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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

程江乡在梅城西南面，乡境位于东经11 6。027一一11 6’06 7、

北纬24。1 37—24。20 7之间，与市、县首府所在地梅城毗连，东临

梅江，西接扶大和南I=i镇，南与荷泗镇、梅南镇、长沙镇(梅江

区辖)交界，北与梅江区的城北乡、西郊乡相连。因程江下游在

此与梅江汇合构成程江平原，故定名程江乡．

程江乡面积54平方公里，有15个管理区和1个居民委员会．

南北两端多丘陵、低山，平原、丘陵、山地相间，自然形成程

江、大竹、长滩三大片的格局，耕地面积18261亩，山地42780

亩．境内有程江自南I=l流入长滩，经槐岗、西山、扶贵、周塘、

程江等管理区，至百花洲与梅江汇合(现程江出口改在乌蓼

沙)，流域内兴建有可灌溉万亩农田的梅西引水工程和石壁坑水

库，三大片五个管理区兴建有蓄水量共达279万立方米的千斤水

库、谷畲水库、横岗水库等小I、Ⅱ型水库。公路有广梅公路

(原梅兴公路)、梅荷公路(原梅瑶公路)、梅大公路经此．梅

艟铁路在西北部经过并设有长滩火车站。机耕路纵横达各管理

区、自然村．圩市有大沙河唇市场、扶外岗子上集市．居民住宅

多为沙灰墙砖瓦结构和钢筋水泥结构的楼房，其中建筑规模大且



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有“万秋楼”、 “济济楼”、 “远威

第”、 “润华楼”等．省、市属的槐岗煤矿、梅县发电厂、扶大

电厂、长滩梯级电站、梅州师范学校和县属梅西电站、氮肥厂、

电化厂、糖厂(现改为果子广和电子元件总厂)等亦建于程江乡

境内．

程江乡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据近三十二年的气候资料记录，

年平均气温21．2℃，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11．9℃，最热月

(7月)平均气温28．6℃，极端高温39．5℃，极端低温零下

7．3℃；夏日长、冬日短、热量丰富、无霜期长、光照充足、雨

量充沛，气候宜人，四季可耕，适宜各种作物的生长．

程江乡的物产：农业上以稻谷为主，兼产玉米、甘蔗、黄

豆、花生、黄麻、甘薯、蔬菜以及柑、橙、柚等水果；养殖业主

要是生猪、鸡、鹅、鸭、牛、羊、兔、塘鱼等；工业有水泥、铸

造、化工，建材、纸类制品、沙田柚制品等；地下资源有丰富的

煤炭、石灰石以及建筑石、大理石等．

建制沿革

梅县自南齐(公元479年一502年)置程乡县以来，不仅县、

州、府的建置和名称多有变动，且所属之行政区划及名称亦多变

更．清代，县以下基层政区称堡，时嘉应州本属(即今梅县)划

分为36堡；民国初仍沿用清制，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始由堡

改为区、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层政区名称采用区、乡

(镇)、村制，一度为人民公社制。

程江乡在清代及民国初属扶贵、大竹、长滩三堡地，下辖为

约；民国二十年(1931年)三堡属梅县第一区辖；民国二十九年

(1 940年)属扶贵、大竹、长滩三乡；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

属扶大、长滩=乡，民国时期，区、乡以下设保甲．1949年5月

梅县解放后属扶大乡；1 949年10YJ至l 950年3月属扶大区；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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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至6月属附城区；1 950年6月至l 956年l 2月属城南区；撤

区并乡后为扶大乡；1 958年属卫星公社(后改为梅城公社)；1 959

年5月从梅城公社分出成立程江人民公社，下辖为生产大队、生

产队；1 964年，长滩、墩上、周塘、槐岗、桃西等大队并入程江

人民公社；1 983年冬改为程江区，辖区与1 964年的范围同；l 987

年改称程江乡．

现程江乡下辖扶外、车上、古塘、西山、扶贵、程江、大塘、

大和、横岗、大沙、浒洲、周塘、墩上、长滩、槐岗等154-管理

区(下共辖209个村民委员会)和1个居民委员会．

自 然村名

扶外管理区：程江乡政府所在地，1 953年称车上，1 960年与

车上分开命名新联，1 983年改称扶外至今。含岗子上、张林、夏

屋、沙园等居民点，现有14个村民委员会，647户2521人；耕地
111 7亩(数字依据1 990年底统计数。下同)，主种水稻，兼种花

生、黄豆、甘蔗、水果、蔬菜，有砖瓦、竹器加工等工副业．梅

荷公路经此，万秋楼、市扶大电厂、县糖厂(现改为果子厂和电

子元件总厂)和新建的岗子上集市在此境内．

车上管理区：过去有"tO湖泉”，泉伏地下里许水始涌出，深

7尺，灌溉湖下农田300多亩，因多用水车提水灌溉农田，故名车

上．含沟湖、芦陵等居民点，现有8个村民委员会，378户141 0

人；耕地882亩，主种水稻，有砖瓦业．梅荷公路经此，济济楼、

县氮肥厂、程江中学建在境内。

古塘管理区：因昔日地势低洼积水成大湖，又因湖似璇螺

形，故称璇螺湖，后变为塘，故名古塘。含璇螺湖、茶仔园、塔

林、李屋、叶屋等居民点，现有11个村民委员会，352户l 304人；

耕地727亩，主种水稻，兼种甘蔗、黄麻、花生、黄豆。梅荷公路

在此经过。

3



西山管理区：1 687年因陈西山在此开基，后人建有西山公学

和西山官，故名西山。1 964年曾改名红卫，1 983年复名，含西山．

新园、大路背等居民点，现辖1 6个村民委员会，642户2596人；耕

地141 5亩，主种水稻，兼种甘蔗、黄麻、花生、黄豆。西北部筑

有程江河堤，广梅公路经此，县排灌站、水产试验场、梅西水利

电站建于此境。民国时期曾在此古塘坪建有军用飞机场，驻有飞

机队，抗战时废毁，后改作农田。

扶贵管理区：含锭子桥、上坪、漕碓下，寺背等居民点，现

辖1 7个村民委员会，684户2749人；耕地1410亩，主种水稻，兼

种蔬菜、果蔗、黄麻、花生、黄豆，有砖瓦、运输、建筑、商业

等工副业。广梅公路、梅荷公路从两边经过，梅州师范学校设于

此境，民国时期刘志陆将军的“远威第”亦在此境。

程江管理区：因程江下游经此与梅江汇合构成程江平原，故

名程江。含锅形、乖子渡、油坊隆、排坊下等居民点。现辖27个

村民委员会，91l户3834人；耕地1434亩，主种水稻，兼种蔬菜、

水果、黄麻、花生、黄豆；居民从事商饮业、运输业、建筑业者

不少。境内“嘉应大桥”、 “程江桥”、 “渡江津桥”联结，广

梅公路、梅荷公路经过此地，抗战时“南华大学”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初期兴办的“兴梅财经干部训练班”曾设于此地的“润

华楼”(即四杠楼)。

大塘管理区：此地盛产石灰，因年久挖石积水成塘，故名大

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属南口区葵大乡。含大亨、大

坑、田心、猫石、东家坑等居民点，现辖1 4个村民委员会，61 5

户241 6人；耕地l 738亩，主种水稻，兼种黄豆、花生。境内建有

千斤水库，梅荷公路经此。

大和管理区：因村中有大和庵，以庵得名，故日大和。含庵

下、七杠楼等居民点，现辖1 5个村民委员会，375户1 611人；

耕地1 4 33亩，主种水稻，早地多种植水果。境内建有谷畲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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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岗管理区：含熊屋、范屋、古屋、吕屋、坑尾等居民点，

现辖1 3个村民委员会，214户888人；耕地1054亩，主种水稻，旱

地多种水果。境内建有横岗水库。

大沙管理区：含河唇、湖岭、荷树岗等居民点，现辖1 1个村

民委员会，421户1666人；耕地1 302亩，主种水稻，兼种花生、黄

豆，有采石等副业。大沙河唇是水陆交通点，设有渡口，有小市

场，梅荷公路经此，县电化厂设在此境。

浒洲管理区：含梁屋、黄屋、余公洞等居民点，现辖6个村

民委员会，有1 99户787人；耕地55l亩，主种水稻，兼种花生、黄

豆；有采石等副业。

周塘管理区：含黄泥塘、龙跃、寺前等居民点，现辖1 2-@村

民委员会，394户1 551人；耕地91 1亩，主种水稻，有很多池塘养

殖塘鱼、鱼苗。梅隆铁路经此。

墩上管理区：含墩上、朱子坑等居民点，现辖6个村民委员

会，248户101 6X；耕地583亩，主种水稻。

’长滩管理区：因地势狭长，南北皆山，中同河流有石滩七

里，旧称七里滩，又称长滩。1 959年以前属南口区，后属城西公

社，1 964年并入程江公社，含滩下、郭东、周车、陂坑等居民

点，现辖23个村民委员会，640户27l oX；耕地2175亩，主种水

稻，兼种花生、黄豆。程江流经其间。1968年，政府在南口镇赤

水建一座拦河坝，引水至长滩径背建一渡槽，槽中间通水，两边

可行人．此外，政府在七里径建有引水工程，可灌溉农田800多

亩．梅大公路经此，梅隆铁路经此境并设有站点，是运煤中心。

市长滩梯级电站亦建于此境内．

槐岗管理区：又名排予岗，因过去在岌岗上有很多槐树，故

曰槐岗．含槐岗、石子塘、蓼湖圳、邓屋角等居民点，现辖1 6个

村民委员会，537户2143人；耕地1465亩，主种水稻，兼种花生、

黄豆、水果。境内有丰富的煤矿正在开采，省市辖槐岗煤矿、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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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电厂设于此境；境内建有石壁坑水库，梅大公路、梅隆铁路、

程江在此地经过．

居 民 姓 氏

据民国三十年(1941年)梅县县政府编印的《梅县概况》记

载： “本县人民来自中州，始自东晋，盛于明清，⋯⋯萧齐以来

侨属(即客家)氏族渐众”。1 941年6月的区乡镇保甲户口统计

(人口数包括外出人口和寄籍人口)：扶贵乡有lokI 30甲1468

户8678人，其中男4692人，女3986人；大竹乡有1 2保I 56甲1858户

11646人，其中男5900人，女5746人：长滩乡有1 5保i 991甲2119

户1 3690人，其中男6802人，女6888入．三个乡并外出人口总数为

34014X。

现据1 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数字，程江乡在乡的总人口

为351 37人(包括非乡属的机关厂矿单位人口)，其中男18032

人，女17105人，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651人；农村人口则有

乡辖1 5个管理区209个村民委员会，7257户29202人，其中除外国

人加入中国籍的1人外，全部均为汉族，属客家民系，操客家方
．．L

日。

程江乡居民的姓氏计有：陈、李、张、黄、邹、赖、林、

谢、梁、夏、蔡、卢、侯、吕、欧阳、池、古、田、钟、凌、

吴、洪、江、朱、王、刘、郑、余、彭、练、叶、罗、邓、管、

周、利、廖、郭、汤、何、范、熊、巫、严、宋、曾、高、詹、

杨、翁、曹、丘、饶、潘、温、蓝、杜、卜、肖、黎、唐、傅、

韩、庄、徐、房、冯、沈、许、阙、幸、魏、伍、白、童、谭、

俞、戴共78姓，根据各姓的堂号堂联看，这些民族多来自中原．

程江乡有旅外侨胞14890人(在乡侨属3837户)，这些侨胞

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各国，以及英、美、德、法、秘鲁、毛里求

斯、留尼旺等国家和地区．此外，还有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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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胞2086人(其中港澳1 296人，台湾390人)．

农 业 开 发

程江乡的经济，建国以前一向以农业为主，但粮食产量在过

去一直很低，据1 941年《梅县概况》记载，当时“全县每年稻谷

产量约1 00万担(折50000吨)，小麦约25万担，粟约数千担，甘

薯约20余万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程江乡的农业生产取

得巨大成就，尤其在粮食生产方面，实行科技兴农，产量逐年上

升，1 978年稻谷产量已达1l 748吨(相当于建国前全县总产的五

分之一)，1 990年，水稻亩产突破了800公斤大关。

I 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程江乡全面贯彻执行“一

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起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形

成了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格局，并从实际出

发，制定了“发挥优势，走城郊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工作方针，

在坚持兴粮足食的同时，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兴办资源型、加工

型、服务型以及绿色、蓝色等各种形式的乡镇企业，使农业生产

走上新的台阶。1 985年以来，农村经济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

II前，非农业的产值已超过了农业总产值，1 990年农村社会生产

总产值达亿元，成为梅县继雁洋、丙村、石扇三镇后第四个亿元

乡镇。1 991年全乡农村经济总收入达l 3382万元，社会生产总值

11116万元，粮食产量1 21 72吨，农民人均生产性纯收入1038元。

现全乡经济繁荣兴旺，处处稻果飘香，农民生活改善，村村新楼

林立，大多数农户“住有新房，行有凤凰(即凤凰牌自行车)，

还有余钱存银行”。高档家俱、电器、摩托车已陆续进入农家．

下辖的程江管理区于l 991年已成为梅县农村管理区中的酋富，拥

有集体固定资产400多万元，年集体经济收入达20万元，人均收

入1 59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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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江乡有耕地1826l亩，其中水旱田1 5287亩，早地2974亩，

山地42700亩。由于党和政府重视搞好农田水利建设，并实行教

育、科技兴农，以及大抓农业的综合开发，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全乡农业近十年来保持了持续稳定地发展．在国家能源、交通、

城市建设不断征地，可耕面积逐年有所减少的情况下，农业生产

总值仍连年增长，由1 985年的1451．62万元增至l 990年的3546．25

万元；粮食产量：l 978年为1l 748吨，1 982年为12087吨，i 985年为

11631吨，1990年为l 2278吨。在兴粮足食的基础上，这个乡以城

市为依托，逐步建立起养猪、养鱼、蔬菜、水果四个商品基地，
l 991年上市猪肉I 90万公斤，塘鱼41万公斤，蔬菜227万公斤，水

果11 o万公斤，丰富了梅城居民的“菜篮子”，为改善城市居民的

生活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过去，程江乡的农业生产以手工、牛耕为主，机械化程度很

低，近十多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手扶

拖拉机由1978年84台增至1 990年的45I台；大、中型拖拉机由i 977

年的14台增至1990年的33台；农用汽车i 978年1台，i990年增至

99台。

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程江乡在造林绿化中，大力发展水

果生产，到1 991年底，全乡水果面积达至I]4717亩，其中沙田柚

2733亩，人均水果收入i 55元。近几年，农户逐步向“五位一体”

的小庄园发展，至I 990年底，全乡小庄园已达569户，达到万元以

上收入的占76．6％，被称为柚王的黄奔达一户年收入已达40多万

元，是梅县种果专业大户之一。

乡 镇 企 业

民国以前，程江乡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上只有少数人开

办灰窑、煤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注重发展乡镇企业，充分

利用地下资源开办石灰厂、小煤窑，把民间的铁、木、泥水匠组

8



织起来，办农械厂、工程队等。1 981年以前，社队企业(即现在

的乡镀．◇业)已有农枫厂、石灰厂、煤窑、石场、水泥厂、农药

厂、农剥产嬲加工厂和农科站等，社、队两级砖厂1 54问，砖瓦质

量好，深受群众的欢迎，年产值达1 33万元。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乡党

委、乡政府坚持“兴工强集体”的方针，在搞好农业的前提下，

努力发展乡镇企业，其发展速度，令人瞩目，目前已成为农村经

济的主要组成部分。1 985年，乡办(当时称区办)、村办(当时

称乡办)、联户办(当时称合作)、户办的企业930个，从业人员

4331人，产值915．5万元。其中乡办的有16个，从业人员629人，

产值214．83万元。至1991年底，乡镇企业(包括下属三级企业)
1 885个，从业人员6867人，总产值达8100．47万元，其中乡办20

个，从业人员1l 52人，产值2006．59万元。六年问，企业数翻了一

番，总产值增加7．8倍；其中乡办企业增加10个，产值增加8．3倍。

乡镇企业计有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饮食业、服务业

等行业。乡办26个企业是：水泥厂、农机厂、煤矿厂(4个)、

微生物厂、红塘水电站、华美日用化工厂(中外合作)、南通胶

粘带厂(中外合作)、嘉宏纸制品厂、鸿发沙田柚制品开发公司、

华辉工艺厂、侨生化工厂、机砖厂、铸管厂、建筑工程队、交管

站、供电所、装卸队、建材经理部、饲料公司、综合场、农科

站、沙场、广太服务部、万丰庄、水果场。其中水泥厂1991年产

水麓447l 0吨，具有即产、即销、即用(零天安定)的特点，以优

质饮誉市场，产值达900多万元；产值达百万元以上的尚有煤矿、

微生物厂、工程队、鸿发沙田柚制品开发公司等。

水 利 建设

程江乡是一个地处程江与梅江之间的沿河平泵曩．．区，既怕旱

又怕涝，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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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基本上要靠天吃饭。正如1898年编撰的《嘉应州志》所称

“高者恒苦旱，下者恒苦涝，当洪波骤长，其冲决之患，无可如

何””．1 930年的《梅县县政周年汇刊》亦称“若遇凶早，则委

之天数，别无预防补救之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水利设施薄弱，抗旱防洪能力极

差，农田灌溉主要靠挖井吊水，所以民国时期到处井架林立，几

乎兰几丘田就有一个井架。民国二十九年(1 940年)才由乡人刘

志陆倡建“梅西陂”，在长滩七里径动工修陂筑圳，圳长l5公

里，预计可灌溉6000亩；但是，由于工程质量差，圳道常被洪水

冲垮，因而效益有限。民国时期，还有群众自修的乖子渡堤和铁

炉潭堤两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水利建设，拨款

兴修梅西水利工程，i 951年2月动工，续建工程水陂(陂高修至

3．1 5米，引流量达1．8立方米／秒)，维修南北干圳，总长2l公

里，1 952年4月即告竣工，可灌溉农田11 924亩，是我县第一个万

亩灌区工程。l 957年一一1960年在大塘建千斤水库一座，库容
I 68万立方米，可灌溉农田2000亩；1 965年冬一一1 966年在横岗建

横岗水库一座，库容80万立方米，可灌溉农田650亩；1967年冬

一1 968年在大和建谷畲水库一座，库容1 3万立方米，可灌溉农田

200亩；l 973年冬一l 974年在槐岗建石壁坑水库一座，库容1 8万

立方米，可灌溉农田280亩，这4座水库总库容量达279万立方

米，灌溉面积共达3l 30亩。在防涝方面：l 966年和l 974年分别在

镇江寺、八角亭建有电力排涝站，可排水1 400亩；l 974年在周塘

大喜建电力排涝站，排水660亩。防洪方面：建有程江防洪堤

2080米，以及大喜堤、长滩堤、梅江堤以防梅江、程江洪患；另

为使程江泄流顺畅，消灭险段，于1 970年、1 974年先后在境内进

行了长滩、程江两处移河工程，人工裁弯取直移河改道共做土方

1 70余万方，缩短河道3 3 30米，扩大耕地l 80多亩。1 987年以来，
一一^_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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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江乡人民政府在逐年发动群众有计划、有步骤、先外后内，大

搞以水利基础设施为重要内容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基础上，乡

财力和社会各界总投入资金l loo多万元，加高、加固了梅江、程

江堤围，砌石批荡6．4公里，搞了九排九灌骨干工程，整治好旱

涝灾害中暴露的水利设施中的存在问题，极大地加强了抗旱、防

洪、防涝能力，基本上可使农业旱涝保收，结束了“靠天吃饭”

的历史。

交 通 邮 电

程江乡的交通可谓便利。公路有省道广梅公路(广州至梅

县)，县道梅荷公路(梅县至荷泗镇)、梅大公路(梅县至大坪

镇)经过乡境大部分村庄；机耕道四通八达，总长83．4公里(其

中已铺上水泥路面的达37．56公里)，村村可通汽车或拖拉机；

梅隆铁路经过西北境的长滩、墩上，并设有长滩火车站；水路有

梅江位于乡境东面，设有大沙、梅塘两处渡口，新建的嘉应大桥

在乖子渡横跨梅江，沟通梅汕、梅埔等公路。

从1 969年设立程江邮电所以来，邮电事业不断发展，邮电通

讯已畅通国际、国内各地。现有邮电所1个和程江、古塘、车

上、浒洲、大沙、大塘、横岗7个代办站。1 989年新建邮电大楼

一座，占地320平方米，有职工9人，代办员7人；1992年1月

安装程控电话(容量400门)，全乡已装程控电话250f-I，可直拨

国内、国际各地，现长途电话每天平均70多次，其中国外和港澳

台地区占1 0％左右。信件、报刊、杂志每天投递到户，得到群

众信赖，增加了报刊的订数。1 991全乡订阅各种报刊1 02种3556

份，杂志221种949份．

圩市商 业

境内有两个小市场：一是大沙市场，一是岗子上市场．



大沙市场在大沙管理区的大沙河唇，三十年代，因有渡口之

便，梅江水运往来于梅城、长沙、新塘、官塘、水车、畲江、水

口、水寨等地的船只，多在此停泊，因而在此地逐步形成了有饮

食、旅店、油米、京杂、酿酒、百货、布匹、药材以及烟馆等业

的小市场，有店铺五、六十间，繁荣了一段时间，后逐渐趋于衰

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程江供销社、程江信用社在此地设

有分站。八十年代初，在梅县电化厂(原大沙市场附近)门口

公路两旁出现了一些经营肉类、蔬菜的摊档和饮食、百货等店

铺。l 982年，程江工商所投资5000多元，在此兴建了占地面积

3000平方米的竹蓬结构的肉食、蔬菜市场和一座服务台，设置了

肉桌1 7张。

岗子上市场在扶外管理区内，是乡政府所在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逐步在公路两旁建筑了30多间店铺(八十年代起，

个体商户在此经营饮食、服务、修理等业)，电厂、糖厂亦建于

此，八十年代后陆续建起邮电、银行、信社、供销社、税务、医

院等大楼，岗子上市场逐步兴旺起来，初具农村小集市的规模。

造林绿化

程江乡拥有林业用地48861亩，经逐年造林绿化，特别是1 985

年以来，根据省、市、县造林绿化的要求，大搞封山育林，消灭

荒山，绿化环境，现全乡有林面积已达4450 3亩，占林业用地面

积的91％，木材蓄积量有38341立方米，比1 984年以前增加18814立

方米，森林覆盖率也达总面积的．{8％(本乡最高覆盖率是52％)，

其中山地覆盖率达9l％。生态环境已得到明显好转，山上林木青

翠，陌头花果飘香，青山绿水之景象，已渐渐进入程江大地。

程江乡是一个丘陵、山地、平原相问之地，林地面积不大，

林种比较单一，主要以马尾松为主，并有少量杉木以及木荷、4包

衣等随时树．近年造林时，注意多种木荷、炮衣、涓毛相思等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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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树，尽量调整林相。林产晶种也不多，主要有少量木材以及茶

叶、板栗、松香、紫胶等。

过去，由予封山育林、护林防火、造林绿化等措施不力，加

上盗伐、砍树枝严重，造成年年种树不见林，森林覆盖率只有1 5％。

据1 984年林业二类清查资料反映，全乡有林面积只有1 3547亩，活

立木蓄积量1 9527立方米，疏林地89亩；而未成林面积却有1 8827

亩，无林地面积1 543l亩。未成林、无林地面积占林用地面积的

70％以上。自1 985年提出十年绿化广东的要求和1 987年省第三次

山区工作会议以来，乡党委、乡政府下了最大的决心，把消灭荒

山、振兴林业摆上议事日程，每年拨出了一大笔资金用于造林绿

化，并制订了封山育林、造林绿化到护林防火、改燃节柴等一系

列措施，带领广大群众，积极行动，加快消灭荒山步伐，经过近

五年的连续努力，使1 5431亩荒山已基本消灭，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48％．

为推动造林绿化的发展，乡办有林场一个，现有杉林l 000多

亩，活立木蓄积量1000多立方米。1 992年准备在槐岗、长滩再办

两个3000一一5000亩的飞播林场，进一步提高森林覆盖率。

崭麟瓣i驰i童强溉ii溅始i誊蝌溉ii嚣崭驸i溉溅i辫ii溉㈣辩附辫i鞭i辫i辫i辩麟鞭i誊麟辫i誊麟瓣i巍强

(上接第24页)

众捐一点的办法，兴建了篮、足球场，乡政府年年拨出专款举办

办全乡性篮球、足球、棋类、羽毛球比赛，活跃了群众的文体生

活．1992年，被梅州市农委、体委、农协授予梅州市农村“体育

先进乡”称号．体育运动在程江乡方兴未艾，将为我县体育运动

的发展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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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江乡的文教卫生体育事业

鬈釜翼轰薷羹朱明邹战祥欧阳英“⋯

程江乡地处梅城西南郊区，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

都与城区的发展紧密联系，可以说比全县各乡镇兴起较早，发展

较快，普及较好。现将情况分别概述如下：

学校教育

程江乡之教育始于南宋末年，其时有识之士为使自己的子弟

知书识礼，聘请家庭教师，教育族中亲属裔孙，其经费自筹，所

授科目以《三字经》为主。当时体制，实属蒙馆之形式。从明末

至清朝，随着梅城(嘉应州)教育事业之蓬勃发展，程江乡贤亦

不落后。其时得嘉应粮官陈财用及张锦昌、黄诚德、黄逸仕等筹

办了景食、德才、怀风亭、承进堂、云香书室等私塾书室，教育

族中子弟。康熙年间乃清朝教育之鼎盛时期，程江乡教育事业发

展更加迅速，先后由余日鹏、林益杏、廖镜田等创办了：经儒

斋、红杏书室、宁静轩书室等等。所授课程有：《三字经》、

《幼学琼林》、《诗经》、《秋水轩尺牍》及《珠算》。当时老

师严谨执教、质量上升、文人辈出。康熙年间陈鹗荐为钦点翰

林。嘉庆三年张扬烈(张力鸿)考取了进士；同治年间凌云(竹

湾)考取了举人，放任龙门县侯补知县；光绪年间林益贞放任广

西河池知州．由此更激发了许多士子奋发向上的精神，有力地促

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全乡办起的私塾就约有35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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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外国入侵带来了文化交流，新学运动兴起，许多

乡贤感到旧教学体制，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掀起了教育的改

革。废私塾、办新学。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建立，是办新学的

高潮时期，从1915一一1935年间得张紫郎、张祝根、陈品三、郑

仁义、陈彩均、林森泉、古泉荣、古镜荣、赖启铁、廖晓初、陈

齐、黄定舞、黄明章等之力，先后在程江乡倡办起了求是．德兴、

新民、扶贵、培英、大塘、始基、培文、知礼、养贤、三达、成

德、思谦、立德、同文、敏慎、扩智、日新、尚志、坑尾、广业

等学校，及潮梅镇守使刘志陆独资办起桂珊，夏万秋独资办起万

秋，陈济轩独资办起西山等二十余所小学。此是教育体制的巨大

变革。各学校领导机构是：校董会，下设校长、训育主任、教员．

由校董会负责筹措办学经费，管理监督学校，负责聘任校长并和

校长协同聘任教师。学校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常识、地

理、历史、尺牍、习字、唱歌、体育等。(经费来源主要靠尝产、

认捐、向学生收取学费等)．

民国29年lo月，实施新县制，推行国民教育，全县遵命造具

实施国民教育五年计划，乡镇设中心学校，保设国民学校。当时

扶贵乡中心学校为扶贵公学，第一保国民学校是维定，第二、三

保国民学校分别是培英、万秋，四、五保国民学校是溪湖，六、

七保国民学校是大塘，第八保国民学校为求是，第十保国民学

校为新民。大竹乡中心学校(新设)，保国民学校第一保至第八

保，依次为培才、萃英、始基、兴贤、培养、西山、德兴；第十

保至第十二保，依次为建中、三葵、育才。长滩乡中心学校为梅

西学校。第一、二保国民学校，分别为效善、德合，第三保至

十保国民学校，依次为同轨、河北、文明、立德、迁善、西园，

玉水、复兴、振兴、养真、铸英、建新．在实施国民教育期间，

还有些比较分散的办学点，则为私立学校。有些学校虽然挂了国

民学校的牌子，都还是用原来的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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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江乡之教育，以爱国爱民为宗旨，在抗Ft战争期间，师生

们配合宣传抗日、唱救亡歌曲、演抗日话剧、唤起了程江人民奋

起抗战的救国热情。中共党员林象清(陈华)、黄增铎、梁良、

林治平等在抗日战争年代就在程江文教部门发展地下党组织，他

们以教书为掩护，动员群众加入游击队，进行了艰苦的革命斗

争，直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国家接管了全乡的小学，学

校经费纳入国家预算，提高了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把全

乡20多间小学，按地域合并为16问，学生约由1000人，增至2000

多人。

中学教育方面，因程江地联城区，梅州中学、县立一中、乐

育中学等都近在咫尺，小学毕业后升上中学，都在梅城各中学就

读，所以民国时期和建国初期在程江区域内，都没有单独设立中

学，在这期间还有不少大、中学校设在程江乡境内。19 38年，由

钟鲁斋、曾友豪等人创办的南华大学，1940年便迁来程江乡境内

的“润华楼”上课；1954年梅县高级中学，设在程江乡上坪村的

“远威第”，次年才迁入现址；1975年后，梅州师范一直设在程

江乡境内的“远威第”。

程江乡境内单独设立中学，那是在1956年梅县文化补习学校

迁至“远威第”，后改名扶贵中学。1958年程江农业中学创办，校

址设在芦陵岭下梁屋。1959年扶贵中学与程江农业中学合并，更

名为程江中学，目前程江中学是一所频具规模的一所初级中学，

有教职员工61人，12#-教学班，学生520人。

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为更好地普及九年制的义

务教育，使小学毕业后的学生，能就近升上初中读书，1986年9

月，在海内外各界热心人士支持下，经梅县市人民政府批准，成

立了槐岗中学，现有教职员工25人，6个教学班，350名学生．

目前程江乡有两间初级中学，教职员工86人，18个教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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