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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民政志

序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编修第

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则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之后，贯彻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盛

世修志”之举，国家将修志事业列入“七五”计划

重点项目，已成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

汕头，昔是“十口通商”旧埠，今为经济特区

新城，在汕头经济特区扩大范围之后，作为《汕

头市志》组成部分的《汕头市民政志》的出版，更

具有其深远的意义。

根据汕头市人民政府编修地方志的文件指

示，我局于1987年6月，抽调各科室业务骨干

成立《汕头市民政志》编纂办公室，集中办公，在

我局党组的领导下和市地方志办公室三次上门

讲授业务课及经常给予指导修改的具体帮助

下，参加编写《汕头市民政志》的全体同志无不

满怀信心，全力以赴投入修志工作。同志们发扬

既分工又合作的大协作精神，置个人种种困难

于不顾，连续四个多月战酷暑，每天坚持连干

10多个小时，搜集了数百万字的档案资料，在

严格考证、饰选整理和动笔编写过程，达到废寝

●马希民

忘餐的地步。是年10月基本完成初稿，分别打

印上报和广泛征求意见，经反馈老领导和各方

面的意见后，再经两次校正谬误、补充修改，此

次付梓前，再作最后的统稿理顺，整个时间跨度

前后达五年之久。

民政工作历来是政府行使社会行政管理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编写《汕头市民政志》

的首要任务，要求能够如实地反映潮汕历代民

政工作的概貌，从而让读者能够了解不同时代

不同性质的社会行政管理，并力求体现民政事

业的特征与汕头的地方特色，起到“存史、资治、

教化”的功能。

由于民政事业的内容涉及面广且很复杂，

政策性强时间跨度甚长，还受到资料匮缺和缺

乏修志经验等因素的制约，错漏很难避免。因

此，热诚希望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同仁及广大

读者不吝赐教，使之不断完善。也希望汕头市民

政系统的全体同志，在深化改革的形势下，不断

开拓前进，用实际行动来谱写《汕头市民政志》

的新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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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民政志

凡 例

一、指导思想：坚持马列主义唯物辨证基本

观点，坚持四项原则；

二、体例体裁：置慨述、大事记、章节、人物

传、附录五大部类；文字表述用语体文；章节设

三个层次，共14章54节；

三、内容选材：严考证、求翔实丰富，掌握

“详今略古”原则；

四、纪年方法：除大书记采t}}J公元纪年加注

纪事本末编年体外，其它部类解放前列朝代年

2

号注公元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五、编志地域：编大市志，1983年地市合并

之前称潮汕或汕头地(专)区，之后称汕头市；

六、编志断限：上限不枸，下限断至1991年

12月；

七、“烈士褒杨”章，据广东省民政厅编印成

专册《英名录》略记革命烈士英名；

八、数字用法：执行1987年1日起实行的

《关于出版物七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J



汕头民政志

秦至明代

大 事 记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

派兵守五岭，置桂林、象、南海三郡，潮

汕地区属南海郡辖地。

公元前111年(汉元鼎六年)

置揭阳县，隶南海郡。

。 公元331年(晋咸和六年)

分南海郡立东官郡，潮汕地区隶东官郡。析

揭阳为海阳(今潮州市)绥安(今福建漳浦)，

海宁(今惠来西部)潮阳四县。

公元413年(晋义熙九年)

分东官郡立义安郡，义安郡辖海阳、潮阳、

绥安、海宁和新设的义招(今大埔)五县。

公元590年(隋开皇十年)

罢义安郡，撤海阳县。在义安郡治所置义

安县，隶循州。

公元591年(隋开皇十一年)

福州长史唐循忠，奏请在潮州、福州、虔

州之间增置汀州。 ．

公元945年(唐乾和三年)

置敬州，领程乡县。

公元1121年(宋宣和三年)

割海阳之永宁、崇义、延德三乡置揭阳县。

公元1138年(宋绍兴八年)

从海阳割辖地，复置潮阳、揭阳二县，是

为“三阳”。

公元1295年(元贞元年)

梅州自元初直属广东道宣慰使司，是年改

隶潮州路。

公元1304年(元大德八年)

9月，飓风袭潮州，海水内溢，溺死多人。

政府给救灾粮两个月。

公元1317年(元延佑四年)

10月，潮州路所属梅州，复隶广东道宣慰

司。 ，

改义安郡为潮州，辖义安、绥安、海宁、潮

阳、义昭、程乡6县。

。 公元607年(隋大业三年弘 县，

撤潮州，恢复义安郡。

公元621年(唐武德四年)

复置潮州。

公元686年(武后垂拱二年)

岭南行军总管陈元光，奏请在泉州、潮州 方，

之间再置一州。结果增置漳州。

公元733年(唐开元二十一年)

公元1324年(元泰定元年)

2月，潮州路饥荒，政府发赈济。

公元1369年(明洪武二年)

改潮州路为潮州府，四月废梅州改为程乡

隶潮州府。

公元1372年(明洪武五年) ，

诏各郡县设立孤老院。 ．

公元1387年(明洪武二十年)

汤和受命经略海上，以南澳为匪盗出没地

是年决定迁徒澳民入内地。

公元1404年(明永乐二年)

原徒内地澳民拨回南澳耕种。

3



汕头民政志

公元1409年(明永乐七年)

南澳为倭寇占据，澳民迁入苏湾圩。

公元1477年(明成化十三年)

10月，以海阳县三饶地氍饶平县

公元1524年(明嘉靖五年)

10月，以潮阳县的惠来都静惠来县。

公元1526年(明意靖五年)

析饶平县港洲、清远两都置大埔县。

公元1563年(明麝靖四卜二年)

置澄海、普宁两县。普宁初设县，寄居贵

屿民舍。

清代时期

公元1661年(顺治十八年)

5月，平南王尚可喜同总督李栖风踏勘滨

海地带，自番禺到惠、潮与福建交界分水岭。是

年奉旨进行迁界。

公元1662年(康熙元年)

郑成功在沿海活动频繁，清大臣苏纳海、鳌

拜提议在沿海建墩台守御，徒民内地。清廷令

吏部待郎科尔坤等巡勘潮属濒海六里，筑小堤

为界，建墩台73座，徒民入内地25公里。

公元1663年(康熙二年)

2月，镇海六将军王国光察视迁界。

8月，待郎硕图固山伊里布，总督卢崇峻巡

视边界并竖旗作标帜。

11月，驻南澳郑成功部将杜辉兄弟降清，

清政府决定将南澳居民徒入内地。

是年，待郎科尔坤勘明潮州沿海蛋民，决

定全部徒入内地，将田园房屋尽行拆毁。 ．

清政府准广东迁移沿海田地无征银米悉予

豁除。

公元1664年(康熙三年)

3月，遣吏部尚书伊里布等再巡海界，决定

4

再徒入内地25垦。海阳迁去龙溪、上莆、东莆、

南桂四都，秋溪、江东、水南三郡之半；潮阳

迁去直浦、竹山、招收、砂浦、隆井五都，附

郭、峡山，举练三都之半；揭阳迁去地美一都。

桃山半都；饶平迁去隆眼、宣化、信宁三都；惠

来迁玄大坭、隆井二都，惠来、酉头、龙溪三

都之半；澄海迁去上外、中外、下外、蓬州、鳄

浦、鲍江六都，仅存苏湾一都。并增筑墩台84

座。

8月，征南将军王国光督师进剿抗拒迁界

而叛清的惠来苏利等。

是岁潮属苦旱饥荒，饿殍载道，自寻死者

多为被迁徒的沿海居民。也有成群逃荒到江西

建昌、南安府的，逃出而能四乡者很少。

公元1666年(康熙五年)

清延决定将仪存的苏湾都归并海阳县。澄

海县被裁撤。

公元1668年(康熙七年)

是年广东巡抚王来任巡视边海，见流民颠

沛，于正月十三日病危时遗疏奏请速裁粤东兵，

展复迁界，招来迁民复业耕种与煎晒盐业，以

苏民困。

公元1669年(康熙八年)

2月，康熙阅王来任遗疏，遣都统狄堪等，

带兵由惠州经揭阳之桃山巡勘，并奏准裁撤二

路水师与饶镇兵制，展复界地，准迁民复业。

3月，恢复澄海县建制。

同年，允许迁徒澳民回归复业，下海采捕。

公元1732年(雍正十年)

5月，奉诏设粤闽南澳海防同知。从饶平割

隆澳、深澳，从诏安割云澳、青澳设南澳厅。至

翌年，南澳同知徐慎才到任。

公元1733年(雍正十一年)

从潮州割出所属程乡、镇平、平远三县，从

惠州割出兴宁、长乐二县合置嘉应州。

公元1737年(乾隆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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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户部准广东增加孤贫口粮，每名每年

给银三两六钱，遇润加增。

公元1738年(乾隆三年)

粤督鄂弥过至潮州视察，认为海阳的丰收

都距县城太远。故奏准从揭阳、大埔和嘉应州

割出一些地方，置丰顺县。

公元1799年(嘉庆四年)

10月，命编查保甲。

公元1814年(嘉庆十九年)

御史申启贤奏请严禁赌博，以靖民风，着

令民间赛社庙会，不得设立赌栅。

公元1822年(道光二年)

正月，对广东械斗积弊，严行申禁。

公元1830年，(道光十年)

6月，颁布查禁内地行销鸦片章程。

公元1838年(道光十八年)

英国双桅船运鸦片停泊南澳，转售漳、潮

内地，经镇兵驱逐才离去。翌年春，又有英国

船数只，到长山尾停泊，南澳镇兵随时驱逐，可

是英国运鸦片船去而复来。当时钦差大臣林则

徐，粤督徐延桢，责成英国领事义律，将停泊

在南澳的船一概招回，并呈缴船中鸦片烟土。林

则徐还对查驱不力的南澳镇总兵沈镇邦、海门

参将谢国泰，分别给予降职、撤职处分。

公元1839年(道光十九年)

5月，颁布禁鸦片章程39条。 ．

公元1852年(咸丰二年)

海阳潘刘堤决口，揭阳桃山、地美均成泽

国。翌年6月海阳南厢潘刘堤冲崩百余丈，同

年11月清政府给部分地区灾民生活和住房救

济。

7公元1885年(光绪十二年)

’8月，大水为害。秋溪乌藤堤崩40多丈。12

月，清政府对潮州灾民进行赈济。

公元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澄海入吴创志在汕头首创同济善堂。

公元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由热心公益事业的团体、人士及旅外侨胞

捐款筹建存心善堂。此后，陆续建办了延寿、诚

敬、合敬、慈爱、诚心养莲等善堂(社)和孤

儿院。并联合设立汕头慈善救济联合办事处。

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春旱至4月，米价腾贵，米荒之后，鼠疫

流行。延续数年，至1902年春旱饥荒，郡城因

疫而死两、三万人。
’

公元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6月，开办烟膏捐。省城设光兴总公司。汕

头设潮嘉分局。后改为办熟膏牌费，由恒济公

司承办， ‘

公元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

清政府推行“新法”，汕头成立自治研究会，

杨源被推为会长。

公元1909年，成立汕头镇自治议事会，推

肖秋南、吴子奇为正副议长。同年春，广东筹

备宪政，设咨议局，各县分区选举咨议员。

是年冬，各县设立自治事务所。

公元1911年(宣统三年)

4月，潮属海阳、澄海、龙溪、南桂、上莆、

东厢、达濠、玉峡、汕头、黄岗等26处同时筹

办自治分划区域，成立自治研究所。

民国时期

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下简称民

国)

7月，广东省都督府通令；各县设临时县议

会；改各县民政长为县知事；改南澳厅为南澳

县。

10月15日，汕头普选登记结束，6万汕头

居民中，仅有600人取得登记投票权，潮汕地

区选入众议院的4个议员，均同盟会会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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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14年(民国三年)

1月，设潮循道，撤县议会，改海阳县为潮

安县。

10月，将福建省管辖的云澳、青澳划归广

东管辖。

公元1917年(民国六年)

7月8日，孙中山离泸回粤主持护法。

广东省长朱庆澜表示欢迎孙中山来粤主持

大计。7月10日孙中山率应端、海琛两军舰自

泸抵汕，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前往迎接。

公元1918年(民国七年)

2月13日下午2时30分，汕头发生大地

震，压死二百多人，重伤三百多人，轻伤五百

余人。后连续小震百余天，潮安、普宁、饶平

等县均受损失。灾后，一些慈善团体施棺赠葬、

施医赠药进行救济。

公元1920年(民国九年)

8月1日，桂系岑春煊令军队进攻福建粤

军，8月20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奉孙中山之

命，在福建漳州公园举行讨伐桂系誓师大会。

8月19日，粤军右路指挥许崇智部攻占梅

县，中路叶举部攻入潮州，桂系潮梅镇守使刘

志陆败走。20日粤军左路邓铿攻占汕头。29日

粤军克广州。岑春煊、陆荣迁的军政府瓦解，9

月7日粤军平定潮汕，委任姚雨平为潮汕卫戍

司令。裁撤潮梅镇守使，任洪兆麟为潮梅善后

处长。

9月22日，孙中山派蒋介石赴汕头、协助

讨伐桂系，10月5日，蒋介石抵汕头，6日蒋

参加入粤军右翼军赴潮安。

11月8日，驻漳州浙军陈肇英部，乘粤军

西追桂军潮汕空虚之机。入侵汕头。粤军留守

汕头部队与浙军巷战后败退鸵石，陈肇英入据

汕头。陈炯明急派敢死队星夜回汕，暗令臧致

平夹击。陈肇英部腹背受敌败走。

12月6日，广东省令裁潮循道尹，停止征

6

收潮梅各属旧粮，并严禁烟赌。是年冬，孙中

山亲临汕头检阅军队，后与胡汉民、姚雨平同

赴淞口。

公元1921年(民国十年)

3月，汕头市与澄海分治，设市政厅，下设

六局。王雨若任市政厅长。

4月，省颁令实行民选县长及选举县议会

议员，至11月，选出各县县长：潮安陈友云；

潮阳陈坚夫；饶平陈秉元；揭阳林育；普宁张

五云；惠来郑宗祭；大埔张煊；澄海李鉴渊；丰

顺张之壁。

公元1922年(民国十一年)

8月2日夜至3日晨，潮汕发生大风海潮

灾，澄海、饶平、揭阳、潮阳、南澳、惠来、汕

头等县(市)受淹，受灾最重的澄海外沙乡，全

村人畜均被淹没，全潮汕受灾死亡三万四千五

百人。灾后，汕头成立赈灾办事处，各县设救

灾公所。民国总统黎元洪拨出5万银元赈灾，派

特使赖禧国抵汕慰问。旅泰侨胞成立暹罗潮汕

飓风海潮赈灾会。捐泰币25万株，推许少峰抵

汕助赈，在韩堤路建赈灾纪念亭。后香港东华

医院、旅港潮州八邑商会、潮港华商总会和越

南侨胞相继捐献60万银元，推举总代表王少瑜

抵汕施赈，事后在旅港潮州八邑商会附设的义

务小学立赈灾纪念碑。

公元1923年(民国十二年)12月，彭湃在

汕头市荣庆里9号成立惠潮梅农会筹备处。加

入惠潮梅农会有海丰、陆丰、惠阳、紫金、普

宁、惠来、澄海、潮阳、潮安、五华10县，并

向当时潮梅总指挥部立案。

公元1924年(民国十三年)

2月9日，陈炯明出卖潮梅知事(县长)职，

分三等：肥缺4万元，次者3万元，第三等2万

元。

公元1925年(民国十四年)

2月，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一次东征，讨伐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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炯明。黄埔军校二个教导团和粤军组成的右路

军，主要领导人有周恩来、叶剑英、彭湃等。2

月28日抵海丰县。3月7日至潮安，后挺进汕

头：

3月3日，东征联军右路许济旅及黄埔军

校教导一、二团追击至里湖附近与洪兆麟部李

云复遭遇激战，当地农民助战，洪军大败。同

日，海丰全县三万多农民举行欢迎东征军大会，

革命军宣布没收逆产，主张取消苛捐杂税，3月

7日，张明达师占领汕头，许济旅占领潮安，洪

兆麟部向闽粤边境退却，3月21日，东征军部

分队伍离汕返穗，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10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5日

发布告，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政治部

主任。11月4日周恩来率政治部人员入汕。汕

头市四万多群众夹道欢迎，8日上午各学校和

工会于审判厅前举行群众大会欢迎东征军。16

日，汕头各界举行庆祝国民革命军东征胜利大

会。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在潮安县城设“黄埔

军官学校潮州分校”，校长何应钦。

11月22日，周恩来受国民革命政府任命

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统辖惠(州)潮(州)梅

(州)所属县、市。

公元1926年(民国十五年)

1月16日，汕头各界一万余人集会，反对

日本出兵满州，抗议日人凶殴艇夫。国民革命

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讲，．

号召一致对外，打倒帝国主义。会后游行。

2月16日，中共海陆丰地方委员会；在龙

溪畔菜墟埔召开农民祝捷大会。彭湃致开幕词，

号召打倒帝国主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

立真民主政权。2月22日，周恩来在汕头市外

马路90号主持召开东江各属行政大会，潮、梅、

海陆丰各属行政长官及人民团体代表124人出

席。通过议案93件及宣言，于3月3日闭幕。

公元1927年(民国十六年)

4月15日，汕头代理潮梅警备司令罗权奉

蒋介石密令，于是晚10时许紧急戒严，断绝水

陆交通，搜捕共产党员。

16日，中共汕头地委与潮安县撤上桑浦

山，驻青岚。同日，中共汕头地委和澄海部委

在组织澄海县几千农民暴动后，率200多人上

山坚持武装斗争。后与潮安、南澳、饶平的共

产党组织一起创建潮澄饶澳革命根据地，建立

中央潮澄澳和潮澄饶边界县委。

4月下旬，遵照中共广东区委指示，成立中

共东江特别委员会，以彭湃、郭瘦真、杨石魂、

林姓、李彬、张善铭、何发逖等7人为委员。

9月18日，南昌起义军贺龙部攻入大埔，

由朱德率第九军教导团和第十一军二十五师扼

守三河坝，总指挥部率主力向潮汕挺进，在三

河坝、留隍间击退潮梅警备司令王俊部四个团。

23日克潮安，王俊部向汤坑退却，农军千余人

入据汕头市，24日起义军先头部队进入汕头，

成立汕头市革命委员会，以赖先声为市政委员

长，郭沫若为交涉使，李立三为公安局长(徐

光英代)。并留驻潮州、汕头七天，后称“潮汕

七日红”。

南昌起义军入汕后，接收“岭东民国日

报”改名“革命日报”26日，起义军总部在牛

屠地(月眉桥前)召开群众大会，周恩来、叶

挺等和群众见面并作演讲。

是年冬，彭湃和南昌起义部队入潮留下干

部及普宁农民武装力量，在普宁、潮阳、惠来

三县交界处，建立大南山革命根据地。翌年2月

中旬，在普宁县成立苏维埃政权。

公元1928年(民国十七年)

1月5日，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在红场举行

群众大会，欢迎由叶镛、袁国平、徐向前率领

的广州起义部分队伍红四师到达海城。彭湃在

会上发表演说。

3月14日，彭湃和红四师副师长兼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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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率红二、四师和潮、普、惠地方武装近

10万人两次攻克惠来县城。国民党十一军二十

六师七十六团颜鼎成部退守城中五日后乘夜突

围出城，彭湃遂率部入城，并于苗海村建立惠

来县苏维埃政府。5月11日，彭湃在大南山林

樟乡主持召开潮、普、惠三县县委联席会议。成

立三县暴动委员会。彭湃、林国英、黄符等15

人为委员。决定建立红五师、进行土地革命和

整顿、发展党的组织。

7月18日，汕头市政府遵照广东省民政厅

关于严禁买卖人口的决定，下令查禁买卖人口

及颁布惩罚条例。

公元1929年(民国十八年)

4月1日，国民党潮普惠武装部队300多

人向大南山苏区进攻，被刘明合领导的工农武

装击退。4月2日，五华、丰顺、兴宁国民党武

装部队600余人分四路进攻八乡山，被占大存、

李斌率领红军和赤卫队击退。被称为。八乡山

第一仗”。

同年，汕头市人口统计125173人，省府以

汕头市人口有增加咨请内政备案。

公元1930(民国十九年)

5月1日，共产党领导的东江地区第一次

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丰顺县八乡山滩下庄野屋召

开。通过关于没收与分配土地、取消国民党政

府的一切捐税、取销田契及债约、禁止买卖婚

姻和提倡婚姻自由及社会法令等民主选举东江

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选陈魁亚为主席，古

大存为副主席。

秋冬间，在周恩来亲自组织指导下。建立

一条由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青

溪——永定进入中央苏区的红色交通线。一直

坚持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先后从这条

交通线入中央苏区的有刘少奇、周恩来、叶剑

英、邓小平、陈云、邓颖超、刘伯承、博古、左

权、项英、任弼时、聂荣臻、何叔衡、李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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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0多人，并运入一批急需物资。

lo月一11月初，李富春、邓发到大南山传

达党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撤销东江各级行

委，召开中共闽粤赣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成

立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别委员会，选邓发为书记。

11月，共产党领导的潮普惠第一次工农兵

代表大会在大南山召开，决定成立中共潮普惠

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东江苏维埃和东江军委

均先后转移到大南山。11月25日，第一次国务

议会决议汕汕暂设市，隶属广东省政府。

公元1931年(民国二十年)

12月22日，汕头市市长发布查禁贩售吸

食红丸办法，告令市民，凡鸦片代用品的红丸，

不得贩售吸食。

是年，县政权设置民政、财政、教育、建

设四个科。县派出机构设区(镇)公所，下设

乡，以下设保甲。10户为甲，10甲为保、10保

为乡，称保甲制。至1940年，各县政府始设八

个科，民政乃为第一科。

公元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1月，广东省政府实行分区，设东区绥靖公

署，公署开始设潮安县，3月移汕头市。

是年，市政府令公安局执行办理乡、区嫁

娶登记及禁止买卖幼孩等。

公元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红军潮澄揭第一中队在澄海下蓬官埭活

动，为国民党军队李驯部包围，除10余人突围

外，余均壮烈牺牲。

同年12月．30日，中共汕头市委和东江特

委通讯处因叛徒出卖遭破坏，被捕30多人。陈

府州、林大光、徐渭川等人被杀害。解放后，在

该处立革命烈士纪念碑。

公元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4月22日，潮普惠县苏维埃发出《红军及

工农武装优抚条例》。

7月，汕头市政府奉省民政厅令，改定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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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界线，东至新港海坦、北至华坞，西至浔洄

山，南至对海鸵石山，会同澄海县政府树碑立

定界线。

8月，中共潮澄澳县委在饶平坪山召开扩

大会议，决定潮澄澳县委改为潮澄饶县委、陈

胜信任县委书记。

11月，潮澄饶县革命委员会在浮风区成

立，陈耀潮任主席。到1935年初，潮澄饶县委

成立分田委员会，在浮风区一带重新开展分田

工作，并在各乡成立苏维埃政权。

公元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 2月20日，汕头市市立医院成立戒烟所，

令烟民前往该所戒烟，以肃清烟毒。6月，国民

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各县设立忠烈祠办

法》，到1940年，行政院颁布《抗敌殉难忠烈

官民祠祀及建纪念坊碑办法大纲》，宣布军事委

员会颁布的办法同时废止。1946年8月统计，

全区谨潮阳、普宁、丰顺、饶平、惠来和南山

管理局设立忠烈祠。

同月，中国共产党南委批准中共韩江工委

成立，李平为书记。中共潮汕党组织恢复活动。

8月2日，潮汕遭飓风暴雨袭击，沿海各县

多处崩堤围和倒屋，南澳遇难渔船四十多条。汕

头市与各县水、陆交通中断。

10月16日，国民政府裁撤东区绥靖委员，

另设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任胡汉铭为专员，辖

潮安、潮阳、揭阳、澄海、饶平、惠来、普宁、

丰顺、南澳、汕头、南山。以前属潮州的大埔

改属第六行政督察区。

11月3日，第五区保安司令部成立。

公元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7月7日，发生日寇侵华的芦沟桥事变。8

月，汕头市当局宣布疏散人口和物资。共产党

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民族抗战，国共

两党合作。潮汕人民在中共韩江工委领导下，投

入抗日斗争。

公元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9月18日，汕头青抗会发动各界人士募集

寒衣一万件和每人捐献国债一元运动。中共闽

西南特委钟骞，代表闽西南特委认捐五元。

是年，国民党中央颁布《优待出征抗敌军

人家属条例》。1940年广东省政府规定：以保编

代替出征军属义务帮工队，由保、甲长征集民

工实行义务帮工。1942年2月规定：阵亡将士

家属年优待30元，出征军人家属优待20元，并

在每年10月10日兑现。但机构多不健全，优

待不落实，1943年11月统计，惠来出征14834

人，支出优待金1500元，南山管理局出征9624

人，优待900元，丰顺出征526人，优待1105

元，饶平出征10624人，优待262元。

’公元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6月21日，汕头被日寇攻陷，日机轰炸各

县，潮汕各县相继陷落。7月7日，在中共潮汕

中心县委领导下，潮汕汕青抗武装大队在桑浦

山成立。 ．

公元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2月22日，因为汕头市善后会改为市政

府，周之桢任伪市长。同月，成立伪东区绥靖

督办公署，周之桢兼督办。后又改为东区行政

督察专员公署。

公元1942年C民国三十二年)

因叛徒刘华出卖，中共汕头区委书记蔡自

行等30余人被捕，除郑英杰等几人保释外，余

皆被害。是年中共南方局决定，潮汕党组织暂

停活动。 ．

，
公元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

5月，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

司令奉令饬所属各县将收养的难童婴800名，

设4个所安置。第一所设丰顺汤坑，收养160

名；第二所设揭阳榕城，收养272名；第三所

设饶平县城，收养128名；第四所设南山局两

英圩，收养240名。6月，因各县弃婴甚多，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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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第五所于普宁，收养200名。

足年，潮汕大旱饥荒，霍乱流行，沦陷区

日饿死四五百人。揭阳新亨、月城饥民成群结

队沿途抢食，潮阳海门各善堂收埋于莲仡峰F

红沙窿的』1体一万一千余具，达濠镇至今尚存

有“万人掾和干人踩”各一个。全潮汕饿死和
漂流死于外地达100多万人，逃往江西、福建

等地有17万多人。

公元1944年(民国三卜三年)

2月28日，潮汕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在普宁

白暮洋宣布成立。公开发表《潮汕人民抗口游

山队宦言》和《告民众书》确立大南山为根据

地，建菠农会、民兵组织。并派武装突击队和

统战Ffi组到日占区、缓冲区、国统区发动群

众，打击日寇汉奸和筹粮、筹枪等活动。

公元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6月，经中央批准，恢复中共潮汕特委7

月，将潮汕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改称广东人民抗

H游击队韩江纵队，将潮普惠游击武装改为韩

江第二支队。下辖三个人队，新建独立大队和

独立第九中队设后方医院。8月13日成立韩纵

第·支队。

7月24日，成立普宁县流沙区民主政府，

选张珂健(民丰人士)为区长，刘斌(共产党

员)为副区长。

8月1 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7日日军在汕杀害我同胞数十人，并

焚毁物资，消匿武器，沉枪械j二海。9月28日，

汕头举行接受日军投降仪式。

是年，潮汕各县县政府设霞按1940年国民

党巾央颁发的组织纲要实施，下设民政、财政、

教育、建设、军事、粮政、社会、地政8个科。

汕头市政府蹬6个局，基层仍实行保甲制。

公元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8月7日，中国地方自治会广东分会汕头

支会在汕头市大光明戏院举行成立大会，陈伟

1 0

烈等7人为监事。该会任务：研究地疗自治制

度及其理沦实施；协助政府推行自治工作。

公无1947年(民卜寸二十六年)

1月，划定汕头市新界；东至德屿山、新港；

西至浔洄山；南至上人家、澳头；北至华坞、火

车头以北地区，全市面积30．5平方公里。

是年，第五行政督察区改为第六行政督察

区，辖潮安、潮阳、揭阳、澄海、南澳、饶平、

惠来、普宁、大埔、丰顺10县和南山管理局、

东沙群岛。汕头属省辖市。至1949年4月，广

东省扩编为15个行政区。潮汕改为7、8两个

区。第7区辖普宁、惠来、潮阳、陆丰四县和

南山管理局。专署驻潮阳县；第8区辖潮安、丰

顺、大埔、澄海、饶平、揭阳、南澳7县和汕

头市，专署设潮安。

公元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7月15日，市政府决定将妈屿岛自治行政

业务，划归第六区管辖。

11月初，第五清剿司令喻英奇调动粤东云

景东部4万余人配合张辉部及各地联防队兵

力，佯攻人南山南阳山之后，于9日开始对大

北III共产党根据地进攻，经两个星期反击，被

击退。

公元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

5月，广东省民政厅厅长王光海签呈派陈

侃代理潮安县县长。陈7月到任时，被喻英奇

以串通共产党名义杀害。

7月初。原在江西瑞金一带的胡琏兵团第

十军十八师和七十五师馈退潮梅，加上6月29

日从台湾登陆到汕头接应胡残部的十八军十一

师，喻共奇部及地方武装，整个潮悔地区有国

民党军三万多人，准备打通潮梅走廊逃窜台湾。

8月，中共潮悔人民行政委员会在揭阳南

山小学成立。委员会下设民政处。

10月7日，台风袭击，汕头市枋屋莲寮被

毁300多间，倒塌偻房22座，死伤6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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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公元1949年

10月24日，汕头市解放。25日汕头市成

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公安、政务、财经、文

教等接管部。政务接管部是汕头市民政局前身，

部长方东平。10月31日，市警备司令部在中山

路林家祠开始办理国民党官兵登记。至11月2

日止，市区有被弃国民党官兵423人前往登记。

11月12日，汕头市军事管理制委员会，宣

布解散、查封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民社

党等组织，封闭其机关及所有公产，没收其档

案，禁止其活动。 1．

11月13日，台湾国民党飞机2架轰炸汕

头市，炸死炸伤市民20多人，同年又有国民党

飞机5架袭击汕头市，炸死炸伤市民13人。

12月3日，潮汕临时专署在潮安县成立，

设民政科。12月，根据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对旧

有社会救济福利团体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接

收揭阳救济院；1950年接收潮阳育婴院；1951

年接收汕头麻疯院；1952年接收汕头存心、延

寿、慈爱、诚敬等善堂(社)汕头救济院、澄

海孤儿院等和汕头市21会馆、同乡会。后进行

调整、改称和整顿。

公元1950年

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五次

会议通过任命谢育才为汕头市市长；曾广为潮

汕专员区专员康子文为副专员。

2月10日，潮汕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

立，从潮安迁汕头市。同年10月1日，更名广

东省人民政府潮汕区专员公署。12月5日复迁

潮安城关镇。

2月24日，政务院发出“严禁鸦片烟毒通

令”。5月20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布“禁止烟毒

实施办法”。到1952年7月18日，成立潮汕区、

汕头市禁烟禁毒委员会，是年全区处理毒犯

3301人。

3月15日，汕头市成立人民政府。市长谢

育才、副市长黄声。汕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政

务接管部改称民政局。进行基层政权建设，宣

布废除保甲制。8月，市区人口206120人，建

6个区和21个村政府。到1953年开展街道建

政。成立地区居民委员会。

3月15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作政区调整。

原属惠来县和南阳山区505个村，原南山管理

局的锡阮乡，原属陆丰县的大坪乡，原属揭阳

县的九斗、乌石村等划归普宁县。6月，又将原

属普宁县的考溪、日路两村和棉湖东关桥、新

寨等划归揭阳县，将贵屿南安乡、石桥头西乡、

军埠村划归潮阳县。

3月25日至29日，汕头市召开第一届各

界人民代表大会，动员市区人民迅速恢复发展

城市生产，通过成立协商委员会和各种委员会

的决定。4月15日，汕头市人民政府颁布《社

团登记暂行办法》，指定民政局办理社团登记。

是年市区登记社团262个，经审查合格发给许

可证68个。

5月16日，中共潮汕地委发出通知，要求

全体党员认真贯彻执行《婚姻法》翌年11月14

日，汕头市人民政府开展《婚姻法》，执行情况

大检查。决定从12月1日起，将市区民政局负

责办理结婚登记工作，改各区政府负责登记。

1953年1月和2月，汕头市区、粤东区成立贯

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同年4月13日，贯

彻《婚姻法》运动告一段落。

7月15至19日，汕头市召开第二届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讨论恢复生产，调整工商业和

公私关系等问题。

8月6日，潮汕专署发放秋耕农贷，取贷对

象为贫苦农民和烈军属。共发贷谷10万市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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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春耕农贷)。计揭阳23655担，潮安18141

担，普宁14323担，澄海8971担，饶平9835担，

惠来7500担，南澳158担。

10月10日，成立潮汕区复员委员会曾广

兼主任，徐扬兼副主任。13日成立汕头市复员

委员会，地市合设汕头复员招待站(1951年1

月1日改为转业建设委员会)。各县设复员安置

机构。全区当年完成第一期回乡转业军人5047

人的接待安置工作。10月17日，揭阳县在灰寨

抓获大鸦片商12人，缴获鸦片1万多两。

11月11日，成立潮汕处理乞丐游民委员

会，兼主任周洪，兼副主任许隆秀。各县和汕

头市区均成立支会机构。11月24日，马来亚首

批难侨693人抵汕。12月11日，第二批难侨69

人抵汕，12月4日，中央侨务委员会主任何香

凝致电慰问难侨。1951年1月16日至5月21

日陆续被英国当局迫害驱逐回国难侨达3000

人。同年lo月26日，又一批被泰国政府迫害

的难侨230人抵汕，中央人民政府对难侨进行

慰问，汕头市民政部门给予生活照顾。

12月28日至31日，汕头市召开第三届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号召全市人民用实际行动

“抗美援朝、防袭防钻。保家卫国”。

是年，潮汕地区水稻普遍发生螟虫灾害。受

灾农田150万亩。5月29日，潮汕专署发出紧

急指示，动员群众灭螟。保障夏收。

公元1951年

4月7日，潮汕专员公署发出关于生产救

灾工作的指示。11日中共汕头市委、市人民政

府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全体干部带头节约救灾。

17日至21日，汕头市召开第四届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市委书记罗范群作《为普及和深

入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彻底完成1951年六项工

作任务而奋斗》的报告，会议通过人民爱国公

约12条。

5月26日，乌桥享祠区发生大火灾，烧毁

】2

木屋121间，受灾491人，市民政局拨出专款

协同区政府对灾民进行妥善安置。

7月12日，划澄海县岐山新村、大窖、金

砂三村归汕头市，1953年8月28日再划下蓬、

东墩乡归汕头。

7月13日，汕头市抗美援朝分会动员全市

人民，开展增产捐献，做好优抚军烈属等工作。

20日，粤东办事处在潮安彩塘乡林坞村成

立，辖潮汕兴梅、东江专区和汕头市。

8月1日，汕头市成立劳军代表团，潮汕专

署动员各县组织大批物品于建军节慰问驻军，

汕头市2日举行烈军属座谈会并发慰问金。

同月，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

粤东分团访问汕头。9月11日在潮安县召开潮

汕烈、军、工属代表会议。

9月19日，汕头市人民政府将原一、二区

合并为一区，市辖区有五个区。同月，市民政

局实行以工代赈，组织200名失业工人到光华

埠迁坟1万穴，开垦荒地145亩。后经市人民

政府批准，划出35亩作为民政光华农场耕地。

10月13日至17日，汕头市召开第五届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

11月30日，市政府决定从12月1日起。

将原由民政局办理市政结婚登记改由各区人民

政府办理。

12月16日，粤东区办事处召开潮汕老根

据地代表会议，研究老根据地发展生产问题。

公元1952年

5月18 Et，粤东办事处与潮汕专区并合，

后兴梅、东江两区陆续并入，同年6月20日办

事处迁潮州市，11月14日办事处奉命撤销。

8月16日，汕头市召开第六届人民代表会

议。确定今后任务是：活跃经济，恢复和发展

生产、支援农村土地革命、继续完成社会改革

工作。

10月13日，省批准原汕头市五个区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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