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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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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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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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同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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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
桧汉添

文化，而且寄托了刚失去村庄农f}=|的村民怀旧乡情，凝聚了分屠于各地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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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在新一届政府任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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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总算前不负先辈，后有益于来者。

徐汉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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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东村志》在各界热心人士的共同关心、支持、配合F，经编撰者

‘年半的辛劳，终于成书出版了，可喜可贺。修志存史，缅怀前贤：以史

为鉴，鞭策来者。《棠东村志》的修成面世，圆了棠东父老乡亲多年的夙

愿，善英大焉。

棠东与棠下两村历史上曾偶有分合，但终究是聚多分少。两村主要姓

氏同宗同源，同根连枝，地域相交，姻亲不断，情同手足，无分你我。两

村人历来和睦相处，荣辱与共。勤劳朴实、忠厚善良、乐观孝顺的美德，

爱土、爱乡、爱国的朴素情怀同拥。当前又同为棠下街所辖。我们完全有

理由相信，两村渊源传承，共同进退，携手并肩，致富奔康。《棠东村志》

继《棠下村志》之后修成，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补充，相得益

彰，实乃天作之合。

《棠东村志》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史料，详细地记载了棠东开村

700余年的历史沿革和变迁，实事求是地向世人展示了棠东村的发展历史

和独具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情风俗。在撰写和编排上，以叙事为主，

又巧妙地揉合了文学写作的修辞与描写，既遵循了《广州市天河区村志编

目》及一般史书的行文通则，又力求有所创新和突破；使人能从书中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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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记述范围，以现在棠东村的行政区域为主。但因历史上本村的范围

有过变动(1953年前棠东同属棠下)故对一些重要史实仍按当时区域记入

本志，以保持历史原貌。而有些已明确属于现在棠下村的人和事，本志不再

录入。

二、年代断限，上限为南宋末年，下限为2004年。对某些事物的记述，

按需要可超出断限。

三、体裁，采用述、记、专志、传、图、表等，以专志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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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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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年代；“现在”、“今”一般指2004年。

五、特指，本志的“省”是指广东省，“市”是指广州市，“区”是指天

河区，“村”是指棠东村，“党”是指中国共产党，“团”是指共青团。

六、本村所用资料、图片，基本来自本村存档、村民回忆、座谈纪要、

实地丈量、区(县)志摘抄、现场取景拍摄等，除个别引用的照片、图片注

明出处外，其余均为本村编写组人员拍摄，概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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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棠东村是广州的一个农村，开村于南宋末年，距今七百余年。原是番

禺鹿步司棠下村的一部分。棠东是1953年从棠下村分出的，棠东的得名是

因为它在村子的东部。分开后的原棠下村西部，因村子大，人口多，开发

早，自然条件较好，承袭了“棠下”的古名，而东部遂名为棠东村。

据《天河区志》的记载，天河所在地区为古百越地。秦始皇统一岭南

后，设南海郡，郡治在番禺，棠下属番禺管辖，棠东也在其所属行政区内。

棠东最早的村民是谭氏和罗氏，乃中原移民。南宋时期，为逃战乱，

躲避兵祸，几经艰辛，迁居番禺。他们在这里披荆斩棘，驱赶猛兽，开垦

种植，成为这里的主人。

此后，又有钟姓、梁姓、苏姓、李姓、潘姓的中原人后裔，先后由异

地迁入。他们与先来的谭氏、罗氏一起，团结协力，和睦相处。为谋求生

存，抵御外侮，他们又与近邻的棠下村民紧密合作，唇齿相依，共同开发。

为增强凝聚力，加强沟通，乾隆年间，棠下、棠东各自然村、太公祖

祠，又筹建众村庙，除供奉观音菩萨，祈求神灵庇佑之外，还作为村民集

体议事的场所。再加上两村的钟姓、潘姓、梁姓同宗同源，两村人民关系

密切，不论大事小事都行动一致，共同进退，创造过许多辉煌的历史。因

此，历史上，社会上，人们都认为棠东、棠下是一家，被统称“棠下”。

棠东村，是1953年土改之后，政府为了便于管理，通过行政手段划分

出来的。它东与车陂接壤，南抵珠江北岸，西与棠下村相连，北以大坑为

界与岑村相望。总面积约5．28平方公里。整个村的地势北高南低，北面是

台地，七八个小土山分布其间，最高的腰岭海拔也不足50米。台地以南一

直到珠江岸边是农田，土层深厚，土质肥沃。村子就在农田的中央，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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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块连片的屋舍，中间夹杂有二十多个水塘。南边靠近珠江的边缘，有百

多亩滩涂，涨潮时，便成泽国。

这里的人自古以来以农业为生，兼营畜牧渔业，生产的粮食足可自给。

门12的肥田广植蔬菜，近供广州，远销港澳。著名的棠东丝瓜是这里的特

产，远近驰名。

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到建国时，这里已发展到1500人左右。几百

年来，棠东人保持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习惯。形成了勤劳俭朴、

忠厚善良、乐观孝顺的风尚。历史上有十余人在明清期间做过官。而最为

人称道、最值得棠东人引以为豪的便是清朝末年，紧随孙中山革命的丰乐

人潘达微。他典当祖屋，冒死收殓烈士遗骸的高风亮节，足可为世人垂范。

棠东的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温和、雨量充足。由于先人的辛勤劳作，

农田水利建设较好。风调雨顺的时候，基本可实现自流灌溉。全村二千余

亩的良田，足可解决温饱。但是在旧社会，农村土地大多掌握在太公(公

尝)、庙宇和地主手中，真正种田的人没有土地，要遭受田租和高利的盘

剥，难得温饱。他们“盼星星，盼月亮，盼望穷人得解放”。1949年，终于

迎来了解放的日子，1952年又盼来了土改，分到了田地。

土改后，棠东、棠下分了家。此后，历经了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

社等阶段，又经受了反右斗争、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风雨的洗礼，

棠东人在动荡与痛苦中艰难前行，生产、生活提高不快。粉碎四人帮后，

迎来了改革与开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棠东人放开手脚建设

家园：调整产业结构，制定远景规划，改变经营方式，筑巢引凤，内引外

联，生产突飞猛进。只几年功夫，就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跃升为亿元村。

到2004年，棠东的经济更上一层楼，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15亿元(社会统

计数字)，人平(人口平均数)1．2万元，劳平(劳动力平均数)1．7万元，

集体积累达到数亿元。村民的生活象芝麻开花节节高。昔日的农村，已经

改观，成为繁荣都市的一部分。

在实现经济腾飞的日子里，棠东人民不忘精神文明建设。第一件事是

抓教育。十多年来，棠东人投资数百万元，兴建棠东小学新校园，拨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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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为学校添设备，提高教师的福利待遇。1996年又兴建占地3000余平方米

的棠东幼儿园，让孩子们从小就受到集体生活和文明教育的熏陶。1999年

到2001年，在天河区人民政府的提倡和领导下，又开展村民素质教育，聘

请高中教师任教，增强青年村民的社会竞争力。

第二件事是全面规划改造“城中村”。“城中村”安全隐患很多，被称

为现代化城市的毒瘤。棠东村首先进行全面规划，于1995年在市规划设计

院的协助下制定《棠东村城建规划图》，用以指导棠东村的城建工作：一个

更科学．更合理的人居和生产环境不久之后将会在棠东大地上出现一

1999年，棠东村实现

撤村改制。2002年9月，

东圃镇建制撤销，棠东村被

划归棠下街，棠东、棠下在

被拆开半个世纪之后又走到

一起来了。在棠下街党委带

领下，棠东、棠下这对兄

弟，将会更紧密地团结起

来，在新的形势下，创造更

美好的未来。

俯瞰棠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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