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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潮平四海阔，风正一帆悬。值此盛世，我镇编纂了本区域首部纪事《磷溪镇志》．这不

仅是时代的要求，形势的需要，而且是历史赋予的使命。 一

磷溪幅员广大，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物产丰富．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了祖先辛勤劳

动的足印，流传着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解放后的历程中，重绘了一幅幅壮丽的图景，

写下了一页页光辉新篇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行各业迅猛发展，生机勃勃，瑞

景丰年。四处浩歌．因此，≮磷溪镇志》从历史到现状，从自然到社会，比较系统地记述了

本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山川胜迹、地理自然、先进人物、革命烈士和民情风俗等各

方面的演革情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为磷溪干群及子孙后代鉴古观今，缅怀过去，振

兴未来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也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尤其是今

天，我们面临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盼重任，《磷溪镇志》必

定有助于继续砥砺意志，艰苦创业，有助于为伟大时代建功立业，有助子建设一个文明富庶

的新磷溪。

《磷溪镇志》是一部本区域的“小百科全书"，其价值难以估量，它将流传千秋万代l
‘／．j， ^7 ．～．‘：． ，

．
i

·2。

柯炳强

198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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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o、范围l本书记述以1986年磷溪镇辖属范围为主，兼记1949年后所属范围．

二、断限：本书上限不断，对历史沿革，重大事件，将根据记述的需要，灵活延伸．下

限断至公元1986年：、．． ；‘． ·，一 ：?·。．r． ’一‘ ，

三、体裁：本书分为述，记、叙，传、图、表．录等各项。章节横排，各节纵写。纵横

．相应，详略互照． ’，夸． ．'，、
。+一 。．，、．卜 、：、．

，．。四j文体：本书除引文外，概用记叙体白话文． ．：，． o． √一．

，。五、名称l地方、单位。组织均按历史习惯记全称，不作删简．．． ，

、+． _

六，称谓：咯时期官佐依历史习惯称谓，不加政治性定语。人物一概直书其姓名，除必

要时加称职务或职称外，．概不称。同志弦或“先生"。地名均按历史习惯标出古地名。注明
今地名． ．

、+七、时间s年代书以全稿凡公历年月日，年龄，均用蚵拉伯数字表示。凡世纪，年
代、．农历年月日，一律用汉字表示．⋯．¨’!：!

’

?
”

，． ．蚌、’√．，． ’一一。

’ {-八，‘数字·行文中统计报表中数字及其它数字，。概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所有计算数字均

’保留至小数后两位数0 I ： 什：；’一一’ j： -7 节， ·

‘。··： 。：。i，

t九度量衡单位：均按标准的公制和市制使用，并注明单位．’0．～ j’ 一-7·．。

；-‘{十，顺序l本书顺序分为章．．’节、各节需分开标号的，均按汉字数字，汉字数字加括号，

弼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加括号，依次顺序标记． ，，?、4，：_；：’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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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磷溪镇域接壤潮州城郊，西起韩江东堤，．东止七屏dj前。南临澄海县，北接绕平县，面积

69．4平方公里。西南部是平原，东北部为丘陵．地处亚热带，接近南海’i光照充足，气候温

暖，雨量充沛．但一年四季中，也偶有阴雨、春旱、台风，暴雨，寒露风和低温霜冻等自然

灾害。； ：

磷溪历史悠久，宋后创乡者居多，居民祖辈多由闽南迁入，全为汉族．全镇人口近七

万，多聚居于平原地区，山区人E1只有四千余，风俗耕作习惯大同小异。耕地面积24579亩，

山地面积46032亩。耕地多属沾沙混质，主产稻：薯j一花生、小麦，甘蔗。山地广阔松软，

宜植果造林，果木品种繁多，以香蕉。j杨桃，松、杉．竹i茶为主。’。其次有生柑、青梅、橄

榄，李，荔枝。杂木6“溪口香蕉"、，田厝菜脯’’、。“金厝池菱角"、“仙田松芬葛(番

薯)疗等均是著名土特产．
。

i、

磷溪，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6年2月，北坑村成立了
第一个农会，以后岗湖，西坑、芦塘、仙田、仙河等村农会先后相继成立，发动和领导农民

．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翌年9月下旬·农会组织农民武装暴动队，，参加由周恩来、，贺龙领

导的潮州。七日红"活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秋至1 937年，东江特委、中共

潮澄饶县委派来革命同志，在北坑，‘西坑．葫芦、小庄，苏石溪等村恢复农会．建立地下党

支部，‘成立秋坑区革命委员会，组织游击队，创建了秋坑山内革命根据地。配合工农红军独

立第二师第二团第三连开展革命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北坑村地下党支部组织游击队坚

持抗战活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8年至1949年，韩江纵队第四支队和四区区委在北

坑，仙美建立联络站．武工队和平原突击队经常活动于北坑、仙美、美堤．后洋，堤头、急水．

仙河、田心，窑美、仙田，溪口等地，发动农民抗租抗债，成立地下民兵队保卫斗争果实，

并组织一批青壮年农民入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次革命斗争中，我镇谱写下一页页

光荣壮丽的篇章，流传着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涌现出一位位顶天立地的英雄．有73位为

革命牺牲的烈士，在我镇革命斗争史上千古流芳。

磷溪，建国以后取得巨大的成就。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便逐步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先

后建成呖坑控制闸、岗山水库、攀月头引韩、电灌站，多次挖掘调整沟渠，搬掉沙堆，平整

耕地，改善耕作条件，使土地平坦肥沃，水旱咸宜．

建国后水陆交通更为方便．西有韩江水运上达潮州，溯江连兴梅闽南；下至汕头，直至

南海．安澄公路，安黄公路横贯境内．溪口大桥跨越境内北溪，连结平原山区．七十年代末

·．争’



期沿黄田山麓开辟的环山公路，起溪口，达西坑，通意溪，连饶平．各村还有主道与公路相

接，形成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

磷溪的传统农业遐迩闻名，栽培技术素负盛誉，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并驾齐驱。通过改

革开放，科学种田，作物产草逐年增长，经济发展迅速．198．6年，农业总收八2852万元，占

工农业总收A,4612万元的61．8鳐，比1985年：t1[帐69．9％．粮食总产量35．13万担，其中水稻
18．4l万担．主要经济作物的总产量；花生2．79万担，甘蔗15．72万担，大豆0．11万担。水果

总产量38万担，其中香蕉16．57万担，杨桃14．11万担，生柑1．76万担，杂果5．56万担．主要

副业的生猪饲养量6．9t万头，上市量3．39万头。池鱼产量0．97万担．

村镇企业，在改革中蓬勃发展．1986年，镇办，村办，个体企业903家，总收入1 579．5万

元，比1985年增长54．85％，创税N106．83万元，比增52％．其它，供销、食品、银信，工

商，税务、粮所，邮电等行业，也在改革中同步前进． 一÷

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人口出生率14．8％or同1957年最高峰期相比，

下降31．5％o．1986年3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授予我镇为，全国计划生育先进集体”的光
荣称号． ·

。、． jA “一．．． ， -：

：’，磷溪，精神文明建段丑益发展。金镇以文化站、影剧院，图书馆。广播站、电影队、录

相场和农业咨询站，：形成文化中心。村办文化室巩固发展，文明礼貌蔚成风气．教育事业蒸

蒸日上，建国以来为国家培养一批人才，其中有教授、博士‘工程师．医学名流，艺术名家

和体坛名将。医疗卫生的所站设鼍；医疗器械、技术人员，与日俱增，长足迈进．福利事业

得到重视。1978年_-．-．-至1986年镇村集资及华侨捐资，办水改、道路、学校、幼儿园、敬老院等

有主要项目150多宗，共投资人民币近千万元．． 一． L、：． 。
卜一二。

建国后◆{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逐步改善．特别是党的十_属三中全会以来，，出现了不少

，万元户．1986年，农村人平纯收入457元，1：[j1978年增长336％，人民储蓄年末余额6 9 8万

元，比增383％．农民不愁吃，穿t住，部分农家达到了小康水平，用上电视机、洗衣机，录

音机等高档商品，至于手表、单车‘缝衣机1收音机，电风扇等已相当普遍．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人口寿命也得到增长一·’、：j，i． ，。 ．‘：一·一-}}j。!。 ．，．：。

。磷溪，具有巨大的优势，’美好的前景，．由于种种社会和历史原因，离乡别井。漂洋过海

谋生者甚多，故侨属甚众，具侨乡气息。海内海外人才济济，劳力众多．居民久经革命斗争

考验，索有种植经验，又富有开拓进取精神，在镇、村各级政府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刨

业，从传统农．1l向现代农业和商品经济转化．磷溪，在开放改革的洪流市，开拓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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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11年7月11日，东津堤、竹螬堤崩，波及潮澄饶三县。
’

1918年2月23日，地震。 一．：

：’1922：年8月2日，大风苑 ⋯．

1926年2月间，中共潮安县总农会特派员许经天(北坑许厝人)等在北坑村明德堂主持集

会，宣告成立口秋溪区北坑村农会"，报名入会200人，选举许经天、．许千英、陆位农、陆

亚芝，陆万杰、陆添涌、陆梁成等为领导成员，许经天任主席．地下党员黄纲常、黄璋台(岗

湖人)等组织成立“岗湖村农会蟹，选举黄秋泉、黄鑫泉等为农会负责人．同年，西坑、葫

芦后塘、仙田、仙河等乡村也相继成立农会。农会提出“抗租抗债l反帝反封建l打倒土豪

劣绅1．耕者有其田，-自种自食{"等斗争口号。会员胸前佩戴犁旗图案铜徽章．手提镰刀，?

棱标和书写宣传标语的彩色小旗仔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声势浩大．：

1927年8月下旬，北坑村农民武装暴动队骨干陆添涌等到橡埔九婿庵参加地下党组织许

穆锡晾溪橡埔人)等主持的模范队训练活动，9月下旬参加潮m“七日红刀斗争活动和澄
海县农民武装队伍攻打澄海警备队的战斗。9月30日，起义军撤出潮州，教导队一部分从意

溪河内退至北坑村，许千英等农会骨干帮助化装并护送其投奔东江根据地。

1928年2月，潮安县委机关和林妈陂赤卫队遭受侯映澄和顾光华带领的治安队围剿，北坑

村陆添涌带该村暴动队，配合澄海县赤卫军副大队长张志扬率领的短枪从参加林妈陂战斗．
．1t 1931年秋，东江特委派林苏、傅尚江(江龙)到北坑村等地，开辟秋溪游击区，发展了陆

益-’陆位保、许若愚．陆添潭，丁梅、李婵香等一批骨干．至年底·北坑村成立农会和组织
一支游击队。有三十多人参加革命活动，． t．。’。

．

1932年春，秋溪游击区迅速发展，西坑、芦塘、小庄、苏石溪等各村也相继开展革命斗

争．傅尚江在北坑村发展地下党员，建立党支部。党员陆益，陆位保被派到凤凰白湖开辟浮

凤根据地，党员许若愚、陆添涌，丁梅被派在秋坑山内至饶平钱东各地乡村组织革命活动。

1932年7月，东江特委从大南山派出贝必锡等一批武装骨干，于农历六月初五晚到北坑

村住在丁梅家中，再转移到南山后，从事武装训练和发展秋溪区革命武装队伍．

1932年lo月，潮澄饶县委在北坑村组织离业游击队，带往西坑大涵埔宣告成立“中国工

农红军独立第二师第二团第三连’’(简称“红三连")，任命贝必锡为连长．林裕锡为指导

员。口红三连”成立后，首战澄海隆都。接着攻打溪口大宗祠警备队、店市警察所、意溪河

内沙溪市富商等，缴获一批枪支子弹和没收富商浮财，救济穷苦农民，并处决了地主刘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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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卢大欣·

l 933年2月，潮安县的国民党军和李映高侦辑队从潮州城，意溪河内和西坑张厝角等地

出发，分兵三路袭击住在北坑村的“红三连"部队。“红三连"和秋溪区游击队部分转移到

西坑和北坑交界的黄儿坷埋伏，伏击张厝角一路敌军。许若愚带领北坑村游击队在红涂岭狙

击来援之敌，俘敌20多人(押到后塘村处决)，缴获长短枪20多支，．一-． ，．

’

1 933年5月，国民党秋东区署助理员陆维屏到北坑村刺探情报，我方发觉后即派二名游

击队员在大岭头埋伏，把李维屏打死并缴获其驳壳枪一支。梅雨初睛的一个夜晚，膏红三连"

和北坑村游击队十多人．化装成卖青菜、杂物的小贩，奇袭潮州桥东宁波寺秋东区署，!消灭

其警备队员30多人，缴获机枪一挺，长短枪20多支． 、 -l

1933年8月，秋溪区革命委员会在北坑村牛绸岭宣告成立，主席傅尚江，秘书阿可，北

坑村许若愚，陆位保，陆炎裕，阿龟等为工作人员。同时成立秋溪区妇委，北坑村丁梅、李

婵香等都是妇委负责人。 ，
， ；，、．j‘

⋯

1934年间， ‘‘红三连"部队改编为‘‘红三大队’’，转移到福建韶安开辟闽粤边根据地。

秋坑山内各乡村被国民党邓龙光．洪之政等部围剿． ．

：
．．，一。

1935年8月，潮澄饶县委派常委许若愚回秋区恢复革命活动。许在寻找粮食途中，路过

西坑桂竹山·(土名陈乌爹山)被敌人包围，单身抵抗，毙敌十多人，后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1938年10月，潮安县委宣传部长邱达生派第四区委书记陈英程、区委陈足祥到北坑村与

陆添涌联系，通知他往东津开会。回来组织游击队参加抗战活动．．

， 1939年初，邱达生派梁之麟到北坑村当学校校长，配合归侨救护队林东海在北坑布置陆

添涌，陆兴筹枪五条，张寿山在张厝角筹枪四条。组织挺进队员十多人，由林东海带往梅县

南口墟参加独九旅华振中负责的闽粤边抗13军校训练，为期半年。、 二． 。一．．．

1939年6月28日，沦陷。

’1940年4月21日，溪口村遭日寇洗劫。

1940年lO月25日，日寇犯仙田，沟下、急水-

1941年10月1日，日寇犯官塘．溪口．寨内，内坑二

1941年清明节前后，北坑村游击队陆舔涌．陆兴等两次组织袭击仙田日伪炮楼，并在马

上渡口雨亭击毙伪联防队员3人，在竹崎头渡口打死伪联防队姓杜班长。，

1942年2月17日，。日寇犯磷溪。， t．

”

1943年正月至四月中旬，罕见旱灾，饥荒严重。

1945年间，中共潮澄饶县委吴健民等在仙美i寨内内坑发展了个别青年学生参加党领导

的抗战活动。同年lo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纵第一支队在仙美村集中出发，开赴凤凰山

建立根据地，途经山前各村和溪口等地，播下了革命种子。 一 -
．．

1 948年5月，韩江纵队第四支队(后改为闽粤赣边纵队第四支队)分委余锡渠，林正昭，

李世海等在北坑村和仙美村建立联络站。 一 -‘

1949年初，中共第四区委书记李世海、李开胜，区委陈孰豪，余堂等带领武工队，平原

突击队在北坑，仙美、美堤，后洋堤、急水、仙河、田心、窑美、仙田，溪口等乡村，发动

群众抗租抗债，打击地主豪富，袭击伪区乡公所警卫队，串连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生和青壮

年农民入伍，组织各村民兵队保卫斗争果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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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k芦10月22日，解放． 。 ，

1950年2月，田-心村建立囝支部，这是潮安县当时最早成立的四个团支部之一．

1950年，西坑村建立国办“潮安县革命老苏区第一卫生所7．

1950年lo月起I7开展退租退押、清匪反霸斗争。‘

1951年，部分青年农民光荣参军，．抗美援朝。j

1952年，±地改革，-划阶级成份。 、

1952年IOJEJ．，进存巧三反五反打运动。，，

r1953年，忙各村相继建立乡政权，部分村成立党支部。同年，农民自愿成立互助组、信用

社和供销社。
‘2

I'954年，依照人民政府颁布法令，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

，1954年，潮安第四初级中学在宫塘巷下陈氏宗祠迁址仙田乡．．i， ，

1955年12月17日，建肠坑排水工程．

1957：年；开展反“右派"运动。，

1957年，建磷溪戏院。

1957年，．各乡先后从初级社合并为高级社譬．

-一1958年，成立磷溪人民公社，搞大跃进，出现瞎指捧、浮夸风，提出亩产万斤谷，。十万

斤薯口号，搞“并禾"。．同年，各乡有一批青年外调广9巾Ii平远．兴梅等地。1
1959年10月11日，建岗山水库。

．j 1959年，．反右倾，搞拓一平二调"·；发动“百献，，，集体食堂从小到大，从号召吃干饭

到“瓜菜代玑． 一1长

1960年底，从岗山水库起到顶厝州止的水利大，千渠竣工。

1963年春大旱，韩江水位下降到7．95米，为历史最低记录。

1964年6月17日，韩江水位高达16．95米，为历史最高水位。

1964年9月，建溪口大桥．(1965年4月竣工)。，

1964年6月30日，进行第二次人圈普查，人口53265人。

．1965年春，田心堤隙至仙埔宫堤段裁弯取直。

1966年12月20臣，公社召开万入大会，?一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

1968年夏收分配，实行“大寨式"政治评工评粮．年末，夭搞“忠铲化"运动．_

1969年7月28日，刮强台风，最大风力十一级，．．阵风十二戮
1970年9月14日i刮台风，下暴雨，洪水猛涨。

～

．1973年4月8 B，暴雨倾盆，日降雨量187公厘，为历年最大，内勘严重。

1973年，开展矗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1976年，潮安县文化局以我社为试煎建立金县第一个公社文化站。
1976年，实行殡葬改革。

1978年12月8日，中共磷溪公社委员会发布g关j二被扣上所谓‘地叛集团系j；林、陈资

产阶级司令鄢’伸向磷溪黑三线稀J所谓‘反共救国军’成员的罪名平反的决定”，为1318位

：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i

1979年农历五月初四，磷溪戏院因电失火，被烧毁损失二万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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