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髫f■__■≯

-。^

纂
一l

黧
熏黧
蠢螽警幂

～

豢
濒暌慈

爨一黧噻黧

鬻



广东省地方 士
J卧

福永镇志
郭培源主编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主 任陈桂其

副主任黄耀东

委 员黄树荣

宋乃阵

文锦基

赵锦棠

李水通

陈炳坤

陈东来

梁艺坚

文启洪

文来安

主 编郭培源

副主编黄庆棠

编 辑区炯銮

文慧诗

执 笔郭培源

赵崇

特邀顾问何植洪

陆福强

·蔡树球

刘霖英 张晓锋 黄庆棠 史纪新 邓炳祥

文旭平 涂玩辉 ’廖兰标 姚灼平 曾派勋

黄金水 邓荣忠 刘喜华 林树基 陈永林

陈水添 黄美福 潘伙强 潘灿森 文锡宁

文建辉 罗武带 陈尚开 郑鸿鸣 江焕芬

文锦财 陈锦华 梁志斌 伍学明 廖炳臻

庄永拥 廖柱 姚伟光 马辉亮 麦锦雄

林立生 黎月嫦 罗楚强 李杏珍 王亚璜

陈煜明 黄广宁 陈觉中 邓晃洪 文棋安

潘坚平 梁光明

《福永镇志》编辑部

范光龙 胡明志 黄世斌 吴波

伍一群 赵崇

区炯銮 范光龙 胡明志 吴波

林剑锋 黄金友 邓剑平 邓寿棠’邓桂洪

钟焕竹 刘少雄 陈敏锋 梁锦棠 郭惠松

叶冠民 林植安 吴章



主 任陈桂其

副主任黄耀东

委 员黄树荣

宋乃阵

文锦基

赵锦棠

李水通

陈炳坤

陈东来

梁艺坚

文启洪

文来安

主 编郭培源

副主编黄庆棠

编 辑区炯銮

文慧诗

执 笔郭培源

赵崇

特邀顾问何植洪

陆福强

·蔡树球

刘霖英 张晓锋 黄庆棠 史纪新 邓炳祥

文旭平 涂玩辉 ’廖兰标 姚灼平 曾派勋

黄金水 邓荣忠 刘喜华 林树基 陈永林

陈水添 黄美福 潘伙强 潘灿森 文锡宁

文建辉 罗武带 陈尚开 郑鸿鸣 江焕芬

文锦财 陈锦华 梁志斌 伍学明 廖炳臻

庄永拥 廖柱 姚伟光 马辉亮 麦锦雄

林立生 黎月嫦 罗楚强 李杏珍 王亚璜

陈煜明 黄广宁 陈觉中 邓晃洪 文棋安

潘坚平 梁光明

《福永镇志》编辑部

范光龙 胡明志 黄世斌 吴波

伍一群 赵崇

区炯銮 范光龙 胡明志 吴波

林剑锋 黄金友 邓剑平 邓寿棠’邓桂洪

钟焕竹 刘少雄 陈敏锋 梁锦棠 郭惠松

叶冠民 林植安 吴章



审稿单位

党政办人大办 纪委组织部宣传部武装部 社会事务办 经发办

农办 教办 综治办计生办 城管办总工会 团委妇联 财管所

司法所 审计所 安监办 劳动办’ 统计办 文体电视中心 兽医站

老干部中心 商会 侨联会投资管理公司 经发公司 工业公司 建筑

公司 自来水公司 物业公司 运输公司 福和公司 供电所 国土

所 环保所 工商所地税所 福永派出所 凤凰派出所 塘尾派出

所 福永中学 福永中心小学 成校 供销社 福永医院 防疫所

邮政分局 电讯中心 塘尾村 桥头村 和平村 新和村 福永村

怀德村 白石厦村凤凰村 新田村兴围村 下十围村 聚福居委

陈炳坤

许可可

陈东来

林立生

庄淑坚

文棋安

林敏聪

陈志坚

文永康

曾新华

郭金生

梁晓华

郑鸿鸣

廖孀臻

黎月嫦

、文启洪

邓晃洪

林建文

王卫忠

文志成

朱丽莲

傅晓源

喻敏

江焕芬

庄永拥

罗楚强

陈煜明

梁光明

陈桂森

陈锦旭

文永坚

钟造坚

刘学文

审稿 人

钱逢涛

文锦财

廖柱

李杏珍

黄广宁

潘坚平

文碧姬

庄冠忠

文卫洪

陈桂明

麦伟标

曹笑青

陈锦华

姚伟光

麦锦洪

陈觉中

陈植培

张海康

方权威

文庆辉

姚锐坤

林照发

陈志刚

陈志斌

马辉亮

罗建民

冯建新

邓瑞华

张沛根

麦长林

张灿培

于正勇

黄永辉

陈尚开

伍学明

梁艺坚

姜建响

文来安

邓应培

郭牛仔

潘交东

刘宇辉

李祝明

邓荣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审稿单位

党政办人大办 纪委组织部宣传部武装部 社会事务办 经发办

农办 教办 综治办计生办 城管办总工会 团委妇联 财管所

司法所 审计所 安监办 劳动办’ 统计办 文体电视中心 兽医站

老干部中心 商会 侨联会投资管理公司 经发公司 工业公司 建筑

公司 自来水公司 物业公司 运输公司 福和公司 供电所 国土

所 环保所 工商所地税所 福永派出所 凤凰派出所 塘尾派出

所 福永中学 福永中心小学 成校 供销社 福永医院 防疫所

邮政分局 电讯中心 塘尾村 桥头村 和平村 新和村 福永村

怀德村 白石厦村凤凰村 新田村兴围村 下十围村 聚福居委

陈炳坤

许可可

陈东来

林立生

庄淑坚

文棋安

林敏聪

陈志坚

文永康

曾新华

郭金生

梁晓华

郑鸿鸣

廖孀臻

黎月嫦

、文启洪

邓晃洪

林建文

王卫忠

文志成

朱丽莲

傅晓源

喻敏

江焕芬

庄永拥

罗楚强

陈煜明

梁光明

陈桂森

陈锦旭

文永坚

钟造坚

刘学文

审稿 人

钱逢涛

文锦财

廖柱

李杏珍

黄广宁

潘坚平

文碧姬

庄冠忠

文卫洪

陈桂明

麦伟标

曹笑青

陈锦华

姚伟光

麦锦洪

陈觉中

陈植培

张海康

方权威

文庆辉

姚锐坤

林照发

陈志刚

陈志斌

马辉亮

罗建民

冯建新

邓瑞华

张沛根

麦长林

张灿培

于正勇

黄永辉

陈尚开

伍学明

梁艺坚

姜建响

文来安

邓应培

郭牛仔

潘交东

刘宇辉

李祝明

邓荣斌



领导下，福永人民更是继承优良传统，奋发图强，创造性地开拓未来，作出了前人所无

法比拟的惊人业绩，其忘我心胆、奉献精神，可歌可泣。今时逢盛世，政通人和，百废

俱兴：我辈若不再修志编史，则有负前人，有愧今生。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福永数千年来的文明史，秉承了中华上

下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容纳着无数福永先辈的智慧和财富。修此志者，福慧双修，得福

于当代，造福于后世。志书内容，纵贯千秋，横亘百科，给人以知识经验，授人以信息

教诲。以志为鉴，治郡安邦；以史为鉴，博采众长，集腋成裘，集古益今，明思维而壮

理志，轻迂腐而重民生。相信，《福永镇志》的付印发行，必将为福永今后经济和社会事

业的继续腾飞、创造更灿烂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受益于福永人民，提供一份不可多

得的文明资源。

是为序。

陈桂其

中共福永镇委书记

2005年6月



·卜 凡例

凡 例

1．本志贯穿古今，详今略古，重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史

实。下限至2004年。

．2．本志由述、记、志、图、表、录组成，以志为主。采用语体文，据事直书，史料

为主，不含观点。

3．本志所言福永区、乡、公社、镇，系该时期福永行政机构的称谓；区内、乡内、

境内，系指该时期福永行政机构的管辖区域。

4．本志所记建国前的年代，沿用历史纪年，并夹注公元纪年；建国以后的年代均用

公历。志中所言“建国前”、“建国后”、“解放前”、“解放后”均为1949年10月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简称。较长的事物(件)名称，在篇章中首次出现时用全称，

后多用简称。 ．

5．本志“人物篇”采用传、录二种体裁。对掌握资料较多的革命烈士和已故知名人

士，按卒年先后列入“传”内，其他则分别列入“录”内。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在

世知名人士，只纳入“录”内。

6．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自各村、各单位提供的历史材料，镇统计部门的统计资料，

区档案馆、镇和各村档案室的藏存史料，以及宝安、新安、东莞、沙井旧志书、省志、

中国通志、有关报刊、历史专著和现存福永各姓族谱，有些是当事人、知情人的文字、

口碑资料，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同时，志内各篇章只为根据史料收集的多少而详略不

一，并非厚此薄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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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永镇位于深圳市西部、珠江入海口东岸。地理坐标为东经113。49’，北纬22。36’，

西面临海，北与沙井镇接壤，东北角与公明镇石岩镇交界，东南部与西乡镇相邻，东部

南北走向的风凰山脉在本镇境内并与公明、石岩、西乡交界。广深高速公路、广深一级

公路(107国道)南北走向贯境而过，宝安机场座落在境内西南部沿海地带，紧靠机场

的福永飞翼船码头以及虾山涌码头水路直达香港、珠海、广州等一带。地形东高西低，

呈等边三角形状。境内东西长约11．7千米，南北宽9．6千米，海岸线长8．2千米(含机

场)，面积64．72平方公里(含机场面积6平方公里)。镇政府驻地位于镇中心区，距宝

安区政府12千米，距深圳市政府32千米，北经东莞至广州98千米。2004年统计，全

镇有11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39个自然村，户籍人口16416人，外来人口接近50万

人。2004年工农业总产值228．8亿元，国地税15．79亿元(其中地税7亿元)，镇级财政

收入3．08亿元，工缴费4．43亿港元，出口创汇51亿美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3．1亿元，

全年用电量1 8亿度，农村人均集体年分配13509元。

福永，沿用古福永村及福永圩名。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曾在福永圩设福永

巡检司，此为福永首设政制称谓之始。今日政制称谓缘此得名。

福永历史悠久，福永自古以来民风淳朴、乐善好施、勤俭耐劳、爱国爱家，历来具

有爱国革命的光荣传统。据记载，南宋初期，塘尾邓氏七世伯祖元亮在任县令时遇外族

入侵，便专门收留大批南逃失散的民众。其子自明巧娶赵皇姑，后封田40顷，皇姑尽赠

予当地百姓，传为佳话。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侄孙文应麟元初开村于风凰(岭下)，在大

茅山顶建“望烟楼”，晚上登楼嘹无炊烟人家，便以粮食饭料接济周边乡村饥民。1937

年，日本侵占顺德番禺，1940年香港沦陷，均有大批贫民逃难到福永，福永凤凰、白石

厦村民就沿途送食送水，设点赈粥，接济难民。此种乐善好施之风一直顺延至今的赈灾

募捐，扶贫助弱。据记载，宋末元兵南犯，宋相文天祥于江西起兵勤王，其族人大部成

为抗元子弟兵。文天祥兵败于潮州一带被俘后，其族人散居于宝安福永、松岗一带仍进

行反元斗争。文天祥侄孙文应麟常在凤凰山集结义士习武练剑，立志反元。福永村庄氏

先祖时任广东提督军马之庄公从，字敬德，追随文天祥起兵勤王反元，辅帝昂，兵败后

其族人散落潮州、东莞、新安一带，其子元智族人于福永开村后亦不断进行反元斗争。

近代时期，英军入侵，福永人积极协助驻凤凰山的清兵水师提督左营和驻蛇口守军关天

培等抵抗英军入侵，《南京条约》香港割让后，英在福永占据“英管山”作军事嘹望台，

福永人也经常给予打击。1924年，福永怀德人潘延寿(潘聪)、潘国华、潘满容第一批

加入中共宝安县组织，次年受党派遣到福永、沙井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建立了当地第一

个农会组织，地址设在怀德梅桃松三公祠，常聚会活动，开展反高利贷和减租减税斗争。

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农会组织封锁福永等港口，禁上E粮食等物资运往香港，支援大罢工。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宝安县委派麦福荣等到福永、沙井、西乡、蛇口

沿海一带群众基础好的地区与福永等秘密农会组织、农民自卫队联系，于12月中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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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武装暴动，攻打深圳和南头。1928年4月，农民武装又举行第二次武装大暴动，占

领福永圩，进攻县城，农民武装中有不少福永籍战士。由此，国民党反动武装憎恨福永

农会组织，于同年12月派出分队捉拿福永农会骨干，火烧怀德村，农会骨干潘聪、潘满

容、潘国财等四家房子被全部烧毁。1937年后，日寇侵占宝安福永，福永革命志士积极

参军参战，投入抗日斗争。1942年8月，福永建立起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

青年团组织——福永青年会。同年10月，建立起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福永税站，为党领导

的游击队筹粮筹款，收集情报，开展打击日伪斗争。同年12月24—25日，宝安大队游

击队在兴围黄田一带与前来围剿的日伪军二百多人展开血战两天，毙敌百余人，我游击

队也壮烈牺牲17人，以生命和鲜血为革命作出了贡献。1943年5月2日，广东人民抗

日游击总队珠江队在福永发动了一次军事大行动——攻打福永炮楼，歼灭了日伪军吴东

权大队福永主力中队，福永籍战士近10人也参加了战斗，福永抗日骨干群众纷纷参加了

支援行动。同年5月18日，省抗日总队三大队出击福永怀德伪军顽匪，毙伤敌人20多

人。1947年10月，东江游击队东莞支队作战，在桥头尖岭山被三百多名敌匪军包围，

发生激烈战斗。桥头等村革命群众积极支援并掩护游击队撤退，战后，又冒险在尖岭山

为牺牲的ll位游击队烈士掩葬尸体，支持革命斗争。民主革命时期，福永镇有60多位

革命志士参加过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和革命组织开展革命斗争，有30多人壮烈牺牲，

为革命作出了贡献。其中怀德村是革命老区，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该村相继有

40多人直接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进行革命斗争，期间，为革命壮烈牺牲的就有20

多位革命者，其光辉业绩，彪炳青史，永垂不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福永人民经过土地改革和生

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于1956年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后来，不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

十年时期，还是悲壮的“文革”时期，福永人都怀着听党话、跟党走的朴素感情，并发

挥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干苦干社会主义，忘我劳动、无私奉献、可歌可泣。1958

年人民公社化后，国家提出“大炼钢铁”、“大跃进”，福永人家家户户砸锅献铁，集中送

到沙井上寮炼铁高炉，青壮年纷纷打着背包往惠州参加到炼铁大军中去，一千就是半年。

1958年一1964年．是宝安“担水库”高潮年代，福永抽调大批青年劳动力，积极参加了

“担水库”运动，相继于1957年参加兴建铁岗水库、1959年分别参加建设七沥水库、

石岩水库、沙湾(深圳)水库大会战，同年冬兴修铁岗——英管山——沙井一线水利工

程，1962年修建立新水库工程等。这一时期，全体青壮年劳动力日夜奋战，没有机械用

锹挖土用肩挑，磨烂了衣服磨破了肩膀．吃住在工地，每天只睡三、五个小时，奉献了

青春和心血。六、七十年代，福永人民为响应国家提出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发展农

业生产，用汗水和青春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农业奋斗歌。和平大队提出“向海要地，向

滩涂要粮”的口号，依靠人挑牛拉，改造滩涂，造出万亩良田，靠汗水和苦干夺得一个

又一个农业丰收，并把80％以上的粮食都卖给国家。七十年代和平(含新和)每年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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