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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蚌湖立志、则属首次。I：蚌

湖志》编纂委员会、《蚌湖志》办公室的同志们按照。详今略古，立

足当代”的编写原则，在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关心和支持下，经

过三年的艰苦、细致工作，终于完成了这部将流传千秋万代的志书

编纂工作，为蚌湖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蚌湖镇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镇。说她古老是因为蚌湖是一个有

着悠久历史的乡村，在蚌湖人民的辛勤劳动和长时期的经营下，创

造了不可磨灭的业绩。她注重文化教育工作，素有“文化之乡”美

誉。而且，蚌湖华侨众多，为广州市知名的侨乡。说她年轻，蚌湖

镇是一九八七年才设立的新镇，至今，她还是未满+岁的小孩童，还

需要扶持成长。 ，，
．

· 蚌湖镇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镇。蚌湖人民诚勤俭朴，刻苦耐劳、富

有开拓精神。建镇以来，蚌湖人民真诚与来自境外、．境内的厂商合

作，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使全镇工、农、商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蚌湖地区地理条件较为优越，距广州市中心仅20公里。气侠温和，

交通方便，环境优雅，不仅是投资、安家的好地方；而且是发展农

业生产，尤其是发展。三高”农业的首选之地，为有志之士所青睐。

． 在《蚌湖志》与读者见面之际，我希望海内、海外的蚌湖乡亲

更加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万众一心、艰

苦奋斗，将蚌湖建设成为文明而富裕的新城镇。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杨裕棠



编纂《蚌湖志》的说明

一、《蚌湖志》(以下略称本志)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和坚

事求是的精神，概要地介绍蚌湖镇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断限：上自清朝道光二十年(公元--Jk四O年)，下至

一九九O年十-g，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四年在附记介绍。

三、本志分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华侨、人

编，计三十三章九十一节。采用述、记、志、传、图、表等多

裁编写。

四、根据历史编志通例“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立传的均是

下限时(即1990年12月)已去世的对祖国和家乡有贡献或影

大的蚌湖籍人士。对历史人物事迹不详、仅靠传闻的人物则作

说、民间故事介绍。个别较有影响的反面人物亦给以记实。健

士中，政界是县、处级以上，军界是团级以上和工程师、主治

、讲师等，则在。当代人物芳名录”中列出。

五、本志所记地名，按各个历史时期的传统名称记录，建国后

名，则按新定的统一名称书写。

六、度、量、衡单位，本志尽量采用公制。但考虑到各个历史

的习惯用法，仍保留有旧制单位。
’

七、本志对各朝代政权、纪年，按当时通用习惯称呼、书写，但

纪年均夹注公元纪年，以资对照。

八、本志对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前通称建国前，一九四九年十

日后通称建国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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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蚌湖镇位于广州市白云区之北，距广州市中心20公里，是广州

市北郊的著名侨乡和文化之乡；为广州市经济开发区重点工业卫星

镇之一，属城区建制。
’

．

蚌湖历来是广东省番禺县所管辖的一个行政乡。因地处番禺县

之北，与在番禺县之北的所有乡镇通称为。禺北一地区。按番禺县

始建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无前214年)，因属内有。番山”和。禺

山一而名÷‘：番禺。二千多年来地域虽有变异，但番禺县名至今未改．

由于当时番禺县辖的地域较广，为了便于管理，明朝弘治七年(公

元1494年)‘时，除现广州市内街区外，其余分设五个巡检司。即s

鹿步司、茭塘司、沙湾司、慕德里司、狮岭司和一个船舶所分别管

理。蚌湖属慕德里迢检司。清朝时各地成立。社学”，蚌湖及人和地

区同建。淳风社学”。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番禺将全县划分

为8个区、55乡、623村；原慕德里司分为6、7、8三个区，蚌湖

分属第7区，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公元1958年1月，蚌湖从

番禺县划归广州市郊区管辖，自1982年至1987年，广州市郊区先

后分为白云、芳村、天河、黄埔四个区，蚌湖分属白云区，并与人

和镇分离独立建镇。

蚌湖镇地处北回归线南侧，地理座标为东经113。24”，北纬23。

23”，属亚热带季风气侯”夏季炎热，无明显的冬季。平均气温为

21．97。(摄氏)，年降雨量为1550毫米，平均相对湿度是70％。日

照较长，雨量充沛。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

·】·



17平方公里。地势西北略高，东南略低，但海
般都在海拔7公尺左右。流溪河由从化经人和

镇中部偏南流向江高镇。。江人公路”在镇中心

人和镇，西南到达江高镇。以新联村黉门里与

三甲地区为镇的中心’点，东和东北面与人和镇为邻，南及东南面和

龙归镇相接，北及西北面与江高镇交界，西南面与新市镇的石马村隔

河相望，全镇辖内有黄榜岭、新联、镇湖、西湖、建南、清河、南

方7个行政村、53个自然村，现设78个生产经济社和一个居委会。

镇内居民人口有2万多人。

蚌湖镇耕地面积1万8千亩，农业向来以水稻为主。建国前，由

于水利不修，蚌湖地区既遭旱惠，又易涝浸。全蚌湖仅有流溪河南

岸的少量堤围，河水暴涨，低田尽成泽国。桔棒遍野，天旱时日夜

秤水灌溉，加上耕作技术落后，水稻年均亩产400多市斤。建国后，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大力整治流溪河与兴修水利，使蚌．

湖地区的农田旱、涝灾害逐年减少；同时推广良种，实行科学种田，

为稳产高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近年来水稻年均亩产达到1400多市

斤。自中共十一届三中会全召开，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蚌湖

镇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变化；蔬菜、生果和其他商品经济作物有

了一定的开发和发展，渔业、饲养业生产的专业化也有较快的增长。

建国前和建国初期，蚌湖工业微薄，仅有为数甚少的手工作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来一补”企业迅速发展，外商来镇投

资设厂的不少。现有镇、村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和“三来一补”工

企业共53间；计有制衣、手袋、玩具、皮鞋、毛织、电子、旅游帽

等加工业。 ．、

过去只有个体户在蚌湖圩市的商业，自城乡经济改革后，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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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

专业

的宾

蚌湖人民诚勤俭朴，刻苦耐劳，富有开拓精神。清朝中期就有

乡民出国谋生；清朝末期蚌湖旅外乡民已遍布世界各地，以后更越

来越多。现据不完全统计，数以万计的蚌湖籍侨胞，足迹遍及世界

五大洲。有不少个自然村的华侨，旅港、澳、台同胞的人数比在家

乡生活的人数还多，故早就有“侨乡”之称。蚌湖乡籍华侨和港、澳、

台胞向来爱国爱乡，他们为旅居国与地区的繁荣和富强作出应有的

努力的同时，心怀祖国，情牵故里，为祖国富强繁荣与及家乡的建

设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们除尽力捐资外，还有不少人亲自

投身革命I家乡的各项建设及福利事业，他们无一不积极支持和热

诚赞助，尤以兴学办学最为突出。

蚌湖老一辈人民身受没有文化之苦。为使后一辈免除再受文盲

之难，早在清朝时期就注重对子弟的教育。民国以后，他们对下一

代的文化教育工作更为重视：公元1919年。五·四”运动后，蚌湖’

各地的私塾逐步改为新式学校，往广州大、专、中等学校读书的青

少年甚多，被誉为。禺北文化之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蚌

湖籍海外侨胞和群众又捐资创办广州北郊最早的乡镇华侨中学。蚌

湖华侨中学”，使蚌湖青少年有更多上中学读书的机会f建镇前后，

还为全镇各村小学扩建、改建、新建校舍出谋献策，捐资出力，使

全镇中，小学校都有园林式的、．楼房化，规范化的校舍，为全镇中、

小学生提供了较为优美舒适的学习环境。 奇

， 蚌湖建国前的医疗卫生工作很差，只有几个私人中医诊所和中
· ·3·



店。建国后虽有所改变，建镇前亦只有设备简陋、医务人员不多

一间卫生所和各村的卫生站。1987年建镇后，镇党、政领导为进

步改善蚌湖的医疗卫生工作，在海外侨胞和乡民的大力支持与赞

下，于1988年建起了颇具规模的“蚌湖华侨医院一。

蚌湖建镇后，镇党、政领导带领和发动全镇人民缡好各项工作，

先后获得广州市和白云区授予。文明单位”、。普及九年制义务教

先进单位”、。爱国卫生运动先进单位”，。拥军优属模范镇”、。计

生育先进镇”、。花园式单位”等光荣称号。

蚌湖镇党、政领导，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正带领全镇2万

人民以高昂的姿态，根据本镇的特点，因地制宜地积极投身于物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把蚌湖建成繁荣富裕而文明的新城镇而

力。
。

，

·4·



． 大 事 记

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

蚌湖建成“镇湖市”，亦称“新圩”。

’

11884年(清咸丰四年) 一

农历6月19日，蚌湖以杨诚、杨甲午为首的反清志士，跟随天

地会首领之一甘先，参加“红巾军”，在花县远龙圩宣告起义，因兵

力众寡悬殊而失败。尔后，大部惨遭清廷捕杀，只有几人幸免逃亡
海外。

’

1876年(清光绪二年)

农历4月，蚌湖至鸦湖流溪河一带，聚集土匪一大群，经常晚

间打家劫舍，强奸妇女。
’

1877年(清光绪三年)
’

农历11月29晚：暴风雨雪雷电交加，严寒持续至翌年3月，不

少乡民冻病死亡，生猪、耕牛损失惨重，塘鱼几乎灭绝。

1878年(清光绪四年)。
蚌湖。兴隆庄”建成。步瀛书院落成。

二十八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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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大旱，早、晚稻颗粒无收，蚌湖饿殍遍野。是年壬寅年，故

民称。壬寅大旱”。

1910年(清宣统二年)

高增、鸦湖一带持枪带刀的土匪50余人，经常夜间抢劫蚌湖各

地。为此，在步瀛书院召开全乡父老会议，决定各村组织一支常年

护村队抵抗劫匪入侵。当年击退劫匪多次，并活捉匪首。

1912年(民国元年) 、

蚌湖由1711名旅加华侨发起并筹集资金，在广州建立了。蚌湖

乡保安和华侨通讯处”，专门办理蚌湖侨汇及接待华侨往返事务。

、

1915年(民国四年)

珠江三角洲发生历史罕见特大洪水，历时20多天，淹没禾田

600多万亩，300多万人受灾，许多乡村被淹，房屋冲毁，人畜淹毙。

是年为乙卯年，故民称“乙卯大水”。

，

1921年(民国+年)

春，朱溥源等在华侨踊跃捐款和朱姓父老支持下，在。朱氏宗

祠”办起了蚌湖地区第一间新式学校“紫阳学校”。

1923年(民国+二年)

冬，在“步瀛书院”召开全乡父老会议，一致通过开办一间全

乡性的“蚌湖小学”，并推举苏俊文为校长兼筹办事宜。经努力，于

1924年春，。蚌湖小学”正式开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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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紫阳学校”之后，蚌湖各村掀起办新式学校热潮，先后办

起。醒民”、。著经”、。著清”、“著义”、。著廉”、。爱莲”、。读月”、

。汪波”、。朝义”、。武功”、。觉群”、。国民”、“觉民”。。启智”、。永

隆”、。裴佑”和“南边坊”等学校，均由华侨捐款和太祖公尝拨款

兴办，学费低廉。 ’

’

9月，蚌湖乡借用江村合族祠堂场地，举办了首届全乡学生运动

会。 ．

．

1926年(民国十五年) 、

年初，。蚌湖留省学会”成立，并创办{：城北季刊》

下半年，《城北季刊》更名《蚌湖月刊》，主编为“蚌湖留省学

会”成员。月刊每期印1500份，分赠给海外华侨，乡政领导、各界

人士及各村的“阅书报社”。

1928年(民国十七年)

蚌湖。步瀛书院”办起。平民习艺所”。免费为乡民传授制作竹、

木器技术。t

， 1929年(民国+八年)

。蚌湖小学”——大钟楼新校舍建成，并交付使用。

，

1930年(民国十九年)

。著义小学”新校舍建成并交付使用。

1933年(民国二+二年)

春旱，田块龟裂，禾苗枯死，大面积失收。L■■r、



1935年(民国二+四年)

农历7月，蚌湖上、下村搞同庆活动，在大沙地搭大戏栅，请

粤剧戏班连续演戏56场。
。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农历7月初一，蚌湖遭强台风袭击，不少建筑物被摧毁，大树

被拔起、打断，农作物损失甚巨。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广州“仲元中学”迁来蚌湖，借用“步瀛

书院”为校舍。这是蚌湖有史以来的第一间中学。

·。蚌湖留省学会”成员组织救亡工作小组，回乡宣传抗日救国活

动，张贴抗日标语和漫画。

●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6月，。蚌湖留省学会”成员，在蚌湖大沙地举办大型宣传抗日

晚会，连续3晚，全乡男女老少几乎全部参加。晚会除发表抗日演

说、唱歌和演抗日话剧外，还举行抗日献金活动。

农历9月初一，日军从流溪河南岸向蚌湖发起进攻，蚌湖群众

组织的自卫团共8个中队，1千余人奋起抗击，与日军激战7昼夜，

相持15天，至农历9月16日清晨才被迫撤退，蚌湖沦陷。

农历9月16日，蚌湖沦陷，日军在山田大佐率领下，实行了惨

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对未能逃出的乡民施行

炮击、刀砍、枪杀、剖腹，捆绑后火烧、死去不下30人，海唇、草

地庄及清河市头的民房7、8成被烧毁，只剩一片瓦砾和灰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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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秋大旱，竹树开花，禾苗枯死，大面积失收，有乡民采摘竹籽

充饥，致大便闭塞死去。

1941年(民国三+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蚌湖侨眷纷纷回乡，适逢

大旱过后第二年，粮食奇缺，不少乡民以薯藤、野菜充饥。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5、6月间，蚌湖地区因土匪集团争地盘、利益而械斗，持续lo

多天，使上下村乡民深受其害。邻乡鸦岗乡民情谊深厚，特派代表

高举。鸦岗调停”横额前来蚌湖调解。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春，。勤勤师范学校”从内地搬回广州，暂借蚌湖小学为临时校

舍，这是蚌湖第二所中学。

年初，蚌湖成立“新蚌湖音乐团”。以自娱自乐为主，也到各村

演出。经费全由私人赞助。 ．

8月，。勤勤师范学校”杨锡泉等进步师生，在中共广州市委领

导下，在蚌湖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

6月，蚌湖乡举办了第三届规模盛大的学生运动会，大会收到华

侨、各界人士捐赠银鼎一百多座和其它奖品，伍观淇、黄佐等军政

要员作了题词。
’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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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共江北地委派陈鹏来蚌湖，以小学教师名义开展地下工

作。
’

。

：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

10月13 1日蚌湖解放i 14日广州解放。

农历12月初一下午，乌云骤起，转而倾盆大雨，冰雹夹雨不停

降下，粒大如枣，冬作物摧残严重，大面积失收。

1950年

年初，。蚌湖华侨会所保安和”，拨款开办“赠医局”，免费为群

众诊病、治病。 ，

5月，蚌湖乡人民政府成立，隶属番禺县第7区；各村相继成立

农民协会。

组织教师进行。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清匪反霸”、。秋征

建政”等宣传。

蚌湖地区纷纷组织剧社，有。民强”、。紫阳”、。星影”、“共

和”、“南方”等5个剧社。以“民强”剧社最为活跃，常在各节日

演出，也常被邀到江高、石龙、神山等地演出。

1951年

蚌湖乡人民政府全部接收各村的太祖公尝及公田，全乡的小学

经费，由乡政府统筹办理。
‘

1952年

3月17日，蚌湖乡召开首届妇女代表大会。

4月，蚌湖乡第一个中共党组织一蚌湖乡党支部成立。

5月，民兵组织收缴蚌湖乡民非法藏械一批。

·6。



9月，蚌湖乡召开首届青年团代表大会。

12月，农村土改后，番禺县的第七区改为第十区，十区由蚌湖、

鸦湖、同文三个乡组成。

．6月，蚌湖的。老红栈”代表蚌湖参加广州西郊龙舟赛，获小组

第一名。

12月，番禹第十区举行建后首届运动会，蚌湖获男子篮球赛冠

军。 ．，

●

●

1953年

土地改革完成复查工作I全国开始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政

策；小学教师及乡村干部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

10月，蚌湖。小鹰”男子篮球队成立，曾3次获番禺县运动会

冠军。一次郊区运动会冠军．
’

． 1954年

蚌湖乡作为番禺县试点地区，把错划为地主、富农成份的侨户，

一 提前改变成份。

是年开始，农户组织联户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进行生产‘

5月，蚌湖乡成立党总支部，乡属4个小乡分别成立党支部。

1955年

湖进入农业合作化高潮，普遍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湖供销社，信用社先后成立；并设立广播站。

月，第十区区公所设于人和，更名人和区。

年霜冻期为近年来最长，冬作物普遍失收。

1956年
·7。



——1

蚌湖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l农业生产由初级合作

社转向高级合作社。 、

是年起，在小学教师中发展中共党员。
‘

12月，蚌湖乡基层党委、人民委员会成立。

1957年

早、晚两造均遭水灾，受灾面积分别约为3500亩和2100亩。

9月，“蚌湖华侨中学”正式开课。

下半年开始，中小学教师掀起大鸣、大放、、大字报高潮，帮助

党整风。

1958年

1月，禹北、禺东划归广州市郊区管辖。上半年开始进行“整风

反右一运动，部分人划为“右派”。

9月，蚌湖、鸦湖、同文3个乡组成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

一”。蚌湖乡基层党委、人民委员会撤销。

新西兰和平进步人士艾黎来蚌湖访问。

是年开始，学校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学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组织师生参加生产劳动，大种农作物，参

加大炼钢铁。

1959年

6月中旬，普降暴雨，72小时内降雨达391．8毫米，农作物和

牲畜损失严重，不少房屋倒塌。

1960年

5月，广州市原有5个区调整为7个区；原郊区分为黄埔、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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