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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国有国史，方有方志。我镇编志小组经历一年多的艰苦工作，

收集，整理了近百万字的资料，考察了本镇的山山水水，访问了

当地老叟长辈，首次编成《从化温泉风景区志》，为温泉镇的人

民做了一件好事。
’

《从化温泉风景区志》记述了温泉地区的历史沿革，地理环

境，习俗风情以及成为旅游，疗养胜地的历史过程，真实地反映

了本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尤其是建国以后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本志是从化温采风景区的一部小

百科全书。

从化温泉风景区自开发以来，就蜚声中外．编修本志的目的在

于积累资料，保存文献，总结历史经验，为风景区的管理和进一

步开发建设提供可靠的依据。本志资料翔实，记述朴实。

关于温泉风景区的风貌，过去虽有过游记，或回忆录，或词

或诗，或电影电视等多种形式的零星反映，但系统记述全貌的还

是本志，尽管它限于鳊修者的水平，难免会有错漏之处，但却为

关心温泉风景区的人士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盛世修志，志成盛事，修志诸君努力修成此志，可喜可贺，

是以为序。

中共从化县温泉镇委书记戴永铭
。

1988年冬

-‘I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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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今年是从化县建县五百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

周年，值此双逢庆典之年，温泉风景区又获批准定为省级旅游区，

《从化温泉风景区志》亦已修成，可谓四喜临门。

省级旅游区的定级获准和《从化温泉风景区志》的编修成功，

是本镇兴旺昌盛的一个新标志，也是本镇开创新局面的起点。

地方志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要求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严

密的科学性和丰富的资料性。本志基本上能按照以上三个原则来

编写。全书共6章26节，把本镇(特别是镇内风景区)的地理、

历史、风情习俗、文化艺术等历史和现状，作了客观、真实的反

映，将起到总结历史经验，指导现实工作的作用。

鳊修地方志是一项繁重的，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参加本志编

修的同志不辞劳苦，勤恳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把本镇的历史实事求是地记入志书，做到忠于史

实，秉笔实录，文字朴实流畅，有一定的可读性。

志书编成，读后遵主编之嘱，谈了以上几点感想。

从化县温泉镇人民政府镇长陈少强

1989年7月

注。1989年6月陈少强升任温泉镇人民政府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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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限追溯至明朝，下限至1988年。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体为主。

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 ．

三，本志采用横排纵述，纵横结舍，以横为主，按章，节，目

结构编写，以记叙体行文。篇首设。概述。和。大事记’，志体

分设。历史沿革。， 。自然地理”、 。温泉开发’、 。旅游疗养

业’， 。服务行业’、 。文化艺术’等6章。

四，本志所用称谓，沿用当时通称，地名则以从化县地名办

公室编写的《标准地名录》为准。

五，本志写。建国前’， 。建国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之前后。 ’

六，本志资料来源，以从化县档案馆，从化县志办公室，镇

内各单位为主，有关人士也提供了一批口碑资料，行文时一般不
注明出处。

●

。、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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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从化温泉，又名流溪温泉，是驰名中外的风景区和理想的疗

养胜地。此地原名为青龙头(又称清龙头)，后因开发温泉而得

今名。它位子广州市东北郊的从化峻地，离广，,I,175公里。1979年

9月设温泉管理区，受中共广东省委接待处领导。1988年划归从
化县温泉镇人民政府管辖。

温泉风景区属丘陵地带，四面群山环抱，中间形成小盆地，

流溪河如银链由北向南蜿蜒其间，流入珠江。河两岸重峦叠嶂，层

林滴翠，山水秀丽，四季如春。其中以1月、2月．7月和12月

为旅游旺季。

这里的温泉水，无色无味，水质晶莹，含钠，钙、镁，钾，

二氧化硅和氡等多种元素，最高温度达7l’C，对各种关节炎和

皮肤，消化器官，神经系统等疾病有辅助疗效，沐浴温泉有益健

康。’

温泉风景区以流溪河为界，分河东和河西两个游览区．河东区

从北向南可依次分为北溪．中心区和南溪。北溪为疗养区；中心

区和南溪为宾馆，旅社、交通，商业服务区；河西区由北而南依

次分为松园，翠溪，竹庄，荔圃、梅村、人工湖疗养区。沿河西

登山是天湖瀑布游览区。天然瀑布有五级：第一至三级称百、丈
瀑，气势磅礴、飞流直下有如污漏天；第四级称飞虹瀑，瀑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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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雨雾腾空，彩虹如龙；第五级称。香粉瀑”，因当地人利用瀑

布作动力制作香粉而得名。五级瀑布连成一系，甚为壮观。

天湖在。百丈飞泉”(即百丈瀑)之上，因其筑在群山顶上，

天水一色，故有。天湖”美称。它原是头甲山上的一条溪流o 1972

年冬，从化县人民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建成一个容量为1034万

立方米的水库，为温泉风景区更添秀色。

从化温泉风景区，向东可至龙门县南昆山，向西可通清远县

飞霞洞，县境南部有北回归线公园，北部有流溪河水力发电站和

森林公园，形成了旅游网络。

早在明清两代，温泉的。百丈飞泉”被从化县列为八景之一，

常有文人墨客到此游览，咏诗作赋，被古人称为。枕漱”佳境。

民国期间，在三十年代初，刘沛泉等人发起开发温泉，组织了。从

化温泉建设促进会”，开栈道，建别墅。至1936年建成别覆22稽．

温泉名噪一时。国民党军政要员纷沓而至，国府主席林森等人曾

来游览。建国后，温泉进一步得到开发建设，周恩来总理曾提出

要把温泉建设成。冬都”。从五十年代开始，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首先在温泉组建华南区干部疗养院(今为广东省干部疗养院)。

同一时期，广东省政府设立了温泉招待所(今为广东温泉宾馆)o

尔后，省市有关部门和从化县相继投资建设温泉风景区，至七十

年代，风景区内主要有温泉宾馆、省干部疗养院，广州军区招待

所，省交通厅疗养院(今为省公路管理局疗养院)和从化县商业

旅行社等几家，以接待、疗养为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

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温泉风景区，兴起新的开发热潮，省，市，县有

lo多个单位投资建宾馆、疗养院和招待所。经过建国后的建设，温

泉风景区内接待游客的宾馆、旅社和招待所有广东温泉宾馆，从化

温泉中国旅行社，荔圃宾馆，碧泉宾馆、天湖旅游公司、温泉商业服

务公司旅行社、税务招待所、粮所招待所，中国银行招待所，供电招
待所，红楼招待所等1l家；以疗养为主兼接待游客的有省干部疗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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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省公路管理局疗养院，省水电厅疗养院、从化县干部疗养

院、广州市第一汽车公司休养所、省邮电疗养院、广州市公安干警

休养所、广州市食品公司休养所、从化县房管休养所等9家．如今

的温泉，别墅楼宇林立，园林曲径通幽，四时竹翠花红，交通便

利，巳成为吸引中外游客的旅游疗养胜地。在八十年代，每年到

这里的游客不下40至50万人次。我国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有

国家元首曾到温泉游览或疗养o
· 1989年3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从化温泉风景区定为

省级旅游区。今后，温泉风景区将会建设得更加美丽，．更加令人

神往，旅游业必将更加兴旺发达。

9



大事记

建国前大事记略

明朝弘治二年(1489)设置从化县，青龙头(今温泉)隶属

水西堡。

明朝崇祯七年(1628)《从化县志》记载： 。汤泉二，一处

在县之北面四十里草石迳溪旁⋯⋯其出如汤沸，可熟生物”。志

中所记。汤泉”，即今温泉。

民国二十三年(1934)，西南航空公司常务委员刘沛泉、律

师陈大年，医药界知名人士梁培基和从化县县长李务滋共同发起

成立’从化温泉建设促进会’，组织开发温泉， 。温泉’自此得

名。

民国二十五年(1936)陈济棠在温泉兴建别墅，名为黉宫。

民国二十五年(1936)国府主席林森等人曾到温泉游览。

民国三十一年(1942)日军侵占从化，县政府，国民党县党

部、法院等机关和从化中学迁至温泉。

民国三十一年(1942)在温泉开设县立简易师范学校·

民国三十三年(1944)从化中学改名为温泉中学，并筹办高

中班。

民国三十四年(1945)8月，日本投降后，从化县党，政机

关从温泉迁回县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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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大事记

I 9 4 9年

10月，从化县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44军教导队接管温泉地

区的官僚资产。

l 9 5 2年

5月，44军把温泉地区的官僚资产移交给中共中央华南分

局，华南分局接管后即筹建华南干部疗养院，并会同从化县人民

政府、土改工作队动员河东大塘边和高寮两个自然村的18p村民

迁移到大围村。

1 9 5 3年

广东省人民政府交际处在温泉设立第二招待所。
l 9 5 4年

5月，华南干部疗养院建成8幢平房的新村，大塘边、较寮

两村16户村民迁入居住，为温泉新围村。

10月15日，北溪热沙木结构大桥建成通车，可通行载蘑5吨

的汽车。

11月，省干部疗养院兴建1号楼，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

是年，朱德同志到温泉游览，下榻河东2号。

l 9 5 5年

设立中国人民银行从化支行温泉储蓄代办所。

竹庄至清音亭的柏油公路修成通车。

． 周恩来同志到温泉游览，下榻竹庄2号。
。

省投资兴建松园2号楼，建筑面积600多平方米。

陶铸同志到温泉游览，下榻竹庄1号。

l 9．5 6年



省干部疗养院兴建俱乐部楼，建筑面积700平方米，19

建为1500平方米。

省政府交际处第二招待所投资兴建翠溪2，3号别墅

面积900多平方米。

． 1 9 5 7年

温泉汽车站建成。
‘

l 9 5 8年

广州军区在河西设立温泉招待所。

温泉电话机务站建成。

7月，中苏友好代表团一行15人到温泉游览，由广东

交际处第二招待所接待。

8月罗马尼亚代表团一行11人到温泉游览，由广东省

际处第二招待所接待。

是年，李先念同志到温泉游览，下榻于翠溪l号。

l 9 5 9年

1月11日，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视察温泉幼儿园

头捐资200元，提议给村民建温泉水浴室。
’

8月，温泉公社成立，下设温泉、合成，云星、头甲

五个生产大队，社址设在温泉。

9月，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行16人到温泉游览，由省交际

处第二招待所接待。

是年，温泉人工湖大桥动工。+ ．

兴建松园l号高级别墅。是年，还兴建了翠溪大楼，建筑面
积1800多平方米。

省干部疗养院兴建2号楼，建筑面积2400多平方米。

广州军区招待所兴建接待大楼，建筑面积2100平方米。

l 9 6 0年

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省交际处第二招待所召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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