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洲面氟嚣：瓣蓬挂蠢磊耄刻丛书之八

龙眼洞村志
矿；州‘寝·j霹河医龙洞树。艮蚕癸凳 鳊

z铡畸簿券河区地方恚。镐委会参公窄审霞

一一1

夕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

书乏八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村民委员会

编广州市天河区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审定



图书在版编目((31P)数据

龙眼洞村志／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村民委员会编

一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广州市天河区村志系列丛书)

1SBN 7一101—旬4604_一5

I．龙⋯Ⅱ．广⋯Ⅲ．村史一广州市

IV．K29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16712号

责任编辑：朱慧

龙眼洞村志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村民委员会编
水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a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印刷

(020—87290773)

787 X 1092毫米23．251；p张48插页字数：350千字

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l一3，000册

ISBN 7一lO 1—046()4_一5／K·1989

定价：1 38元



l

主任、主编：林道良

副主编：蔡维朗

编 辑：李正清

靖婧

特邀顾问：陆文杰

长长任员

自漕

组副拟成

球振樊龄忠积善樊樊

基锋湛锦善伟衍帝樊樊樊樊

编编辑

主

主副编

芳迸刘期钗喻黼陈

-●●-



l

主任、主编：林道良

副主编：蔡维朗

编 辑：李正清

靖婧

特邀顾问：陆文杰

长长任员

自漕

组副拟成

球振樊龄忠积善樊樊

基锋湛锦善伟衍帝樊樊樊樊

编编辑

主

主副编

芳迸刘期钗喻黼陈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l

主任、主编：林道良

副主编：蔡维朗

编 辑：李正清

靖婧

特邀顾问：陆文杰

长长任员

自漕

组副拟成

球振樊龄忠积善樊樊

基锋湛锦善伟衍帝樊樊樊樊

编编辑

主

主副编

芳迸刘期钗喻黼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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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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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稻

海、祠堂村落，天河由传统农村变成了现代化都市一一广

州的中心城区。面对沧桑变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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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区政协委员在提
区长郑圣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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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程，2001年5月．区政府专门发

文，要求各村立即开展村志编修I：作，计划在几年时间内将全区29条村村志f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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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对我区编修村志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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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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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一码当先”的开拓进取精神，齐心协

力，肩负起历史的重托，认真做好村志编修工作，以无愧于先人，有功于来者二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区长郑圣凯

2003年2月17日



序

地方志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

大量的信息，是珍贵的历史遗产，编修村志，是一项保存乡

村历史的文化T程，意义十分重大。在区委、区政府的亲切

关怀和区志办的悉心指导下．在村领导和广大村民的支持配

合下，经过全体编志人员的共同努力，《龙眼洞村志》正式

出版了，这是龙眼洞村的一件喜事，也是龙洞街文化建设的

重要标志。

《龙眼洞村志》是龙眼洞村的一部地方全史，它全面记

载了龙眼洞村的自然环境、宗族人口、历史沿革、政治经

济、社会生活、乡村建设、文化教育、文物古迹、风土人

情、历史人物等各方面的史料，富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

的乡土气息，可谓一部“村情百科全书”。

《龙眼洞村志》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图文并茂，编排

合理，上溯远古，下迄本世纪初，涵盖了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人物乃至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内容，较完整地展示

了龙眼洞村的历史与现状。它的出版，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和历史意义。既可为本地区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裨文

7
龙洞街党工委会

书记何继雄

龙洞街道办事处

主任李笑娟

明建设提供借鉴和依据，又可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与优秀

传统教育，也能为海外同胞和研究人员了解龙眼洞的历史与现状提供参考，起到

识我乡土、爱我乡土和建设乡土的作用。

《龙眼洞村志》详尽记载了龙眼洞村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美丽的山

川1、富饶的物产、勤劳的人民和巨大的成就。龙眼洞村自唐朝贞观年建村以来，

已有1300多年历史。悠久的历史沉淀了浓厚的文化底蕴，文物古迹众多，其中龙

眼洞飞鹅岭是新石器时代遗址。勤劳勇敢的龙眼洞村民有着光荣的传统，爱国爱



家，支持革命，曾获孙中山先生赠送“保卫桑梓”牌匾。建国后龙洞人奋发进

取，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家乡的落后面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党

政班子带领村民搞经济建设，走改革开放道路，经济得到飞跃发展，村民生活水

平逐步提高，如今正朝着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迈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村民已转为城市居民，农村经济

也逐渐转向城市经济，原来的农村风貌和风俗习惯也会逐渐消失，而《龙眼洞村

志》中却永久性地保存了这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了一笔

宝贵的文化财富。阅读村志可以使我们看到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乡村是怎样逐步

走向城市化，村民们是怎样当家作主和勤劳致富的历程，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龙眼

洞村的昨天，从而更好地建设龙眼洞村的今天和明天。

中共广州市天河区龙洞街工作委员会书记何继雄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龙洞街道办事处主任李笑娟

2003年9月18H

黼鬻麟



寨豢嚣旧
事，也足龙眼洞村文化建设的一项F硕成果，有极其深远的■■■——_
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2言—■

∥龙眼洞村志》记录了龙眼洞村一千■百余年的历史， I—．●
第一次较全面地收录了龙眼涮村地理、政治、经济、文化、 I●●_
历史人物等方面的重要资料■_■L—J_

们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装点着龙眼洞山河的光辉历史。

编修《龙眼洞村志》是一件利今惠后的大事，它服务于

当代，存史于后世二

龙眼洞村有着悠久的历史，龙眼洞地区早在新石器时期

就已有人类在龙眼洞飞鹅岭一带繁衍生息，因而有“广州第

一村”和“未有广州先有龙眼洞”这一说法。

龙眼洞村有勤劳勇敢的村民。历史记载着龙眼洞村民

“庚寅血战”，保卫家乡；参加i元里人民抗英战斗，打击

龙洞村委
会主任樊志华

侵略者；大力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先生书赠“保卫

桑梓”牌匾，无论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及对越自卫反击战中，都体现

了龙眼洞村民光荣的爱国传统=这一切都是龙眼洞村民光荣历史的见证：

村志较详尽地记录了龙眼洞村在建国后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一日

千里的成就：1978年，全村的总产值是202．3万元：到2001年，全村的总产值已增

到19300万元， 比改革开放前增加了95倍二仅从这个数字就足以说明没有改革开

放，就不可能有今天繁荣昌盛的龙眼洞：



憋
r一

读志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体制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有助于我们认真领会改

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从而对改革开

放的必要性及重要性有更深刻的感受。

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延伸，龙眼洞在变化。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

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我们龙眼洞的儿女要无愧于伟大时代赋予我们

的历史责任，为建设美好家乡，为龙眼洞两个文明建设更上一层楼，同心协力，

奋发图强。我们所做的事业要无愧于前人，无愧于来者。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要谋求持续的发展，必须懂得历史。古人云：“以史

为鉴”， “温故知新”。龙眼洞村的历史，是龙眼洞村民用自己双手创造的历

史，只有了解龙眼洞的昨天，才能更好地建设龙眼洞的今天和明天。

希望本志书的出版能有助于广大村民认识龙眼洞，热爱龙眼洞，建设龙眼

洞。

值此《龙眼洞村志》出版之际，谨向曾经为它付出辛勤劳动的各级领导、

写人员及父老乡亲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兽=高======52，嚣‘一一‘
趋鲻甾瑟鞋鞋姑

中共龙洞村总支书记樊文广

龙洞村民委员会主任樊志华

2002年12月8日

一恿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记述范围，k22000年龙眼洞村行政区域为主：为保持历史的原貌，对

历史上有管辖关系的地方的一些重要史实，亦按当时的区域记入本志=

二、年代断限，卜限不限，下限至公冗2002年=但是因内容需要，有的事件

记述可下延二

三、体裁，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等，而以志为主体志部分采

用章节结构：

四、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缸后用公元纪年，以前用当时的传统纪年并加

括号注明公元纪年+】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

I司后，文中的“年代”是指20世纪的年代； “现在”、 “今”指2002年。

五、特指，本志的“省”是指广东省，“市”是指广州市，“村”是指龙眼

洞村， “党”是指中困共产党，“团”是指共青团。

六、本志所用的资料、图片基本来自本村存档、村民回忆、座谈纪要、实地

丈量、区(县)志摘抄、现场拍摄等．除个别引用的注明出处外．其余均为本村提

供。

七、龙眼洞村也称龙洞村，故本志两名词都使用，行政名称多用龙洞村，

如：龙洞大队、龙洞村委会等，作地名用则都用龙眼洞、龙眼洞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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