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真是青山绿水啊！”青山绿水，也

是对今天海南提出的要求。

1963年1月15日至21日，朱德

又一次来海南，视察了榆林海军基

地、万宁、琼海、海口三门坡人民公

社农场等地。视察后，他对广东省

委负责人说：海南岛一定要以发展

热带经济作物为主，因为全国只有

这么一个地方最适宜热带经济作物

的生长。3月2日回京后，他致信毛

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对开

发海南岛的问题再次提出建议：海

南岛是我们祖国的一块大宝地，应

抓紧开发，优先发展热带经济作物；

特别是要动员生产队以及社员个人

广泛地种植热带经济作物。

在这期间，叶剑英、陈毅、刘伯

承、李富春、王震、董必武、谢觉哉、

邓子恢、李立三、郭沫若、罗瑞卿等

亦先后赴海南视察，并就海南的经

济发展作出相关指示。

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

关注海南，关注这里的军事防务，

关注这里的热带经济作物，特别是

橡胶的发展。他们来这里视察，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对海南的发展

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曾在海南

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深情地谈起

当年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

平、陈云等同志来海南视察的情

况，说：他们来海南视察，都十分关

心这里的热带经济作物生产，关心

老百姓的生活，为我们解决思想、

政策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时任

万宁县委书记何如伟回忆说：刘少

奇同志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关心较

多的是体制问题，问我们农村所有

制问题，问“一大二公”好不好，问

办食堂、“共产风”、包产到户的情

况，对我们汇报的搞生猪包养到户

很感兴趣，连说“好啊！”。我们就

是在他的鼓励下继续搞包猪到户

等办法，对当时的生产起了很好的

促进作用。兴隆华侨农场原场长

杜添江说，周总理为我们解决了许

多实际问题。例如，他曾派人来华

侨农场了解情况，当得知这里还没

有电时，马上从云南调来照明用的

煤油，使归侨们深受感动。何如伟

还回忆说，周总理来这里视察，了

解到我们的生产管理情况，回去

后，批准海南成立了热带经济作物

管理机构——“五料作物管理局”，

这是为我们海南发展热带经济作

物专门成立的，是海南独有的。他

表示，周总理还根据我们这里的情

况，给我们调拨了500辆汽车，给了

钱，支持我们搞热带经济作物。那

些曾经为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

演示割胶或服务过的老工人、老劳

模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然十分激

动，深深怀念他们那种平易近人、

关心群众的作风。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老一辈

党和国家领导人决心将海南打造

为重要的军事海防之地和热带经

济作物的“宝地”，为海南的经济开

发奠定了良好基础。

1950年 5月海南岛解放前，中

共中央已准备实施解放台湾的部

署，海南岛的成功解放被视为解放

台湾的预演。但是同年6月爆发了

朝鲜战争。随后美国第七舰队侵

占台湾海峡，中共中央、毛泽东作

出抗美援朝的决策，解放台湾的任

务被推迟。陈云认为当时的海南

岛“孤悬海外，战时有被敌人割断

危险”，凸显了海岛的军事防务的

意义。毛泽东在1953年为海榆中

线公路纪念碑题词：“加强防卫，巩

固海南”。这一方针，随着当时两

大阵营冷战的逐步加剧，以美国为

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我国实施新

月形包围，以及越南战争的进行

等，而被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至改革开放前，海南一直被

规划为海防前线，很少获得新的、

大的工业项目。海南被规划为“海

防前线”是依据当时的国际国内条

件，是符合当时国家安全的整体需

要。但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仍

然在冷战氛围内，为海南的经济开

发寻找道路。刘少奇于1959年为

守岛部队题词时指出：“海岛是我

国军事上最重要的地点，有些还是

我国经济上最重要的地区，必须认

真地加以经营和坚守”，又为海军

榆林基地题词“建设一支强大的海

军，发展我国的海洋事业”。他强

调，强大的国防，是为了发展经济，

开拓我国的海洋事业。经过充分

调研，他们认为：由于地理位置的

优势，这里气候温暖、雨水充沛，不

仅可种植粮食作物和发展林业，更

适宜发展其他省区所不宜搞的热

带经济作物，如：饮料类的茶叶、咖

啡、可可；香料类的香草兰；调料类

的胡椒；油料类的油棕和工业原料

类的天然橡胶等。其中，最重要的

是天然橡胶。

海南经济开发可以说是从天

然橡胶起步的。橡胶和钢铁、煤

炭、石油并称，是现代经济社会的

四大工业原料，广泛应用于各个行

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

重要战略物资。新中国成立后，美

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全面经

海南经济开发战略的形成及其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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