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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天河区村志，当初是区政协委员的提议，后来落

实为区政府的一项重要文化建设项目。

时至今日，村志已经编写出版了十本，初步形成系列

丛书，并成为天河区一个独特的文化品牌。此文化品牌，

得到国家以及省市有关部门的高度赞扬，受到社会各界的

热情关注。近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等媒体的多次

报道，证实村志不仅抢救了即将消亡的城中村的悠久历史

f，

徐汉添

文化，而且寄托了刚失去村庄农田的村民怀旧乡情，凝聚了分居于各地的村民

向心力，甚至在城市建设规划中保护民族特色的建筑等方面也产生了“资治”

的作用。



簿 ≯#∞

读史以明志，修志以励人。《新塘村：盘》承载着新塘人

民厚重的历史和无限的希冀已破上而出，可茸可贺。

新墉建干寸于元，历明、清、t扣华民陶和新t川崮浩浩六

百余年，历史儿经更迭，建制数番变迁，然新塘人矢志爱

蚓爱村爱家，更有i元熙抗英之l--．s)j，办有抗日、解放战

争之伟绩。今适逢改革JF放盛fft，新塘人在村“两委会”

的统领F，巫如鱼得水，历经几番拼搏，片几穷乡僻壤，

卜荸|
}V

今已繁浆通达；昔日民不聊生，今已殷实寓足。精神与物质并进

齐飞。

杜党勇

{t会共经济

《新塘村，毒》史料翔实，结构严谨，文笔流畅，值得一读。先辈们热爱_i

活、顽强拼搏的精神必将激励新一代新塘人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新塘村已走j：ij：会和经济发展的快1i道。辖区内有多所大专院校，且紧邻

广州科学城、天河科技同、』“尔奥林IJ亡克体育中心、世界人脱和航天奇观等，

借，’小『城建“东进”之机，乘2010年亚运会主会场之利，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通过资源穆合，优势互补，未来的新塘必将是生活的乐土，创业的

乐园，人民的精神、物质和文化生活将更加绚丽多彩。



2001年5月，天河区政府开始开展一项重要的文化

工程——组织各村编修村志。这是一项创举，编修村志

让村民回顾过去，寻回将逝的历史文化，同时展望未来，

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惠及后人，是利困利民的大好事。

盛世修志，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新塘村志》就

是在这样良好的环境中诞生。

《新塘村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科学地、系统地、实事求是地追溯先辈们披荆斩棘、

开基创业的艰苦奋斗精神和英勇抗日救国的斗争史实，

宏扬勤劳纯朴的民情风俗。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延伸。

村志以详今略古的手法，如实地记述了新塘村，在建国

^n
磐 迤≥ 霜篓塞h A

筒泽明 筒柱南

简凛胜 简伟林

后至2000年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文教卫生、乡村建设、村民生活的巨大变化，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市场繁荣、百业俱兴的新气象。村志

以史为鉴，为后人提供真实可信的历史资料，起到“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为

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它将激励村民爱国、爱村，团结奋斗建设家乡，

再创辉煌。

编志人员，不怕资料奇缺，团结协作、广集博采、辛勤笔耕、反复校对、去伪

存真，数易其稿。期间，特剔得到区志办的领导和专家的多次修改和热心人士的大

力支持。《新塘村志》幸髓存册，不辱使命。值此，诚致以衷心的感谢l

编恋巍员由予经验不足，水平有限。时间仓促，箍中错漏难免，诚望读者雅j芭。

广州市国营新塘农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简泽明
新 塘 村 党 支 部 书 记简凛胜

新塘村民委员会主任筒柱南
新 塘 种 植 场 场 长简伟林

2005簪12月11日



一、本志编纂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全

面、系统、真实、客观地记述新塘村的自然和社会摹本情况，做到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并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

_、记述范嗍，以现新塘村的行政区域为主，对历史上有管辖关系的

‘些莆要史实，仍按“j时的区域名称记人本志，以保持历史原貌。

三、年代断限，上白元代，下至2000年。为保持完整性，个别内容适

当上溯或I：延。本志的“现”和“令”， 搬指2000年。

四、体裁，采用述、记、专志、刚、表、录等。以譬志为丰体c专志

部分采用章、节、H结构。

五、纪年，中华人民j∈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以前用当时的传统纪

年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1949年10门1 U中华人民共和圈成立前后，简称

建陶前，建圈后。

人、特指，本志的“省”是指广东省，“市”是指广州市，“村”是指

新塘村，“党”是指中I竭共产党，“吲”是指』∈青【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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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塘村地处天河区东北部，旧称距“省会之东三十余里”(新塘《总太

祖家族谱》)，1953年前属番禺县禺东地区。建国初，东与玉树村、马坑园

村、谭村相连，南与黄村为邻，西与沐陂村、凌塘村接壤，北与高塘石村、

沙湾村、黄陂村、黄田罗村、荔枝山村、斑鱼塘村隔山相望。1949年，土

地面积7．788平方公里，村址面积O．1平方公里，人口1300多人o 1959年

以来，土地被陆续划出或征用，地域缩小。2000年，土地面积4．289平方

公里，东连广州科学城、公社农场，南邻黄村新村、航天奇观、横岗军营，

西接沐陂村、凌塘村，北靠高塘石村、省良种场、沙湾村、黄陂村、黄田

罗村、荔枝山村、斑鱼塘村，中间环抱土地已划出的有宏图工业园、新景

城市花园等单位。2000年，新塘村人口3000余人，外来人口1．2万人，人

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500人，村址面积0．68平方公里。

北部低山丘陵，海拔大多在100米以下。其余三面为开阔农田，中部分

布相连的三座矮岗。村舍以矮岗为中心向周边扩展。虽无高山大河，但北

面群山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东北面有大淋陂，西北面有上下陂，两水源

远流长，正北面有多处山塘水库蓄水。陂塘清水长流，沿着状如网络的渠

道，自流灌溉着数千亩农田，大旱之年不愁没水。

新塘村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

雨水充足，四季长青。年平均气温22"t2左右，年日照1960小时，年无霜期

341天，自然灾害少，是块宜农宜居的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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