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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天可区材志系列从一书之+三

广州市珠村实业有限公司^珠广州市天河区地方志编



《珠村村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潘炳富

副组长：潘志坤、潘伟坤

成员：钟承富、钊，汉霖、邱建民、钟应崧、浠朝光、潘庆雄、潘达苏

《珠村村志》编辑部

主编：潘炳富

副主编：潘志坤、钟由溪

编辑：潘伟坤、潘应棠、潘锦城、潘朝有、徐家仪、严少雄、徐婉仪、黄锦联

顾问：潘剑明、钊，由治、钟耀坤、潘围根、潘仲辉、潘兆威、潘德成、陈汉荣

主任、主编：

副主编：

编 辑：

特邀顾问：

《珠利剌志》编纂领导小组、编辑部人员合照

审定单位：广州市天河区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

林道良

蔡维朗

李正清、简钰钗、靖婧、

陈瑜、林E梅、陆一锋

陆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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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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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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文化，而且寄托了刚失去村庄农田的村民怀旧乡情，

套

徐汉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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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上届区政府已经对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本届政府将一如既往，顺应

潮流，顺从民心，继续做好此项历史文化工程。计划在新届政府任期内，完成

这套村志系列丛书。为此，我希望各级主管部门继续加强指导，呼吁社会各界有

识之士继续关注支持，使村志系列丛书越编越充实，令天河区的文化品牌越来越

出色。

“秦时明月汉时关”，但愿后人阅读这套丛书时，能认同我们所做的努力。我

仉总算l竹不负先辈，后有益于来者。

～渚～、jj圃黥
州I rH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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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村村志》是．郭社会主义新方志，也是珠村改制后

首部村志。《珠村村志》的付梓，是珠村乃至珠吉地区人民生

活中的一件大喜事，我谨表示热烈的祝贺!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珠村政通人

和，百业俱兴，编修村志，记载历史变迁，是有益当今、惠

及后人的明智之举。

《珠村村志》共16章22万余字，全面、系统地记载了珠
黄泽鹏

村自然地理与姓氏宗族、基础建设与人口社会、政治与经济、历史与现状，充分

展示了乞巧第一村的悠远文化和焕然新姿，生动描述了珠村建村八百多年的发展

轨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珠村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变

革，是珠村第部真正的村情书，堪称珠村“百科全书”。《珠村村志》的问世，

既为社会各界人士认识及研究中国乞巧第一村——珠村提供了翔实的村情资料，

亦为规划珠村今后发展的战略蓝图提供了决策依据，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文化

价值和学术价值，必将对珠村今后的三个文明建设产生积极而长远的影响。

愿蛛，【=1J人K一足“1代，追溯渊源，乐jm继后，继往开来，在文化与经济良性

卫：z力的利{特技碰，}-，创造⋯型炎好的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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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闻修志一事，古已有之。今存世之

志书，达数百万册，州志、府志、郡志、县

志、无不包含。然编修村志一事，则前所未

闻。今天河区政府倡导编修村志，实开千古

之先河。

查我珠村，开基创业八百余年。如今随

着迅速的城市化，昔日的田园景色，水乡风

情，几乎荡然无存；祖辈留下的祠堂庙宇，

果林家宅，亦逐渐拆迁。每当晨昏之际，父

7

潘志坤 潘炳富

老乡亲或凭栏远眺，或相聚而论，指点眼前楼宇，谈论今昔变迁，无不感慨良多。

如何永久地保留乡村的历史，怎样深深地寄托村民的情感，唯有村志而已。故我

等响应天河区政府之倡议，积极编修村志，实为顺应社会潮流，符合民心之举。

亦阐古往今来，有为官一任，修志一书之说。我村清代属番禺县，则有番禺

县令主持编修的《番禺县志》，县令李福泰亲自为之作《序》。我等既是世居村民，

又是“村官”，双重身份，主持编修村志，实在是义不容辞，责不可推。

今村志编成，如同宗祠建成一般。宗祠聚一姓之人，村志记一村之史。今后

我利r弗，L¨i农村个部城『H化，符姓氏宗祠可能也会随之陆续被迁拆，但你等

』、U圳葵忘记J_：Jj代|i：}l宗创业之艰t’，并姓族人拼搏之精神，保存此村志，，卜余Ei,iq,j

陵读、魁t}[!，如同族谱，代代1f|：l传，今后继承先辈传统，发展父兄躺忆创扛更
慨规的、Ik绩，莛负t前人，英悔1今附，我等编志的心愿也就r，。

此书纵横八百余载，包含自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土人情等各个方

㈣内窬，1；仅为村民，亦为社会上的研究者们提供一份千姿百态的历史资料，为

历史学界补上个空m咖领导者们或r叮从一1一得到些借鉴年【I启迪。

今日村志⋯版，成书之旧，我等深感继承历代先辈优良传统，带领乡亲们建

设繁荣的珠村之责任重大，亦因有：#主持编修此村志而感欣慰。存此，仅向支持

编修此l 5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以及箨位热心的乡亲表示深深的谢意!

中共珠村实业有限公刮支部l；记潘志坤

珠村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炳富

二00，、年卜_月八I J



一、记述范围，以现珠村行政区域为主。为保持历史的原貌，对历史上

有管辖关系的地方的’1些重要史实，亦按当时的区域记入本志。

二、年代断限，上限不限，下限为2005年。但是因内容完整需要，一些事件

的记述可以下延。

三、体裁，采用记、述、专志、传、图、表、录等，而以专志为主体。专志

部分采用章节结构。

四、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以前用当时的传统纪年并加

括号注明公元纪年。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

建国后。文中的“年代”是指2 0世纪的年代；“现在”、“今”指2 0 0 5

年。

五、特指，本志的“省”是指广东省，“市”是指广州市，“村”是指珠村，

“党”足指，"Ij￡产党，“川”足指共f。』川。80年伐肝村，f，的“礼”足指“经济

社”，即人儿公社时划的7}产队。“公刊”是指』3州lH珠村突眦订限公rd。

六、本村所用的资料、l割片基本来自本村存档、村民阿忆、座淡纪要、实地

支量、区(县)志摘抄、现场拍摄等，一般不再说明出处。幽片除个别引j扫的注

明出处外，其余均为本村提供。



珠村在清代番禺县鹿步司位置图

珠村在天河区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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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珠村主要街道及文物示意图

麴f鼍Ⅻ r”幽薅糟 薤毫≈露

①潘氏宗祠②梅隐潘公祠@水浸社坛④世韬潘公祠@元德陈公祠⑥沂江潘套祠⑦南门社坛

@可田潘公祠 @北帝庙 @北帝社坛 @南海神祠 @稀长钟公祠 @蓝田祖祠

@中东社坛 @珠村农民协会旧址 @海军一条巷 @潘文治故居⑧聚龙社坛⑩是山古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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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村航拍图1 珠村航拍图2

珠村航拍图3



珠村航拍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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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村航拍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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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村航拍图8

珠村航拍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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