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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文化历代相承的优良传统。我区

第一部《广州市东山区妇女志》付梓问世。
。

《广州市东山区妇女志》以其翔实的资料，记载了东
山妇女运动从发端到发展的轨迹，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客观

历史。既裨益当代，更惠及后人，它将起着“存史、资

治、教化"的作用。

东山区是广州市的老城区之一，妇女解放运动发端较

早。东山妇女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起，在中共广东、广

州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前仆后继，为追求革命真理，为民

族解放事业，奋起反压迫、反侵略，共同经受了血与火的

考验与洗礼!使东山妇女引以自豪的是：宋庆龄、杨开

慧、蔡畅、，邓颖超、许广平等近现代中华民族的杰出女性

曾在东山这方宝地上留下了革命足迹。建国后，妇女当家

做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半边天"作用，为东山区的

建设事业立下了丰功。’

《广州市东山区妇女志》在资料收集和编审过程中得

到各级领导、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

谢!
‘

本书在编纂中，由于水平有限，加上部分资料不完

整，难免有错漏，敬请指正。

《广州市东山区妇女志》编纂小组
2000年12月

。
l每～、



凡 例

一、《广州市东山区妇女志》的编纂贯彻“详今略古，

存真求实"的原则，力求全面、系统地记述东山地区妇女活
动的历史和现状，使之成为真实客观的历史资料。

二、记事时限：上限不封顶，有历史资料就尽量上

溯；下限2000年。

三、全书采用述、记、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

为主体，概述部分夹叙夹议。

四、全志共分5章、14节，约8万字。

五、因篇幅有限，本志彩页中选载了东山区妇女获

得全国、省、市级劳动模范称号和部分先进代表的照片。

六、《广州市东山区妇女志》中的纪年，民国前的按

当时年号注公元年，新中国诞生后用公元年。志书中除大

事记以外的其他内容均用公元年。

七、入传人物突破“生不立传”的通例，大革命时期

的人物入传以在东山地区从事革命活动的知名人士为标

准，建国后的人物入传以在东山区工作且有代表性为标

准。

八、妇女机构沿革以《东山区组织史资料》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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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东山，自有先民在这方土地上生息、劳作、繁衍，女

性便成为先民中须臾不可或缺的另一半而同时存在。在原
始社会的母系氏族中，先民们群体聚居，然而随着私有制

的产生，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分工模式中，女子成了家
庭的附属品，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黑夜难明赤县

天"，在漫长的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三纲五常"成为

束缚女权的梏桎，男尊女卑被当作亘古不变的公理。随着
历史社会的进步，妇女运动走过了从发端到发展的轨迹。

春潮乍起，妇女运动初露一线曙光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男女平等的主张，对妇女产生

了一定影响，使少数妇女走出家门，和男子一起参加社会

活动。1888年，东山庙前直街开办培道女子中学(现为市

七中)。 ·

1890年3月，康有为在东山大塘街云衢书屋讲学，翌

年在中山四路长兴里邱氏书室兴办长兴学舍讲学。东山，

成了培养戊戌维新变法骨干力量的摇篮。维新派把女权解

放作为维新变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不缠足、兴办女学作

为实行男女平等的起点。维新派把不缠足同“强种保国"

挽救危亡联系起来。梁启超认为，兴女学“上可相夫，下

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

辛亥革命时期，作为革命活动重要阵地之一的东山，

妇女先驱在这里积极参加反清革命运动，有些还参加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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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 ●

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东山的知识女性和劳动妇女

有了新的觉醒，她们积极参加反封建专制主义、封建伦理

道德、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东山妇女在中共广东、广 ．-

州地方组织领导下，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

精英荟萃，众多杰出女性在东山留下光辉足迹

在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期，广州成了民主革命的中

心，而东山则是这个中心的枢纽，其中中山大学(今文明

路鲁迅纪念馆)广场、东较场、东园广场等是各界群众集

合的首选场所。正因为有这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许多革

命英才、杰出女性在东山留下了光辉的足迹。有多年跟随

孙中山讨贼救国，从事民主革命的宋庆龄、何香凝；有功

高业伟，影响遍及海内外，领导妇女运动的向警予、蔡

畅、邓颖超；有以宝贵的青春与热血在中国大地上谱写壮

丽诗篇的杨开慧；有在红花岗刑场上宣布与周文雍结为革

命侣伴的陈铁军，她举行的“刑场上的婚礼"感人肺腑，

催人泪下，传为千古佳话。

抗日战争开始后，东山各界妇女奋起抗日救国：广州

沦陷后，不少妇女坚持在敌伪统治下的东山继续战斗；解

放战争时期，东山妇女在中共广州地下党的领导下，在反

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作出贡献，为迎接广州解放

作出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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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须眉，新女性为建设东山尽展风采

新中国诞生，妇女获得历史性解放，东山妇女运动进

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1951年，东山地区成立了妇女

组织，广大妇女以主人翁姿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在民主建设中带头宣传党的政策，扫除旧社会留下的

陋习；抗美援朝中开展。一人捐一物一活动，母亲鼓励儿

子上前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妻劝夫、妹劝

哥，踊跃参加公私合营⋯⋯。60年代初，各街组织闲散劳

力到劳动服务站，全区从事生活服务性工作的8052人中，

女性就有4933人，占61．3％。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妇女团体有了新的发

展，建立起许多行业性和联谊性的妇女团体。这些团体逐

步形成了以企业职工、机关干部和知识妇女为主体，以活

跃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条战线上

杰出女性为骨干的新时期妇女运动的新格局。妇女积极参

政议政，据统计，1999年全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9266

人，其中女性6609人，占71．3％；机关干部3717人，其

中女性1186人，占40％。全区副处以上女干部105名，

占领导干部的33％左右；人大女代表73名，政协女委员

87名，分别占代表和委员总数的30．3％和38．3％。各级妇

女组织在开展“三八一红旗竞赛活动、巾帼献才建功活

动，创建五好(文明)家庭，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联

谊四海朋友，开展研讨交流等工作中做出了光辉业绩。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一。新世纪在召

唤，新风帆已经扬起，东山妇女将在社会、经济变革大潮

中，大显身手，一展风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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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光绪十四年(1 888)
。

培道女子中学在东山庙前直街开办(现为市七中)。

光绪十六年(1890)

3月，康有为在其广州祖居大塘街云衢书屋讲学，翌

年在长兴里邱氏书室(中山四路长兴里)开办长兴学舍讲

学。他和弟子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把妇女解放看作维

新变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民国8年(1 91 9)

5月30日，广州男女学生3万多人白天字码头出发，

举行抵制日货的示威大游行。

民国1 2年(1 923)

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会上决定妇女运动以劳动妇女为主体，团结各阶层妇女，

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并成立妇女运动委员会。

8月10曰下午，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到大沙头机场观看

国产第一架飞机试飞。

民国1 4年(1 925)

5月，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成立，广州分设30多个支部，

会员2000多人。

6月23日，省港罢工工人和各界群众举行反帝示威游

行，广东妇女界各团体计1000多人参加。

8月，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在广州东山举行，住在

文德东路文德楼三楼。

10月，杨开慧带着毛岸英随同毛泽东来到广州，住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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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庙前西街38号3楼。

11月19日，劳工妇女补习学校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礼

堂(今越秀南路89号)举行开学典礼。

民国15年(1926)

3月8日，由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何香凝领头，在广州

举行纪念“三八"节大会，广州各界妇女1万多人参加。

3月30日，省港女工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制

定新工厂法》、《女工保护法》等，标志着妇女运动高潮
的形成。

民国25年(1 936)

冬，中共广州市委成立妇女支部，随后成立广州市妇

女会、女青年会等。

民国27年(1 938)

10月21日，广州沦陷，东山地区许多女青年担任地

下交通员，掩护地下党的领导开展工作。

民国36年(1 947)

春，广州地区学生开展“反饥饿、求生存、反内战、

要民主’’的斗争。

1949年

10月14日夜，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广州城。

地下妇联积极配合，东山地区的妇女也踊跃参加送茶送

水，协助医院为解放军伤病员治疗，参加宣传队等工作。
1 951年
r 大东区妇女工作组成立。

1952年

9月，东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1952-1 953年

全区妇女开展“一人捐一物"支援抗美援朝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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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

9月，召开东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东区

民主妇女联合会。

是年，妇女组织全面宣传婚姻法，并进行清匪反霸，

完成征粮任务。

1954年

组织妇女参加普选活动。

1955年

发动妇女参加初级农业合作社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

是年，在全区妇女中开展扫盲运动。全区有数于名妇

女参加识字班。 ．

1956年

4月，东区民主妇女联合会改称东区妇女联合会。

6月25-27日，召开东区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东区妇联第二届执行委员会。

是年，区妇联帮助街道妇代会建立互助组、托儿所、

幼儿园等。

1957年

发动妇女参加整风运动和增产节约、技术革新运动。

1958年

全区妇女掀起比、学、赶、帮热潮。东区东方红幼儿

园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先进集体。
1 959年

各条战线女工开展劳动竞赛。友光布厂女工杨四妹出

席全国群英大会。
1 960-1 961年

针对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生活困难，全区妇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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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养猪创业生产，涌现出大批勤俭持家、家庭和睦和勤劳

生产的先进妇女和家庭。

1962年

全区妇女贯彻执行党的“认清形势，鼓足干劲，克服
困难，进一步认真贯彻整顿、巩固、充实、提高一的方

针，投身增产节约运动。
1 963年

‘

4月，召开东山区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

进一步掀起增产节约高潮，投身劳动服务站，进行生
产自救。

1964年

全区妇女积极参加第二次人口普查。

1965年

全区妇女学习王杰同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

为革命，一切为革命"的高尚品德。，

1966年

全区妇女支援“三线"，支援农村，并组织学习毛主

席著作。
1 967年 ．

在“文化大革命"大串连热潮中，全区妇女积极参加

接待“红卫兵”的工作。

1968年

女干部与男干部一样陆续分批下放“五·七"干校劳

动；女青年积极参加上山下乡。

1969年

女职工在区、街“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领导

下，恢复生产。
1 970—1 97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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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妇女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

称霸”的号召，分批参加专业队挖防空洞。部分女卫生人

员参加红医站。

1972年

全区妇女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参加“批修整

风”。

1973年

6月22日，区妇联恢复工作，召开东山区第四次妇女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东山区妇联第四届执行委员会。

1974年

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全区妇女参加学习“儒法斗

争史，"片面批判“唯生产力论’’。
1 975年

全区女职工参加“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

1976年

全区妇女沉痛悼念毛主席，狠批“四人帮"反党集

团。

1 977年

继续深揭狠批“四人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掀

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
1 978年

开展以“工业学大庆”为主要内容的“三八”红旗竞

赛活动；发动妇女在新长征中立新功。并掀起学习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高潮。
1979年

10月，东山区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东

山区妇联第五届执行委员会。

是年，组织文盲、半文盲妇女2974人参加文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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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673名妇女到机械、电工等技术班培训。

1980年

组织妇女5110人学文化、学技术。
1982年

10月7-9日，东山区第六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选举

产生东山区妇联第六届执行委员会。

是年，区归侨林少美被评为全国侨务工作先进个人。

1983年

3月14日，区环卫局保洁班长罗细妹被授予全国环境

卫生劳动模范。

是年，东方红幼儿园园长陈月清随中国人民友好访问

团到美国友好访问。

1984年

9月19日，全国妇联副主席黄金女及广东省妇联领导

视察东方红幼儿园。

9月30日，梅花村小学梁妙仪老师被评为全国优秀班

主任。
‘

12月28日，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向大塘等5个幼儿

园捐赠1万元人民币作添置设备之用。
1 985年

5月9日，市“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市妇联在

大塘街召开现场会，推广大塘街“美化家庭"的经验。

11月，召开东山区第七次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东

山区妇联第七届执行委员会。

1986年

3月8日，在农讲所大门口举办“东山妇女之春"活

动。

是年，成立东山区个体劳协妇委会。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董边到东山区视察妇女工作
△东山区家庭教育研究会换届(易名)。

△与区家教会在大塘街文化站举办预防近视眼展览。

△与区卫生局、计生办成立东山区新婚夫妇、孕妇学

校。

△举办东山区婚姻家庭图片展，并在全区巡回展出。

△农林街陈淑儒家庭被评为“羊城十户模范家庭”。

△大塘街成立家政俱乐部：白云街成立“家家乐"俱

乐部；德政南街成立“万家欢"俱乐部；大东街成立家庭

教育学校；芳草街成立家庭教育中心。

△召开家庭教育经验交流会，芳草街、环卫局、东风
东路小学、梅花村街共和居委在会上介绍经验。

△举办东山区妇女运动会。

1987年

4月23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来

东山区视察东方红幼儿园。

5月20日，50多名广东省内的地市级妇联主任参观大

塘街，了解开展“美在家中"活动的情况。

是年，全国妇联副主席、省委副书记张帼英在区委书

记于幼军陪同下视察东山区街道妇女工作。

是年，成立东山区妇女人才信息小组。

△与区宣传部、文明办、体委联合举办东方杯家庭文

体综合大赛。

△与区公安分局、工读学校(在黄埔汽车制造厂)举

办工读班学员家长学习班。

△召开妇女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交流会，区环卫局、黄

花电子塑料厂等在会上介绍经验。

△与区科委联合举办“身边的科学知识"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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