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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鼠瑟麓鬻篡慧筹^息。他们披荆斩棘、历尽艰辛，开垦出富饶美丽的士地，造就『．●r 1

星罗棋布的村落，今天，随着广州经济的快速发慢和城市不断变
_

· ·，

篙篇篙雾纛≥翥黧三篡篡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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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留存?他仃J艰苦创业的传统如何代代继承?编修村志，正如区

邓4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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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计划在几年时间内将全区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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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Ⅸ羊城晚报》． Ⅸ广州日报》等报章先后对我区修村志工作做了多次专题报道。为了编好

村志，区志办和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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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代表区委、区政府对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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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做好村志编修工作，以无愧于先人，有功于来者。

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区长郑圣凯



国有史，村有志。方志乃经世致用辅

治之作，盛世修志，惠及后人。值此新 ．

『＼
千年之始，城市化步伐加快之际，为承前

启后，以史为鉴，编写《长滥村志》， ．

I舅嗲一_
是历史发展之必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i I‘

建设之必需。 Ⅸ长泣村志》是长：醴的一

部百科全书，是今人和后人研究长澎、

开发长溢、振兴长滥的资料宝库，其“资

政、存史、教化”的价值，必将在经济和

社会全面发展中显现出来。《长碰村志》

的问世，是我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果，

也是全体村民!E活；I一的‘什大‘缸，

长谦是一方灵秀所钟．文叫所毓的f：

地。她历史悠久，自然资源和物产丰富， 粱锦顺

文物古迹、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众多。索有“广卅I第一村”的飞鹅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就在长

滥村的飞鹅岭。飞鹅岭下，先民们筚路蓝缕，拓殖不息，使蛮荒之地澌成富庶之村。这方

土地，滋养和塑造了长溢人豪迈豁达，诚信谦恭、吃苦耐劳．敢拼敢赢的秉性，哺育；_}j了

灿若群星的英才俊彦。近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和革命先辈们在这方土地上探求真理，

前仆后继，可歌可泣。抗日战争时期，村民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团结一致，组成了

广东第一支农民抗日队伍——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长溢分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保家卫

国。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员们平整土地，艰辛劳作，

发扬了愚公移山精神，努力改变着家乡面貌。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这方古老土地更加

焕发出蓬勃生机，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在城市化的快车道上，长滥村经济社会面貌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先后荣获了“全国绿化造林千佳村”、 “广东省生态示范村”、 “广

州市小城镇建设样板工程”等光荣称号。一代长滥人正踔厉风发，开拓进取，努力把长

溢建设成为“经济发达、政治文明、民生宽裕、社会稳定”的幸福家园。

((长泣村志》是社会主义新方志，也是长滋村有史以来第一部村志。村志以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准绳，融长泣古今政治、经济、文化、人物于一书，集长滥历史与

现状，自然与社会于一册；以完备的体例、翔实的资料、求真存实的文风，横陈百科，



凡例

一、记述范围，以现长泣村行政区域为主，为保持历史的原貌，对历史上有管辖关

系的一些重要史实，亦按当时的区域记人本志。

二、年代断限，上限不限，下限一般至公元2000年，因内容需要可以下延。

三、体裁，采用述、志、传、图、表、录等，而以专志为主体。专志部分采用章节

结构。

四、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以前用当时的传统纪年并加括号注

明公元纪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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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10ff 14日广州解放前、后简称解放前、解放后。文中的“年代”是指20世纪的年代；

“现在”、“今”、“目前”指2000年。

五、本志的“省”是指广东省，“市”是指广州市，“村”是指长溢村， “党”是指中

国共产党， “团”是指共青团。

六、本志所用的资料、图片、基本来自本村存档、村民回忆，座谈纪要、实地丈量、

区(县)志摘抄、现场拍摄等，除个别引用的图片注明出处外，其余均为本村提供，概不

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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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长泣村位于广州市东北部，广汕公路东侧，东连岑村，南与五山街交

界，西接元岗村，北连华南植物园，属丘陵地带。2000年，长泣村面积9

平方公里，耕地374亩，有6个经济社，人口2391人，外来暂住人员6200

人。随着城市东扩，土地被征用，村民逐步“洗脚上田”，由第一产业转向

第二、第三产业。

长泣村历史悠久，素有“广州第一村”之称的飞鹅岭新石器时代遗址，

就在长泣村的飞鹅岭。据村中父老说，长溢村于宋朝末年，由黄姓开村。

黄姓人居住在村西坑头社，民国初年还有一些住宅遗址，现长泣村已无黄

姓后人居住。现今长滥村主要姓氏有梁姓、招姓、陈姓。梁姓粤平祖于明

朝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由今新会市小桥镇迁至长泣村居住。另一支梁

姓景茂祖于明朝天顺元年(1457年)由新浯镇土华村分枝到长泣村。招姓

祖先招禧于明朝正统十年(1445年)从南海县榕洲镇井深村迁至长泣村居

住。陈氏祖先陈宗安于明朝正统元年(1436年)入赘长泣村梁姓，以后开

枝散叶。今梁姓最多，有近二千人，招姓有一百多人，陈姓有数十人。

长滋村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早在清朝，就与车陂等十七乡联手，歼

灭经常来骚扰的水口贼。抗日战争时期，长泣村成立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并组成了广东第一支农民抗日队伍——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长溢分队，开

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初，抗日先锋队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封闭新

华社和营救爱国学生的行动。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中共地下党派莫福生到长泣村领导地下斗

争活动，在长溢革命群众的支持下，输送了一批党员干部到附近乡村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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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工作。1942年，中共番禺县委又派杨德元接替莫福生，以长泣村为基

地，组织发展抗El力量。1944年，梁明、梁传坤等同志参加东江纵队受训

半年，7月，回到长溢开展抗日救国斗争。是年，长滥村成立了中共党组

织。抗El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大规模进攻解放区，逮捕

共产党人。为掩护革命同志，长泣地下党建立联络站。在1947年5月的

“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中，长泣村掩护了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1949

年解放前夕，成立禺东人民解放委员会长溢分会，迎接解放军。1949年10

月14日，广州解放。长泣武工队及解放委员会成员配合解放军先头部队，

进驻沙河墟，接管旧政权。1993年，长滋村被广州市政府补划为抗El战争

革命根据地。

建国前，长溢以种水稻为主，蔬菜面积只占农作物面积的三分之一左

右。蔬菜一般以瓜豆类为主。早春以苦瓜、青瓜为主，多间种心薯、粉葛、

香芋等作物。夏季种植青豆角、白豆角、荷兰豆和少量叶菜。建国初仍然

保持以前的种植习惯。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逐步扩大蔬菜面积，转到

以叶菜为主。品种有菜心、白菜、芥兰、生菜、通菜、菠菜、花菜、椰菜、

绍菜、藤菜、苦瓜、青瓜、白瓜、节瓜、丝瓜、青豆、白豆、玉豆、荷兰

豆等二十多个。土特产有长滋粉葛和香芋。主要资源有石矿、河沙，现已

停止开采。

建国前，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特别是日军侵华时，村民更是处于水深

火热之中。解放后，分了田地，生活逐步好转。经过“大跃进”、人民公

社、经济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等艰难曲折的历程，迎来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后，长泣村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

生产积极性，村民生活迅速好转。可是有些村干部经不起改革开放的考验，

在经济上犯了错误，被免职。以土改老干部梁树新为首的领导班子吸取了

前任教训，廉洁奉公，增强办事的透明度。特别是在征地和工程招标等敏

感问题上，村委会成立了村工程监理小组，凡是征地款项，另设管理科目。

工程投标经过村委会集体讨论后，由工程监理签字才能批准，其他任何人

没有决定权。村里每项支出，如建幼儿园、老人怡乐园、文化娱乐活动中

心等，都要征得村民同意。到了年终，村财务支出报表要分送村妇联、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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