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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历史上的第一部志书——<芳村区志>，经过七年的努力，终于成

书出版。这是我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可喜可贺!

从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南汉时算起，我区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千

多年里，芳村人披荆斩棘，含辛茹苦，将芳村由一片荒芜的沼泽地建设成为

今天的美丽家园。悠悠岁月，饱含着多姿多采的往事，延伸着开拓奋斗者的

足迹⋯⋯这是一部丰富多采的历史。

然而，遗憾的是，一千多年来，却未形成单独而全面的历史记载，以至 ，

多少往事如烟而去。今天，我们终于有了第一部芳村史——<芳村区志>。

<芳村区志>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以较翔实的资料，再现了芳村历史

的原貌。<芳村区志>的问世，必将有助于人们全方位地认识具有悠久历史

的芳村，从中得到借鉴和启示。 、

古语云：“欲掌一方之政事，必读一方之志。”．为了全面、准确地了解区

情，鉴古通今，更好地为建设芳村服务，我们的干部应该认真读读这本区

志，以便总揽全区自然和社会的概貌及发展脉络，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更 ，，

好地规划和建设好芳村。

<芳村区志>又是一部很好的乡土教材。在“可爱的广州我的家”爱国

主义宣传教育中，我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要把<芳村区志>作为一．

本认识自己家园的“家史”，作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同时，<芳村

区志>也是旅外侨胞认识家乡的“窗口”，寻根访祖的“向导”。

读史励志。我们芳村有丰富多采的历史，有勤劳智慧的人民，有得天独

厚的地利，正面临加快发展的机遇。开创未来，任重道远。全区干部和人民

群众，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勇于开拓，锐意进取，促进经济加

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用我们共同创造的新业绩，为芳村未来的发展史添

上辉煌的篇章。

．中共广州市芳村区委书记 刘日知

原中共广州市芳村区委书记 徐刃锋

一九九六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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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我初到芳村区工作时，就看到了区志办编写的<芳村区概

况>，有助于我认识芳村。遗憾的是，那仅仅是一本“概况”。现在放在我案

上的是一部70多万字的<芳村区志>，它将脱稿付梓，特有感而序。

广州有花城的美誉，芳村则是“花城中的花城”。勤劳智慧的芳村人早

在一千多年前就开始了种花的历史，明清时代，芳村之花已远近闻名，有

“岭南第一花乡”的美誉。这里有品种繁多的花卉，有过众多让人流连忘返

的园林，有古今远近闻名的花市天光圩，有充分体现芳村人智慧的西浯人工

花果生态村，有被誉为“水中鲜花”的观赏鱼，有集科研、生产和观赏于_

体的华南地区最大的花卉科研机构——广州花卉研究中心，这里还是岭南盆

景的发祥地之一。

当然，芳村不仅以花名世，而且历史上曾涌现出不少风云人物，其高风

亮节，后人景仰。这里还有光荣的裕安围红色游击区和凤溪抗日根据地，英

雄的芳村人为全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一份贡献。建国以后，芳村人艰苦创

业。奋发前进。1985年第三次建区以后，芳村人锐意改革，勇于开拓，把

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

如此富饶、美丽、英雄辈出的地方，历史上却没有一本书来全面记载

她。故此，按照中共广州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区委、区政府决定编修

<芳村区志>。从1990年起，经过全区各部门、单位和驻区单位修志人员七

年的同心协力，辛勤耕耘，<芳村区志>终于问世，芳村区有了自己的第一

部志书。我谨向所有为区志编修和出版作出过贡献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

古人云：“志以地传，地以志传。”<芳村区志>较充分地挖掘了现存史

料，基本上把握住了芳村历史演变的脉络，人民创造了伟大的业绩，区志为

人民立了丰碑。<芳村区志>的出版，对弘扬芳村文化，开展区情教育，实

施对外交流，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将发挥重要作用；<芳村区志>

也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实行正确决策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书。

对于历史，我们已有了交待，对于将来呢?我们是不是有责任为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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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志提供更加丰富、更加生动的题材呢?!随着珠江隧道的开通、地铁和

鹤洞大桥的兴建，芳村的投资环境日臻完善，越来越为海内外所瞩目。我们

要因势利导，把握机遇，全面推进芳村经济的发展。我相信，有全区人民的

团结奋斗和锐意进取，芳村区一定会发展得更快，芳村人民一定会生活得更

加美好。当现实成为历史写入志书时，我们芳村人可以无限目豪地说：“区

志中有我的一片丹心!”

让我们为建设“花城中的花城”——芳村区，携手共进!

霎村区甏方志景纂委簧会主羹刘学权芳村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4门1“

一九九六年八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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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芳村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力求达到资料性、思想性和科学

性的统一。

二、本志叙事：上溯起源，因事而异；下限断于1990年，个别事物超 ．

I

出时限，记述中加以注明。《大事记》延至1994年。1991～1994年全区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以概略形式置于附录中。政治运动散记于《大

事记>和有关篇章中。

三、本志记述的空间范围，以1990年境域为准。

四、本志按事以类相从立篇，为突出花乡特色，花卉、园林单独设篇。 ．

全志设30篇，109章340节。内容较多者，节以下设目和子目。体裁，述、

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

五、本志纪年：古代至中华民国，沿用传统纪年，并适当括注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称建国后)，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地域名称，非独立区一级政权时期称芳村地区；机构名称第一
1

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广州市芳村区委员会”简称

“区委”。职官皆用当时称谓。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注明今名)外，一

律采用现名。

七、本志所用计量单位原则上使用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发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个别例外，如为记述单位面积产量仍以亩为计量

单位；人民币一律使用新币值。

八、本志所用数据，建国前至1984年，多以档案资料为准，辅以必要

口碑资料；1985年后以统计资料为准，缺统计资料者则采用单位档案资料。

除少量需要记述精确的数据以外，1～4位数写绝对数，5位数以上以万、亿

为单位，数据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或两位。

九、+本志所传人物，以本籍或在本地有过重要活动，又有一定影响的近

现代人物为主。人物传以生年为序，革命烈士表分不同时期以卒年为序。市

级以上劳动模范、省级以上先进人物列专表予以简介。

十、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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