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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花都绿色产业价值园

项目地点 花都区秀全街道红棉大道北以西、九塘西路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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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 2022年 9月 10日-15日、12月 24日-28日、2023

年 1月 10日

考古工作概况和主要收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

市文物局关于实施文物考古调查区域评估工作指引的通知》（穗文物﹝2018〕886

号）的指导意见，受广州市花都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委托，我院配合花都绿色

产业价值园的文物考古调查区域评估工作，对花都绿色产业价值园范围进行了考

古调查，完成调查面积 3.91平方公里。

花都绿色产业价值园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道红棉大道北以西、九塘西路

以北。该项目地块被林益庄隔开，分为南北两部分：地块一在北部，已建设完成，

主要为厂房建筑；地块二在南部，内部大都为建成区，为居民住宅、工厂厂房、

硬化道路、商业办公或行政设施，仅余中部、北部、西北部有极少部分绿地区域

和水塘未建设。地表基本已建设和硬化，现场不具备试探条件。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在地块内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也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

考古工地价值评估及意见：

根据以上考古调查结果，该项目用地范围内未发现具有历史文化价值且需要

进一步开展考古勘探的古代文化遗存。本次调查对于今后在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由于地下堆积的形成、地面遗物的分布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将来在建设施工

过程中如果发现文物，建设、施工单位应当立即停止施工，保护好现场，并及时

报请文物部门处理。

报告编写：

审核：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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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花都绿色产业价值园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道红棉大道北以西、九塘西路

以北。总面积 3.91平方公里。该项目地块分为两部分：

地块一的四至坐标为：西南角 N23°25′34.42″，E113°09′26.34″；东

南角 N23°25′34.84″，E113°09′40.44″；东北角 N23°25′40.72″，

E113°09′40.24″；西北角 N23°25′40.70″，E113°09′29.12″。

地块二的四至坐标为：西南角 N23°24′04.19″，E113°09′01.86″；东

南角 N23°23′32.62″，E113°09′59.15″；东北角 N23°25′24.09″，

E113°09′42.35″；西北角 N23°25′16.97″，113°09′17.5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

市文物局关于实施文物考古调查区域评估工作指引的通知》（穗文物﹝2018〕886

号）的指导意见，受广州市花都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委托，我院对花都绿色产

业价值园进行文物考古调查区域评估工作。

图 1 花都绿色产业价值园在广州市的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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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花都绿色产业价值园在花都区的位置示意图

图 3 花都绿色产业价值园卫星图（含土地建设及权属情况示意）（业主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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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古调查

（一）工作方法

考古调查的任务是发现、确认和研究文化遗存，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依据，

包括基础资料准备和现场踏勘两个步骤。

1.基础资料准备：搜集拟调查区域相关历史文献、考古成果和图像、测绘资

料，初步了解该区域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堆积情况。

（1）选取广州市统一的投影平面坐标系与高程基准的地形图，地形图应准

确反映工作区域、周边整体地形地貌、高程差别，以及具体遗迹形状、空间位置

关系等，精度一般不低于 1:2000，局部地形实测图精度不低于 1:1000。

（2）掌握地下线网、管网分布情况，制定避让方案。

（3）根据现场情况和历年考古成果，制定科学、详实的工作计划，明确工

作任务、技术路线、人员分工和职责、工作进度、文物保护措施和应急预案等。

2.现场踏勘：基本内容包括踏勘对象的位置、范围、面积、堆积状况、年代、

文化面貌、环境、保存现状等等。

（1）领队应熟悉地形地貌，观察遗址地层断面，现场采集遗物标本，初步

了解地层堆积情况，结合资料预判遗址性质。

（2）现场踏勘应采用“拉网式”调查法，调查小组由 3-5人组成，对所有

可能埋藏古代文化遗存的区域进行徒步踏查。

（3）测量遗址的地理坐标，并标注在地形图上。

（4）遗址范围与面积依据已暴露文化堆积的位置，并参照地表散见遗物的

分布范围确定，必要时适当辅以勘探手段。

（二）历史文献及周边考古成果调查

花都绿色产业价值园地块内无文物资源。根据《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花都

区卷》，距该地块较近的文物资源有：洪秀全故居、冯云山故居遗址、三堆石商

议创立拜上帝会遗址、洪仁玕故居遗址、冯英联墓、冯光宗墓。

洪秀全故居 位于秀全街大布村。建于清嘉庆年间，咸丰四年（1854）被清

军烧毁，1959年根据考古发掘，在原墙基上参照当地客家民居重建复原，1961

年向游客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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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居为一连 6间平房，是当地最简朴的民宅建筑形式，叫横屋。坐北朝南，

总面阔 16.5米，总进深 5.5米，建筑占地 91平方米。悬山顶，人字山墙，盖瓦

面，泥砖墙，灰砂石头墙基，泥地面。每间约 13平方米，十五檩，没有窗户；

门高 2米，宽 0.9米。

1988年 1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冯云山故居遗址 位于秀全街大布村。建于清代，清咸丰四年（1854）遭清

军烧毁，现仅存几段数米长的残墙基。

相传冯云山故居是九厅十八井的客家大屋，四周有围墙，前面有一口水塘，

名叫九如塘，面积约 1200平方米，塘基用三合土砌筑。塘前的水田及故居后的

山地，原来均为冯家产业。区博物馆于 2003年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

部分墙基，确认故居为客家五龙过脊的建筑形式。坐南朝北，总面阔为 37.2米，

总进深 29.6米，建筑占地面积 1101平方米。建筑分三路，中路正屋为五间三进，

面阔 18.1米，三进均明间为厅，次间、梢间为房；左右两路为横屋，面阔 29.6

米，进深 5.5米，各有 9间房；横屋与正屋间有宽 4.1米的水门。

1978年 7月，重新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三堆石商议创立拜上帝会遗址 位于秀全街大布村西北约两公里的丫髻山

上，为 3块大小不等的石头，大的约五六立方米，小的约 3立方米。因地形隐蔽，

人迹罕至，所以成了早年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李敬芳等经常聚议密谋之地。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秀全等又在三堆石聚会，商议创立拜上帝会，从而

揭开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序幕。现该遗址在花都某驻军的营区范围，保存完好。

2017年 1月公布为花都区文物保护单位。

洪仁玕故居遗址 位于秀全街大布村官禄，与洪秀全故居只隔一条小巷（现

纳入洪秀全故居的保护范围）。原为两间小房，当地人称一明一暗。清咸丰四年

（1854）遭清军烧毁。现只残存一阔 3米、深 5米的房子墙基。

2010年 4月被列为花都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冯英联墓 为冯云山父亲之墓，位于秀全街大布村大迳岭上，距京广铁路

100米。该墓坐东朝西，用青砖砌筑，为交椅墓。全墓宽 8.5米、深 8.6米，墓

穴高 1.8米、宽 2.7米、深 2.8米。墓碑花岗岩质，高 1米、宽 0.5米，正中刻

“皇显考文林郎学政讳英联冯公大人之墓”，上款刻“咸丰三年岁次甲寅仲秋月

吉旦重修”，下款刻“九大房嗣孙仝祀”。咸丰三年是癸丑而非甲寅，应为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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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推算之误。2008年 5月被列为花都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冯光宗墓 为冯云山祖父之墓，原墓位于距冯云山故居约两里的大迳岭（土

名美女散花）山坡上，距京广铁路 20多米。1989年，京广铁路扩修复线时迁至

新华街大㘵村禾落地。始葬年份不详。该墓坐西朝东，为交椅墓，用石头砌筑，

高 1.7米、深 1.8米。墓碑为花岗岩质，正中刻“清显考例赠文林郎州司马讳光

宗冯公墓”。

2008年 5月被列为花都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我院曾在该地块附近开展过考古工作。

2022年 7月和 9月，我院对该地块以南的花都区飞鹅岭站北一地块等三宗

地块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三）现场调查

考古调查覆盖整个花都绿色产业价值园范围，工作时间为 11个工作日，已

于 2022年 9月 10日-15日、12月 24日-28日、2023年 1月 10日，完成全部区

域的考古调查工作。考古调查采取“拉网式”调查法，小组由张希、田浩、郝建

民、左攀东、左荣等人组成，对所有可能埋藏古代遗存的区域进行徒步踏查，采

集地表文化遗物，并尽可能地利用断崖剖面观察文化堆积、掌握更为准确的信息。

花都绿色产业价值园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道红棉大道北以西、九塘西路

以北。该项目地块被林益庄隔开，分为南北两部分：地块一在北部，已建设完成，

主要为厂房建筑；地块二在南部，内部大都为建成区，为居民住宅、工厂厂房、

硬化道路、商业办公或行政设施，仅余中部、北部、西北部有极少部分绿地区域

和水塘未建设。地表基本已建设和硬化，现场不具备试探条件。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在地块内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也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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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工作人员查看图纸（东-西）

图 5 工作人员现场踏查（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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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项目地块调查分区示意图

图 7 地块二北部地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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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地块二中部地表现状（东-西）

图 9 地块二南部地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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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地块内部地表现状（南-北）

图 11 地块内部地表现状（西北-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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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地块内部地表现状（南-北）

图 13 地块内厂房现状（西南-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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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地块内部地表现状（西北-东南）

图 15 地块内部地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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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地块内部地表现状（北-南）

图 17 地块内部地表现状（东南-西北）



13

图 18 地块内部地表现状（西南-东北）

图 19 地块内部地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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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地块内部地表现状（东-西）

图 21 地块内部地表现状（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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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地块内部地表现状（南-北）

图 23 地块内部地表现状（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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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地块内部地表现状（西-东）

图 25 地块内部地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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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地块内部地表现状（北-南）

图 27 地块内部地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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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地块内部地表现状（东-西）

图 29 地块内部地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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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古调查结果和文物保护意见

（一）考古调查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

市文物局关于实施文物考古调查区域评估工作指引的通知》（穗文物﹝2018〕886

号）的指导意见，受广州市花都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委托，我院配合花都绿色

产业价值园的文物考古调查区域评估工作，对花都绿色产业价值园范围进行了考

古调查，完成调查面积 3.91平方公里。

花都绿色产业价值园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道红棉大道北以西、九塘西路

以北。该项目地块被林益庄隔开，分为南北两部分：地块一在北部，已建设完成，

主要为厂房建筑；地块二在南部，内部大都为建成区，为居民住宅、工厂厂房、

硬化道路、商业办公或行政设施，仅余中部、北部、西北部有极少部分绿地区域

和水塘未建设。地表基本已建设和硬化，现场不具备试探条件。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在地块内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也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

（二）文物保护意见

根据以上考古调查结果，该项目用地范围内未发现具有历史文化价值且需要

进一步开展考古勘探的古代文化遗存。本次调查对于今后在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由于地下堆积的形成、地面遗物的分布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将来在建设施工

过程中如果发现文物，建设、施工单位应当立即停止施工，保护好现场，并及时

报请文物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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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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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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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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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文物保护法规（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017年 11月 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三章 考古发掘

第二十九条 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

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第三十条 需要配合建设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应当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文物行政部门在勘探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发掘计划，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

准。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在批准前，应当征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及其他科研机构

和有关专家的意见。

第三十一条 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

（2012年 10月 30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通过 2013年 1月 21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批准。根据 2015年 5月 20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九次会议通过并经 2015年 12月 3日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批准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因行政区划调整修改

〈广州市建筑条例〉等六十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 2019年

11月 20日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并经

2020年 7月 29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第三

十二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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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在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工程建设或者在地下文物埋藏区以外进

行大型工程建设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一）属于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在出让该地块前，应当进行考古调

查、勘探，所需经费按财政分级的原则，分别在市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中安排或者

由区财政承担；

（二）属于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当在工程项目建议书或者可行性

研究阶段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承担；

（三）本规定生效之前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尚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申请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承担。

未按照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不得出

让或者划拨土地。未按照前款第（三）项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建设单位

不得开工建设。

在广州市第一批地下文物埋藏区内加建电梯或埋深不超过 1.5 米且与民生

密切相关的小型管网工程，可先不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在施工过程中，

如发现文物埋藏，建设、施工单位应立即停止施工，保护现场，报告当地文物行

政主管部门。在省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的项目除外。

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发现文物，需要实施原址保护的，考古调查、勘探费

用由市人民政府承担。

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划拨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工作程序由市人民政府制

定。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大型建设工程包括下列工程：

（一）在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辖区内进行的建设工程

项目，占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

（二）在花都区、番禺区、南沙区、黄埔区、从化区、增城区辖区内进行的

建设工程项目，占地面积三万平方米以上；

（三）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或者扩建道路、桥梁、高速路、地铁、管网等

重大线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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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性的抢险工程，负责建设、施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尽可能避开地下文

物埋藏区。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应当在施工前告知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发

现文物的，应当配合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抢救性保护。

第三十四条 在房屋拆迁、旧城改造、工程建设和生产等过程中，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发现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壁画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和

代表性建筑等文物的，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设、施工的

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立即停止施工并保护现场。所在地的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接

到报告后，应当及时派员赶到现场，并于七日内提出处理意见。

在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现场。经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确认需要保留的不可移动文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或者改

变文物原状。

第三十五条 经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出重要文物的区域，文物行政主

管部门可以会同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划定临时禁止建设区。

在依法批准的工程建设中有重大考古发现、需要实施原址保护的，市或者区

人民政府应当收回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另行置换土地或者退还土地出让金。实

施原址保护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市或者区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合理补偿。具体

补偿范围和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三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文物执法机构或者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

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

分：

（一）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第三款规定，未定期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巡查的；

（二）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未按照规定用途使用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或者

未在规定期限内将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布的；

（三）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划出并公布文物保护单

位的建设控制地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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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划出临时保护范围或者

临时建设控制地带的；

（五）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在编制城乡规

划时，涉及不可移动文物或者地下埋藏区未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或者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未在规定期限内答复的；

（六）违反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未组织编制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

划的；

（七）违反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未将已批准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

规划、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以及地下文物埋藏区的保护控制要求纳入城市控

制性详细规划的；

（八）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出让或者划拨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九）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不前往现场予以协助的；

（十）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经文物考古调查、勘探

擅自开工建设的，由文物执法机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办理文物考古调查、勘探手

续，逾期不办理手续，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发现文物埋藏但未立

即停工、保护现场并报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由文物执法机构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