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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一节农茂夜校⋯⋯．．．⋯。·⋯⋯⋯⋯⋯⋯⋯⋯⋯⋯⋯√⋯⋯⋯⋯⋯一·_(155)

第二节⋯扫盲工作⋯⋯⋯⋯⋯⋯⋯⋯⋯⋯⋯⋯⋯⋯⋯⋯⋯⋯⋯⋯⋯⋯·⋯．．(156)

’第三节专业夜校⋯⋯⋯⋯⋯⋯·⋯⋯··-⋯⋯⋯。⋯⋯”⋯⋯一_⋯⋯⋯g
OltID(156)

第四十四章 幼儿教育⋯·⋯⋯⋯··⋯⋯⋯⋯”··”“⋯⋯·(156)

第四十五章 师资培训和函授教育⋯··⋯⋯⋯⋯⋯⋯⋯·(1 57)
。

第一节师资培训⋯⋯⋯⋯⋯⋯⋯⋯⋯⋯⋯⋯⋯⋯⋯⋯⋯⋯⋯⋯⋯⋯⋯⋯(157)

第二节干部文化补习和函授教育⋯⋯⋯⋯⋯⋯⋯⋯⋯．_．一⋯⋯⋯⋯⋯⋯一(158)

附表7⋯1～8⋯⋯⋯⋯⋯⋯⋯⋯⋯⋯⋯⋯⋯·：⋯⋯⋯··⋯⋯⋯⋯⋯··i 159)

第八篇、文一‘1化

B



‘第四十六章 民国时期的文化艺术活动·09 e000·．．．⋯⋯⋯·(162)
，第一节潮剧班戏⋯⋯⋯⋯⋯⋯⋯⋯⋯⋯⋯⋯⋯⋯⋯⋯⋯⋯⋯⋯⋯⋯⋯⋯(162)

第二节圆身戏班⋯⋯⋯⋯⋯⋯⋯⋯⋯⋯⋯⋯e SI 0 0 01 G QQ⋯⋯⋯⋯⋯⋯·-⋯·(162)

第三节民间乐社⋯⋯”⋯⋯⋯⋯⋯⋯⋯⋯⋯⋯⋯⋯⋯⋯⋯⋯⋯⋯一⋯⋯··(162)

第四十七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化活动⋯⋯⋯(162)
第一节业余剧团⋯⋯⋯⋯⋯⋯⋯⋯⋯⋯⋯⋯⋯⋯⋯⋯⋯⋯⋯⋯⋯⋯⋯⋯(163)

第二节广播站⋯⋯⋯⋯⋯⋯⋯⋯⋯⋯⋯⋯⋯⋯⋯⋯⋯⋯⋯⋯⋯⋯⋯⋯⋯(163)

第三节文化站⋯⋯··：⋯⋯⋯⋯⋯⋯⋯⋯⋯⋯⋯⋯⋯⋯⋯⋯⋯⋯⋯⋯⋯⋯(163)

第四节电影队⋯⋯⋯⋯⋯⋯⋯⋯⋯⋯⋯⋯⋯⋯⋯⋯⋯⋯⋯⋯⋯⋯⋯⋯⋯(,1-64)

第五节霖磐影剧院⋯⋯⋯⋯⋯⋯⋯⋯⋯⋯⋯⋯⋯⋯⋯⋯⋯⋯⋯⋯⋯⋯⋯(164)

第六节群众刨作⋯⋯⋯⋯⋯⋯⋯⋯⋯·⋯⋯⋯⋯⋯⋯⋯⋯⋯·：⋯⋯⋯⋯⋯(164)

第七节锣鼓班⋯⋯：⋯⋯⋯⋯⋯⋯⋯⋯⋯⋯⋯⋯⋯⋯⋯⋯⋯⋯一⋯⋯⋯·‘(164)

第四十八章体 育⋯⋯⋯⋯⋯⋯⋯⋯⋯⋯⋯⋯⋯⋯(165)

第一章民国时期体育概况⋯⋯⋯⋯⋯⋯⋯⋯⋯⋯⋯⋯⋯⋯⋯⋯⋯⋯⋯⋯(165)

第二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体育事业⋯⋯⋯⋯⋯⋯⋯⋯⋯⋯⋯⋯⋯(165)

第四十九章 古迹、文物”⋯··⋯⋯⋯⋯一⋯⋯⋯⋯⋯”I(1 66)

第一节祠堂⋯⋯⋯⋯⋯⋯⋯⋯⋯⋯⋯⋯⋯⋯⋯⋯⋯⋯⋯⋯⋯⋯·⋯⋯⋯一(166)

第二节庙宇⋯⋯⋯⋯⋯⋯⋯⋯⋯⋯⋯⋯⋯⋯⋯⋯⋯⋯⋯⋯⋯⋯⋯一⋯⋯‘(166)

第九篇医药、卫生

小 序⋯⋯·⋯·······“··⋯··⋯一“·”“．．”⋯一一““一”“·(167)

第五十章 中草医生和中草药店⋯⋯⋯⋯⋯⋯⋯⋯⋯⋯(1 67)

第一节中、草医生⋯⋯⋯⋯⋯⋯⋯⋯⋯⋯⋯⋯⋯⋯⋯⋯⋯⋯⋯⋯⋯⋯1．．(167)

第二节医师联合公会和卫生工作者协会⋯⋯⋯⋯⋯⋯⋯⋯⋯⋯⋯．．⋯．．一(167)

第三节中医联合诊所⋯⋯⋯⋯⋯⋯⋯⋯⋯⋯⋯⋯⋯⋯⋯⋯⋯⋯：””⋯，⋯(168)

第四节中。草药店⋯⋯⋯⋯⋯⋯⋯⋯⋯⋯⋯⋯⋯⋯⋯⋯⋯⋯⋯⋯⋯⋯⋯(168)

第五十一章西医、西药⋯⋯⋯⋯⋯⋯⋯⋯⋯⋯⋯．．一”(168)

第一节西医、西药的传入⋯⋯⋯⋯⋯⋯⋯⋯⋯⋯⋯⋯⋯⋯⋯⋯⋯⋯⋯⋯(168)

第二节西医生和西药店⋯⋯⋯⋯⋯⋯⋯⋯⋯⋯⋯⋯⋯⋯⋯⋯⋯⋯⋯’⋯一(168)

第三节西医联合诊所⋯⋯⋯⋯⋯⋯⋯⋯⋯⋯⋯⋯⋯⋯⋯⋯⋯⋯⋯⋯⋯⋯(169)

第五十二章主要疫病⋯⋯⋯⋯⋯⋯⋯⋯⋯”⋯⋯·9 9 o 9 e

e(169 I)



⋯第一节-主要疫病流行一⋯⋯⋯⋯．．．．t，一一⋯．．．⋯一⋯_’!：．．”：·⋯。誓，j·：’‘(169)

第二节大烟毒⋯⋯⋯⋯⋯⋯⋯⋯⋯．．⋯⋯一⋯⋯⋯⋯⋯⋯”·i⋯⋯“⋯一’(169)

，i，第三节-旧法接生一．．．．．⋯⋯⋯⋯一⋯．．_’：∽’：⋯∥．|一⋯⋯⋯⋯⋯⋯“：。’¨1 169)

第五十三章卫生所⋯⋯⋯⋯⋯⋯⋯⋯．⋯．．．⋯⋯⋯⋯“，(169)

第五十四章 卫生院⋯⋯⋯⋯⋯⋯⋯⋯··⋯··．．⋯”⋯⋯j．(170)

第。亨 卫生院的建立与机构设置“⋯．．⋯⋯⋯_⋯⋯⋯一⋯⋯⋯-．“⋯一!‘(170)

。第二节医疗队伍的建设⋯⋯““⋯⋯‘⋯⋯⋯⋯。⋯⋯．．一．．⋯⋯1．：”⋯⋯“?叶。(170)

第三节妇幼保健事业的发展⋯⋯⋯⋯⋯⋯⋯⋯⋯⋯⋯⋯⋯：⋯，⋯⋯．．“⋯(171)

第四节主要疫病的防治⋯⋯⋯⋯⋯⋯⋯⋯⋯⋯⋯⋯⋯-⋯⋯⋯⋯⋯⋯⋯”(171)

第五节病床和器械设置⋯⋯⋯．．u．．-⋯⋯·”⋯”⋯⋯⋯⋯⋯⋯⋯⋯⋯⋯．．⋯(172)

第六节经营管理和人员管理¨．．．⋯⋯⋯⋯．．⋯⋯⋯⋯⋯，·⋯⋯‘：．．．⋯⋯：。0．(172)

第五十五章．．医疗卫生事业的普及⋯⋯⋯⋯⋯⋯⋯⋯⋯(172)

．第一节概况⋯·⋯⋯⋯⋯⋯．．O@OII O⋯⋯⋯⋯⋯⋯⋯⋯⋯⋯⋯：⋯．．⋯“⋯．-“(172)

第二节合作医疗与乡村医生⋯⋯⋯⋯⋯⋯⋯⋯··⋯⋯⋯．．．‘⋯⋯⋯⋯⋯⋯(173)

．第三节农村卫生工作⋯⋯⋯⋯⋯⋯⋯⋯⋯．．一⋯⋯⋯⋯⋯⋯⋯⋯⋯一·_·(174)

第五十六章私人医生和私人药店⋯⋯⋯⋯⋯⋯⋯⋯⋯(174)

第_·节私人医生⋯一⋯．h⋯⋯·?一：：·_．．．⋯··⋯”⋯j-··：··⋯⋯⋯⋯⋯1⋯⋯⋯·．(174)

．第二节私人药店⋯⋯⋯⋯⋯⋯⋯⋯·⋯⋯⋯⋯⋯⋯⋯．．⋯⋯⋯⋯⋯⋯⋯·“(174)
’

第三节私人医生、药店的管理和监督⋯⋯⋯⋯⋯⋯⋯⋯⋯⋯⋯⋯⋯⋯·“(174)

附表：9：——I——3⋯⋯⋯⋯⋯⋯⋯⋯⋯⋯⋯⋯‘⋯⋯⋯⋯⋯⋯⋯⋯“(175)
r1

第十篇华 侨

小， 序⋯⋯”⋯⋯⋯·⋯⋯一一⋯⋯”⋯⋯⋯¨⋯⋯·_“(178)

第五十七章．，离乡别井寄异邦⋯。·⋯”⋯⋯⋯⋯⋯一：一”．，。078)

第五十八章 艰苦创业⋯⋯⋯⋯⋯⋯⋯⋯⋯⋯⋯．．．⋯⋯‘．(179)

第五十九章 爱国爱家赤子心⋯．．，⋯⋯．．．．⋯⋯⋯一⋯⋯·(179)

第六十章华侨工作?⋯⋯⋯⋯⋯⋯⋯⋯¨⋯⋯⋯⋯⋯¨．(j．180)
附表：1 0——I⋯⋯⋯⋯⋯⋯⋯⋯⋯⋯⋯⋯⋯⋯⋯⋯⋯⋯⋯⋯⋯⋯⋯⋯(181)

第十一篇社会风俗

第六十一章风俗习惯⋯⋯⋯⋯·⋯⋯⋯⋯⋯⋯⋯⋯⋯··(182)

第一节旧俗ttt⋯⋯．．．．¨，，．．¨⋯t¨⋯ttt⋯¨．⋯¨t．”w．-．t-．t．tw⋯．．-一．．．⋯(182)

lO



第二节传统节日⋯⋯⋯⋯⋯⋯⋯⋯⋯⋯⋯⋯⋯⋯⋯⋯⋯⋯⋯⋯⋯⋯⋯⋯(183)

第三节新风⋯⋯⋯⋯⋯⋯⋯⋯⋯⋯⋯⋯⋯⋯⋯⋯⋯⋯⋯．．⋯⋯⋯⋯⋯⋯·(184)，

第六十二章 宗教信仰⋯⋯⋯⋯⋯⋯⋯”⋯“⋯⋯⋯⋯”(t85)

第一节天主教和基督教⋯⋯⋯⋯⋯⋯．．·⋯⋯⋯⋯··⋯⋯⋯⋯⋯一⋯⋯⋯··(185)
．第二节各种慈善组织⋯⋯⋯⋯⋯⋯．．⋯一⋯”⋯⋯⋯⋯⋯⋯⋯⋯··⋯⋯⋯(188)

第三节群众信仰⋯⋯⋯⋯⋯⋯⋯⋯⋯⋯⋯⋯⋯⋯⋯⋯⋯⋯⋯⋯⋯⋯⋯⋯(189)

第六十三章农业营语⋯⋯⋯⋯⋯⋯⋯⋯⋯⋯··⋯⋯““(189)

第一节粮食作物谚语⋯⋯⋯⋯⋯⋯⋯⋯⋯⋯⋯⋯⋯⋯⋯⋯⋯⋯⋯⋯⋯．-．(189)

第二节经济作物谚语⋯⋯⋯⋯⋯⋯⋯⋯⋯⋯⋯⋯⋯⋯．-．．．⋯⋯⋯⋯⋯·。”(191)

第三节天象、气象谚语⋯⋯⋯⋯⋯⋯⋯⋯⋯一⋯⋯⋯⋯⋯⋯⋯⋯⋯⋯⋯·(192)

第六十．四章衣、食、住、行···Doe oo e ooeOoo⋯⋯“⋯⋯⋯(194)
第一节服饰⋯⋯⋯⋯⋯⋯⋯⋯⋯⋯⋯⋯⋯⋯⋯⋯⋯⋯⋯⋯⋯⋯⋯⋯⋯⋯(194)

第二节饮食⋯⋯⋯⋯⋯⋯⋯⋯⋯⋯⋯⋯⋯⋯⋯⋯⋯⋯⋯⋯⋯⋯⋯⋯⋯⋯(194)

第三节住宅⋯⋯⋯⋯⋯⋯⋯⋯⋯⋯⋯⋯⋯⋯⋯⋯⋯⋯⋯⋯⋯⋯⋯⋯⋯⋯(195)

第四节行走⋯⋯⋯⋯⋯⋯⋯⋯⋯⋯⋯⋯⋯⋯⋯⋯⋯⋯⋯⋯⋯“⋯⋯⋯⋯·(195)

第十二篇人 物

第六十五章 人物传略⋯”⋯⋯⋯⋯⋯⋯⋯．．⋯⋯⋯⋯”(136)

第六十六章人物表⋯⋯e oo 6 e e．o(tD OOO·oeoeo⋯⋯⋯⋯⋯⋯⋯(202)

第一节清代人物⋯⋯⋯⋯⋯⋯⋯⋯⋯⋯⋯⋯⋯⋯⋯⋯⋯⋯⋯⋯⋯⋯⋯⋯(202)

第二节民国时期人物⋯⋯⋯⋯⋯⋯⋯⋯⋯⋯⋯⋯⋯⋯⋯⋯⋯⋯⋯⋯⋯⋯、、(202)

第三节解效后较看名望的已故人物⋯⋯⋯⋯⋯⋯⋯⋯⋯⋯⋯⋯⋯⋯⋯⋯(203)

第六十七章。革命烈士英名录⋯⋯⋯⋯⋯．．·⋯“：⋯⋯⋯(203)

第六十八章寿 星⋯⋯⋯⋯⋯⋯⋯⋯⋯⋯⋯⋯。·；：<-205)

耕‘三篇附 录

第六十九章 《霖磐区志》编纂始来⋯⋯⋯⋯⋯⋯”L-(207)

第七十章杂 记⋯⋯⋯⋯⋯⋯⋯⋯⋯⋯⋯⋯¨“““(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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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编纂区志，在揭阳史上为首次。由于历史诸多原因，历史资料所存无多，难免有许

多不足之处。

二：本志书在揭阳县县志编纂办公室具体指导下进行，遵照中央《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

规定》为准绳，贯彻“详今略古，古为今用”、“存真求实”的方针。力求能全面地反映霖

磐区的历史和现状，把编纂重点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突出时代

特点和地方特点。

三：除大事记、地理篇外，上限以清代，民国时期为主，下限止于l 9 8 5年。

四：本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置篇、章、节、目，各篇横

排门类，纵写史实；各章以时为序，贯串古今。

五：本志书立地理、建置沿革、政治、农业、乡镇企业、。财贸、教育、文化、医药卫

生、华侨、社会风俗、人物、附录共l 3篇7 O章。

六：本志所用资料，来自各有关单位档案资料，知情人和当事人，旧县志。通过召开各

种座谈会、访问提供。各乡、各企事业单巍编写单位历史资料。编纂志书时一般不注明出

处，凡一事多说者，经反复校正，取其证据充分的，对争泼较大且证据不足或有碍团结的则

放弃。

七：纪年著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采用旧纪年，以后则一律用公元纪年。采

用旧纪年，每次出现的历史年号，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旧纪年和农历月日采用汉字，民国

纪年和公元纪年采用阿拉伯字。 。

八：入传人物，为我区已故的有社会影响的知名人士。

九：本地区建制多次合拆，i燕汜事中注重本地区事情，拆出地区的事}l：少记或不记。

十：杂记一章事记部属断限之后事情，只作资料辑存。



序
士
日

霖磐是古揭阳之霖田都、磐溪都的一角，以旧霖磐市、霖磐中学而得名。

霖磐历史悠久。区公所驻地南塘山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就有先民在这翟辛勤劳动，繁衍

生殖，几经变迁，先民去向无从考查，仅存遗址。霖磐建制虽晚，但村落形成较早，故有

“未置揭阳县，先有竹翻严”之传说。现有居民的祖先，多为南宋晚期、元初、明代相继到

此定居。数百年来，经渡沧桑，几经沿革，租辈先贤，励精图治，道德之风靡，建设之兴

存，文化之发展，农田水利之建设，习俗之沿进，给我们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

霖磐水陆交通方便，土壤肥沃，劳力资源充沛，文化普及，华侨众多，素有鱼米之乡，

文化之乡，华侨之乡的美称。历代文武名人辈出，为后代树立楷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将霖磐历史记传于世，以增进我区人民和海外侨胞对家乡历

史沿进之了解，建设之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来的：浊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成效

卓著，政通人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可为借鉴。

臻世修志，乃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承先启的千秋大业。修志目的在于存史、资治和

教化。在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现代社会，把前人的经验教诩记载下来，鼓舞后人

永远前进，振兴霖磐经济，将有着深远意义。但县以下修志，则是首次。由于多种原因，历

史资料所存无多，得赖群策群力，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央《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和《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千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贯彻“详今略古”、“古为今用”、 “存真求

实”的方针，力求反映具有时代特点、地方特色、内容翔实的社会主义新方志。

本志书定名为“揭搦县霖磐区志》。全书采用规范的语体文，文字不拘一格，注重易懂

可读，层次分明，体裁严谨，结构合理。每章记述则以编年体记载。

本志书编纂过程，由于时间匆促，编者水平所限，难免挂一漏百，谬误殊多。不善之

处，祈望各级领导和读者指正。

本志书编纂过程，承蒙县志办公室、医委、区公所领导重视支持，各乡、各有关部门的

二F部、老前辈提供宝贵资料，值本志书出舨之际，谨此致谢。

编 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