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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

唐宋以来，天河的先祖就在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披荆斩棘、历尽艰辛，

开垦出富饶美丽的土地，造就了星罗棋布的村落。今天，随着广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

不断变迁，高楼大厦、道路桥梁替代了昔日的菜田稻海、祠堂村落，天河由传统农村变成

了现代化都市——广州的中心城区。面对沧桑变迁，我们在为之振奋的同时，是否想过，

祖辈们千年的历史足迹如何永世留存?他们艰苦创业的传统如何代代继承?编修村志，正如

区政协委员在提案中所指出的：是为了抢救“即将流逝和淹没的历史”， “让这段历史永

存于世”，是“刻不容缓”的大事，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无旁贷的义务。

编修村志是当前我区一项重要的文化系统工程。2001年5月，区政府专门发文，要求各

村立即开展村志编修工作，计划在几年时间内将全区29条村村志出版齐全，形成天河区村

志系列丛书。

在编修过程中，我们得到省、市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受到了社会和传媒的广泛关注，

《羊城晚报》、 旷州日报》等报章先后对我区修村志工作做了专题报道。为了编好村志，

区志办和镇、街的有关领导做了大量工作；各村的领导亲力亲为、督促落实；编写人员辛

勤笔耕、数易其稿。对此，我代表区委、区政府对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让我们进一步发扬天河人“与时俱进，一马当先”的开拓进取精神，齐心协力，肩负

起历史的重托，认真做好村志编修工作，以无愧于先人，有功于来者。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区长郑圣凯

2003年2月17日



I南 一
，J 一

在新时期新形势下， 《吉山村志》付梓出版了，这是吉山村民的一件大喜事，也是

珠吉地区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我谨表示热烈的祝贺

古人云：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现修村志，记载盛世，乃

时代需要，历史的责任。

《吉山村志》科学地、系统地、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吉山村自然地理、建置、人151、交

通、资源、姓氏、宗族、村区建设、人物以及民情风俗等门类，兼及其他经济门类和政

治、文化领域的历史和现状，体现吉山先辈们艰苦朴实、努力奋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

反映吉山农村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村庄在经济、文化、生活

方面的巨大发展和变化。其资料翔实，纲目清晰，特色鲜明，洋洋数十万字，堪称吉山历

史和现状的百科全书。它将为各级干部思考过去、展望未来、认识村情、振兴吉山经济提

供借鉴；激励全村人民奋发向上，增强爱村、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热情；亦可供吉山籍在

外游子了解桑梓变迁。

愿吉山人民借鉴历史，开拓未来，为建设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富裕幸福的新吉山

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篇章，使吉山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中共珠吉街工委书记黄泽鹏

2004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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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山村开村六百多年，村志作为“一方之全书”，不仅是吉山村六百多年以来的历史

记录，同时也将为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早在六百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和劳动，先辈拓展不息，使蛮荒之

地渐成富庶之区。这方土地，滋养和造就了吉山人诚信谦恭、吃苦耐劳、敢拼敢赢的品德。

六百多年来，吉山人把艰难困苦视若甘饴，自强不息，为吉山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非

凡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更焕发出蓬勃生机，面貌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一代吉山人正踔厉风发，开拓进取，谱写世纪新篇章，努力把一个现代新家园展

现在世人面前。

志的作用，在于存史、资治和教化。今众手修志，集思广益，凡自然的变迁、政治的

嬗变、社会的沿革、经济的消长、人文的兴衰，无不求真存实，信而有证，运用新观点、

新方法、新资料，秉笔直书，既为现实服务，又尊重历史。古远略以明，今事翔而实。

全书既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又以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一以贯之，实为一方良志。

吉山村开村六百多年来，几经变迁，隶属多易；新志编修期间，又面I旌撤村改制变革。

这些无疑增加了工作上的困难。修志诸同志知难而进，广搜遍访，细稽精核，默默笔耕

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使《吉山村志》终于告竣，谨此深表敬意。然不尽善美之处，在所难

免，诚望读者指正。是为序。

中共吉山村总支书记潘润煊

2004年1月18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四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文明发育、演替和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个时代的人民群

众不断拼搏，给我们留下了惊心动魄、绚丽多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吉山村志》是吉山建村六百多年来首部村志。它记载着吉山村先辈在这片土地上的

生存和发展，记载着与自然环境作不屈不挠斗争的史实，也记载着改革开放以来全村人民

创造的新的辉煌。

自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建村伊始，历经沧桑，吉山村从一个穷困偏僻小山村发展

至今，成为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并且融人大城市的现代化新农村。目前政通人和、百业

俱兴。村委会建制亦在不久将被撤销，这将是吉山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吉山村将成为广

州市城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时编修《吉山村志》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读史明志，温故知新。江泽民同志曾说过： “我们每一个中国

人都应该知道我们各民族的历史!”我们首先就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祖先的历史。 《吉山村

志》作为一部地方志，系统地记述吉山村的历史和现状，实事求是地反映历代村民奋斗创

业的史迹，使后辈能从中了解祖先创业的艰辛。贻谋后世，克绍箕裘。《吉山村志》中永

久性地保存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为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让广大村民

阅读，一可弘扬先辈功德，保存乡粹；二可资治和教化大众。

Ⅸ吉山村志》的编写经历了几度寒暑，在历史资料奇缺的情况下，村志的编写人员深

入走访村民父老，远至江西南昌、北京，近至韶关、顺德、番禺、中山等地搜集资料，发

掘有价值的史料，数易其稿而成。志书的编成是编志人员辛勤劳动和广大村民以及各方人

士大力支持的结果。在村志付梓之际，谨向所有参与和关心村志编写的人士致以深切的谢意!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和经验不足，难免有纰漏之处，望读者不吝指正。

吉山村民委员会主任梁俊武

2004年2月18日



凡例

一、记述范围，以现吉山村行政区域为主，为保持历史的原貌，对历史上有管辖关系

的一些重要史实，亦按当时的区域记入本志。

二、年代断限，上起明洪武年间，下至公元2000年末。个别地方适当上溯或下延。

三、本志采用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体，采用章节结构。

四、1949年lOft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建国前的纪年用

传统纪年加括号注公元纪年，建国后用公元纪年。文中的“年代”是指20世纪的年代；

“现在”、“今”、“目前”指2000年。

五、本志中的“省”是指广东省， “市”是指广州市， “区”是指天河区， “村”是

指吉山行政村(含吉山村、岐山村、大淋岗村)， “党”是指中国共产党， “团”是指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

六、本志所用的资料、图片基本来自本村存档、村民回忆、实地丈量、区(县)志摘抄、

现场拍摄等，除个别引用的图片注明出处外，其余均为村提供，概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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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吉山村，位于天河区东部。东邻黄埔区茅岗，南接珠村、中山大道、

广九铁路、广园东路，西到珠村，北靠玉树村，是广州市天河区珠吉街管

辖的行政村，包括吉山、岐山、大淋岗三条自然村。据2000年12月统计，

吉山地区总面积6．68平方公里。耕地1590亩，总人口9975人，其中常住人

口3694人(农业人口2063人，城镇居民1631人)、流动人口6281人。吉山

村民委员会位于吉山东新街1号。吉山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属于南亚热带海

洋性季风气候区，气候宜人，雨量充沛，林木四季常青，花果飘香。年平

均气温21．8℃，年平均日照1960小时，年平均雨量1725．7毫米，年平均相

对湿度79％，年无霜期341天。社会福利和公共设施配套完善。

吉山建村于明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年)，岐山建村于清顺治年问

(1644～1661年)，大淋岗建村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自建村时起直

至清代，均隶属番禺县鹿步司管辖。

民国初期到建国初期属番禺县管辖。1953～1955年属广州市黄埔区管

辖。1956～1959年属广州市郊区管辖。1960～1961年属广州市黄埔区管辖。

1962～1985年4月属广州市郊区管辖。1985年5月至今属广州市天河区管

辖。

吉山人民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民国14年(1925年)5月，岐山农民

协会成立。岐山村村民潘金耀等人参加了农民协会，为农民争取自由和解

放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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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山民风纯朴，风景秀丽，人杰地灵。“东园桃李、西郊牧笛、南涧潮

平、北岭寒梅、山亭远眺、松径禽音、三山荔赤、十里橙黄”，为原吉“j八

景，也是吉山当时风貌的真实写照。

清宣统三年(1911年)，广九铁路(广州市大沙头一香港九龙)建成通

车，在天河地区设车站3个，其中吉山火车站设在村南，使吉山刘外交通有

所改善。1956年，吉山村西首条泥沙公路经珠村、黄村到中山大道路段通

车。1984年，村南新路街水泥路建成通车。是年，村东到中国成套设备进

出口公司广州分公司门前，经茅岗到中山大道的水泥路段通车。1999年，

珠吉水泥公路建成通车。现在吉山村可从珠吉公路直达中山大道，西通东

圃、天河中心区；东到黄埔、增城、深圳。这对加快吉山经济发展起到促

进作用。

60年代以前，村民都是以人力畜力耕作为主，70年代初，农业机械进

入吉山村，如中型拖拉机、手扶拖拉机、打禾机、喷雾器等代替了一部分

人力畜力。单车、三轮车等交通工具的使用也方便了村民。

70年代中到80年代末，电灯、自来水、管道煤气相继进入村民家中。

供销社设在本村，方便村民购买农具和日常生活用品。

2000年，23路、503路公交车开通，吉山交通更为便利。23路公交车

总站设在吉山村东，每天往返吉山、东圃、锦城花园。503路公交车总站设

在吉山村西，每天往返吉山、黄埔、鱼珠。

历史上吉山村以飞业为主，尤其是以种植水果为盛，兼种水稻。水果

以青梅、橄榄、黄皮、荔枝、柑橙最多，此外还种植少量红梅、杏梅、柿

子、菠萝、香蕉。岐山的甜黄皮闻名广卅I地区，吉山的青梅、橄榄在东圃

地区也颇负盛名。而由乌榄制成的榄角亦为本地家家户户必备的咸菜。民

国17～18年问(1928～1929年)，青梅、橄榄、柑橙是吉山水果鼎盛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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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支柱。民国26年(1937年)，吉山村(含岐山、大淋岗)水果种植面积

有1500亩。当时，吉山一年四季花果飘香，从不问断：春季有青梅、红梅、

杏梅；夏季有橄榄、荔枝、菠萝；秋季有乌榄、柿子；冬季有柑橙。H军

侵华时期，F1军借口森林易藏游击队，将山上林木果树全部砍光，村民赖

以为生的果木顷刻消失。更严重的是生态失去平衡，干旱虫害不断发生，

建国前，土地属于私有。由于田租较重，加上生产条件差，自然灾害

频繁，水果收入少，粮食产量低(水稻平均亩产只有141公斤左右)，人民

生活十分困难。

建国后，实行土地改革、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分田分地，当

家作主，生活有了根本的好转，山林果木的种植又有所恢复。但是，由于

长期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加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吉山经济还

很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也很低。1957～1977年的20年时问罩，吉山的农副

业总产值只增加了一倍左右。1977年，村民平均收入只有68．2元，劳动力

平均收入也仅110．37元，吉山在天河地区属于收入偏低的农村。

建国后几十年问，吉山村农业生产结构不断进行调整，由过去种植果

树、水稻为主的经营方式，转变为种植蔬菜、水果、木薯、花生等经济作

物的多种经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吉山全面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的基本路线，推行了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农副业多种承包

责任制，扩大耕作自主权，调动村民生产积极性，为吉山农副业发展打下

良好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吉山村委会带领村民进一步深化改革。结合本地实际

情况，利用靠近市区的优势和人才、土地等资源，在搞好搞活农业的同时，

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重点抓好村社企业的发展。1989～1995年问，吉

山村先后兴建了江西烟花公司、广州东丰鞋业有限公司等32家企业的厂房、

仓库。

1999年，天河区重视高新农业生产基地建设，在吉山横岸创办农业现

代化示范区，规划750亩土地，按发展高新农业和维护生态平衡的要求，进

行立体式布局，建立野生蔬菜、塘鱼、瘦肉型猪、优稀水果、草皮、花卉

等六大生产基地，总投资1072万元，到2001年完成，预计每年产值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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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元。

四

建国前，吉山教育发展缓慢，村内没有正规幼儿园和完全小学，适龄

儿童人学率低。建国初，由于吉山地处偏僻，经济落后，国家和村投入幼

儿和小学教育的资金不足，幼儿园和小学校舍陈旧，教学设备落后。改革

开放后，吉山村的经济有所好转，投入幼儿园和小学教育的资金不断增加。

1984年吉山实现普及小学教育。1986年吉山村委会投资130万元建成一所

设备完善的完全小学。1988年实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1994年又投资300

万元，新建一所可容纳400多幼儿、设备完善的幼儿园。1999年吉山村委会

第二次投资新建一间有24个教学班、三机(电子计算机、电视机、录音机)

进课堂、设备先进、环境优美的新型绿色小学。目前，幼儿、小学生人园

入学率和小学生升初中率均达100％；1986年9月开始，吉山村有大学毕业

生陆续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建国前及建国初，吉山村文化体育设施落后。80年代末建立文化室，

增加了村民文娱体育的活动场所。篮球、乒乓球、图书室、业余粤剧团活

动十分活跃。到90年代中，足球运动才在吉山活跃起来。村东的灯光篮球

场、村西的足球运动场的建成，方便了广大村民休闲时间锻炼身体。如今，

清晨和傍晚都有不同年龄的村民在橄榄公园、宽阔的公路人行道或山上锻

炼身体。

建国前，吉山村卫生条件较差，村民饮用的井水和山泉水不够清洁，

各种传染病时有发生。1945年端午节前后吉山自然村发生瘟疫，死10多人。

岐山村于是年11月也发生瘟疫，死9人。解放后，吉山村卫生条件大有改

善。东圃、黄埔卫生院先后在吉山村设医疗站，方便村民治病。60年代吉

山成立村卫生站，培养了一批“赤脚医生”，24小时为村民治病。90年代中

期吉山大搞卫生村建设，组织村民全面清理沟渠积水，修建下水道，将明

渠改暗渠，成立专职卫生清洁队伍，创造了良好卫生环境。

吉山村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可喜成绩。吉山村委会成立了精神文明建设

领导小组，狠抓实干。吉山村曾先后多次荣获东圃镇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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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广州市及天河区安全文明小区的称号。1956年下半年吉山业余粤剧团

演出《中秋之夜》获省业余文艺汇演一等奖。1989年吉山村支部书记潘润

煊被评为1988年全国农村体育工作积极分子。1994年吉山村总支部书记梁

钜钊获天河区十大杰出青年称号。2000年吉山村被评为天河区村民素质教

育先进单位。潘润煊、梁俊武、梁发培、梁炜昭、梁汝垣等同志被评为天

河区2000年村民素质教育先进个人。吉山村社会综合治理成效显著，多次

被评为广州市群众治安保卫工作先进集体和东圃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先进集体。计划生育工作也进入区、镇先进行列。卫生工作向着卫生示范

村方向迈进。

五

为使吉山村的经济更上一层楼，更快地提高村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当

务之急仍是改善交通。目前，虽然有中山大道、广深铁路、广园东路在村

南经过，并有珠吉公路通往中山大道。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土地(大多

为山地)因交通不便尚未开发。在上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与兄弟村的紧密

合作下，吉山村继续扩展珠吉公路向北延伸工程，与广汕公路连接，建成

吉山交通网络；使吉山南通中山大道，北接广汕公路，西到天河中心区，

东达黄埔、深圳，为吉山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培养和造就一支有理想、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科学管理队伍方

面，除了继续办好村基础教育之外，还支持在吉山辖区内的广州华中科技

大学网络教育学院粤城分院和潮汕学院的建设和教育工作。继续选送村民

子弟参加各种专业技术和科学管理的培训，为建设美好吉山培养人才。

为提高吉山村的经济效益，既要继续扎实地抓好已有的农业现代化示

范区建设，还要向光山、黄岗山、横岸、岐山、黄岗元、狮子山、牛栏挈

等尚未开发的地方发展。要建设现代化水果种植示范区，让所有山头种上

品种优良的果树，使吉山重现四季花果飘香的景象。

为吉山人民实现安居乐业，进入小康，将继续完善幼有所学、壮有所

为、老有所养的良好福利制度，搞好吉山环境绿化、净化工作。2001年，

橄榄公园已进入第二期工程建设，在公园内建成带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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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长廊食街，还计划开发面积约50亩地的人工湖等新景区。这样，吉山将

成为一个集观光、旅游、娱乐、饮食、休闲于一体的好地方。吉山村在建

国几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取

得一定成绩，但是与先进的兄弟村相比，与社会主义新型农村——省级生

态示范村的要求和广州市“城中村”建设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吉

山村的村前公路与大街还存在“两占”(占道经营、占道停车)、“两违”

(违法用地、违章建筑)、“六乱”(乱摆卖、乱停放、乱堆放、乱张贴、乱

搭建、乱拉挂)等现象。环境污染、噪声、废气、废水排放等破坏生态平

衡的现象十分严重。土地征用后农民出路和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黄赌

毒”问题、村内出租屋和外来人口的治安管理、计划生育等问题还相当严

重。上述种种，都说明了吉山在城乡建设和科学管理、社会治安、环境卫

生保护、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思想道德与文化建设等方面，仍然滞后于

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亟待吉山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作出

更大的努力，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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