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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代以来，天河的先祖就在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上

繁衍生息。他们披荆斩棘，历尽艰辛，开垦出富饶美丽的

土地，造就了星罗棋布的村落。今天，随着广州经济的快

速发展和城市不断变迁，高楼大厦、道路桥梁替代了菜田

稻海、祠堂村落，天河由传统型农村变成了现代化都

市——广州的中心城区j面对沧桑巨变，我们在为之振奋

的同时，是否想过，祖辈们千年的历史足迹如何永世留

存?他们艰苦创业的传统如何代代继承?编修村志，正如
郑圣凯

区政协委员在提案中所指出的那样：是为了抢救“即将流逝和淹没的历史”，

“让这段历史永存于世”，是“刻不容缓”的大事，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无旁贷

的义务。

编修村志是当前我区一项重要的文化系统工程。2001年5月，区政府专门发

文，要求各村立即开展村志编修1：作，计划在几年u,tl'nq内将全区28条村村志出版

齐全，形成天河区村志系列丛书。

在编修过程中，我们得到省、市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受到了社会和传媒的

广泛关注，《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先后对我区修村志—r作做了专题报道。

为了编好村志，区志办和街的有关领导做了大量工作；各村的领导亲力亲为，督

促落实；编写人员辛勤笔耕，数易其稿：对此，我代表区委、区政府。对你们致

以深切的谢意。

让我们进一步发扬天河人“与时俱迸，一马当先”的开拓进取精神，齐心协

力．肩负起历史的重托，认真做好村志编修‘r作，以无愧于先人，有功于来者，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区长邦圣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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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德村志》历经一年辛勤编纂，终得面世，这是我

猎德村父老乡亲的大事。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猎德人，自小喝猎水长大。几十

年来，亲眼目睹猎德从农村向城市的演化，一条条河涌被

填平，一片片田地被征用，一栋栋高楼在拔起，过去的乡

村已不复存在了。象所有村民一样，我对家乡自然有着一

种割不断的惰，感到需要有一本志书，记载猎德村的变

化，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知道它原来的样子。
李方荣

2001年，天河区政府及时地提出各村要编写村志，我是积极支持的。作为村

的一名主要领导，不但要带领村民搞好经济．使物质生活更富足，同时要引导村

民走向精神文明。我们不仅要把祖辈的优良传统和文化遗产保存下来，同时还要

把猎德村八百多年来沧桑变化，以及我们洗脚上田，撤村改制，遨游商海这些经

历记载下来，才不负先人和激励后人。因此，编写村志，对于我来说，就不光是

一份感情。更是一种责任了。

《猎德村志》的编写，得到了区的多次指导，村领导班子的积极支持，广大

村民和海外乡亲的热心关注，编写组同志的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不高，时间仓促，难免有错漏之处，敬请各位乡亲及有关人士

批评指正。

猎德村民委员会主任

猎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方荣

2005年6月28日

9“



凡 例

一、记述范闱，以2004年底猎德村区域为主，对历史上曾是猎德村范围内的

人和事则略记：

二、记述年限，上限不限，起自事物发事之端，下限至2004年，对某些事物

的叙述，按需要适当下延。

■．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体。

四、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以前用传统年号加括号注明

公元纪年。1949年loft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年

代”是指20世纪的年代； “现在”、“今”是指2004年。

五、本志的“省”是指广东省，“市”是指广州市，“区”是指天河区，

“村”是指猎德村， “党”是指中国共产党， “团”是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六、本志所用资料、图片，基本来自本村存档、村民回忆、座谈纪要、实地

丈量拍摄、区(县唐摘抄等．除个别外，概不注明出处。

七、本志所选录的族谱有的仍沿用原繁体字，以免产生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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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猎德村是广州市天河区猎德街属下的行政村，位于珠江新城南部，南

临珠江。现村址范围t东与誉城苑社区居民委员会为邻，南与临江大道紧

靠，西与利雅湾接壤，北与兴民路及花城大道相连，村址面积470多亩。另

外还有发展经济用地约350亩。猎德涌从村中流过，将村庄分为东、西村，

一河两岸景色秀美。猎德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猎德

位于广州新中轴线，市政公共设施完善。据2004年年末人口统计，猎德村

有1647户，4741人；此外，有外来暂住人员3万多人。猎德村民风淳朴，

崇尚礼仪文化，猎德人勤劳、爱国、爱家园。

猎德先辈从粤北珠玑巷南迁，最后落籍猎德村，从宋朝开村，至今已

有八百多年历史。民族是汉族。经历代繁衍生息，至今，猎德村已发展至

四千余人，姓氏有李、梁、林等共81个。猎德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古迹

众多。

宋、元、明、清年间，猎德曾产生过多位进士、举人、秀才。清朝，

共有进士2名，举人11名，秀才86名，军功显赫而进仕者12人，任各品

官职者22人。猎德炮台在1841年鸦片战争中成为广州东面城防的重要炮

台，军民在此为反抗英国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战斗。村建有祠堂、庙宇32间，

现存19间，其中龙母庙历史悠久，被列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巷门为猎

德村建于巷VI的防御性建筑，相传清朝时期已有。原本每个巷口都有一座，

现仅存5座。除古建筑外，村还保存了一批古物，包括清同治十年(1871

年)状元、翰林院修撰梁耀枢所送的“状元及第”匾。此外，还保留被冠

以绿色文物和活化石之称的古树名木5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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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德

1985年5

辖。1985

猎德

少部分人

的水果产

建国

地转为集

了大量的蔬菜及农副产品。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使农村经济发展

停滞不前，猎德村经济发展不快，村民生活水平较低。

80年代改革开放后，猎德推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耕作自

主权，极大地提高了村民的积极性，农民收入增加。90年代，随着土地大

量被征用，猎德村以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

1994年起，因建设珠江新城，猎德全部田地被征用，村利用征地补偿

款，在还是荒凉之地的珠江新城兴建“美居中心”。“美居中心”成为村集

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随着利雅湾、高德中心大厦等项目的启动，继续

推动猎德经济持续发展。

建国前及建国初期，猎德村没有马路，没有电和自来水。从猎德到广

州，靠走路或乘船。村民点的是煤油灯，吃的、用的全是猎德涌水。

建国后，政府修建了猎德大道。尤其在90年代中叶珠江新城开发后，

一批现代化宽阔的市政道路迅速修建起来。至2004年底，途经猎德的市政

道路共有2l条之多。地铁5号线猎德站正在兴建中。

猎德村努力改善生产、生活环境。1961年猎德涌上架起了开村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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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座水泥桥。同年，通电、通自来水。80年代末至90年代有了村自建

路。80年代先后三次划出空地给村民建房，90年代配合珠江新城规划建设

及广州市“一年一小变”的城市整治需要，再次划地建拆迁安置房。90年

代村建的房屋全部纳入城市规划，建成花园式的农民住宅小区。1990年将

全村的明渠改成下水道。1999年8月到2003年先后两次整治猎德路，1996

年到2003年先后三次共出资过百万元对猎德涌进行整治。同时，加强环卫

保洁，进一步加强治安保卫力度，猎德村成为一个环境优美的居住、休憩

之地。

四

建国前，猎德村缺医少教，文化卫生落后。没有医院，只有一间村民

集资办的小学。文体活动不多，只有龙舟、舞狮、粤剧等几项。

建国后，村重视教育，对已改为公办的猎德小学每年都有教育投入，

2003年投入达200多万元。村委会尊师重教，奖教奖学。近年共有10多名

村民子女考入全国重点大学。1988年普及了初中教育，次年普及了高中教

育。1998年3月至2003年12月，对青年村民进行素质培训，开办了三期村

民素质教育学习班，共有青年村民400人完成高中学业。

建国后医疗卫生条件大为改善。1958年猎德大队建立保健室，并设立

专职卫生保健员。1968年培养了“赤脚医生”，大队办起合作医疗。90年代

初成立卫生所，猎德卫生所现有医护人员21名，村每年支出药费过百万元。

建国后，特别是90年代至今，猎德村文体活动开展活跃，村委重视，

群众踊跃参加。1994年成立村文化活动中心，活动项目近20个o 1998年8

月，村出资一万多元购置乐器，成立猎德乐社。猎德在市和区的体育、曲

艺、歌咏等比赛中多次获奖。龙舟与舞狮更是村民的骄傲，在赛事中屡获

殊荣。村委会破除旧习，锐意创新，率先成立猎德女子龙舟队。龙舟大旗

舍弃姓氏，打起“猎德”大旗，可谓天河第一家。

五

猎德村有800多年的历史，世代以农业为生。随着广州城区东扩，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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