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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 误 表
页数 行数u_ 误 正

编纂成员 名单 袁庆亥 袁庆玄

序言 2 铁骑下的下的奴：隶 铁骑下的奴隶
，， 7 土地广衮 土地广袤
"

12 以现状为主 以现代为主
挂 15 和现状 和现任

，， 16 起到资政 ，起到资治 、

¨ 倒3 、几年得作修志工中， 几年的修志工作中， 一

” 倒2 终于出版了这是 终于出版了，这是
凡例’ 4 史历 历史 、-

tl 倒7 单位，部门 单位、部门
，， 倒2 仅对历史 仅历史

目录
倒量 风俗 习、俗5页

目录
6 竭后语 歇后语6页

II 倒2 历代(宋、元、明、清) ‘宋：元、明、‘清

2 14 驻党 驻军 、

7 18 当地坤± 。当地绅士

7 18 ’谈桥造型优美 该桥造型院荚

8 5 ．)胨志卷 (陈志卷

8 17 j 坤：士何仁山 绅士何仁：山

8 倒1 ．(和会议指 (和议指 i

9 l 《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
。‘

9 17 ，：-日多名士 一批名士

、9；、． 、倒6。 -，’斗郎 、 斗朗

9 倒8 ：、t沦智学校 瀹智学校‘’_

12 ．7‘!IO。 芦品娴 卢品娴
、

。

12 16 <．黎簿 黎浩 ‘。

12‘ ‘24
～

陈华、等同志 陈华等同志

13 5 他刺死、 他刺死，

13 12 宣斟 宣布

15 倒6 交界处堵死 交界处)堵死



页数 行效 误 定’+一+一

17 鲫6 11， 11月。

18 12 堤圜 堤围

2l 倒10 30人 30人。

26 1 广聪 广深

27 标题 第一编 第一篇

27 1 113。32" 113。32t

27 7 开建办 开办

27 1l 高涉领 。{ 高涉镇

27 12 万江镇 万江区

28 2 和尚妙，为 和尚妙罢为

28 3 成洵二年 成淳二年

28 12 )1754年。 (1754年)。

28 18 洗沙 冼沙

28 倒8 鸬鹚涡 鸬鹚涡

29 4 涸涌 溜涌

29 倒9 淄辖 改辖

34 16 陈家袁 陈家园

40 表4 663 6632

43 2 水支汇 水交汇

43 剧9 水)田 (水田

44 1 丑例 ，比例

48 9 高氢晴 高飞睛

5l 倒3 官输林 官翰林

52 1 (】225—1261宝庆年阊) 宝庆年阀(1225--1261)
52 倒6 从番县 从番禺县
53 6 (1387)年立村 (1387年)立村

53 18 黎钟 黎、钟



编纂小组成员名单

组长：袁庆玄

副组长：黎景尧、蔡炳根

组员：袁树炎、刘近朝

主笔：袁树炎

编纂组织、指导单位：东莞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



虚 孝
j予 雷

中堂于北宋立村，已有近9 0 0年的悠久历史，人物众多。这期间，从

’j原始耕作到科学种田，从愚昧落后到现代文明，从铁骑下的下的奴隶到大地

_LtI主A，从封建专制到社会主义，从闭关自守到改革开放，无不凝聚着祖

辈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心血，含苦茹辛，奋发图强所得来的成果。党的十一

属三中全会的富民政策，使中堂的地理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中堂地处珠江三

角洲经济开放地区，毗邻港澳，南距深圳l 2 0公里，．It至．Elq 4 0多公

里。广深公路横贯境内，水陆交通便利；土地广衮5 0多平方公里， 人口

5．6 idea，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贸工

．农各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提高。

“盛世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也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由于民国(1 9 l 2年)以前，陈伯陶在《东莞县

志》中有所记述，因此我们这次修志的原则是：以现状为主，又不割断历

史，详今略专，立足当代，如寥地再现各个历史时期的状况。认真总结经验

数训。尊重客观规律，突出地方特色，以达到承先启后，继往开来，{LA{O

TI!翠ti吏的过去和现状，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扬长避短，更好地为四个现

代化服务，起到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其@ilii着重党的十一属三中全

会以来各项工作的发展、经验和数训，尤以经济编为重点。在对外开放、对

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指引下， “三来一补”对外加工企业和乡镇基础工业发展

得较快，对解决村镇居民就业，增加人民收入、促进对外贸易和为国家增创

外汇，都起着显著的作用。

在过去几年得作修志工中，各单位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加上编纂同志的

努力，《中堂镇志》终于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回忆过去，展望

未来，万众一心，同心同德，为振兴中堂而奋斗。

中堂镇人民政府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志上限始于民国元年(1 9 1 2年)，但可因事而异地上溯至建

置之始、事物发端；下限至1 9 8 7年底。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

下简称建国前、后)为重点。

二、本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辩证唯物主义、史历唯物主义观点为指

导，采取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编纂。

三、本志采用编、章、节、目四级标题，个别门类较多的另立子目，横

列事类，竖写史实，大事记则以时间先后为序。

四、本志采用序、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如序言、概

述、大事记、专志、人物传、图片、表格、附录等。

五、本志以序言总起全文，以概述扼要点出志书全貌，分七编详加叙述，

共3 5章，2 2万多字，地理编三章，经济编十章、政治编六章，军事编二

章，文化编四章，社会编六章，人物编四章，至于名人轶事，古今诗文、异闻

趣录、文物古迹、古今对联等，则列入附录中去。

六、本志以大事记为纲，把国家在各个时期的重大政策以及在中堂具体

执行情况，按此纲目编织成章，有关事件的来龙去脉、兴衰成败，可以从中

一目了然，得知优劣，启示后人，编者只作记述，不加评论。按年月先后列

出大事2 5 9条，务求事事有据。

七、本志不另立政治运动章节，有关史实分别在大事记和有关章节中记

述。

八、本志资料主要由镇属6 0多个单位，部门和乡村提供，并参阅了陈

伯陶《东莞县志》、各地方志、《广东文史资料》、《东莞文史》、《东莞烽

火》、报刊、档案材料以及口碑资料等。但民国期间的资料仍感十分缺乏，

以致有些史实未能记述，有些口碑回忆因年代久远亦未尽翔实，不过经反复

核对，务求准确。

九、本志人物编按生不立传的原则，仅对历史上对当地有影响有贡献的

本籍人士立传，对有贡献的生人，采取“因事及人”的办法，结合记事去记



载。革命烈士除专门立传者外，其余入英名录。

十、本志采用年号，建国前仍沿用旧年号，加注公元纪年，如明洪武十四

年(1 3 8 1年)，民国二十六年(1 9 3 7年)等；建国后一律采用公元

纪年。

十一、本志提及的年代，如八十年代等，均属二十世纪限内；恢复时期

是指(1 9 4 9一一1 9 5 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指(1 9 5 3

一一1 9 5 7年)；大跃进和调整时期是指(1 9 5 8一一l 9 6 6年)；十

年动乱或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指(1 9 6 6一一1 9 7 6年)；十一属三中全

会以后是指(1 9 7 8。1 2一一1 9 8 7年)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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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农民起义军⋯⋯⋯⋯⋯⋯⋯⋯⋯⋯⋯⋯⋯⋯⋯⋯⋯⋯⋯(201>

第二章建凰后军事情况⋯⋯⋯⋯⋯⋯⋯⋯⋯⋯⋯⋯⋯⋯⋯⋯⋯⋯⋯”(202>

第一节武装部⋯⋯⋯⋯⋯⋯⋯⋯⋯⋯⋯⋯⋯⋯⋯⋯⋯⋯⋯⋯⋯⋯-·(2．02>

第二节兵役⋯⋯⋯⋯⋯⋯⋯⋯⋯⋯⋯⋯⋯⋯⋯⋯⋯⋯⋯⋯⋯一⋯(202>

第三节民乓⋯⋯⋯⋯⋯⋯⋯⋯⋯⋯⋯⋯⋯⋯⋯⋯⋯⋯⋯一⋯⋯⋯·⋯·(203>

第四节军事行动⋯⋯⋯⋯⋯⋯⋯一．．．⋯⋯⋯⋯⋯⋯⋯⋯⋯⋯⋯⋯⋯”(104>

第五编’ 文’ 化



第一章教育⋯⋯⋯⋯⋯⋯⋯⋯·⋯一⋯⋯⋯⋯⋯⋯⋯⋯⋯⋯⋯⋯⋯⋯⋯⋯⋯⋯(207)

第一节建国前教育概况⋯⋯⋯⋯⋯⋯⋯⋯⋯．．．⋯⋯⋯⋯⋯⋯⋯⋯⋯·(207)

第二节小学⋯⋯⋯⋯⋯⋯⋯⋯⋯⋯⋯⋯⋯⋯⋯⋯⋯⋯⋯⋯⋯⋯⋯⋯⋯(208)

第三节中学⋯⋯⋯⋯⋯⋯⋯⋯⋯⋯⋯⋯⋯⋯⋯⋯⋯⋯⋯⋯⋯⋯⋯⋯·(211)

第四节幼儿园⋯⋯⋯⋯．．．⋯⋯⋯⋯⋯⋯⋯．．．⋯⋯⋯⋯⋯⋯⋯⋯⋯．．．⋯”(214)

第五节扫盲4toOll010 gg⋯．．．⋯⋯⋯⋯⋯⋯⋯⋯⋯⋯⋯⋯⋯⋯⋯⋯⋯⋯．．．⋯·(215)

第二章文化⋯⋯⋯⋯⋯⋯⋯⋯⋯⋯⋯⋯⋯⋯⋯⋯⋯⋯⋯⋯⋯⋯⋯⋯⋯⋯(216)

第一节建国前的文化⋯⋯⋯⋯⋯⋯⋯⋯⋯⋯⋯⋯⋯⋯：⋯⋯⋯-．．⋯·(216)

第二节文化站．．．⋯?⋯⋯⋯⋯⋯⋯⋯⋯⋯⋯⋯⋯_⋯⋯⋯⋯⋯⋯⋯⋯⋯(217)

第兰章卫生¨⋯⋯⋯⋯⋯⋯⋯⋯⋯⋯⋯⋯⋯⋯⋯⋯⋯⋯⋯⋯⋯⋯⋯⋯⋯·(219)

第一节民国时期卫生医疗状况⋯¨⋯⋯⋯⋯⋯⋯⋯⋯⋯⋯⋯⋯⋯⋯(219)

第二节卫生院⋯⋯⋯⋯⋯一⋯⋯⋯⋯⋯⋯⋯⋯⋯⋯⋯一⋯⋯⋯⋯⋯(219)

第三节防疫⋯⋯⋯⋯⋯⋯⋯⋯⋯⋯⋯⋯⋯⋯⋯⋯⋯⋯⋯⋯⋯⋯-(221)

第四节对庸医巫医的处理⋯⋯⋯⋯⋯⋯⋯⋯⋯⋯·⋯⋯⋯⋯⋯⋯·(222)

第五节计划生育⋯⋯⋯⋯⋯⋯⋯⋯⋯⋯⋯⋯⋯⋯⋯⋯⋯⋯⋯⋯(222)

第四章体育⋯⋯⋯⋯⋯⋯⋯⋯⋯⋯⋯⋯⋯⋯¨⋯⋯⋯⋯⋯⋯⋯⋯⋯⋯⋯(223)

第一节民国时期体育状况⋯⋯．．-⋯⋯⋯⋯⋯⋯⋯⋯⋯⋯⋯·⋯⋯⋯(223)

第二节业余体育学校⋯⋯⋯⋯_⋯⋯⋯⋯⋯⋯⋯⋯⋯⋯⋯⋯⋯⋯⋯(224)

第三节培训⋯⋯⋯⋯⋯⋯⋯⋯⋯．⋯⋯⋯⋯⋯⋯⋯⋯⋯⋯⋯⋯⋯⋯·(225)

第六编 社 会

，J、序⋯⋯⋯⋯⋯⋯⋯⋯⋯⋯⋯⋯⋯⋯⋯⋯⋯⋯⋯⋯⋯⋯⋯⋯⋯⋯⋯⋯⋯⋯⋯⋯⋯⋯⋯⋯(227)

第_章华侨、港澳台同胞⋯⋯⋯⋯⋯⋯⋯⋯⋯⋯⋯m⋯⋯”⋯，⋯⋯⋯⋯(227)

第一节侨联会⋯⋯⋯⋯⋯⋯⋯⋯⋯⋯⋯⋯⋯⋯⋯⋯⋯⋯⋯⋯⋯-(227)

第二节华侨、港澳台同胞的分布⋯⋯⋯⋯⋯⋯⋯⋯⋯⋯⋯⋯⋯⋯(228)

第三节华侨港澳台同胞对家乡建设的贡献⋯⋯⋯⋯⋯⋯⋯⋯⋯(230)

第二章风俗习惯⋯⋯⋯⋯⋯⋯⋯⋯⋯⋯⋯⋯⋯⋯“⋯⋯⋯⋯⋯⋯⋯”(231)

第一节日常生活习惯⋯⋯⋯⋯⋯⋯⋯⋯⋯⋯⋯⋯⋯⋯⋯⋯⋯⋯·(231)

第二节婚嫁喜庆风俗⋯⋯⋯⋯⋯⋯⋯⋯⋯⋯⋯⋯⋯⋯⋯⋯⋯⋯(234)

第三节丧礼墓葬风俗⋯⋯⋯⋯⋯⋯⋯⋯⋯⋯⋯⋯⋯⋯⋯⋯⋯⋯．(236)

第四节节令风俗””，⋯⋯⋯⋯、⋯⋯⋯·⋯⋯⋯⋯”⋯·⋯⋯⋯⋯⋯⋯⋯”(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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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陋习⋯一⋯⋯⋯⋯一⋯⋯⋯⋯⋯⋯”⋯⋯⋯⋯⋯⋯⋯Ⅲ“⋯“⋯⋯⋯(2'4i!、)

第六节t迷信潘动．．．⋯⋯⋯．．．一·⋯⋯⋯．．．⋯⋯⋯⋯“。一“⋯·⋯⋯⋯⋯⋯⋯。(243)

第七节陋习残余⋯⋯⋯洒⋯一一⋯·一“⋯．．．⋯⋯⋯“⋯⋯“¨-．．．⋯⋯⋯．．．’(244)

第三章方言、谣谚⋯钿⋯⋯⋯⋯⋯⋯⋯⋯⋯⋯⋯⋯⋯⋯⋯⋯⋯⋯⋯⋯⋯而⋯’(245)

、；第一节方言⋯⋯⋯讲函一⋯⋯⋯一⋯⋯⋯⋯⋯⋯⋯⋯¨⋯⋯⋯⋯¨⋯⋯⋯”(245)

第二节生活谚语、竭后语⋯⋯一⋯·⋯⋯⋯⋯⋯⋯⋯⋯⋯⋯⋯·⋯⋯⋯(247)

第四章社会新风⋯⋯⋯⋯⋯一“⋯⋯⋯‰⋯⋯⋯“⋯“⋯⋯⋯k‰⋯⋯⋯⋯(250)

第一节男女平等⋯⋯⋯⋯⋯⋯⋯⋯⋯⋯⋯_⋯⋯⋯⋯⋯“⋯⋯⋯⋯·(250)
第二节尊师爱生⋯⋯⋯⋯⋯⋯-⋯·⋯⋯⋯⋯⋯⋯⋯⋯⋯⋯⋯⋯⋯⋯(251)

第三节破除迷信⋯一⋯⋯⋯⋯⋯⋯⋯⋯⋯“⋯⋯⋯⋯⋯⋯⋯⋯⋯⋯⋯(251)

第四节帮助五屎户⋯⋯⋯⋯⋯⋯⋯⋯⋯⋯⋯⋯⋯⋯⋯⋯⋯⋯⋯⋯⋯⋯(．251)

第五节涌跃参军⋯⋯“⋯⋯⋯⋯⋯⋯⋯⋯⋯⋯⋯⋯⋯⋯⋯⋯⋯⋯⋯(251)

第六节五讲四美⋯⋯⋯⋯⋯⋯⋯⋯⋯⋯⋯⋯⋯⋯⋯⋯⋯⋯⋯⋯⋯．．”(252)

第五章人口增长、劳动就业与人民生活⋯⋯⋯⋯⋯⋯⋯⋯⋯⋯⋯⋯⋯(252)

第一节人口增长与职业构成⋯⋯⋯⋯⋯⋯⋯⋯⋯⋯⋯⋯⋯⋯⋯⋯(252)

第二节劳动就业与管理⋯⋯⋯⋯⋯⋯⋯⋯⋯⋯⋯⋯⋯⋯⋯⋯⋯⋯⋯(254)

第三节人民收入和生活⋯⋯⋯⋯⋯⋯⋯⋯⋯⋯⋯⋯⋯⋯⋯⋯⋯‘(254)

第六章民政⋯⋯⋯⋯⋯⋯⋯⋯⋯⋯⋯⋯⋯。k⋯”⋯⋯⋯⋯⋯⋯⋯⋯⋯⋯(257)

第一节机构沿革及职能oalo*ooo ooot ooo⋯⋯⋯⋯⋯⋯⋯⋯⋯⋯⋯⋯⋯⋯(257)

第二节社会救济⋯⋯⋯⋯⋯⋯⋯⋯⋯⋯⋯⋯⋯⋯⋯⋯⋯⋯⋯⋯⋯⋯。(257)

第三节复退军人的安置⋯⋯⋯⋯⋯⋯⋯⋯⋯⋯⋯⋯⋯⋯⋯⋯⋯”(258)

第四节优抚⋯⋯⋯⋯⋯⋯⋯⋯⋯⋯⋯⋯⋯⋯⋯⋯⋯⋯⋯⋯⋯⋯⋯⋯”(258)

第五节婚姻登记⋯一⋯⋯⋯⋯⋯⋯⋯⋯⋯⋯⋯⋯⋯⋯⋯⋯⋯⋯⋯⋯⋯·(259 E：)L

第七编 、人 物

第一章烈士⋯⋯⋯⋯⋯⋯⋯⋯⋯⋯⋯⋯⋯⋯⋯⋯⋯⋯¨⋯⋯⋯⋯⋯⋯⋯⋯¨(261)

第一节烈士传略⋯⋯⋯⋯⋯⋯⋯⋯⋯⋯⋯⋯⋯⋯⋯⋯⋯⋯⋯⋯⋯⋯⋯(261)

第二节烈士英名录⋯⋯⋯⋯⋯⋯⋯⋯⋯⋯⋯⋯⋯⋯“⋯⋯⋯⋯⋯⋯⋯’(264)

第=章名人⋯⋯⋯⋯⋯⋯⋯⋯⋯⋯⋯⋯⋯⋯⋯⋯⋯⋯⋯⋯⋯⋯⋯⋯⋯⋯⋯¨⋯(267)

、第一节历代(宋、元，fI目、清)⋯⋯⋯⋯⋯⋯．．．“⋯⋯⋯⋯⋯⋯⋯”。(267)

第二节民国⋯⋯⋯⋯⋯⋯⋯⋯⋯⋯⋯⋯⋯⋯⋯⋯．．．”⋯⋯⋯⋯⋯“．．．⋯：⋯(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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