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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历史长河滚滚流，兴废功罪写春秋。

编史修志，是j项承先启后，服务当前，上对祖宗，下及子孙的

千秋大业。

古人云： 村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衰，以

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这部志书，记述了桂岭的自然风貌、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y_g、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演变。凡重大事件，力

求所载。它将为保存史料、推动生产、治理政务、繁荣文化等等，发

挥应有的作用。

为编好《桂岭区志》，区党委遵照上级指示精神，委任区长沈丁

汉，宣委王六哺负责编志领导工作。聘请陈昌恭、吴天金、刘特唐三

位同志负责调查编写工作。在编写过程中，坚持觯明的辨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求真存实，秉笔直书。但由于历史资料不全，

加上水平有限，时间仓促，谬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2

桂岭区党委书记谢永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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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一、古代大事

(公元1 121年一一1840年程片战争前)

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始设揭阳县。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并入海阳县

(今潮州)．宋绍兴八年复置揭阳县．

宋绍兴十年(公元114C年)，僧法山于石母山南麓创建双峰寺。后僧石山移建于榕城东

门马山巷。双峰寺久废，今建为双峰学校。

明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15年)，秋凉禾份，大饥。

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揭阳割出龙溪都(今庵埠一带)归入海阳县，又割出

鲑浦、鳄浦、蓬洲三都合置澄海县。

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大有年，晚禾倍收。此后，连三岁大有年。

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3年)，飓风大作，海潮溢，咸害田，连岁荒歉，饿殍载道·

清乾隆三年(1838年)割出蓝田都九、十两图凑置丰顺县。

=，近代大事

(公元1 840年稿片战争一一l 9l 1#-辛亥革命前)

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方耀卒兵镇潮，对地方政制进行改易，都以下设局。时磐

溪都蜘为上约局、中约局、下约局。上约局辖深浦、。围头、古沟、秋江山等一带，局址设于

大头岭圩内．

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6)，正月初三地震，房舍有的受震例。

清末，德侨人陈秋发于福岗山西北面溪边建造瓦窑二座。至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

福岗人踪希电、陈初电将窑赎买经营，为本区砖瓦业之始创。

三，现代大事

(公元1 9 1 1#-辛亥革命一一1 987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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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大事

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正月初一至元宵，

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正月初三，微雨，

岸，人无法走动，倾墙倒屋，两天后方定。

地震，有房舍震倒，乡民在屋外露居。

地大震，声如雷，从东方而来。溪水溢

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都以下局改为民团。时磐溪都设六个民团，即；磐南、磐桂，

磐中、磐和、集和、智勇。集和治所没于大头岭圩I智勇治所没于围头。民国二十年废都、

团为区乡，磐溪都改为第八区。集和、智勇乡治所不变。 ，
一

嫠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8月2日，即农历六月初十)，飓风暴潮，史所罕见。福岗

山、玉白龟山的大松树皆受刮倒。新置寨鹅公山有一荔枝树连根拔起，凌空几百步后坠落。

虏屋决倒无数。

醚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大年夜，卢笃茂(普宁洪阳新埔村人)带领农民军赤卫队

一百多人，将大头岭北下圩门包围得水泄不通，并通告炮楼内的国民党自卫队自行离开，农

民军要炸毁炮楼。农民军通知邻近村，安定人心后，用巨炸药包把炮楼炸得粉碎，变成平

地。声势大振，人心大快。

馨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 933年)冬，古大存来客洞、健毫二村，要求民兵做好军需物品的

供给。 ～ ～，·～， ～

譬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7月20日，即农历六月初九，何宝书奉国民党军官邓龙

光之命，大办清乡，实则剿共，提出“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口号。入乡借以查户

口为名，集合群众于村前，凡可疑者抓而杀之。客洞村受害为重，王老猴当场受枪杀，24人

抓至榕市监禁，幸客洞村人王猷建(曾任十九路军军长蔡廷楷秘书)担保，才全部释放回家。

嚣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3月，县农林推广处，引进了甘蔗爪蛙改良种，在第四

区蓝宁乡泮洋村、锡场村和县第一茁圃场(仙河)试验，产量大增。翌年，推广全县，逐步

取代竹蔗。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晚造，蝗虫咬稻，产量大减，殃及春小麦。1942年和

1945年蝗虫仍出现为害稻田，是本地区三次严重蝗虫灾害。

r。民国二十七年至翌年(公元1938—1930年)，霍乱流行，死亡者多，人心惶惶。

露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 038年)，农历8月，山洪暴发，三洲堤决口，全区除客洞、柏

旺、大岭外，作物皆受淹，损失严重。

民N_-十七年，全县并为五个区，官、渔、磐三都划为第一区。集和、智勇辖地和乡治

所不变。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农历七月，三洲堤决口三十余丈，洪水四溢，作物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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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房屋浸倒。

民国二十八年，为避日本飞机轰炸，揭阳真理中学迁来磐溪公校(现东升小学校址>，

同年10月迁回榕城。在此期间，揭阳简易师范学校也迁来双峰寺办学。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1月，乡以下实行保甲制度，保设保长、甲设甲长。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渔湖塘埔乡农民黄廷国，从农家水稻品种“青枝绞盘”中，

运用一穗传的方法，选育出优良新品种。群众称为“廷国种"。

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农历六月初，台风暴雨，南河马丘堤段决口，下三洲堤也

决口，北河堤也决i=l，南北二河河水预泻，本区各乡水深数尺，深者及丈，早造无i5C。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三洲堤连续决裂，缺口长达490余米。农田失收，粮食

奇缺，乡民逃荒赣省。

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春旱43天，赤地千里。3月21日始雨，粮价暴涨，饿殍遍

野。乡民成群结队逃荒，其中逃荒江西省有526人。

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日本侵陷揭阳城。集和、智勇虽未沦陷，但乡政名存实

亡。

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12yJ 22日，即农历十一月十八日，国民党地方武装姚自敬

自卫队断深浦桥抗击日寇。抗击不住，日寇入曼桂岭。翌日，日寇从玉白村往汤坑而去。

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揭阳县农业状况调查》中称：我县萝卜生产仅次水

稻、甘蔗。萝卜为本区的主要特产。
’

民国三十七年(19：8年)，韩江稻作指导区，发给水稻良种“南特号"，我县在梅岗区

龙砂村和桃地区丰溪村表证良好。以后，推广全县，成为本地区的当家品种。
。

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农历五月，大雨倾盆，国民党“186”军队接受新亨乡

绅贿赂，于玉白牛角湾破堤，造成人为水灾。

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秋粮登场，旧币贬值，米价飞涨。11月8日，米每斗五

千元，翌日，涨至七千元，其他物品随之飞升。

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春，1日币继续贬值。3月19日米每斗七千元，3月21日涨

至一万元。不久，旧币只可作手纸。

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农历五月，玉白伯公后堤段决口百余米，早稻谷生芽，

损失五成以上。

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1071 7日，即农历八月十六日晨，国民党胡琏兵团借以查

户口为名，集合群众于村前，拉壮丁作为补充兵员。全区被拉去270人，害得乡民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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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事

公元l 9 4 9年

lOy]13日(农历八月二十二)，桂岭全面解放，武工队进乡村．安定人心。

冬，磐西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时区长林苏，区址设于东林太史第。

公元l 9 5 0年

春，开展清匪反霸，退租退押运动。

春，建立桂岭税务站，站长陈发。地址设于大头岭圩。辖管围头圩，玉白圩，德桥圩、

下林圩、东洲圩。1973年称桂岭税务所，所长林壮加。

七月，磐西、卅岭两区合并为磐岭区，区址设于自塔圩。

秋，县仙河农场主任许宜仁，从农家水稻品种“秋布寮”中选育出“澄秋5号”，1953年

全面推广。

下半年，建立磐西区桂岭联村供销社，只经营一些化肥、副食小宗生意。地址设予大头

蛉圩北圩门(老屠场)。1951年改称磐西供销社。

是年，开征农业税，各乡村敲锣打鼓，农民把稻谷送到东洲其昌里缴交。

是年，区政府将医药卫生人员组织起来，成立卫生工作者临时协会。翌年，正式成立卫

生协会。设正副主任，地址设于大头岭圩内。1954年卫生访会玫称为联合诊所，地址不变．

11y]15日，县府在揭阳第一中学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土地改革运动。磐西区土玫队长马义友、吴龙光。时各乡村进行评划阶级成份，征收没收

分配果实。翌年冬至19：2年春，全面进行土改复查。至此，土改运动生面完成。

公元1 9 5 1年

5月，磐岭区分拆为磐西、卅岭两个区，磐西盏址设于洋穗岗田洋中“五间过扩内。时

秋江、北良戈!f出归新亨辖；大坑、下坡两村划出归玉湖辖。

夏，县人民政府通知各乡村购买煤油和灯，开展夜晚点灯灭螟工作．

八月，成立桂岭市场征收小组。1957年改称市场管理委员会，简称“市管会”。1972年

11月又改称桂岭工商行政管理所。

冬，各乡村选派家畜防治员到南塘中学参加家畜防治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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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l 9 5 2年

2月，各村办小学一律转由国家办，教师工薪由国家逐月拨给。

是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客洞村为革命老区。

是年，磐西区改为第九区。1953年又改为第八区，区址不变。

是年，县拨款在玉步船头兴建南北二座粮仓，名称：揭阳县第六粮食仓库。负责征收磐

西区粮食工作。1953年改称磐西区粮食管理所。

是年，本区引进台糖甘蔗品种，增产显著，逐年取代甘蔗瓜娃改良种。

是年，全国丰产模范林炎城，用一穗传方法，从水稻品种“九石歉”中选育出“十石歉”。

以后，成为本区的当家品种。

冬，发动群众除螟。晚造收割后稻田，全面挖掘稻头，晒干后烧焚。全区挖稻头除螟面

积达100％。

是年，县仙河农场主任许宜仁，从农家水稻品种“乌石西洋”和“竹槌种”中，选育出

晚型中迟熟仲嘶西洋14号"和“汀槌11号努。以后大面积推广。

公元I 9 5 3年

是年，建立桂岭银行营业所，地址设于大头岭顶圩门内。

是年，桂岭粮所在大头岭圩兴建桂岭粮油门市。

下半年，磐西区重点小学桂岭小学和付点小学联南小学，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改称

中国少年先锋队)。至翌年，全区各所小学都建立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

夏，开始对农民实行随征带购(以农业税附带购粮任务)，对市场销售实行计划管理，

控制定量供应。时购粮任务有计算和上墙公布。但是提出“多卖余粮光荣”的号召，定量供

应也只作宣传。至1955年，购粮已作硬压务完成，粮食按人定量也严格执行，称为粮食统购

统销。

是年，双山村吴耀卷妻子第八胎双生两女，区政府奖威一瓮白酒等物品。几年后，吴耀

卷妻子产第十一胎，一共养了12个孩子。时政府奖励多生多育，人口大增。1949年，全区总

人口为23768人，1964年增至34443人，十五年中全区人口净增10075人，平均年增长率为千分

之三十三点七。

是年，桂岭供销社增设蔬菜加工组，地址设于老区址祠堂仔内。1957年，在大头岭东馏

新建菜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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