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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古已有之，街道立志、尚为首次。新中国成立后，

党中央和主要领导一直关注此项工作，列入国家计划完成。近

年以来，省、市、区人民政府已成立编纂机构，要求大力搞好地

方志编纂工作。．我街根据上级要求，自1991年5月着手进行

<大东街志》编纂工作，历时一年三个月始告完成。

本志从社会、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记述现大

东街辖区的缘起、更替、历史和现状，追溯此地区的历史演变和

情况，可为今后建设提供借鉴和依据，达到承先启后，继往开

来，存史、资治、教化的目的。

大东街位于1日广州城东，建国前地处城郊，商业不振，居民

从事小手工业为活。建国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关怀下，开

展扫盲运动，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政治水平，发动群众以生

产自救形式发展街道经济，密切党群关系，提高生活水平。在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街道工业由整顿到

再发展，引进外资，以外促内，繁荣经济，工、商、贸及侨办企业

逐步发展，打下较牢固基础，地区建设和文化建设已有一定规

模。通过各类培训，造就一支工业技术队伍和基层骨干队伍，为

加快大东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备一定物质和精神力



量。回首过去，展望未来，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繁荣昌盛，

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
。

《大东街志》时跨一百五十年，内容广泛，门类繁多，由于史

料不全，缺乏系统记载，给编纂工作带来不少困难，经编纂同

仁，历尽艰辛，广征博采，反复考证，去伪存真，其中也获得我街

离、退休干部和知情人士支持，提供不少情况和史实，使编纂工

作得以如期完成。虽翔实性仍有不足，但可参考处尚多。如有疵

漏，希有识之士，加以斧正。是为序。
’

中共大东街党委书记莫国华

大东街办事处主任戴新爵

1992年8月31日



凡 例

一、本志按照详今略古方法，坚持科学求实精神，概要记述大东街

的历史沿革和现状。

二、本志断限，上至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 840年)，下限至1991年

12月。

三、全志材料，录自清同治及光绪年间的番禺县志和续志，省、市档

案馆民国期间有关本地区档案资料；广东革命历史资料、广州百年大事

记及本街建国后现存档案资料，一部分由驻街单位及知情人士提供。

四、全志立建置沿革、政治、经济、公安司法、文化教育、文物古迹、

人物，共七编三十一章六十七节，约八万余字，采用述、记、志、表、录多

种体裁，力求表达详尽。 ． 。‘

’

五、本地区范围不大，经几次变革，历史人物已无从查考，只录记建

国后本街历届人民代表、历届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名单，大东街群英拾

萃略作简介。

六、本志所载地名，按各历史。时期的原名记载，建国后则按新定的

统一名称。

七、“行政区域图"历次变革采自中共广州市大东街组织史的示意

图，现状图根据地理环境自行测绘，未有比例计算。

八、度、量、衡单位，志中采用公制。

九、“建国前、后”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简

称。

· 十、对各朝代政权、纪年，按当时通用习惯称呼、书写，历史纪年夹

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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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大东街位置在原广州城大东门外，清末属广州府辖，少部份属番禺

县鹿步司，以进城驿道大东门直街而得名，民国时期改为大东路，建国

前隶属大东分局，建国后改为大东行政街。

大东门外属半丘陵地区，有和尚岗、青菜岗、行鱼岗等小山丘，以

大东直街为主干道，不少街道是明朝扩城以后建置，清末、民国，自然街

巷大有发展，建国后改革更大。

近百余年，大东地区经历了清末、民国、建国后三个历史时期，每个

时期都发生过影响全国，震撼世界的大事，形成该地区地理、历史的特

殊性。

清光绪十三年(1887)两广总督张之洞在黄华塘择地筹建广东钱

局，引进外洋机器，开炉铸钱，开拓近二百年钱币革命史，所铸铜钱、银

币，流通津、沪、双、穗各通商口岸，减少外币流入，限制列强外国金融

入侵，加强各地联系起一定作用。

宣统元年(1909)摄政王戴澧迫於形势，鉴于民情，下诏：重新实行

准备立宪，两广总督张人骏着手在马厂地(今中山二路)筹建广东咨议

局，进步议员利用这个工具，干预广东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事

务，抨击衙署积弊和官吏腐败。成立两年期间，提出并决议各项议案

172宗，筹禁广东各项赌馆终于取得胜利。1911年l 0月在此宣布广东

脱离清政府独立。1925年5月孙中山在此就任非常大总统。



革命风云变幻的东较场，原为明末清初阅兵练武场所，成为反帝、

反封建唤起群众的集散地，“虎门销烟”以后，林则徐、邓延桢在此检阅

将士；沙基惨案发生之前，1925年6月23日，周恩来和省港罢工工人，

各界群众在此集会，组成10万人的反帝示威大游行，沙基惨案于此日

发生；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后，在此举行阅兵典礼，20万军民集

会，毛泽东、林伯渠、邓颖超等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参加了集会和游

行；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代表和各界群众30万人在此庆祝，刘少奇发

表了重要讲话。1926年革命政府在此举行北伐誓师大会，东较场作为

“北伐誓师大会会场遗址”载入《中国名胜词典》。

红花岗四烈士墓，广州起义殉难烈士陈尸咨议局前，由革命党人潘

达微殓葬于黄花岗，辛亥革命的史前遗迹，令人可泣可歌。

1925年1月至9月在东皋大道l号(现礼兴街6号举办第二届至

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已成燎原之火，广东农民协会成立，标志着广

东农民运动的蓬勃兴旺，载入了中国近代革命史。

建国后的1950年，大东街办事处成立，为东区人民政府派出机关，

行政区域经过四次调整，1961年建立中共大东街党委、大东街办事处、

大东街派出所(公安)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以街党委为核心，实行党政

分工的一元化领导。共产主义青年团、街妇联、工会、侨联等群众组织，

在街党委领导下进行分工协作，民政、优抚、城管卫生，计划生育取得预

期成绩。．

．大东街人口有很大变化，建国前不到一万人，1953年调整辖区后

为11580人，城市人民公社人口581 41人，1991年人口33783人。

街道工业从生产自救开始，1 956年陆续办起一批厂社，街道公社

成立后整顿街道工业，实行归口管理。1 965年根据形势需要，又重新组



合一批厂、社，经过六、．七年时间趋向稳定发展。1973年到1980年生产

出现困难，采取生产转轨、改良品种、提高质量，搞好经营管理，渡过难

关。1981年引．进“三来一补”业务，以内为主，以外促内，实行全面经营

承包责任制，促进业务发展。1986年街道区域调整，一部份好的企业转

出去，留下的企业场地、资金、人员紧缺，出现不少困难。坚持改革、提高

利用外资消化能力，加强老企业改造，】989年到1991年工业产值逐年

有所增长，人均劳动生产率超过l万元，工业总产值、营业额、利润均按

区下达任务完成。

1991年大东街共有街道企业1 6家，职工月平均人数约600人，经

营项目包括服装、纺织、五金制品、塑料制品、电器及器材制造、日用化

学产品等；商业服务业共有企业1 O家，经营项目有维修摩托车，零售、+

小额批发自行车零件，修理电视、录音机，零售百货、洗涤用品、废品回

收等；劳动服务公司企业已发展到65家，街办和居委办集体商业服务

网点10多个。待业青年安置，最高1985年2361人，最低1982年1 495

人。从1991年6月开始筹办侨办企业，已发展至13家，其中生产型．3

家，商贸服务型10家。 ·。

公安工作对治安防范采取积极措施。青少年特别是违法青少年教

育运用了不少方法：l、以办学习班形式，提高认识，用行动改正错误。2、

运用典型教育，促进向好的方面转化。3、组织民警、基干结合帮教组，实

行责任包干。4、违青、家长，以个别谈话、上门教育、分组座谈形式相结

合，取得效果。对暑期校外学生、青年开展有益活动，保证身心健康。其．

次，利用批判、斗争罪犯，对广大群众进行教育，加强四类份子监督，按

群众大会、双职工会、青少年大会等形式，开展法制教育、阶级斗争教

育、爱国守法教育、革命团结教育、移风易俗教育等，征求群众意见树立



譬十好"社会主义新风尚。第三、健全基层治保会，整顿群众治安防范小

组，参加节日及平时值班巡逻，根据地区繁简，建立防范网、防范点，扫

荡和扭送可疑人犯，进行审查处理，组织发动居民住户参加联防互助组

织，实行治安综合治理等。

刑事案件处理抓紧侦破。每年破案率60％左右，最高达到80％到

90 o,4，1977年配合区局查破扒窃外国友人大案。1979年截获偷渡人犯

2名，破获偷渡团伙5个。1989年北京学潮期间，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叶

帅墓被破坏，六四前后陵园学生集会及时处理。是年2月陵园公厕发生

重大抢劫及强奸案，在区局领导下，坚持伏击1个月，终于破获此案。

配合对全社会开展反吸毒斗争，与大东卫生院联合举办“大东自愿

戒毒治疗中心”运用中医疗法，配合中西药治疗，获得成效。

文教卫生工作，坚持七年举办妇女政治文化夜校，使广大基层妇女

摆脱文盲、半文盲状态，提高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建国初期，大东街仅

有小学一所，现已发展至中学一所，小学三所，专业学校二所。大东街卫

生状况是地方散，边沿地区环境差，较好楼房住户多，人口密，公共地方

无人管。中共大东街党委、街革委下决心改变卫生落后面貌，对卫生运

动提出更高更全面要求，经过连续几年奋战，大东街成为广州市卫生先

进街，全街8个居委有7个居委被评为卫生标兵，卫生先进，全街8329

户，卫生标兵户占105户，卫生之家占54 14户，清洁户占2787户。各机

团单位健全了行之有效卫生制度，自然街巷订了卫生公约，集体户有公

共轮扫制，各居委有卫生行动日。开展军民共建、军政共建、全街共建成

文明宿舍区10个，文明楼院74幢，文明街巷35条，文明企业4个。

1987年上半年区授予“灭鼠先进街"称号，下半年被评为“基本无蚊行

政街力。1975年人防、民政、调解、民兵、计划生育、卫生、妇女政治文化



班等分别被全区各系统评为先进单位，1987年被区建委评为“建筑工

地文明施工管理先进单位”。1989年与街辖内58个机团单位签署《爱

国卫生运动目标管理责任状》，筹集卫生奖励基金。防病治病也做了大

量工作。

计划生育全街作为主要任务来抓，党政工团齐动手，领导抓、抓领

导、措施落实，取得明显成效，逐步趋向规划化和制度化。全街已婚育龄

妇女6827对，落实了节育措施，出生率为7．86‰，死亡率5．01‰，独生

子女办证96．18％，晚婚率91．5％，节育率96．39％。

文体活动，街及各居委建立文化站及文化室，利用各时期节日举办

全街性文娱活动，成立大东地区文体协会，举办“大东之声"文艺汇演，

大东地区运动会。1988年被评为市九届“羊城之夏"活动先进单位。街

和居委会开办桌球室、录象室，建立退休工人之家。成立“乐东曲艺社，

为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提供场地和条件。

大东街有三万三千多人民，有一支热心为人民服务的基层干部队

伍，街道工业和商、贸、劳动服务业有一定经济基础，公安司法、文化教

育、卫生等方面有一定成就，在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坚持社

会主义方向，积极投身于本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争取更大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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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司法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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