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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开平市大沙镇是我的第二故乡．解放战争和建国初的三年，我曾在

该地区战斗、工作，与大沙人民共同奋战，共创家园． 。
·。

1946年。部队北撤，冯超、陈全同志率领精干队伍，在大沙人民的

掩护和支持下，坚持革命斗争．1947年11月，中共粤中地区副特派员

郑锦波同志率领直属基干队和当地的革命武装。一举击毙国民党六乡

联防大队长熊华，扫除了大搞武装斗争的障碍．1948年初，尖鹤人民救

乡独立大队奋起反击国民党周汉铃部的疯狂围剿，浴血奋战三昼夜，胜

利突出重围，政委罗明、大队长梁茂林等28位同志壮烈牺牲，战绩可歌

可泣．这次战斗后，国民党当局强化了大沙地区的统治．然而，大沙人民

在中共新恩开中心县委及恩平、新兴县委的领导下，从人力、物力、财力、

粮食、武器等方面全力支持我游击队作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1949

年l 1月。在南下大军支援下．彻底消灭了该地区的残敌。取得了武装斗

争的最后胜利．同月，中共恩平县委决定成立六区工委和六区人民政府，

任命我为区工委书记兼区长。随即开展建党、建政、建军、建团、救灾和

清匪反霸、禁赌禁毒、收缴黑枪、镇反、土改等民主改革运动，从而维护

了社会治安、巩固了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为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奠定了基础．我于1952年调离大沙．至今40余年了．忆起与大

沙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情谊和为之战斗的一山一水，二草一木．都倍

觉亲切．难以忘怀! ．

。

大沙镇是原沙水、尖鹤地区的部分区域．据历史记载，大沙人民有

光荣的革命传纪明、清两代。该地区人民曾多次举义，反抗封建王朝的
苛政．抗日战争时期。在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英勇抗

击日寇的两次入侵。解放战争时期，大沙是我党粤中地区主要游击根据

地之一，大沙人民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我说，革

命老区镇的光荣称号，大沙当之无愧．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大沙镇委和镇

政府，在中共开平市(县)委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利用山区资源，大力

，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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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农、林、牧、副业，同时积极开拓，稳步创立乡镇企业，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伟大的成就。大沙面貌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人民

逐步摆脱贫困，迈向小康，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

近几年我多次回大沙观光，所见所闻无不令人振奋．我钦佩大沙党

委和政府善于领导全镇人民在贫困地区描绘现代化建设宏图的魄力；

更敬佩大沙镇的人民群众勇于向一穷二白宣战，重新安排山河。谱写两

个文明建设新篇章的精神．

时逢盛世。大沙党委和政府眼光独到，按照开平市(县)委的部署，

抓紧修志这一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在全市率先出版历史上第

一部《区志》，真是可喜可贺!这是大沙镇继触鹤山壮歌》之后又一精神
文明建设成果．傩歌》透视了大沙历史的一段横面．《区志》则门类齐
全。贯穿纵横，以时间顺序为经，以人物事件为纬，从地理、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人物六个方面秉笔直书，阐述了大沙地区的整体历史和社

会发展状况。毫无疑问，《区志》向人们提供的历史资料，作为一种借鉴。

定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和国情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

遵编者嘱，在钛沙区志》即将面世的时刻，我通读全书之后，写了
上述一些感想，是为序．。’ ，

吴平

1994年12月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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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我喜欢听老人讲故事．骑虎公奇遇、盘南救小陂和走山贼、打

。黄泡仔”等等有地方特色的故事。听后印象最深，总觉得山区有很多稀

奇事．长大在大沙中学读书，学校请蕉园村El有叔讲蕉园战斗故事，我

被罗明、梁茂林、池升公等烈士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了．啊!大沙人不简

单，他们为革命为人民的赤胆忠心，与教科书里的刘胡兰、邱少云、狼牙．

山五壮士的英雄业绩何等相似!从那时起，我萌发了探索家乡历史、步

先辈足迹、建美好家园的念头． 一

高中毕业出来工作。继而进入大学深造．大学毕业后负担更多的工

作．随着知识的扩展，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加深了．大沙镇在祖国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犹如沧海一粟．这里最大的事件．对全国来说却

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大沙作为一个基层行政区域。无论自然地理、历史

人文，经济政治、文教卫生、风俗习惯等方面，同其他地区比较，既有共

性．又有特性．在大沙这块山、老、边、穷地区，我们的祖先要生存、要发

展。必然要比平原地区艰难得多．新中国成立前的悠悠岁月，他们除了

受统治者的压迫剥削外，还忍受兵抢贼劫，蛇伤虎咬等灾祸，在水深火、

热中挣扎求存．到了本世纪四十年代，有了共产党领导才直起腰杆做’

人．他们拿起武器，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民主政权，为推翻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

的45年间，他们为改变山区贫穷落后现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直到八十

年代后期才解决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温饱问题。这个奋斗过程，又有

多少耐人反思的教训!

大沙的历史源远流长，勤劳敦厚的大沙人民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成果，昔日的辛酸和今天的辉煌，却无任何像样的文字记录，

这是极大遗憾．今逢升平盛世，修觖沙区志》的任务，历史地落在我们
逮一代的肩上了．镇党委、镇政府领导班子，本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

精神。视修志为己任，着力抓精神文明建设．1989年底，钛沙区志溯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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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了。这部25万字的志书，以鲜明的观点，翔实的史料，客观的叙述，． 1
分f-1别类记录了近代大沙镇的历史发展状况，可以说是--部N3"。百科 l

■

提供历史借鉴，为对大沙子孙后代进行国情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丰 1
富多采的乡土教材，同时，也为保存地方史料，为后人研究大沙历史提 ．1

I



例

一、本志是大沙区第一部志书，主观上力求它能全面地反映本地区

社会发展的概貌和基本规律，起。资治，教育、存史”作用．

二、志书按照。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回首过去，傲眼未来。的编志
原则。大事记上限1940年．专章尽量追溯到元末或更远。下限至1985

年底．政治篇的政党、政权两章．下限至1993年底． ．

三，本志资料来源于新兴、恩平，开平三县的档案馆、县志办公室、

县党史办公室以及中共大沙区党委会的档案和各村的姓氏族谱．

还有恩平、开平两县的有关单位和大沙区属各单位的直接提供．此

外，走访信访收集的大量口碑资料，旁搜博采．经过去粗取精，反复

印证，去伪存真，务求真实可信．‘ 一

四、本志的编写方法是以类系事，横排竖写，章节成篇．横分为概

述，大事记和地理、经济、政治、文教卫、社会．人物6篇40章和附录、

后记．以时间为序，由古而今、由远而近进行竖写．大事记中的少数重

大事件采用纪事体记述，同类事件则归类记述．

五、除引用的句子保持原样外．全志用的是语体文。秉笔直书，不加

主观褒贬，如实反映历史的本来的面目．为节省文字，能列表的尽量以

图表表达．

六．人物入志的界线是：建国前，知识分子功名达举人、职称达工程

师以上，行政及军界达县长，团长以上。建国后。知识分子讲师以上，行

政干部局级以上，军队干部营级以上，英雄模范受过地区级以上表彰

者，都给予立表。事迹在社会上较有影响的已故人士，不论职位。选其

有代表性者立传。
‘

，

七、民间传奇除。骑虎公。，“独鹤驿”记载于旧县志．都是无记载的

民间传说，且众说纷纭，集其众者整理．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分别称。建国前”、。建国后。．数字的

书写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行政和企业机构的名称变更如实记载。大事

记的事件只写发生月，同月的按发生的先后排列，月不详的写季，季不

／6～



详或连续几次发生的写。是年”．建国前年号后面括弧是公元年号，省写

。公元⋯⋯年。字样．
．



概

大沙区位于开平县西北隅的天露山东麓。界开、恩、新三县，总面积

228平方公里．1985年底有5．16千户．2．764万人．区治设于大沙墟，距开
。

一’平县城三埠镇57公里． ．．

天露山海拔1250米。有。佛山(地区)屋脊”之称，它的两支主脉叉开

·‘ 向东北伸展二三十公里，西北高而东南低，象火钳。把狭长的大沙河谷

夹实，形成一个条状盆地．气温比山外低摄氏1至2度，潮湿多雾，雨量较

·多．境内海拔300米以上的山头有61座，其中千米以上高峰10座，溪河

-23条。总长130公里．

按面积比例计算，大沙区近乎。．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自然资源

丰富，尚未查明蕴藏量而零星开采过的矿产有钨、铀，金沙、硫磺、瓷

土、独居石、钾长石、水晶石，石英石、高岭土等．已开发利用的水力有

7465驻，初步测定尚可开发的有4500砝．宜林山头2l万亩，原始混

合林带(j戋林)l万多亩，这些山头自然杂化的地表土层厚达15—40厘。

米．含丰富的有机质，人造杉林10年便可成材．野生植物上千种，其

中药用的有百多种，沉香、灵芝，巴戟等价值高但量少，岗梅根、金银花、

山芝麻、金钱草、山枝子、木蝴蝶等采之不尽．野生动物六七十种．其中

大头龟，山瑞、岗鬼、丈蟒、眼镜蛇、金环蛇、灰鼠蛇，棘胸蛙(石蛤)，钱
· 鳞(穿山甲)、乌脚(小灵猫)、花豹、果狸、毛鸡、鹧鸪、啄木鸟等，是大沙

的山珍特产．砂仁、青茶、木薯、粽叶、吊钟花、木材、柴炭等农副产品，输
‘

出都很大宗．
’

j远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大沙地区已有人类居住．汉代隶属

合浦郡临允县，。乃瘴疠实甚。的不毛之地．唐，宋．元、明隶属新兴县辖．

畲、瑶等少数民族在双石山和天露山一带。依林积木而居”．元末．汉人

越来越多，明洪武二年(1369)建制，称长居都和静得都．明成化十四年

(1478)划归恩平县辖。凡483年，1961年划给开平县辖．清同治五年(186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土客之争结束后，土人大量涌进，逐步形成现有田庄的分布格局。建

国后三改建制，1950年区乡制，1958年社队制(开始是团营连制)，

1983年复为区乡制，下辖18个乡，147条自然村和大沙、夹水两个墟．

．大沙区有较好的耕作和养殖条件．可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

建剥削制度从远古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居民在半饥饿状态中挣

扎生存，生产力很弱．元代瑶人：刀耕火种，地力竭则徙他处4．明

，代汉人的生产力发展亦很缓慢．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客家人从潮汕、

惠州带来了较先进的耕作方法和工艺技术，土客共济，使农业、林业．

种养业、手工业和建筑、交通，贸易都向前跨进一大步：耕地扩大，粮

食丰收，牛羊增加，工业兴旺，市场繁荣．稻谷、凉粉草、茶叶、青瓷器、砖

瓦．染料、香胶等农工副产品大宗输出．这就是大沙人说的。乾隆世盛。

景观，然而刚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在咸丰、同治年间的土客战争中

破坏殆尽．以后的兵燹匪患连绵不断，统治者横征暴敛，农民连几块

水田也无心耕种，山地荒芜，种养丢弃，手工业萎缩，勉强保下来的只有

陶器、砖瓦和一些小小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农业广种薄收，到建国前夕，

水稻平均亩产不过200斤．人造松杉林不足3万亩．鱼塘120亩(平均亩

产200斤左右)．耕牛2102头，生猪5420头．商店146间，生意萧条，仅

粮食和山货市场较为兴旺．公路、邮电，建筑、金融等事业几乎是空白．

建国后，新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促使大沙地区的生产力迅速

发展．虽然工作中也有失误，而大沙地区的经济面貌的变化却是巨大

的： i
．

．水稻亩产每年递增3．45％，1984年达到586斤，总产294242担，是

1949年的2．9倍； 一| ，

1985年木薯亩产量1100斤，是1949年的2．7倍；

人造松杉林14．59万亩，封育原始混合残林l万亩，合计占宜林面

积74．啪；．
鱼塘面积765亩。亩产600斤至800斤，分别比1949年增加和提高

6．4倍和3．5倍；
。

一2一 ，



．2倍和6．8倍；

新发展的有发

织、饮料、制衣，

水泥制品等廒埸作坊；拥有水电站22座，装机容量7390珏，年发电量
2032万度，区内l万伏高压线路107公里，全区基本普及用电；

羊肠小道变通途，新筑公路108公里，桥梁47座，客车可从长沙直

达“佛山屋脊。岗坪。115条自然村可通汽车。29条村能通手扶拖拉机；

．区内电话80部，线路总长316线条公里，通过长途台可与国内外

任何城市通电话电报：5条邮路共长263公里，邮件投递快捷准确；

商业繁荣，购销两旺，1985年商品成交额787万元，是1955年的

20倍；
．

‘1985年人平收入488元。是1959年的11．1倍．社员存款余额364

万元，是1952年728倍； ·．

。
。

·

1983年至1985年私人建房累计1104户．1886问，62453平方米，支

出金额439．6万元． ．

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与经济同步发展． ．

文化方面：从传统的民间八音班演变起来的业余粤剧团，六十年

代有13班之多，七十年代末，汇集各团之艺术骨干组成的大沙粤剧团演

出的质量较高．大沙区向县以上文艺团体输送了15名颇有造诣的粤剧

艺人．电影的发展更快，六十年代初从零开始，到七十年代末全区拥有

中小型电影机11部(含国营林场和水电站)，有的群众有喜庆或村里开

群众大会，都请电影助兴；有线广播普及全区．家庭喇叭．3500多个；八十

年代，人们对文化娱乐有了更高的要求，收录机和电视机进入普通家

庭，到1985年，全区居民拥有收录机3019台，电视机677台；区文化站根

据青年对文艺的爱好和要求。先后组织起青年业余文学社、美术社，书

法社、摄影社、剧评社和摄影、舞蹈学习班，并举办各种展览，丰富了青

年群众的文化生活。
’

．教育方面：。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线经历过。重灾”，1978年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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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安定，教育工作步入正轨；1979年普及初等教育，在校学生4337人，占

适龄儿童的98％；1985年全区20所学校实现。一无二有”——无危房，

班班有教室，人人有桌凳；独立初中一所。。戴帽”初中4间，升初中学生

占小学毕业生84％；大沙区的学生以刻苦著称，教学质量颇高，大沙中学
。

的升学率连续多年居全县同类中学榜首，在开平一中(县重点中学)就

读的大沙学生占该校总学生数的十分之一，而且多为班级、学生会、团

支部的干部；大沙区的业余教育、幼儿教育都进展很快，1983年全区。脱

盲’。紧接着兴办业余初中和农民技校，业余教育踏上了新的台阶．，
’

·

卫生方面：1961年前，大沙区的医疗力量十分薄弱．重病员必须送

县医院处理；1963年建成大沙卫生院，经过多年不断的更新设备和培

训人员。使医院的医疗水平大大提高，配备了高级手术床，九头无影灯 ．

等成套设备，能进行一般的外科、腹腔、计划生育等手术，门诊部有内、

外：牙、妇、儿、五官、慢性病、理疗、防疫等9个科，住院部有20张病床 ．

(使用率在53％左右)，检验室和制剂室设备基本完善，能生产大输液、

葡萄糖以及各类针剂、片剂、合剂等常用药，年产值2万多元；防疫、水 ·

改，粪改工作名列全县前茅．1981年广东省和佛山地区两级卫生院在 、

大沙召开水改现场会．大沙卫生院连续9年获开平县卫生战线先进单

位称号． ．

大沙区的地理环境独特，人民群众纯朴忠厚，富于斗争精神．抗fjI

战争中后期．中共广东省中区党委选定大沙区为建立武装斗争的根据

地，陆续派遣共产党员和武装部队到大沙山区开展革命活动。1942年正 ·

式建立西水、岗坪交通站．在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影响下，1944年8月，夹

水竹莲塘村农民欧植梅加入新鹤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不久又在小陂、良，

田、竹莲塘，冈头咀、大塘等村发动了23名农民加入广东省人民抗日

解放军，翌年初参加著名的新兴蕉山战斗，欧植梅和大塘李榕长光荣

献身．1945年初，以岗坪农民梁木荣为首的岗坪援军组和以西水农民

梁坛娇为队长的西水武装民兵队先后成立，为中共武装部队筹粮筹枪
。

和为以后隐蔽在二十四坑的中共恩、新、阳(江)、云、阳(春)五县边委

以及边区武装大队机关放哨锄奸，提供给养，协助开展生产自救．1947

——4—-



，崩鼻岩、冈咀、蕉园交通站相继建立，。秋，以蕉园农民梁池寿

长的蕉园武工组，以岗坪农民梁春纪、梁伦祥为正副队长的岗坪

民众自卫队．以熊榕伙为队长的自沙路武装中队先后成立．年底，以蕉

园青年梁茂林为大队长的尖鹤人民救乡独立大队成立．1948年4月，

·。 以肖辉．吴祯详为正副队长的夹水武工队成立，并迅速发展成夹水区队．

I 5月，以梁荣福为大队长的西湾民兵大队和以梁益黝、梁日华为正副主

席的西水农民协会先后成立．7月，以梁海为组长的尖鹤武工组成立．
『’ 中共粤中地委、广南分委，粤桂边委都在大沙根据地召开过重要会议．

武装部队来来往往，其中粤中纵队主力团，由司令员吴有恒率领。先

后来夹水整N／k次．1949年初成立的恩平县沙水区政委员会和新兴

县东北区办事处，分别领导沙水区和尖鹤区各农会、妇女会和民兵
． 队，．实行二五减租，革命斗争如火如茶．

在那峥嵘岁月，大沙人民群众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子弟兵建

立了鱼水般的关系．为革命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259人参军，372

人加人民兵队参战和办后勤。筹给军粮3074担，提供武器358支．在

40多次大小战斗中。有52名武装指战员牺牲在大沙这块土地上，其中
． 大沙籍的有26人．有25条村庄被国民党官兵掠劫，农民被枪杀20人，

枪伤3人，被捕遭到严刑拷打和敲诈或投进监狱的162人．许多为革命

作过贡献的人．革命胜利后不居功自傲，依旧耕田种地，建设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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