可以榨出椰子油。椰子油可以当食油炒菜吃，也可以作

为制造肥皂、洋蜡的原料; 榨油剩下的椰渣，还是上等的肥料和飼料。

椰子，是海南岛的特产，也是海南高的主要物产。一棵椰子树，大約一年可以結五六十

个果实，多的有百来个，总計全鳥的椰子树，每年可产二千二百多万个果实。这些椰子，除

去供应我国各地以外，还有一部分可以出口換回机器。

再說橡胶。橡胶的用途極广，無論雨衣、雨鞋、胶鞋、汽車和自行車的輪胎、多天取暖

用的热水袋，或是小孩玩的皮球和洋娃娃、小孩喂奶用的奶嘴，所有这些，都是用橡胶制成

的，甚至制造飞机、軍艦、坦克也离不了橡胶。据說，制造一架飞机，就得用一千二百斤橡

胶，坦克和軍船用的橡胶比飞机多得多。橡胶和人民生活、軍事国防的关系就有这样的密切。

我們国家現在所需要的橡胶，有一部分就是海南島供应的。

橡胶是用橡胶树里面的树汁制成的。海南岛气温高，多雨，土地又肥沃，極适合种植橡

胶树，那里种植的橡胶树，只要七八年就可收橡胶，每棵橡胶树，能收橡胶四五十年; 同时，

海南岛人民种植橡胶树，已經有 340 多年的历史，累积了丰富的經驗，真是个發展橡胶生

产的好地方。但在解放前，反动政府只知道从国外买橡胶，从来也不去發展海南島的橡胶生

产，因此，那时候的产量很低。解放后，我們政府大力开發海南岛，并帮助海南岛人民發展

橡胶生产，橡胶产量增多了。1956 年，中共海南区党委制訂了計划，要在 12 年內种植几百

万亩橡胶树。那时候，海南岛将成为我国一个美丽的橡胶島。

橡胶是海南島特有的热带植物。除了橡胶，海南島还有咖啡、香茅草、海岛棉、金雞納

树、檳榔、可可、胡椒、劍麻等热带植物。这些植物也是海南岛的特产，都有它們的用途。



像金鵝納树的树皮，可以制成金鵝納霜治疗疟疾病; 海島棉可以制成水上用的救生圈。

另外，海南島还有許多茂密的原始森林。最有名的是五指山森林。据估計，全岛的森林

面积，大约有 2 千多万亩，可以采伐几十年。有紋理細密、质地坚实的硬木，如青梅、柚

木、花梨木，还有名贵的沉香木和紫檀木。这些树木，可以用来做枕木、修桥梁、盖房屋、

做家具。森林里还有猴子、花鹿、黑熊、老虎等野兽。这些野兽的皮毛，也是一宗宝貴的財

富。花鹿的鹿茸、黑熊的熊掌和老虎的虎胶，还是名贵的中药材。

六 捕不尽的魚、晒不完的盐

海南島的四周都是海，所以魚和盐出产特別多。世界有名的北部灣漁場，就在海南島的

西面; 我国有名的莺歌海盐場，也在海南島的西南部。

海南島的魚真不少，主要的是大黄魚和带魚，其次是紅魚、墨魚、鯛魚、魷魚，总計不

下三百种。这只是海南岛沿海的鱼类。如果把南海的魚类也算在一起,据現在知道的，就有

五 六 百 种 。 这 些 魚 ， 有 的 长 得 特 別 大 ， 像 鯊 魚 一 般 都 有 五 六 千 斤 重 。

这里出产的海藻也是很有名的。海藻主要产在东部海岸一带，产量最大的一种是麒麟菜。

麒麟茶制成琼胶，可以供耠纺织、造紙、作糊料，还可以作为食品工業和医藥上的防腐剂。

現在，广东省水产养殖公司，已經在海南島上建成一个海藻养殖場，大量生产各种海藻。此

外，海南島的海参、海龟、珊瑚、鐘螺等也不少。

海南島上共有 20 万左右的漁民，他們都有丰富的捕鱼經驗，除經常在沿海捕魚外，有

时还远航到西沙群島、南沙群岛一带去捕魚。一次出海捕魚就往往十几天。每只漁船捕的焦

有时可到 7 万多斤。解放后，这里的渔民已經建立起漁業生产合作社，产魚量也一天比一天

高。几年来，大約每年可以捕到一万万多斤魚，若是平均分配给海南岛人民，一个人一年可

以分到 30 多斤。

海南島的西海岸，地势平坦，容易开成盐田，引海水制盐。同时，那里的雨水較少，气

温又高，哂盐很方便。現在，全島盐的年产量，已經超过二万万斤。这些盐，除本島人民自

用外，还可以大宗运往大陆各省。海南島的盐，是取不尽用不完的，将来，它一定成为我国

的盐库之一。



七 地下資源

海南岛不但有多种多样的农产和海产，还有丰富的矿藏。这也是海南岛發展工業的好条

件。

岛上的矿藏，主要是铁和錫。铁矿大都分布在田独和石碌两个地方。据估計，单石碌的铁矿

藏量，起碼有 7 千万吨，同时，铁的質量也好，平均 1 百吨铁矿砂可以炼出 60 吨純铁。田

独的铁矿質量,比石碌的还好，每百吨矿砂，可以炼出 80 吨以上的純铁。海南島的錫矿分布

很广，而且矿层厚。有五六十公尺，它的質量，比我国有名的錫都簡旧还要好，和世界著名

的产錫区馬来华島比較，也沒有什么两样。

除铁和錫以外，島上的煤和油頁岩也有大量埋藏。其他像金、銀、銅、鉛、汞、鎢、錳等

矿产，这里也有。

海南岛的水力資源也很丰富。据說，如果把全岛各条河流的水力充分利用起来，起碼可以

發出 23 万千瓦的电力。1 千瓦抵得过 20 个人干活，23 万千瓦就是 460 万人的劳动力,超过

了全岛人口的劳动力。

可是，解放前，海南岛这些丰富的矿产资源，却被帝国主义控制着。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时

期，光是掠夺运走田独的铁矿砂就有好几百万吨。海南島变成了帝国主义掠夺资源的地方。

解放后，我們国家为了發展海南島的工农業，在島上新建和扩建了許許多多的工厂，像电

力厂、鋼铁厂、农具厂、鋸木厂、建筑器材厂和机械制造厂都是，而且規模都相当大，設备

也新。海南岛的資源，得到了开發，这对海南岛的經济建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就拿田

独铁矿来說吧，解放前，因为矿山遭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破坏，生产停頓，1953 年修复

投入生产以后，开采的矿砂，不但滿足了島上各項建設的需要，而且还可以运到大陆，支援

各地建設。

1955 年以来，岛上又新建一些制糖厂、榨油厂、火柴厂、造船厂等几个工

厂。其中規模較大的有琼山的龙塘糖厂、澄边的白莲糖厂、文昌的榨油厂、自馬

井的造船厂。这些工厂生产量也很可观，像龙塘糖厂每天可以生产白糖数十吨。

島上原有的手工業，如紡織、制糖、榨油、椰壳玩具等，也有新的發展。

几年来，海南島的水力資源也得到了开發。除了修筑都总灌溉渠、昌江水电

厂以外，目前正准备兴建南渡河的松濤水库、万泉河的加兴岭水庫和昌江的佳叨

水庫。这三个水庫建成后，可以灌溉海南岛北半部五百多万亩农田，并且可以發



出 13 万多千瓦电力。今后海南島的工农業建設，将得到更进一步的發展。

随着工农業的發展，海島上的交通运輸也發展起来了。現在，全岛十几个县

都有公路相通，每天都有几百輛汽車行駛在公路上。

工农业有了發展，人民生活也有了改善。現在，海 南島人民需要的日常用

品，大部分都可以自己生产了。

八 海南島上的居民

海南岛上的居民，約有 290 多万，大多数居住在沿海平原地区。这些人十

之九是从祖国大陆上迁去的,其中主要是广东人和福建人。除去汉族人民以外，

当地还有 30 多万黎族和 1万多苗族人民。这些兄弟民族和汉族人民一起开發了

海南島。

海南岛人民不但在沿海平原和沙滩上开辟出来一塊一塊的农田和盐場，而且

向高山、大海进行了斗争。他們在五指山区里采木开矿，在辽闊的海洋上駕船捕

魚，用自己的劳动把海南島开垦成了富庶的宝島。

但是在解放以前，海南岛人民也和大陆的人民一样,受尽了帝国主义和反动

統治阶級的压榨和迫害，許多人穷得連褲子都穿不上，生活非常困苦。黎、苗兄

弟民族就更加悲惨了,他們受尽反动統治者欺凌、屠杀。本来，这些兄弟民族是

住在平原上的，后来因为实在受不了反动统治者的迫害，才含着眼泪逃到沒有人

烟的荒山里面去。可是，反动統治者并沒有放过他們。国民党軍队常常到山里去

搜刮、搶劫、調戏妇女，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他們用机槍扫射，用馬刀乱砍，

进行殘酷的屠杀。真是惨無人道。

艰苦的生活和残酷的屠杀，激起了海南岛人民对反动統治者的反抗。

海南岛人民早在 1925 年，就找到了自己的领导者一一中国共产党。在共

产党的領导下，海南島人民會經向帝国主义和反动統治者，进行了 20 多年的英

勇斗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1950 年 4 月，他們配合着渡海南下的人民

解放軍，在短短的十几天里面，就消灭了島上的国民党軍,解放了全島。从那时

候起，具有光荣革命傳統的海南島人民，就和大陆上的人民一道，走向了幸福的

生活。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領导海南岛人民，發展工、农業，在各个县里开办中、

小学校，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兄弟民族的生活，也

变了样。为了从根本上改善兄弟民族的生活，人民政府帮助兄弟民族从荒凉的山

地里搬到肥沃的平原上来居住，分給他們田地和农具，帮助他們發展生产; 并且

帮助兄弟民族發展自己的文化教育事業，消灭危害兄弟民族健康和生命的各种傳

染病。1952 年，还成立了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讓兄弟民族自己当家作主。海

南岛人民翻身了，他們編出了許許多多的山歌，来感謝毛主席。他們唱道:

五指山高呀，

比不上毛主席的恩情高；

陵水溪深呀，

哪有毛主席的恩情深。

九 城 市

海南島上的重要城市，大都分布在沿海平原地区。

海口市是海南岛最大的一个城市，海南行政公署就設在这里。海口市在海南

島北端，北面是琼州海峽，南渡河在这里入海。解放后新修的海(海口)榆 (榆林)

公路起点就是在这里，水陆交通都很方便，商業非常繁盛。从祖国大陆运来的各

种工業品，大都在这里上岸，岛上出产的各种热带作物也从这里运出去。这里的

工厂很多，其中規模較大的有电力厂、机械厂、鋸木厂、磚瓦厂等，附近的农業、

漁業也很發达。現在全市 500 多家私营工商業全部实行公私合营，4,300 多个手

工業者和 5,000 多戶农民、漁民也都組織起合作社。

海口市还是海南岛的文化中心。这里有全島文化建設的領导机关，又有許許

多多中、小学校。我国宋朝时候的大文学家苏轼(又名苏东坡)，也在这里講过学。

榆林港是海南岛最好的一个港灣，在海南岛南端，前面是广闊的南海，后面

是雄壮的五指山，形势既險要，海路交通又方便，港内可以停泊 1万吨的大輪船。

現在，这里是我国的海軍基地之一。

通什是个新建的城市，在海南岛中央偏南的五指山中。原来这里是个小乡村，

只有十几間破草房，住着很少的几戶人家。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成立以后;这里

成了自治州的首府，城市也就很快的发展起来。海榆公路一通車，通上变成了全

島的交通中心之一，市面更加繁荣了。現在市內已有高大的楼房、寬闊的馬路，

也有貿易公司、百貨商店、医院、学校，市内还有了电灯。目前，它已經成为海

南岛上政治、經济和文化中心之一 了。

另外,海南岛北部的琼州、东北部的文昌、东部的嘉积(琼东县治) 等城市，

在解放以后，也都一天比一天繁荣了。海南岛是我国的宝島。除了現有二千多万

亩耕地、二千多万亩林地以外，据現在調查，还有二千多万亩荒山,三千多万亩

荒地。这些荒山和荒地，都适宜各种热带、亚热带农作物生长; 沿海地区还有丰

富的水产山地里又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和丰富的矿藏。将来，海南島全面开發以后，

島上将到处是工厂，河流上满布着水力發电站，田地里奔馳着拖拉机，铁路、公

路四通八达....海南島将变得越加美丽、富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