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仑头村全体共产党员

广州市市长林树森(左)、海珠区委书记孔少琼(右)
在村党总支部书记陈志泉(中)陪同下视察仑头村



仑头村现任全体干部。前排左起：黎智仁、陈志泉
许浣青；后排左起：黎国航、黎名达、黎名稿、黎永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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仑头村历届与现任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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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泰金属制品厂
——滑雪板车间

仑头渔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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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干扰的
自然生态环境

享誉广州市“南肺”
之称的仑头生态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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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仑头始祖坟



仑头生态文化广场
(陈景舒题)

仑头生态文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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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们多么天真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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勺字眼．就让人

人的情缘不仅

5}是人们常说的

“乡土情结”。

人都有生我养我的故乡。谁不热爱自己的故乡呢?- t

古诗里说： “乡夫怀远路，游子思故乡”， “举首望明。 ·

月．低头思故乡。”不管在故乡经受过多少苦难，故乡

在自己的脑海里永远是亲切的；不管离开故乡有多么

久远．故乡在自己的记忆里永远是新鲜的。故乡的一

草一木．相隔的时间越久，就越像陈年老酒那样越香

越醇，历代有多少作家、诗人，就是从自己的故乡猎

取题材的：历代有多少伟人、英雄，就是从自己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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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痛苦

一种什么样

献?我们新

越旺．把家

这一切

我们仑

乱而从江西

雄县珠玑巷

州(今韶关市)。在珠玑巷住不下去了，于是义与大批

南下移民往更南的珠江三角洲及广东各地迁移。我们

的祖先来到仑头，当时属于广州府番禺县茭塘司仑头

乡。

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虽是一片肥美之地，但洪水

为患。荒草萋萋， “沿水而居，几同泽国”，还有蛇兽

出没．盗贼横行。在如此艰辛的环境下，他们披荆斩

棘，围垦拓荒，筑墙防盗，终于在这片处女地上，建

起第一问房屋。开出第一块田地，种下第一棵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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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了多少艰难险

建设这片土地。

j狂风恶浪都不

i发展的伟大民

!的．社会的变

!代．中华人民

；产党实行改革

开放政策，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步伐，才像打开闸

门的洪水那样迅猛前进，仑头随之由穷乡僻壤之处，
7

变成了文明富裕之乡。有一位作家这样描写：
j

假如你来过仑头村。就不再希罕大自然的森林公

园了．因为这里有号称广州市“南肺”的浩大如海的

果林生态保护区：你也不必向往“野渡无人舟自横”

的野趣了． 因为这里也有“涛声渔火入梦来”的奇

景；你更不必羡慕高楼林立、霓虹闪烁的都市壮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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