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专志系列丛书
．—00—67—21～

南呤村志
《南岭村志》编纂委员会编



深圳市专志系列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 P)数据

南岭村志／本书编纂委员会编．一深圳：海天出版社，2005

ISBN 7—80697—585—3

I．南．．．II．本．．．11I村史一深圳市

IV．K29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1P数据核字(2005)第094750号

曜 僦籍’

膏-I刚HⅡ
；：：：=_t-rw”w，1"“

篙≯1’”7”日”"甄豳

酌

，=⋯⋯⋯’l’!。II 11’‘⋯t⋯、，r’
．am?—-————一、
5‘孽5可四；|jji勰
丽i面可而

!西医‘啊i|||1

曛F瑟霸
耩；。≥吩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 l H033)

http：／／www htph．COill．cn

策 划：纪志龙 责任编辑：陈邢准

美术编辑：李萌 责任技编：王颖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制作输出 Tcl：8 346l 000

深圳市庆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j年9月第1版 2 005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mm x 1 094mm 1／l 6印张：43

字数：1 000千 印数：卜l 000册

定价：1 98 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枚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嚣磁



《南岭村志))编纂委员会

顾问：张伟基沈树人

主任：张育彪

副主任：李玉明 张育军

委员：张必清李宏庆李文京

李文新张燕婷张伟忠

张桂平张运清谢慧平

欧可防

特邀编审：黄玲

编 纂：胡秉熙

摄 影：欧可防刘廷芳

⋯．．．J目-●-h



：
警

黎
：
+t

：
：
争

k

}。
哆

}
￡

序 一

李容根

序

欣闻南岭村编撰村志，相约我写序，甚为激动，也倍感荣幸。一是因为我

同伟基是老朋友，对南岭有着特殊的感情，见证了南岭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变

迁，以前，‘在宝安县工作的时候，就经常到南岭看一看、走一走，后来到市

里、省里工作，虽较前少来，但也一直关注南岭的健康发展；二是因为南岭在

“村改社区”后出版村志，对自身发展进行总结，我相信以此为起点，南岭将

实现新的发展飞跃。

改革开放前，南岭村是一个人均收入不到1 00元的穷村，生产靠贷款，生

活靠救济。南岭村抓住党的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解放思想，把握机遇，真抓

实干，s'l-弓l内联，大力发展工业、旅游业、商贸业，集体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在南岭，充分印证了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论断。

经济发展了，财富积累了，是全部分给村民，还是留足后劲扩大规模再发展，

这一点南岭人是很睿智的，他们懂得“大河有水才有小河满”的道理。南岭村

注重集体经济，避免出现两极现象，对于全省农村来讲是值得借鉴的。“一个

好班子带好一支坚强的队伍”，南岭村的经验在于党员干部正确理解和处理个

人与集体的关系，村党员干部长期坚持公心、责任心、事业心“三心”原则，

把集体利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尽职尽责，真抓实干，乐于奉献，从而使

群众过上了好日子。

在物质文明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南岭村更注重精神文明建设，继1 984

年以来至2004年，南岭村九次获得省委、省政府授予的“广东省文明示范村”

称号；南岭村还先后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村镇创建活动示范点”；被中央文

明委评为“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单位”；村党总支部被评为“全国先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攀骗荛一
基层党组织”、“全国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先进集体”。

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视察南岭村，并发出了“致富思源、富而思进”

的号召；2005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南岭村，勉励南岭人“不自满、不松

懈、不停步”。这对于南岭人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要在本世纪20年，集中力量，全

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

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江泽

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

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十六届四

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经

济发展了，群众生活富裕了，我们的执政基础才会不断强大，党的先进性和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会得到体现。南岭村的党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

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带领群众走上致富的康庄大道，从当年的“逃港潮”

到今天南岭在香港的侨胞返乡定居，从“富口袋”到“富脑袋”建设“学习

型”社区，南岭村是值得学习的。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升华为理论。南岭村对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探索，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如果全省广大农村能像南

岭村一样，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引，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因地制宜，

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子，这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

蛊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志载蛊世，垂鉴后世。南粤旗帜，编入

村志，欣然提笔，是为序。．

(作者系广东省副省长)



序 二

赵燕民

序

南岭村编纂出版村志，并嘱托我写序，因为我到布吉工作时间较晚，故愧

不敢担当。然伟基主任的殷殷诚意和我对南岭的感情，却之不恭，唯有从命。

南岭村隶属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办事处，面积4．12平方公里，本地居

民800人，外来劳务工5．5万人。南岭村的发展速度和经济规模，在布吉一直

处于领先地位。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短短20多年的时间，南岭人

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从小山村到城市化的转

变。这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南岭村开的花、结的果。改革开放初期，村党支

部抓住机遇，办起了第一家内联工厂和来料加工厂，积累了资金，办起了第一

个工业区，1 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南岭村迈开了快速发展的新步伐，投

资9000多万元兴建了第二个工业区。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时，南岭村被中宣

部确定为“全国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示范点”，深圳市委作出“向南岭村学习的

决定”。南岭村乘势一鼓作气投资8000多万元兴建了第三个工业区，并不失时

机地发展商贸业、旅游业。2．000年早春，江泽民同志视察南岭村，并发出了

“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殷切嘱托，南岭村发展迈出了第四步创业。

南岭的发展是社会整体性的进步，由传统农村社区向城市化文明转型，它

为农村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成功模式。南岭早期发展过程中，克服和避免了一个

“发展通病”，大多农村在集体财富积累过程中，采取的是“全额分配”的模

式，“盆空钵满”；但南岭村是留足扩大再生产资金的“限额分配”，家有“小

恩惠”，村有再发展，使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在村经济起步时期，如何分配赚

来的第一笔钱，这让南岭村党员干部和村民彷徨过。大智有远谋，南岭成功的

经验，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别人，成为学习的榜样。



"懵¨书螨篓一
在南岭，还有两件值得传颂的事情，一是南岭村老书记伟基的夫人在村里

搞清洁，一干就是十几年，“穷时有穷志气，富时没有富毛病”。也正是党员干

部的率先垂范，让南岭人干事创业拧成了一股绳。二是经济快速发展，已经完

成向城市化过渡的南岭，如今还保留着农耕工具和二十亩水稻田，这是南岭村

对青少年一种特殊教育。南岭在抓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更把握了全

村未来的发展。

每次去南岭，都会感受到有新的变化，感受着南岭人的精神风貌。南岭村

的图书馆位于“求水山”脚下，“求水”即“求雨”，向天神求雨这是留在老一

辈心灵中的烙印。然而，“神台换书柜”，南岭人是睿智的，是卓有远见的。今

天，南岭村家家户户藏书都有200本，南岭图书馆成了本地居民和外来工夜读

的场所，“学习型社区”在南岭已经形成。明礼、诚信、勤俭、实干在南岭成

为一种美德，索尚先进、学习先进蔚然成风，追求科学、文明、健康成为村民

的自觉行动。

2003年4月12日，胡锦涛总书记考察南岭村，勉励南岭村干部群众要“不

自满、不松懈、不停步”。2004年9月1 5 El，南岭村告别农村建制，成立社区

居民委员会，南岭迈开了新的发展步伐。我相信，南岭一这面南粤红旗将永
远飘扬。

《南岭村志》承蒙修志人员的辛勤笔耕，各级领导的关怀和重视，以及专

家学者的匡正。值此村志出版之际，谨表衷心谢忱!志成之日，欣然命笔，是

为序。

(作者系布吉街道党工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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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苗

张育彪

前言

为让全体村民更好地了解、学习本村的历史，继承和发扬本村的优良传

统，编纂《南岭村志》，一直是我们的愿望。2002年，深圳市向各区、各镇提

出编纂地方志的要求。布吉镇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沈树人同志向我提及此

事，谈到南岭村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有许多事件值得记录，有许多资料值得

整理。从积累、保存文献资料的需要出发，从还原南岭的发展历史需要出发，

很有必要加紧编纂．《南岭村志》，从而完整地总结南岭村的发展历程，真实地

反映本地的村情民情，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由

此，编纂村志的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正式着手筹备。

2003年5月，经沈树人同志统筹、联系，邀请了深圳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领导黄玲等同志及镇委宣传部有关人员，连同村委有关人员一起召开了村志编

纂筹备会议。后经市史志办推荐，村里邀请了《深圳市志·人民政府志》的编

纂胡秉熙教授主持此亨，村志编纂正式展开。至今，编纂工作历时一年有半，

其间编纂人员多方调查研究，全面搜集资料，谨慎甄别查证，付出了艰辛劳

动。目前，村志文稿经再三修订，业已完成，我感到非常高兴，在此，谨代表

社区党总支部、居委会向黄玲主任、沈树人部长、胡教授及所有给予村志编纂

工作支持帮助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1

2004年9月，在深圳市城市化工作中，我村“撤村设居”正式挂牌，从过

去的农村建制转变为社区建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村志的完成，

可谓正合时机。古人有云：“读史而明志”，《南岭村志》就是南岭村的历史，

从中我们应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南岭村自建村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是难能可贵的，

非常值得我们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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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㈧芝一
二、南岭村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引，离不开各

级党委政府的关心与支持。今后，南岭村要继续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

针、政策，争当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

三、南岭精神，就是艰苦奋斗、不屈不挠、永不停步的精神，在新的时代，

新的形势下，我们更要秉承这种精神，扎实工作、与时俱进，把南岭村的各项

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系南岭村社区党总支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

200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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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例

一、《南岭村志》是《深圳市专志系列丛书》之一。本志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

法论，坚持存真求实的记述原则，全面、系统地记述南岭村由贫弱落后走向富裕文明创

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首设概述，专记、大事记，其后按事业门类分章记述，最后设附录。体裁

采用志、述、记，图、表、录。以志为主体，共为八章二十六节，章下设无题序。

三、记述方法依照述而不论的原则，寓褒贬于资料记述中，为彰明该村特色必要之

处以夹述夹议，揭示其内涵和意义。

四、本志编纂坚持以类系事，事以类从，横排竖写，使入志诸事归属得当，联贯古

今，俱见始末。记叙原则力求纵不断主线，横不缺要项。

五、本志记事上限事物发端，以资料为据，下限2004年12月底，本着详今略古的

原则，以1983年建村之后内引外联大办工业为重点。

六、本志资料来自村、镇、区的档案，村委各职能部门提供的资料及报刊、新闻报

道专集、作家专著等。鉴于本村建村前为生产队建制，没有档案保管制度，文字资料欠

缺，以调查，访问口碑补正。

七、本志行文采用公元纪年，志中标记的60，70、80、90年代均系20世纪。行文

提出的“解放后”，“建国后”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八、志中(注)均系本志编纂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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