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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喜逢北京奥运会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莲塘

村志》在这个太平盛世里出版，可喜可贺，意义重大。
《莲塘村志》值得写。
莲塘是红色苏区。早在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

年)，莲塘就有一批有志青年跟随毛泽东参加了红军，
追自由，求解放，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建立作出过重大牺牲和贡献。26位先烈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从莲塘走出了一位戎马一生、战功赫赫的共和
国少将张宜步。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莲塘人民
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搞社会主
义建设，各项事业得到很大发展，人均收人大幅提高，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莲塘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向小康社
会大踏步迈进。

在经济大发展的同时，莲塘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

喜人成绩。读书社、老年协会闻名遐迩。莲塘村获得了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福建省敬老模范村”、
“龙岩市文明村”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莲塘人有志气、有抱负、有勇气、有梦想。在建设

伟大祖国的岁月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莲塘人各扬
其长，各显其智，勤奋刻苦，努力奋斗，在各行各业里
脱颖而出，涌现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有敢说真话、成

绩显著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有医术高超、声名远扬
的医学专家；有辛勤奉献、为国育才的教授劳模；有才
华横溢、事业有成的科技人员；有廉洁奉公、一心为民

的厅处级干部；有经商办厂、事业辉煌的民营企业家；
有精心钻研、技艺超群的民间艺人；更有一批年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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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途无量的各项事业的后起之秀。他们不仅为国为
民作出贡献，也为莲塘的发展兴旺做出了成绩。

《莲塘村志》应该写。

盛世修志，旨在资治、教化、存史。《莲塘村志》是

一部对青少年和村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
优秀的乡士教材。凡爱国者必爱乡，而爱乡必先了解家

乡、熟悉家乡。感谢家乡人民编辑出版《莲塘村志》，为
我们特别是在外工作、发展的家乡人及其后代提供了最全
面、最具体、最真实、最权威的了解家乡的资料。阅读本
志，可以了解本村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

况，尤其是党的十一届i中全会以来30年的巨大变化和发
展的情况。通过本志，可以看到莲塘村曲折而辉煌的发展

史，看到莲塘人民改天换地的力量，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美好前景。

《莲塘村志》写得好。

《莲塘村志》图文并茂，从自然到社会，从经济基
础到上层建筑，把一个旧时代贫困落后的莲塘到当今面

貌崭新的莲塘的形象，真实具体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据
了解，《莲塘村志》是闽西第二部村级志，可以自豪地
说，它的出版是闽西方志事业带有创新意识的亮点，是

本志编辑们和包括外出乡贤在内的所有莲塘干部、群众
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集体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让我们承上启下，开创未来，同心同德，继续努
力，为把莲塘村建设得更加可爱、更加繁荣、更加文明
作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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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莲塘村志》记载的是永定县湖雷镇莲塘村的历
史，它以自己独特的形式传承莲塘村的文明。几经艰
难、几易其稿的《莲塘村志》即将出版，这是莲塘村历

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莲塘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
果，值得庆贺!

《莲塘村志》即将出版之际，父老乡亲托我作序，
说些什么呢?久久难以下笔，脑海里萦绕着一幕幕家乡
的故事⋯⋯

莲塘是我的家，生于斯长于斯。 “莲塘是个好地
方”，儿时就听了很多很多传颂莲塘的歌谣和故事，在
我魂牵梦萦的思乡梦中，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

路、家乡的人，总是那么清晰，那么亲切，让我为之动
情，是伴我一生的宝贵财富。儿时，河岸上残留的一段

段石块砌成的码头，让人遥想当年河运的发达和商贸的
繁荣，让童年的我增添许多想象、平添许多快乐；家乡
的山绵延千里，连接着博平岭山脉和武夷山系，延伸至
外面的世界。我沿着家乡的路，走出莲塘，迈向人生之
路。

家乡属于历史，家乡属于未来。每每回乡，我都为
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而怦然心动，兴奋不已。家乡人积

极探索富强之道，在波澜壮阔的革命与建设的画卷上留
下了浓重浑厚的一笔。长辈张开琏留学日本，求经探
道，在20世纪40年代担任福建省政府重要职务，为湖雷

中学的前身一一福建省永定高级中学的创办作出了卓越
的贡献；长辈张宜步神勇机智，征战南北，所向披靡，
屡建战功，是湖雷镇五位共和国将军之一，建国后为我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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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海军建设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家乡人杰地灵，人
才辈出，家乡人代代相传的勤劳善良、坚韧不拔的品
质，不断激励着我开拓进取，奋发向上。

“志载盛世”是志书的责任，也是众望所归。父
老乡亲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党的富民
政策指引下，家乡人以勤劳勇敢、团结奋进的民族品格

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依靠科
技，发展经济，’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济发

展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物质文明、精神文
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如今的家乡生产发
展、生活宽裕、乡邻和睦、乡风文明，处处充满生机和
活力。

《莲塘村志》的出版是父老乡亲不辞辛劳、通力

合作的结果，是全村集体智慧的结晶。借此之际，我对
参加编纂的父老乡亲付出辛勤劳动，致以诚挚的敬意!

是为序。

一4一

眼榭漂
2008年lO月



···········囵囝囝囵···········

凡例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
则，略古详今，求真务实，力求全面、系统地记载本村

自然和社会的历史、现状。
二、本志记载年代不设上限，下限定为2008年8月

31日。

三、本志以述、记、志、传、表、录等多种体裁，
以志为主，章、节排列，志前设序言、大事记、并配地

图、照片。

四、本志大事记，按时间顺序记载全村的大事、要

事、新事。民国以前的纪年只书朝代年号，民国以后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公元纪年为主，若用民国纪年加
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简称为“建国”)

之后，以公元纪年。
五、本志采取分章平列式，按先自然后社会，先经

济基础后上层建筑的顺序排列。全志共设十一章，各章

一般设节、目两个层次纪事。
六、第十一章所列公职人员含实行聘任制单位的在

编聘用人员。
七、列入本志人物除张宜步将军给予立传外，正处

级以上职务、正高级职称人员、市级以上先进模范、民

营企业家代表和个别典型人物给予生平事迹介绍，并根
据各人的具体情况，篇幅有详有略。

八、列入本志人物不分阜内外，含本村籍和娶进来
的女性。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县地方志、湖雷镇和本村档案

材料，各姓氏族谱以及调查访问的记录。

一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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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29年5月28日，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在湖雷墟坝
万人大会上作报告，号召贫苦农民参加红军闹革命，林

月帆、林金秋、林庆康、林庆初、林金田、林德兴、张
顺来、吴道琴等参加红军，先编人四纵队，参加了第三

次攻打龙岩城的战斗，后编入红十二军。林月帆升任营
长，林金秋升任副连长，1936年国共合作时留守地方
(林月帆被当地民团抓捕杀害)。1929年5月28下午，毛

泽东和夫人贺子珍、朱德、陈毅、邓子恢带领红四军经
过莲塘，毛主席(化名杨先生)小憩于万兴楼。莲塘村

成立苏维埃政府，政府所在地设在下塘张宜步将军故
里，张淦源任主席，在张氏承恩祠办起了农民夜校，成

立少先队、赤卫队，打土豪、禁鸦片烟，农民运动搞得
轰轰烈烈。红军北上后，国民党还乡团残酷杀害革命群

众，还烧毁村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张淦源潜往湖南长
沙，受到张开琏保护达=三年之久，免遭此难。

▲1936年1月，坎市经永定至峰市的龙峰公路修通。
公路穿村而过。莲塘人看到了烧炭发动的汽车。

▲1937年，莲塘村张氏井边楼、九和楼、百斤蚯相
继发生严重的鼠疫病，在当年医疗卫生技术落后，人们

愚昧无知的情况下，村民大张旗鼓扛神迎佛接拱，到上
湖扛“五显大帝”前来避邪消灾，结果仍因鼠疫病死去

9人(其中男5人，女4人)，更为凄惨的是，一个刚出生

不久活着的男婴也被塞进死去母亲的棺材里，同往黄
泉。

▲1942年，福建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张开琏回乡探

亲。不少亲朋故旧来访，张开琏以茶烟热情款待，却无
馈赠。对乡里乡亲的困难竭减相助，对贫苦农民更是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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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怜惜。抗战期间，物价飞涨，农民以“卖青苗”和借

高利贷(借一还二)度日。张开琏筹集银元，购进两万
斤粮食，在村中设“义仓”，接济农民。

▲1943年大旱灾，土地龟裂，禾苗枯萎。林氏两人

在莲塘坝巷口田边为争水灌溉而发生斗殴，导致一死一
伤的悲剧。

▲1947年间，张氏排下房族祖坟移葬溪东南洋潭的
山场，与赖氏的一张婆太地坟相隔不远，溪东赖氏联合

抚市社前赖姓，动用枪械在河对岸守候，在这千钧一发
之际，县长徐元龙、赖竹岩(高农校长)出面，双方派
代表调解，化干戈为玉帛。

▲1950年土改，1954年办初级社，1956年办高级
社，1958年办人民公社大食堂，1980年分田包产到户。

▲1959年7月，东海舰队海军后勤部长张宜步少将回
乡探亲，在公社大食堂与父老乡亲共进晚餐，并在背头
岗为革命烈士立碑留念。 ．

▲l 960年，由于政策失误和自然灾害，一场大饥荒
波及莲塘，全村饿死15人，其中男8人，女7人，绝大部分
是青壮年劳动力。

▲1962年，生产队重新划分耕地，林屋队由于受

“耕多耕少一样吃饭”的平均主义的影响，放弃了原有
的大片良田，造成年年口粮少、食不果腹的困境。

▲1936年、1966年、1996年8月，莲塘村先后发生特

大洪水。第一次，排下土楼基石被淹1．5hi。第二、三
次，排下、井边楼、桥头的土楼被洪水淹至两米左右，
有五座土楼倒塌或变成危房，大片良田变沙滩，溪东大
桥在第i次洪灾中毁于一旦，后集资重建。

▲1975年夏，全国15个省、市(区)的领导、烟草
专家，在本村开办为期半个月的烤烟生产、烘烤科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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