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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县白塔区志编纂领导小组名单

组长：林庆升

副组长：林任龙 许潮辉(后调出)
，

组员：洪填发 林伍杰

●

揭阳县白塔区志编纂办公室
●

主任：林任龙·

成员：郭锦明 洪填发 袁东明

’ 洪光 洪尚乐(中途退出)

主编：(主笔)郭锦明
’

定稿：中共白塔镇委，镇长，副镇长

区志编纂办公室：林任龙 郭锦明．

审稿：林庆升 林任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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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白塔区区长 林庆升

编史修志是我国历代的优良传统，然而编纂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地方惠，则是近年

来政府大力提倡之盛事．

白塔区地处溯汕平原，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为人们开发

利用已有一千多年之久。在历史长河巾，常有兴废，历尽沦桑，历代人民，励精图治，

艰苦创业，为后代子孙立下不朽功缋。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百业俱兴，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t去由于辖属变迁，对本区的历史和现状尚未

作过系统的记载。值此盛世修志之际，搜集整理自塔区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人物等方面的史科，编纂成册，意义更为深远·

Ⅸ白塔区志》的编纂工作始干一九八五年九月，历时两年多，今已完稿问世·尽管

历史资料一鳞半爪，无案可稽，但经编写人员深入查访，辛勤拾掇，以中央《新编地方

志工作暂行规定》为指针，以“详今略古"、“存实求真"为原则，加工整理、终使志书

具有社会主义新地方志的特点，成为我区历史和现状的缩影． ．

((白塔区志》的出版，将有利于人们了解我区历史沿革，政治，经济盛衰的状况及

原因，了解历代先入艰苦奋斗的业绩，民倩风俗，文化科学的现状。同时作为文化遗

产，传于后世。白塔七万人民将以此为借鉴，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尊重客观规律，发

扬革命传统，爱国爱乡，加速“四化"建设，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使自塔更加繁荣昌盛·

余阅(<白塔区志》，感慨万千，谨为之序·

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



例

一，本志所写年限，上限无限，下限至公元1985年·

=．本志书“大事记”采用编年体结合记事体末形式编写·

三．本志根据中央((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精神，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南， “详今略古’’，集中记述重要事件。 ．

四，本志立概述、自然、大事记，沿革，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华侨，

社会、人物，附录共13篇，4l章，108节。

五，本志资料来源I区档案室，县档案馆，区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各乡政府．各界

有关人士和知情者提供。

六、本志书部份材料引自旧((揭阳县志))，《潮州府志))·

七，本志对建国前历史记年，均采用当时用法，括号内注明公元年份，月，日没有

注明夏历的，均为阳历，建国后均采用公元记年法。

八、按史家通例，本志人物均为巳故人物，烈士名录均按省政府批准名册入志，附

录‘‘寿星"部份仅作参考资料。

九，为了便于查对，本志表中右上角代号均为“篇，章．节，目弦代称，如4—9

—2。表示第四篇，第九章第二节，余类推·



揭阳县白塔区志目录

白塔区域图

白塔区志编纂领导小组及编纂人员名单

序言 ，

凡例

第一篇，概述⋯⋯⋯⋯⋯⋯⋯⋯⋯⋯⋯⋯⋯⋯⋯⋯⋯⋯⋯⋯⋯⋯⋯⋯⋯⋯⋯⋯⋯(1)

第=篇。大事记⋯⋯⋯⋯⋯⋯⋯⋯⋯⋯⋯⋯⋯⋯⋯·O*g OilP Olin⋯⋯⋯⋯⋯⋯⋯⋯⋯⋯(4)

’

第三篇：自然⋯⋯⋯⋯⋯⋯⋯⋯⋯⋯⋯⋯⋯⋯⋯⋯⋯⋯⋯⋯⋯⋯⋯⋯⋯⋯⋯⋯⋯(20)

第一章：位置、地形⋯⋯⋯_⋯⋯⋯⋯⋯⋯⋯⋯⋯⋯⋯⋯⋯⋯⋯⋯⋯⋯(20)

第二章：山脉、水系⋯⋯⋯⋯⋯⋯⋯⋯⋯⋯⋯⋯⋯⋯⋯⋯⋯⋯⋯⋯⋯⋯(20)

第三章。气候、雨量⋯⋯⋯⋯⋯⋯⋯⋯⋯⋯⋯⋯⋯⋯⋯⋯⋯⋯⋯⋯⋯⋯(21)

第四章。自灾然害⋯⋯⋯⋯⋯⋯⋯⋯⋯⋯⋯⋯⋯⋯⋯⋯⋯⋯⋯⋯⋯⋯⋯(22)

第一节，水灾⋯⋯⋯⋯⋯⋯⋯⋯⋯⋯⋯⋯⋯⋯⋯⋯⋯⋯⋯⋯⋯⋯⋯⋯⋯(22)

第二节，旱灾⋯⋯⋯⋯⋯⋯⋯⋯⋯⋯⋯⋯⋯⋯⋯⋯⋯⋯⋯⋯⋯⋯⋯⋯⋯(从)

第三节、风灾⋯⋯⋯⋯⋯⋯⋯⋯⋯⋯⋯⋯⋯⋯⋯⋯⋯⋯⋯⋯⋯⋯⋯⋯⋯(24>

节四节、虫灾⋯⋯⋯_⋯．．；⋯⋯⋯⋯⋯⋯⋯⋯⋯⋯⋯⋯⋯⋯⋯⋯⋯⋯⋯(25)

第五节，霜雪冰雹⋯⋯．．．⋯⋯⋯⋯⋯⋯⋯⋯⋯⋯⋯⋯⋯⋯⋯⋯⋯⋯⋯⋯(25)

第六节、地震⋯⋯⋯⋯⋯⋯⋯⋯⋯⋯-．．⋯⋯⋯⋯⋯⋯⋯⋯⋯⋯⋯⋯⋯⋯(26)

第五章：自然资源⋯⋯⋯⋯⋯⋯⋯⋯⋯．．．⋯⋯⋯⋯⋯⋯⋯⋯⋯⋯⋯⋯⋯(26)

第六章：土壤、物产⋯⋯⋯⋯．．⋯⋯⋯⋯⋯⋯⋯⋯⋯··_⋯⋯⋯⋯⋯⋯”(27)

第一节，土壤⋯⋯⋯⋯⋯⋯⋯⋯⋯⋯⋯⋯⋯⋯⋯⋯⋯⋯⋯⋯⋯⋯⋯⋯⋯(27)

． 瓣二节，物产⋯⋯⋯⋯⋯⋯⋯⋯⋯⋯⋯⋯⋯⋯⋯⋯⋯⋯⋯⋯⋯⋯⋯⋯⋯(z8)

第四篇。沿革⋯⋯⋯⋯⋯⋯⋯⋯⋯⋯⋯⋯⋯⋯⋯⋯⋯⋯⋯⋯⋯⋯⋯⋯⋯⋯⋯⋯⋯(30)

第七章。白塔源流⋯⋯⋯⋯⋯⋯⋯⋯⋯⋯⋯⋯⋯⋯⋯⋯⋯⋯⋯⋯⋯⋯⋯(30)

第八章：清代民国时期⋯⋯⋯⋯⋯⋯⋯⋯⋯⋯⋯⋯⋯⋯⋯⋯⋯⋯⋯⋯⋯(31)

第九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建置⋯⋯⋯⋯⋯⋯⋯⋯⋯⋯⋯⋯⋯⋯(32)
． ，

第五篇l政治⋯⋯⋯⋯⋯⋯⋯⋯⋯⋯⋯⋯⋯⋯⋯⋯⋯⋯⋯⋯⋯⋯⋯⋯⋯⋯⋯⋯⋯(35)

第十章：地方行政设置⋯⋯⋯⋯⋯⋯⋯⋯⋯⋯⋯⋯⋯⋯⋯⋯⋯⋯⋯⋯⋯(35)

第一节’清代，民国时期的政治机构⋯⋯⋯⋯．．．⋯⋯⋯⋯⋯⋯⋯⋯⋯⋯(35)

(一)清末时期的政权机构⋯⋯⋯⋯⋯⋯⋯⋯⋯⋯⋯⋯⋯⋯⋯⋯⋯⋯⋯(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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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国时期的政权机构⋯⋯⋯⋯⋯⋯⋯⋯⋯⋯⋯⋯⋯⋯⋯⋯⋯⋯u·(35)

第二节，建国后的政权机构⋯⋯⋯⋯⋯⋯⋯⋯⋯⋯⋯⋯⋯⋯⋯⋯⋯⋯⋯(36)

(一)区、乡村政权机构⋯⋯⋯⋯⋯⋯⋯⋯⋯⋯⋯⋯⋯⋯⋯⋯⋯⋯⋯⋯(36)

(二)区、乡人民代表大会⋯⋯⋯⋯⋯⋯⋯⋯⋯⋯⋯⋯⋯⋯⋯⋯⋯⋯⋯(38)

第十一章。民主革命斗争⋯⋯⋯⋯⋯⋯⋯⋯⋯⋯⋯⋯⋯⋯⋯⋯⋯⋯⋯⋯(39)

第一节、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39)

第二节、抗日战争⋯⋯⋯⋯⋯⋯⋯⋯⋯⋯⋯⋯⋯⋯⋯⋯⋯⋯⋯⋯⋯⋯⋯(42)

第三节、解放战争⋯⋯⋯⋯⋯⋯⋯⋯⋯⋯⋯⋯⋯⋯⋯⋯⋯⋯⋯⋯⋯⋯⋯(42)

第四节、附录一一兵燹⋯⋯⋯⋯⋯⋯⋯⋯⋯_⋯⋯⋯⋯⋯⋯⋯⋯⋯⋯⋯(44)

第十二章。中国共产党及群众团体的建立和发展⋯⋯⋯⋯⋯⋯⋯⋯⋯⋯(t5)

第一节、党的组织建设⋯⋯⋯⋯⋯⋯：⋯⋯⋯⋯⋯⋯⋯⋯⋯⋯⋯⋯⋯⋯一(45)

第二节，共青团组织⋯⋯⋯⋯⋯⋯⋯⋯⋯⋯⋯⋯⋯⋯⋯⋯⋯⋯⋯⋯⋯⋯(48)

第三节、妇联⋯⋯⋯⋯⋯⋯⋯⋯⋯⋯⋯⋯⋯⋯⋯⋯⋯⋯⋯⋯⋯⋯⋯⋯⋯(50)

第四节、工p，联⋯⋯⋯⋯⋯⋯⋯⋯⋯⋯⋯⋯⋯⋯⋯⋯⋯⋯⋯⋯⋯⋯⋯⋯(52)

第五节、侨联⋯⋯⋯⋯⋯⋯⋯⋯⋯⋯⋯⋯⋯⋯⋯⋯⋯⋯⋯⋯⋯⋯⋯⋯⋯(52)

第六节、工会⋯⋯⋯⋯⋯⋯⋯⋯⋯⋯⋯⋯⋯⋯⋯⋯⋯⋯⋯⋯⋯⋯”．．⋯“(52)

第十三章：民兵建殴、政法与民政⋯⋯⋯⋯⋯⋯⋯⋯⋯⋯⋯⋯⋯⋯⋯⋯(54)

第一节、民兵武装⋯⋯⋯⋯⋯⋯⋯⋯⋯⋯⋯⋯⋯⋯⋯⋯⋯⋯⋯⋯⋯⋯⋯(54)

第二节、治安保卫⋯⋯⋯⋯⋯⋯⋯⋯⋯⋯⋯⋯⋯⋯⋯⋯⋯⋯⋯⋯⋯⋯⋯(56 j

第三节、司法调解⋯⋯⋯⋯⋯⋯⋯⋯⋯⋯⋯⋯⋯⋯⋯⋯⋯⋯⋯⋯⋯⋯⋯(57)

第四节、民政工作⋯⋯⋯⋯⋯⋯⋯⋯⋯⋯⋯⋯⋯⋯⋯⋯⋯⋯⋯⋯⋯⋯⋯(59)

第十四章：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概述⋯⋯⋯⋯⋯⋯⋯⋯⋯⋯⋯⋯⋯⋯⋯(60)

第一节、建立农比协会⋯⋯⋯⋯⋯⋯⋯⋯⋯⋯⋯⋯⋯⋯⋯⋯⋯⋯⋯⋯⋯‘60)

第二节、减租遐押，清匪反霸⋯⋯⋯⋯⋯⋯⋯⋯⋯⋯⋯⋯⋯⋯⋯⋯⋯⋯(61)

第三节、抗美援胡⋯⋯⋯⋯⋯⋯⋯⋯⋯⋯⋯⋯⋯⋯⋯⋯⋯⋯⋯⋯⋯⋯⋯(62)

第四节、土地改革⋯⋯⋯⋯⋯⋯⋯⋯⋯⋯⋯⋯⋯⋯⋯⋯⋯⋯⋯⋯⋯⋯⋯(63)

第五节、统购统销和“三定"⋯⋯⋯⋯⋯⋯⋯⋯⋯⋯⋯⋯⋯⋯⋯⋯⋯⋯(64)

第六节，农业合作化⋯⋯⋯⋯⋯⋯⋯⋯⋯⋯⋯⋯⋯⋯⋯⋯⋯⋯⋯⋯⋯⋯(65)

第七节、肃反，镇反，整风，反右⋯⋯⋯⋯⋯⋯⋯⋯⋯⋯⋯⋯⋯⋯⋯⋯(66)

第八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67)

第九节、纠正农村“共产风"⋯⋯⋯⋯⋯⋯⋯⋯⋯⋯⋯⋯⋯⋯⋯⋯⋯⋯(68)

第十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一“四清’’⋯⋯⋯⋯⋯⋯⋯⋯⋯⋯⋯⋯⋯(69)

第十一节、文化大革命⋯⋯⋯⋯⋯⋯⋯⋯⋯⋯⋯⋯⋯⋯⋯⋯．．．⋯⋯⋯⋯(70)

第十二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一⋯⋯⋯⋯⋯⋯⋯(72)

附表⋯⋯⋯⋯⋯⋯⋯⋯⋯⋯⋯⋯⋯⋯⋯⋯⋯⋯⋯⋯⋯⋯⋯⋯⋯⋯⋯⋯⋯‘(73)

奠六篇l经济⋯⋯⋯⋯⋯⋯⋯⋯⋯⋯⋯⋯⋯⋯⋯⋯⋯⋯⋯⋯⋯⋯⋯⋯⋯⋯⋯⋯⋯(84)

第十五章l农业⋯⋯⋯⋯⋯⋯⋯⋯⋯⋯⋯⋯⋯⋯⋯⋯⋯⋯⋯⋯⋯⋯．．．．．．(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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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清末、民国时期的农业⋯．．．⋯⋯⋯⋯”一“⋯⋯⋯⋯⋯⋯”⋯”‘‘84>

第二节、建国后的农业⋯⋯⋯⋯⋯⋯⋯⋯⋯⋯．．．⋯⋯⋯⋯⋯；⋯⋯⋯⋯一‘85)

(一)粮食作物⋯⋯⋯⋯⋯⋯⋯⋯⋯⋯⋯⋯⋯”⋯⋯⋯⋯⋯⋯⋯⋯⋯⋯·(86)

(二)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一⋯⋯⋯⋯⋯⋯⋯⋯⋯⋯⋯⋯⋯⋯⋯⋯⋯(89)

(三)改革和推广农业科学技术⋯⋯⋯⋯⋯⋯⋯⋯⋯⋯⋯⋯⋯⋯⋯⋯⋯(90>

(四)植保工作和防治措施⋯⋯⋯⋯⋯⋯⋯⋯⋯⋯⋯⋯⋯⋯⋯⋯t：··一⋯(91)

(五)肥科和农药的使用⋯⋯⋯⋯⋯⋯⋯⋯⋯⋯⋯⋯⋯⋯⋯⋯．．．⋯⋯⋯(92)

第三节、饲养业⋯⋯⋯⋯⋯⋯⋯⋯⋯⋯⋯⋯⋯⋯⋯⋯⋯⋯⋯⋯⋯⋯⋯⋯(93)

(一)禽畜的饲养和发肢⋯⋯⋯⋯⋯⋯⋯⋯⋯⋯⋯k⋯．．．⋯⋯⋯⋯⋯⋯(93)

(二)禽畜病的防治⋯⋯⋯⋯⋯⋯⋯⋯⋯⋯⋯⋯⋯⋯⋯⋯⋯⋯⋯⋯⋯⋯(94)

第四节、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一(95)

(一)农田水刷和小水电建没⋯⋯⋯⋯⋯⋯⋯⋯⋯⋯⋯⋯⋯⋯⋯⋯⋯⋯(95)

(二)农田基本建设⋯⋯⋯⋯⋯⋯⋯⋯⋯⋯⋯⋯⋯⋯⋯⋯⋯·⋯⋯⋯⋯一(96．)

第五节、农机⋯⋯⋯⋯⋯⋯⋯⋯⋯⋯⋯⋯⋯⋯⋯⋯：⋯⋯⋯⋯⋯⋯⋯．．．一(97)

第六节，农业经营管理椰农民生活⋯⋯⋯⋯⋯⋯⋯⋯⋯．-．⋯⋯⋯⋯⋯⋯(98)

(一)经营管理逐步完善化⋯⋯⋯⋯⋯⋯⋯⋯⋯⋯⋯⋯⋯⋯⋯⋯⋯⋯⋯(98)

(二)建立生产责任制，促进第三产业⋯⋯⋯⋯⋯⋯⋯⋯⋯⋯⋯⋯⋯(100)

(三)人民生活蒸蒸日上⋯⋯⋯⋯⋯⋯⋯⋯⋯⋯⋯⋯⋯⋯⋯⋯⋯⋯⋯(100)

第十六章l林业⋯⋯⋯⋯⋯⋯⋯⋯⋯⋯⋯⋯⋯⋯·⋯⋯⋯⋯⋯⋯⋯⋯“(101)

第一节j民国时期的林业⋯⋯⋯⋯⋯⋯⋯⋯⋯⋯⋯⋯⋯⋯⋯⋯⋯⋯⋯(101)

第二节，建国后的林此⋯⋯⋯⋯⋯⋯⋯⋯?⋯⋯⋯⋯·⋯⋯⋯⋯⋯⋯⋯·(r。01)

(一)林业的管理和发胰⋯⋯⋯⋯⋯⋯⋯⋯⋯⋯⋯⋯⋯⋯⋯⋯⋯⋯⋯‘101)

(二)经济果林⋯⋯⋯一⋯⋯⋯⋯⋯⋯⋯⋯⋯⋯⋯⋯⋯⋯⋯⋯⋯⋯⋯(103)

(三)果林场⋯⋯⋯⋯⋯⋯⋯⋯⋯⋯⋯⋯⋯⋯⋯⋯⋯⋯⋯⋯⋯⋯⋯⋯(104)

(四)护林防火⋯⋯⋯⋯⋯⋯⋯⋯⋯⋯⋯⋯⋯⋯⋯⋯⋯⋯⋯⋯⋯⋯⋯(104‘)

(五)竹林的种植和利用⋯⋯⋯⋯⋯⋯⋯⋯⋯⋯⋯⋯⋯⋯⋯⋯⋯⋯⋯(105)

第十七章I渔业⋯⋯⋯⋯⋯⋯⋯⋯⋯⋯⋯⋯．．．⋯⋯⋯⋯⋯⋯⋯⋯⋯⋯(106)

第一节、民国时期的渔业⋯⋯⋯⋯⋯⋯⋯⋯⋯⋯⋯⋯⋯⋯⋯⋯⋯⋯⋯(106)

第二节、建国后的渔业⋯⋯⋯⋯⋯⋯⋯⋯⋯⋯⋯⋯⋯吖⋯⋯⋯⋯⋯·(106)

(一)池塘养殖和养鱼技术⋯⋯⋯⋯⋯⋯⋯⋯．．．⋯⋯⋯⋯⋯⋯⋯⋯⋯(106)

(二)鱼苗养殖场⋯⋯⋯⋯⋯⋯⋯⋯⋯⋯⋯⋯⋯⋯⋯⋯⋯⋯⋯⋯⋯⋯(106)

(三)鱼病的防治⋯⋯⋯⋯⋯⋯⋯⋯⋯·⋯⋯⋯⋯⋯⋯⋯⋯⋯⋯⋯．．．”(107)

第十八章l工副业⋯⋯⋯⋯⋯⋯⋯⋯⋯⋯⋯⋯⋯⋯⋯⋯“⋯⋯⋯⋯⋯·(107)

第一节，清末，民国时期的工副业⋯⋯⋯⋯⋯⋯⋯⋯⋯⋯⋯⋯⋯．．．⋯(107)

、第二节．建国后的工副业⋯⋯⋯⋯⋯⋯⋯⋯⋯⋯⋯⋯⋯⋯，．．m⋯⋯⋯(108)

(一)手工业⋯⋯⋯⋯⋯⋯⋯⋯⋯⋯⋯⋯⋯⋯⋯⋯⋯⋯⋯⋯⋯．．．m⋯(108)

(二)食品加工业⋯⋯⋯⋯··⋯⋯⋯⋯⋯⋯⋯⋯⋯⋯⋯⋯⋯⋯⋯⋯⋯(10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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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三)引进加工业⋯⋯⋯⋯⋯⋯·⋯⋯⋯⋯⋯⋯⋯“eoD·0e⋯⋯⋯⋯⋯⋯

(四)建筑业⋯⋯⋯⋯⋯⋯⋯⋯⋯⋯⋯．．．⋯．．．⋯⋯⋯⋯⋯⋯⋯⋯⋯⋯

t(五)个体手工业⋯⋯⋯⋯⋯⋯⋯⋯⋯⋯⋯．．．⋯⋯．．．⋯⋯⋯⋯⋯⋯⋯

第十九章：商业，．．⋯⋯⋯⋯．．．⋯⋯⋯⋯⋯⋯⋯⋯⋯⋯⋯⋯⋯．．．⋯⋯⋯

第一节、民国时期的商业⋯⋯⋯⋯⋯⋯⋯⋯⋯⋯⋯⋯⋯⋯⋯．．．⋯．．．⋯

第二节，建国后的商业⋯⋯⋯⋯⋯⋯⋯⋯⋯⋯⋯⋯⋯⋯⋯⋯⋯⋯⋯⋯

(一)供销合作社⋯⋯⋯⋯⋯⋯⋯⋯⋯⋯⋯⋯⋯⋯⋯⋯⋯⋯．．．⋯⋯⋯

(二)食品站⋯⋯⋯⋯⋯⋯⋯⋯⋯⋯⋯⋯⋯⋯⋯⋯⋯⋯⋯⋯⋯⋯⋯⋯

(三)合作商店。⋯⋯⋯⋯⋯⋯⋯⋯⋯⋯⋯⋯⋯⋯⋯‘⋯⋯⋯⋯⋯⋯⋯

(四)个体商业⋯⋯⋯⋯⋯⋯⋯⋯⋯⋯⋯⋯·⋯⋯⋯⋯⋯⋯⋯⋯⋯⋯·

(五)工商行政管理⋯⋯⋯⋯⋯⋯⋯⋯⋯⋯⋯⋯⋯⋯⋯⋯⋯⋯⋯⋯⋯

(六)集市⋯⋯⋯⋯⋯⋯⋯⋯⋯⋯⋯⋯⋯⋯⋯⋯⋯⋯⋯⋯⋯⋯⋯⋯一

第三节、粮食管理⋯⋯⋯⋯⋯⋯⋯⋯⋯⋯⋯⋯⋯⋯⋯一⋯⋯⋯⋯⋯⋯

(一)购销⋯⋯⋯⋯⋯⋯⋯⋯⋯⋯⋯⋯⋯⋯⋯⋯⋯⋯⋯⋯⋯⋯⋯⋯⋯

(二)储运⋯⋯⋯⋯⋯⋯⋯⋯⋯⋯⋯⋯⋯⋯⋯⋯⋯⋯⋯⋯⋯⋯⋯⋯

第二十章。财政，金融⋯⋯⋯⋯⋯⋯⋯⋯⋯⋯⋯⋯⋯⋯⋯⋯⋯⋯⋯⋯

第一节’财政⋯⋯⋯⋯⋯⋯⋯⋯⋯⋯⋯⋯⋯一．．．⋯⋯⋯⋯⋯⋯⋯⋯··

(一)清未民国时期的赋税⋯⋯⋯⋯⋯⋯⋯⋯⋯⋯⋯⋯⋯⋯⋯⋯⋯⋯

(二)建国后的财政税收⋯⋯⋯⋯⋯⋯⋯⋯⋯⋯⋯⋯⋯⋯．．．⋯⋯⋯”

第二节：金融⋯⋯⋯⋯⋯⋯⋯⋯⋯⋯⋯⋯⋯⋯⋯⋯⋯⋯⋯⋯一⋯⋯”
‘ (一)民国时期的农村金融、．⋯⋯⋯⋯⋯⋯⋯⋯⋯⋯⋯⋯⋯⋯⋯⋯⋯·

(二)建国后的银行和信用社⋯⋯⋯⋯⋯⋯⋯⋯⋯⋯⋯⋯⋯⋯⋯⋯⋯

(三>附录，货币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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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概 述

自塔区，位于揭阳县西部，距县城15公里。北与玉湖区、车顺县埔寨区交界，南临榕

江南河，写普宁县隔河榴望，东与檬盘区、挂岭区接壤，西同龙尾区、揭西县毗邻。全区

面积为61．3平方公里，计南北长ll公里，东西宽7．6公里，可耕地面积40，567亩。全区

现有57个自然村，7万余入口，居民主要属汉族，分别讲潮洲话和客家话。境内山区平

原各占一半，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倾斜，俄洪新溪横贯南北，与榕江南河相通。

白塔区历史悠久，宋代以前已有“山门洋"等绀疰之出现，民间有“未有揭阳城，

先有山门洋"之说，宋以后为揭阳县所辖。明清时期隶属揭阳县霖田部(花坑、红坡、谢

厝寮属盘溪都)。民因lo年(1931年)才改称为揭阳县第三区。1950年改称为卅岭区，

1957年撤区并乡，拆为白塔乡和卅蛉乡。1958年11月改称为盘岭公社，辖今的霖盘、桂

岭、龙尾，白塔四个区。1959年改为白塔凳社，辖今龙尾区，1965年拆出龙尾公社、区

域始定。1983年11}J废公社体liq，改为今名。

自塔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清顺治八年(1651年)8月， “儿军护固守鸳鸯寨(今

塔东大寨内)苦战三个月，后因敌众我7瘩寨破．兵民被清兵所杀者千余人。民国14年

(1925年)夏历十二月初九日，在彭湃同忐的指导下，林田村成立了揭阳县第一个农民

协会。民国27年(1938年)，中≥乓揭阳县委姚木天等同志到瑞来乡进行革命潘动并作为

根据地，创建南侨中学二分校，培训革命骨干，火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自塔区交通位置十分重要，在历史上它是扼守揭西的亟要门户，连接河婆的省道公

路从本区中间穿过，公路可通丰顺、跨宁等各县。境内榕江南河长达3．5公里，上可通

至河婆，下可直达汕头市，水陆交通极为方便。

白塔区物产及地下资源丰富，全区以农业为主，主要种随水稻、甘薯、小麦等粮食

作物和甘蔗、花生、柑、枯、蔬菜等经济作物。元埔竹蔗、白塔花生、宝联乳牛很早以前

就出了名。自然资源方面；花坑的花岗岩百、红坡的锡矿，瑞联的稀土矿等巳被大量开

发和利用。

白塔区文化遗迹颇多，有始刨子宋毁f明，重建于清的元联丰化寺。有建于明的宝

联天后圣母庙和建于清的古塘山后林德镛状元坟，有山清水秀，风景秀丽大自然形成的

花坑石洞，引来不少墨客骚人来此蹈踺，留连忘返。

自塔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6年来，，百业待兴，各项事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农、林、牧。付渔稳步发展，自塔区自然条件优越，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但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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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前，政治腐败，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耕作技术落后，加上无法抗拒的自然灾

害，因此生产不能发展，农民生活十分困苦，粮食亩产每年只有400余斤，工付业也得

不到发展。建国后，由于实行土地改革’f口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大力兴修水利，从1954年开

始兴建的老雨亭，牛栏颈，长戈等6个水库和1958年以后长84．5公里的引龙工程，改溪

截洪工程，基本解除了旱、涝威协。同时实行科学种田，推广农业新技术，使农业生产
得到迅猛发展。1985年，水稻亩产1，5 0 5斤，比建国前增长2．5倍，总产达到37．5万

担，创历史最高纪录。甘蔗亩产13，730斤，比建国前增长3倍．宝联乡平均每人口年产甘

蔗2吨。林业方面，全区lIJ地共24，712亩，区办果林场2个，耕山专业户70户，大都

已种上松、杉、相思等用材林和茶、菠萝、荔枝、柑、桔，乌榄、梅、李等果林。用材

林面积达13，000余商，经济果林6，348亩，木材年生长量为1，700m3，采伐量为

1，!．OOm3，储藏量40，500m3。饲养业发展迅速，1981年，宝联乳牛发展至480余头。

1985年，全区生猪饲养量达到4．8万余头，年终存栏量2．7万余头，三鸟存栏量17．6万多

只。1985年鱼池面积达剜500余卣，总产6千余担。

工业交通飞跃发腱，清术，桐坑林任夫先生回国，并带来4部纺织机械于桐坑开设

“永群织布株式会社’’，织成白布销往上海等地，其它手工业虽有但极少数。建图后，

工业、手工业逐步发展，先后办起了农械厂、炼乳厂、抽纱厂，五金厂、缝衣厂等。

1985年，乡镇企业达到834个，总收入935．6万元，就业人数3，426人，共有88个

行业。交通运输能力大大提高，交通工具逐步趋向机械化，现已拥有各种机动车辆

212辆，

商业贸易活跃，明代已出现了金勾圩、元埔圩，清末至民国时期的集美市、均益市，

桐坑圩，古沟圩、玉塔圩等十分繁荣。尤其是玉塔圩成为周围各县农付产品的集敝地，

是全县的五大集镇之一。建围后，供销合作社建立，疏通农村商品渠道。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政策，个体商业如雨后舂笋，迅猛发展，

与国营商业竞争，市场繁荣。1985年，全区除供销社，粮所，合作商店等国营和集体商业

外，个体商业达到525户，遍布于全区各个市场铂乡村。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增加了国家

财政收入，1985年税收总收入达N54．4万元。

文化艺术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民国时期，我区已有古沟老怡梨春潮剧戏班

和8个圆身戏班。建国后各乡村先后成立9个业余剧团，1957年建立自塔影剧院，文化事

业有所发展。业余文艺剑作开始出现，逐渐涌现一批文学、戏剧、美术、灯谜等业余

作者，于县、地、省刊物上发表。1985年，全区有影尉院2个，录影场4个，图书馆

1个，文化室1个，广播站徊乡十于广播宅块有扩音机20祁，广播线路45公里、喇叭

5，053个。 一

教育事业兴旺发达，民国时期，由子人民生潘贫困，大多数工农子弟无法入学受教

育，大多成为文盲或半文盲。建国后，教育向工农开门，教育事业发展很快。但在“文

化大革命，，期间，教育质量大大下降，教育事业受到极左路线的摧残。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重视知识人材的培养，教育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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