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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宋以来，灭河的先mj隗在我们脚下这块上地上繁

衍生息他们披荆斩棘，DjB艰丸开睦j}I富饶美丽的土

地，造就了星罗棋伽的村落 今天，随着广州经济的快速

发展和城市不断变迁，高楼大垣、道路桥梁替代了荣田稻

海、裥堂村落，灭河由传统型农村变成了现代化都市一

广州的中心城l天．面对沧桑巨变，我们在为之振奋的同

时，是否想过，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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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村志正如区政协委

员在提案中所指m的那样：足为r抢救“即将流逝和淹没

的历史”，“让这段历史永仔j：⋯’，是“刻不容缓”的
大事，是时代赋_f我们的责无旁贷的义务。

编修村志是!_前我Ⅸ·项匝要的文化系统T程。

2001年5月政府专门发文，要求各村立即开展村志编修工

作，计划在二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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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泛天注，《羊城晚报》、《广

州日报》先后对我区修村志I：作做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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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代表区委、区政府，对有关人员致以深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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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志编修丁作，以无愧于先人，有功于来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棠下彳；毛

“盛世修志”这是一句比较高雅的话。2001年初，天河区政府下发了《批

转(关于开展编写村志T作请示)的通知》，在广州天河区吹响了修志的号

角。

修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功在千秋的大事，编写村志也是抢救

“村史资料”的“救亡行动”。

《棠下村志》的编写是在天河区政府《通知》之后。修志者有的甚至是卷

起裤脚下田，挥起锄头种菜的地道农民。他们都没有编志的经验，甚至还“拿

起笔杆比锄重”，但在修志“号角”的驱动下，毅然拿起了笔去干“常人不敢

干的事业”，学人编村志。我佩服他们的勇气，也赞美他们的精神。

以史为鉴，可以明兴替。如果说借鉴历史可以治国的话，那么我们的后辈

是否也可以以史治村?

村志记述了过去村中发生过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上各阶段的

状况。此中有欢笑，也有跟泪；有经验，也有教训。成功的令人自豪，奋发向

上；失败的可以作为借鉴，令后来者可以绕过暗礁，避开过去的尴尬。我相

信，善于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棠下人，一定镱善用历史，开拓进取，创造更美
好的宏业。

进入新世纪之后，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市，除了在经济上继续充当领

头羊角色外，在城市改造和建设中也走在前列。当前改造“城中村”的呼声越

喊越响，随着近郊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城中村”即将成为历史。等到改

造的鼓声一响， “棠下村”这个名字恐怕就要在地图上消失了，那时棠下的一

切就要成为历史。而村志的编写，正及时地成了抢救“村史资料”的行动，这

是功在千秋的美事。

《棠下村志》是棠下村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地方全志，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

了棠下村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的历史，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历代祖先创业的

坎坷和艰辛，又如实地反映了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繁荣与幸福。它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编排合理，贴近民意，并按广州市天河区地方志办公室

颁发的《广州市天河区村志编目》和行文通则的有关规定编写，具有一定的

“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

感谢上级领导和当今棠下村的领导，感谢本书的编者，为我们棠下人留下

如此难得的瑰宝，愿棠下村的历史留在读者心中!

原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
原棠下大队党支部书记钟叙本

2002年8月



多氧 棠下

一、记述范嗣，以现在棠下村的行政K域为主。但

因历史上本村的范恫有过变动(J 953年前棠下含现在棠

下、棠东两个行政村J，故对一螳甄要史实仍按当时区域iL

人本志，以保持历史原貌．而有螳已明确属于棠东的人、

事，本志不再录入

二：、年代断限，上限一般为l 260年f南宋理宗景定J÷

年、庚中年J．下限一般为2000年。对某螳粤物的记述，按

需要可超⋯断限一

i，体裁，采J{_fjj坐、}己、々志、传、冈、表等，以t；-

志为主体。

四、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以前

用传统年号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j 1949年10YJ 1日r”华人

民共和同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文中的“年

代”是指20世纪的年代； “现在”、 “今”一般指2000

年。



概 述

概述 ·1·

“棠下”，一个很普通的村名，仅是原广州市郊区就有3个。本志记述的

“棠下”，曾隶属番禺县，建国后划入广州市郊区，现在属天河区，距离新的广

州市中心仅四五公里。

棠下村，在地图上的坐标是东经113—6，北纬2308’。东与棠东村相邻，南

抵珠江岸边，西到程界坑与程界村相望，北以岑村大坑为界，总面积约6平方

公里，包括达善、上社、新墟3个自然村。

棠下所在的地区古为百越地。秦始皇统一岭南设南海郡，郡治在番禺

(即今广州)，棠下也属番禺管辖。棠下开村于南宋初年，距今八百多年。最

早的村民是钱氏和白氏。到了南宋度宗年间(1266年)，又有钟姓的人迁居棠

下，后来潘姓和梁姓的人再陆续迁入，棠下开始步人兴旺和发展的时期。经

过八百余年的繁衍生息，棠下已经成为有六七千人的大村了。

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建国前，棠下经济以农

业为主，主产蔬菜和稻谷，是广州市重要的蔬菜供应基地之一。

棠下历史悠久，人文郁盛，古迹众多。明清时期曾出过两名举人，八名秀

才，建有祠堂、庙宇三十余间，现在还有一部分保存下来。如1958年毛泽东主

席视察棠下时参观过并在那里举行“六级干部会议”的前棠下农业社旧址

——湛川祖祠，毛主席参观过的种子仓库——龙葵钟公祠，至今都还保留下

来。儒林里的明代钟氏祠堂群的规模也是广州地区少见的。棠下、车陂两乡

人民共同协作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陂头拦河大坝至今雄风仍在。

棠下人爱家乡、爱祖国，有着光荣的历史传统：

清朝同治四年(1865年)，水12山贼作乱，遗祸乡里。棠下人协同附近十

八乡的村民围剿山贼，取得了胜利，确保了家园的平安。

民国14年(1925年)，滇桂军阀趁黄埔学生军东征陈炯明，广州空虚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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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动叛乱。棠下人又协助回师平叛的国民革命军，向叛军发动进攻，取得

平叛的胜利，获赠“佑我家邦”的横衽(锦旗)。

日本侵华期间，棠下被杀害的村民有40余人①，但棠下人并没有被吓倒。

1944年，当盟军飞机袭击天河机场日军时，一美国飞机坠毁，飞行员跳伞后，

棠下村民不避艰险，将其救获，并转送归队。临行，飞行员赠军刀留念。抗战

胜利后，联合国国际善后救济总署捐赠大米和拨出专款，帮助棠下兴建石仁

窿湖，作为酬谢。而记载着这一闪耀着国际主义精神和中美情谊的石碑，至

今还屹立在上社花园里。

建国后，棠下农民翻身做主人。土改后不久，9户贫农自动组织了初级

社，之后棠下人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生产蒸蒸日上。虽然连续遇到虫

害、天旱、霜冻等自然灾害，但仍能夺得一个个丰收o 1956年，棠下农业社被

国家农业部授予“爱国丰产奖”奖状，社长钟叙本荣获“爱国丰产奖奖章”，农

科带头人钟文炳获省人民政府授予“特等劳动模范”称号，农业社养猪场被全

国妇联命名为“三八养猪场”，兽医樊惠心被评为“养猪能手”和“省劳动模

范”。

多年来，棠下人民除了接待过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

视察外，还接待过朝鲜首相金El成等几十批外国贵宾，为祖国增添了荣誉，为

社会作出了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棠下人注意维护安定团结，率先实现革命大联合，狠

抓蔬菜生产，为保障城市人民生活服务。棠下村党支部书记钟叙本被委任为

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而且一当就是13年。

在计划经济时期，棠下人坚持“为城市服务”的方针，每年为城市提供十

余万担优质蔬菜，交售生猪四五千头，广州市近半市场都有棠下供应的蔬菜，

成为全市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在遇到高温多雨、台风、低温等季节，棠下人

仍千方百计满足城市人的需要，年年受到市政府和郊区政府的表扬和奖励。

改革开放后，棠下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顺应历史潮流，在体制

上、经济上大胆改革创新，在新的形势下再立新功。1994年，全村经济收入超过

2亿元，此后连年递增。1998年，获全省乡镇企业百强村称号。2000年，全村经

① 《天河文史))1996、3，总5。苏贯《日寇在东圃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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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总收入和集体经济积累分别达到4亿余元，年人均分配达到1．25万元。

在实现物质文明，逐步由小康步人富裕之门的同时，棠下人亦狠抓环境

改造和精神文明建设。

棠下村旧村基本完成了旧房改建新房的转变，又新辟了一些山头和不适

合耕作的五边地，兴建居民新村。1995年，又开始实施集资建房的新举措。

到2000年，共兴建了20处共75幢的9层社员公寓，解决了住房不足的困难。

全村的街道实现了水泥化、暗渠化、路灯化，社员的居住环境大大改善，被广

州市政府评为卫生村和市文明单位。

棠下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实行科技兴村、文化兴村。除了大力引进和

聘请高科技人才，兴办高科技实业之外，还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近十年

来，共投入二千余万元对棠下小学进行改造。1999年，棠下小学成为市一级

学校，2001年又跃升为省一级学校。

近几年来，棠下村又响应天河区的号召，对青年村民进行素质培训。到

2000年，全村取得高中学历文凭的人数占全村总人数的23．9％，大专毕业人

数占全村总人数的3．16％，本科毕业生占1．34％。

此外，棠下小学与韶山小学结为友好学校，棠下人还捐资20万元，支持韶

山希望小学教学楼的建设，为韶山的建设作出贡献。

回顾建国以来，棠下久盛不衰o 1994年，棠下党总支曾归纳过三条经验：

一是实行民主参政、议政制度，充分发挥党员和广大社员群众的主人翁

意识，爱棠下，建棠下。二是坚持中心组的学习制度，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核

心。三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确保集体经济的主导地位，做到“生有所优、幼

有所育、少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贫有所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优势o

1985年，随着城市向东扩展，广州市东郊成立天河区，棠下村也划归天河

区管辖。由于城市建设迅速，棠下的土地被大量征用，棠下的经济结构也逐

步由农业型转向综合型。非农业性收人大大超过了农业收入，大部分农民也

洗脚上田，投入了其他行业o 1997年，棠下街成立，棠下村也由东圃镇管辖改

为棠下街管辖o 1999年，棠下村委会的机构改为棠下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这

时候的棠下已经成为“城中村”，被政府纳入旧村改造的范围。棠下村不久将

会消失，但历史将永远留下棠下村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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