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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代以来，天河的先祖就在我们脚下这块土地匕

繁衍生息；他们披荆斩棘，历尽艰辛，开垦出富饶美丽的

土地，造就了星罗棋布的村落。今天，随着广州经济的快

速发展和城市不断变迁，高楼大厦、道路桥梁替代了菜田

稻海、祠堂村落，天河南传统型农村变成了现代化都

市——广州的中心城区。面对沧桑巨变，我们在为之振奋

的同时，是否想过，祖辈们千年的历史足迹如何永世留

存?他们艰苦创业的传统如何代代继承?编修村志，正如

阿
郑圣凯

区政协委员在提案中所指出的那样：是为了抢救“即将流逝和淹没的历史”，

“让这段历史永存于世”，是“刻不容缓”的大事，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无旁贷

的义务。

编修村志是当前我区一项重要的文化系统工程。2001年5月，区政府专门发

文，要求各村立即开展村志编修：【作，计划在几年时间内将全区28条村村志出版

齐全，形成天河区村志系列丛书。

在编修过程中，我们得到省、市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受到了社会和传媒的

广泛关注，《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先后对我区修村志工作做了专题报道。

为了编好村志，区志办和街的有关领导做了大量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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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代表区委、区政府，对你们致

以深切的谢意。

让我们进一步发扬天河人“与时俱进，一码当先”的开拓进取精神，齐D协

力，肩负趁历史的重托，认真做好村志编修_1：作，以无愧于先人，有功于来者。

郑圣凯(广州市天河区区长)

2003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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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息繁衍恩先祖，盛世修志泽后人。

村之修志，犹国之修史一样重要。鉴于此，我们渔沙

坦村委会积极投入人力和财力，编写村志。三年来，在天

河区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的指导下，经村志编辑部全体人

员的努力，一部比较全面反映渔沙坦村地理、政治、经

济、文化．风俗、人物等方面的《渔沙坦村志》终于出版

了。

《渔沙坦村志》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记载、反映了开村创业、繁衍生息及三个文明

建设真实情况。渔沙坦村地处广州东北郊山区，几百年

前，粤东客家陈、李、张、蓝、徐、黄、廖等姓，先后迁

徙至渔沙坦村开基创业。祖辈们刀耕火种，披荆斩棘，建

造房舍，开垦山田，繁衍后代。不管朝代更迭、时事变

迁，渔沙坦人站稳脚根，艰苦奋斗j。求得生存和发展。建

鬻爹第雩骘兰!竺冀_蜊娥了龇1：(，



第三，记载、反映了客家文化现象。渔沙坦村的村民，大都是从粤东迁徙

来的客家人。村多数姓氏的始祖，都在中原一带，因种种原因而陆续南迁。渔沙

坦村客家人有其独特的宗祠、民谣、民谚、山歌，以及特有的婚育、丧事等风俗

习惯。有些风俗习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复存在了，而有些直到今天仍保留了下

来。

《渔沙坦村志》就记载反映了上述这些“客家文化”现象。

第四，记载、反映了特有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渔沙坦村有10多个自然

村，这些自然村．基本上由某一姓氏宗族组成。这些姓氏宗族都建有宗祠。这些

人文景观，大多数保留了下来。渔沙坦村还有一个美丽的自然风光——筲箕窝水

库，周围山峦起伏，青松翠竹，湖水波光粼粼。

《渔沙坦村志》对上述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都有专题记述，而且图文

并茂。

总之，在编纂《渔沙坦村志》过程中，我们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

是、科学严谨的态度，力求全面而不芜杂、详尽而真实。

可以说，《渔沙坦村志》是村里的一部具有资料性、实用性的“小百科全

书”。我们要以史为鉴，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发扬客家人艰苦创业的优良传

统，不断进取，创造更加辉煌壮丽的事业!

裹≯鏊一：。 。．≯11：。1涟0≯删灞蓦黼月：璺厂一‘

畿氢厂一-b—&-耳r02+神辛—一I剐巴㈣；每I



凡 例

一、记述范围，以现在渔沙坦村行政区域为主。为保持历史的原貌，对历史

上有管辖关系的一些单位的重要史实，亦按当时的区域记入本志。

二、年代断限，上起清朝光绪年间，下至公元2004年末，个别地方可上溯或

下延。

三、本志采用记、述、志、传、图、表等体裁，志为主体，采用章节结构。

四、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建国前

历史纪年用传统纪年加括号注公元纪年。建国后用公元纪年。文中的“年代”是

指20世纪的年代； “现在”、“今”，是指2004年。

五、本志中的“省”是指广东省， “市”是指广州市， “区”是指天河区，

“村”是指渔沙坦行政村，“党”是指中国共产党， “团”是指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

六、本志所用资料、图片，基本来自本村存档、村民回忆、实地调查、区f县)

志摘抄、现场拍摄等。除个别引用的注明出处外，其余均不注明出处。

辫 霭锈Ⅵ鼋、每、膏上葛一一；瓣{{}

器}，{‘唧训渤≮豪～、一如一．{?嚣≮》磐参。季凄
鼍?一碰』ir。守F址舞可营tilj謦～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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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渔沙坦村地处广州市东北郊山区，建村已有300多年的历史。现在，渔

沙坦村总面积为12．39平方公里。辖12个自然村。据2000年人口普查，常

住人口3518人，外来人口4000多人。

渔沙坦村村民祖先，绝大部分是在明末清初，先后从粤东迁徙来的客

家人。主要有李、黄、陈、徐、廖、范、梁、张、曾、温、蓝等姓。他们

分别聚居在楼角村、黄屋村、水口村、旺岗村、廖屋村、剑咀村、张屋村、

犁头咀村、蓝屋村等自然村。

渔沙坦村行政隶属多次变更。建国前至1958年上半年，归番禺县管辖。

1958年下半年，归广州市郊区管辖。1959年下半年开始，划归广州畜牧场

管辖；1984年，由广州市郊区沙河镇代管；1994年，正式划归广州市天河

区沙河镇管辖；2002年，撤销沙河镇后，划归天河区凤凰街管辖。

行政建置亦随着年代的变迁不断变更。建国前为渔沙坦保；建国初期

为渔沙坦乡；农业合作化时期为渔沙坦高级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化时期

为渔沙坦农业大队；“文化大革命”时期为渔沙坦红旗大队；1981年起，又

恢复为渔沙坦农业大队；1985年起为渔沙坦乡；1994年起，为渔沙坦村；

2005年起，撤村改制为渔沙坦盛达实业有限公司。

撤村改制以前，渔沙坦村委会设有村委会办公室、计划生育办公室、

农业办公室、房建办公室、治保会、妇女会等行政职能部门。撤村改制后，

成为企业体制，成立董事会。下设办公室、工程部、经营部、治保部、财

务部等企业管理机构。

建国后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锻炼了一批渔沙坦乡“苦大仇深”的青

年积极分子。1953年土改复查结束后，这批积极分子纷纷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1954年9月，渔沙坦乡建立了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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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沙坦乡党支部建立以来，经历了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四清”、

“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等政治运动，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这些

政治运动中，总的来说，渔沙坦村党支部能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

路线和政策，但是也犯了些错误。

打倒“四人帮”以后，渔沙坦村党支部彻底肃清了极左思想路线，把

工作重点从狠抓阶级斗争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大力实践

改革开放。

渔沙坦党支部积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党员的政治素质不

断提高，队伍不断扩大。在改革开放中，村党支部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

渔沙坦党支部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积极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

想，在三个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渔沙坦团支部作为党的助手，团结村里的广大青年，积极投身于各项

工作。

渔沙坦村的妇女会、治保会、民兵等团体，组织机构健全，各自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

渔沙坦村，据1963年统计，有耕地面积1900亩；据2000年统计，有耕

地面积1600亩。

渔沙坦村素来以农业为主，直至80年代以后，才逐步发展工副业、商

业等非农业经济。

在农业生产方面，自90年代中期以来，已少种或不种水稻了，而主要

是落实广州市“菜篮子工程”，积极生产蔬菜。

1992年起渔沙坦村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95年初各自然村成立了

经济社，全村则成立了股份合作经济联社。

1995年以来，渔沙坦村的工副业才有了比较快的发展。至2003年，全

村各业总收入已达7813万元。

随着农村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及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渔沙坦村的商业

亦不断地发展。现在，渔沙坦村除了有村建的大型农贸综合市场外，还有

许多私营的商场、饭店等。

渔沙坦村除了建工业厂房外，还建学生公寓，以增加经济收入。2003

年，渔沙坦村的经济总收入达8346万元，纯收入2153万元，人均纯收人

69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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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渔沙坦村的经济不断发展，村民的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村容村貌日新月异。

建国前，渔沙坦村的土地绝大部分被公尝和地主霸占，村民只有少量

土地，挨饥受饿，民不聊生。

建国后，农民分到了土地，生活不断改善。到70年代，许多农民家里

都有了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等。至2004年，大多数村民都安装了空调、

电话，还购置了彩电、冰箱等电器，有的村民还买了汽车。退勤人员每月

有退休金，生活有保障。

许多村民都建了新宅。1997年，就有171户村民建了新房。2003年．

已有300多户村民乔迁新居。

随着村的集体经济不断发展，村委会投入近2000万元资金建设各项基

础设施。近几年来，先后修建了剑咀路、金鸡公路、渔东路、渔北路、渔

兴路、渔中路等。还投入1000多万元资金安装变压器，更换电线，解决了

村民用电的问题。村委会还投人900万元资金建水塔，拉水管，实施改水连

网工程，解决村民的饮水问题。

此外，渔沙坦村还投入100多万元资金兴建村中公园，绿化村道，美化

小学环境。

五

建国以来，渔沙坦村的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50年代末，就办起了

村卫生室；70年代初，又办起了村合作医疗，有了自己的“赤脚医生”(乡

村医生)；至1980年改革开放后，渔沙坦村的合作医疗制度不断的充实和完

善。现在，村民们可以到广州市内10多家医院就医，药费部分可以报销。

村民的健康有了保障。

渔沙坦村的文化教育事业也不断发展。现在，村里的幼儿可以到村内5

所幼儿园人托，98％以上的适龄儿童上了小学，实施了九年义务制教育。

2001年，天河区政府投入1500万元，沙河镇投入80万元，村投入162万

元，建了三幢教学楼及塑料跑道、运动场。渔沙坦小学成为天河区东北部

的一间样板小学。现在有37个课室，18个班，867名学生。

现在95％以上的小学毕业生都能升上初中。2004年，村有中学生540

名，大学生37名(其中本科11名，专科26名)。许多村民都接受了成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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