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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术以来，天河的先租就在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上繁

衍q-息他们I披荆斩棘，"j墀艰辛，开垦_L}{富饶美丽的土

地，造就rb!岁棋布的村落今天，随着广州经济的快速

发腠羽I城IH／f：断变辽，f：葛楼大厦、道路桥梁替代r昔日的

菜⋯稻海、十i；i】_!村落，天河由传统型农村变成了现代化都

『ti——』“州的巾心城【天 嘶对沧桑臣变，我们住为之振奋

的I卅时，足fr患越．}|l非们千年的"j史足迹如何永世留

存?他们艰?t：：创、Ik的f0统f【I】何代代继承?编修村忠止如Ⅸ

政协委L!侄提案tt，所指Ⅲ的J】|：样：是为了抢救“即将流逝

和淹没的Ⅳj殳”， “i J：这段历史永存于f比”，是“刻不容

缓”的大‘批，是时代赋r我们的责无旁贷的义务。

编修村，玉是“{fj口我I又一项重要的文化系统I：程

200lq-5f]政府々¨发文，要求各村立即开展村志编修1：

作，i-l-2'J在二。阳．m】内将全IX28条村村忠_lI；版齐全，形

成天河Ⅸ村志系列丛}j。

在编修过程中，我们得到省、市有天领导的允分肯

定，受到了社会和传媒的广泛关注，《羊城晚报》、《广

州日报／／等报章先后×t我区编修村志1：作做了々题报道：

为了编好村忠，Ⅸ，厶办和镇、街的有关领导做了大量工

作；各村的领导亲力亲为，督促落实；编写人员辛勤笔

耕，数易其稿。为此，我代表区委、区政府对他ffJ敛以深

切的谢意．

让我们进一步发扬天河人“与时俱进，一马当先”的

开拓进取精神，齐心协力，肩负起历史的重托，认真做好

村志编修丁作，以无愧于先人，有功于来者。

广州I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区长郑圣凯
2003年2月17日



。⋯。蕊A

史学家说： “盛世修志”。2001年5月，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出

通知，要求区属各村编纂村志，并印发了《广州市天河区村志篇目》。根据天

河区地方志办公室的通知要求，我们沙东有利集团有限公司(原沙东村)立即

对编写沙东村村志的工作进行了研究和安排，并成立了《沙东村志》编纂领导

小组和编辑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一部比较全面地反映沙东村地理、政治、

经济、文化、风俗、人物等方面的《沙东村志》终于i_}j版了。

这是一件很有积极意义的事。

历史不断前进，社会日益发展。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城市发展不断

东移，特别是天河区加快了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区属许多村庄已逐步成了城

区。我们沙东村亦较早撤村改制，成立了沙东有利集团有限公司，原来的村民

成了城市居民，原来的村行政体制成了企业集团体制。在这种历史形势下，如

果我们不及时编写村志，那么若干年后村的历史就没人知道了。因此，编写村

志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编写《沙东村志》是我们沙东村一项精神文明建设工程。编写村志可以起

到“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村志的编纂出版，将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宝

贵的精神财富。同时通过编写村志，可积累资料，保存文献，总结经验，指导

工作，对村民进行村史教育，并为本村建设和管理提供真实而可资征信的依

据。

村志为地方志。志，记也。方志，即记一方之物土，是“一方之全书”。

《沙东村志》就是一部全面反映沙东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文化、风俗

等方面的地方志。所编内容，“兼具史地、注重人文，详今略古”，既有横断

面，又有纵切面。堪称为沙东村一部“百科全书”。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去粗求精，弃伪

存真的原则，以及严谨、慎重、科学的态度。沙东村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在

历史的长河中沙东村的历史不算长，但她与千年古村一样均经历了人间沧桑。

今天，我们要以史为鉴，发扬沙东村民艰苦创业、团结奋发的精神，与时俱

进，谱写三个文明建设的新篇章。

杨锦兴

2003年5月

(杨锦兴为广州市沙东有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沙东有利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沙东股份经济合作联社董事长、原沙东村民委员会主任)



一、记述范嗣，以现在沙东村}j政区域为主，为保持

历史的原貌，对历史j：柯管辖关系的一此霞要殳实，亦按

当时的区域记人本志二对行政Ⅸ域槭滟沙土fl的沙东新村，

亦作々节记述，

二、年代断限，上起清光绪年问，下至公Ji2000年术

为Ir个别地方可卜溯或下延。

二、本忠采』}J}已、述、志、传，I冬；I，丧等体裁，志为

f!体．采川尊1‘一-Z卸t，：构。

JJU、l 94941-10月1|J rI r华人民』I雨|114成矿腑、』I^；i弱：

建Ⅲ丽、建旧后 建同前Ⅳj止纪年』fJ。m』的传统纪年川I括

写法公厄纪年，建旧后JI J公／÷纪年 文中的“年代”足指

20II￡纪的年代； “小住”、“今” ·臌指2000』[-

五、本。＆叶]的“省”是指广东省， “『旷足指Jh州

Ifj， “区”是指人河I天， “{叶”足指沙尔村，“党”足指

r¨tI』I广：党， “川”是指肚I’i圳

，弋、本忠J昕川资料、图片基木来f7f本村存档、村民川

忆．实地史越．㈨县)忐{Iii抄．现场扪摄筲 除个}}I】。lJH

的罔片灌：明⋯处外，j e余均为小，占编辑嗣：人见拍摄，}|!：c／fi

汴}1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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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沙东村位于广州市老城区东北，地理坐标为北纬23009 7，东经113018 7。

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气候宜人，雨量充沛，

四季常青。村辖范围面积约6平方公里。村辖区域较广，村庄分散，东靠广

州军体院，与银河村及林和村接壤；南靠广州大道，与杨箕村接壤；西靠

西坑村，与登峰村接壤；北依白云山。沙东村的地质基岩是由抵抗风化力

强的坚硬块状变质岩和花岗岩组成，属于台地区。

沙东村虽然地域较广，自然村众多，但人口密度不大。1949年，沙东

村总户数为249户，总人VI为920人。建国后，沙东村人口发展有升有降。

从1952年开始，沙东村总人I：1突破1000多人。到1979年达到高峰，当年总

人VI为2100人。此后，由于征地招工，农业人口逐年下降，到1986年人口

普查时，沙东村总人口已下降到936人。至2000年，沙东村总人口为627人。

沙东村的建置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更。据有关史料记载，沙东村曾

先后归属番禺县、白云区、东山区、黄埔区、广州市郊区管辖。1985年5月

24日，天河区成立，沙河地区划归天河区管辖，原属广州市郊区沙河区管

辖的沙东村划归天河区沙河镇管辖。1995年，天河区成立沙东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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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属沙河镇管辖的沙东村，划归沙东街管辖。1999年4月，沙东村成立了广

州市沙东有利集团有限公司，但行政上仍归沙东街管辖。

沙东村行政上曾先后为沙东乡、沙东高级农业合作社、沙东大队、沙

东大队革命委员会、沙东村委员会、沙东有利集团有限公司等建置。

四

建国前，沙东村民靠务农、打工谋生，难求温饱。

在改革开放前，沙东村主要是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经济。在农业方面．

以种植水稻为主；还有种植蔬菜、花生、番薯、木薯等农作物，亦种竹子。

其中，吊丝丹竹笋为当地著名土特产。此外，还有养猪、养奶牛等畜牧业。

从1958年开始，沙东村已开始创办少量工副业。曾办过农械厂、电镀

磨光厂、砖瓦厂、皮鞋加工厂、畜牧场等。起初，这些小企业对发展沙东

村的经济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档次不高，而且污染环境，已于1986年

之前逐步淘汰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沙东村经济迅速发展。1984年，沙东村投资80

万元，在濂泉路建起了沙河镇第一个农贸市场——沙东农贸市场。紧接着，

沙东村根据本村耕地不断被征用及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实际。大力发展

第三产业。兴办了一批汽车保管站、农贸综合市场、酒店等企业，以及兴

建了一批综合大楼作为租赁业。至2000年，沙东有利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资

产已达到7亿元以上，利润达到6000多万元。人均年收入达N40091元，劳

动力年平均分配达N64169元。

五

1956年，沙东村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沙东村支部，当时有党员20名。

1999年7月，沙东村撤村改制，成立了沙东有利集团有限公司，原沙东村党

支部升格为党委(中共广州市沙东有利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兰i52000年，

沙东村有党员60多人。1953年，沙东村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

有团员17人。1999年7月，沙东村撤村改制后，沙东村团支部组建为沙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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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集团有限公司团委，有团员23人。1953年，沙东村成立了妇女会和民兵

组织。1999年7)1，沙东撤村改制成立了沙东有利集团有限公司后，随即成

立了工会。

建国后，沙东村经历了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清匪反霸、农业合作化、

人民公社、 “大跃进”、 “四清”、“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

．1一

／＼

建国前，沙东村没有公办学校，只有私塾，村民子弟入学率低。

建国后，国家重视教育事业。沙东村从50年代初开始，就办起了幼儿

园。沙东村重视教育，1996年，沙东村委会制定了《沙东村民子弟享受幼

儿入园、入学奖学金福利补充规定》，积极支持及奖励村民子弟入园、入

学。

在沙东村辖区内．广州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还先后办起了白云子弟

学校、沙河第一小学、天平架小学、四海小学、一二一中学、七十五中学、

沙东中学等一批中小学校。沙东村民子弟就读非常方便。沙东村委会还制

定了有关奖学金的规定，对考上小学、中学、大学的村民子弟，发放奖学

金。在80年代，沙东村基本上普及了初中教育，至90年代，基本上普及了

高中教育。

此外。沙东有利集团有限公司还注重成人教育，并办起了妇女业余学

校。至2000年12月止，已有101名职工参加了素质教育。同时，还鼓励职工

读大学、研究生班，进行继续教育，提高素质。

沙东村积极开展文化体育活动。曾先后组建文艺宣传队、粤曲私伙局、

醒狮队及文化室，开展拔河、篮球等体育活动。

沙东村辖区内，有刘氏家庙、冯如坠机标志、十九路军凇沪抗日阵亡

烈士陵园、新一军印缅抗日阵亡将士公墓、朱执信墓等文物古迹。

建国前，沙东村医疗卫生落后，村民健康没有保障。建国后，党和政

府重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1968年，沙东村办起了医疗卫生站，有了“赤

脚医生”，方便了村民看病就医。此后，沙东村又办起了合作医疗，而且随

着村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便民利民的医疗制度日臻完善。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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