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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回顾历史，开拓未来，建设祖国，振兴中华，是当代

国青年的光荣使命。

广州青年的业绩，在近代史上占有光辉灿烂的一页。

东山区辖内的共青团员、青年学生、青年工人群众，从

世纪二十年代初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扬革命优良

统，为追求真理，为民族解放事业，奋起反抗压迫，反

侵略，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

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与全国、全市各阶层人民一

道，前赴后继，共同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新中国成立

后，全区共青团员和青年，又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在生产、工作、学习实践中得到锻炼，取得可喜的成

绩，谱写出壮丽的篇章o

“盛世修志”是继承我国历代相传至今的优秀文化传

统，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o．

<广州市东山区共青团志>编纂工作是在中共东山区

委、区人民政府领导下，在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

指导下，由团区委组成编纂领导小组，按照马克思的辩证

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有计划地进行的o

<广州市东山区共青团志>，是为回顾过去，总结经

验，“资政、教化、存史”，了解现状而出版的朴实的志

书o<广州市东山区共青团志>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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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员和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艰苦

育的宝贵教材。本志对于各级团干部和

州东山的区情实际，“鉴往将来”，在改

指导工作，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广州

>将为建设美丽的新羊城、发展新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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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叙事年限，溯自1840年至解放战争时期东

山地区青年运动发生的社会根源和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史

迹。

二、本志记述“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共产主

义青年团"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少年儿童队"、“少

年先锋队”、“青年社团”等在东山地区建立的组织领导机

构和基层组织演变过程，上限为1920年8月，下限至

1999年底。

三、本志中“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共产主义

青年团”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等称谓，在行文中简称为“青年团”o

四、本志按横排纵写、详今略古的基本原则编写，结

合图表以补充文字之不足。统计表内的部分数字断缺，皆

因资料不全。

五、志体编目分为七章，共14节，全志约4万字。

记述中加括号()的文字为编者所注释，以概原貌。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共青团广东省委、共青团广州市

委的<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广州青年团沿革1920

--1926年>、<广东青年运动史1919--1949年>和<东山

区教育志>、以及东山区档案馆、共青团东山区委员会办

公室提供的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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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东山，是“五四”运动后中共广东区委和广州社会主

义青年团的策源地o

1920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早期为广州共产党小

组)领导帮助下，广州地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

分子，在广州老城区的东端(4-广州市东山区文明路)创

建了青年组织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o 1922年3月至5月，

在广州东园(4-东山区越秀南路挹翠路)相继召开广东社

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

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o

1920～1927年，由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

和广州地委机关均设在东山地区，促进了东山地区学生、

教师、工人、店员等各阶层青年参加团组织，建立了团支

部和革命少年儿童组织“劳动童子团”o在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下，团员和爱国青少年积极宣传

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真理，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军

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武装的商团军的斗争，参加反对

蒋介石政权的罢工、罢课、罢市。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团员和爱国青少年，深

入城乡各地，组织各种革命团体和武装力量，进行公开和

秘密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广州市委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
——4——



1950年在东山地区机关内建

又在街道、学校、企业及东郊

属小组，团员人数逐渐增多o

1956年6月至1997年6月，东山区先后共召开了10

次团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历届团区委组织机构和团区委正

副书记等领导成员o

60年代初，团区委结合备战、镇压反革命和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深入开展阶级教育、对敌斗争教育、无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形势教育和品德教

育o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闹派性，搞大批判、武

斗，使团组织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团的各项工作停

顿o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区团员

青年积极学文化，学科学技术知识和认真学习团的“十

大”报告及新团章o
‘

80年代初，团区委和各级团组织，加强对团员、青

少年的思想教育工作，举办“三史”(广州近代史、广州

革命斗争史、建国32周年成就史)展览和开展以“五讲

四美”(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道德、讲秩序，心

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开

展学雷锋做好事活动o 1982～1984年，先后两次整顿团

组织o

1986年8月，团区委发动团员青年开展“我为灾区

一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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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表心意”募捐活动，捐款捐物送往灾区o 1987～1988

年，团区委围绕改革开放，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

育以及形势政策、理想纪律、职业道德、法制、审美等专

题教育。1989～1990年，团区委在团员青年中开展劳动

竞赛，树立科技典型，创造科技成果o

90年代开始，团区委重视对团员青年的革命传统教

育和形势教育、国情教育、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要求他们

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从1990年开始，团区委实施“广州温馨如我家，金

雁展翅显才华"的“金雁计划”，稳定和教育东山区外来

青工o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和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

召开，区各级团组织引导团员青年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相适应的观念意识。自1992年开始，团区委每年对团

员进行一次教育评议，贯彻团员自我教育、互相帮助、共

同提高的目的，对优秀团员给予表彰，对不合格团员进行

批评教育或组织处理。

1994年，团区委以“热爱广州，建设东山，岗位创

造，奉献成果”为主题，在广大青年中实施“金硕果计

划”，引导青年为发展经济事业作贡献o

1995年，东山地区青年志愿者协会、青少年志愿者

社区服务队相继成立，逐步建立起青年志愿者模式和服务

体系。

1994年和1995年，团组织坚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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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

色的观

成正确

。

小平理

乡镇企

业和经济特区珠海市，使团干们亲身感受改革开放前沿地

区的建设成就，坚定了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和决心o

1998年，团区委开展了主题为“结对显爱心”的扶

贫活动，解决了部分特困学生就学问题。团区委组织发动

东山地区团员青年开展学雷锋活动，举办“青年志愿者学

雷锋服务集市”，为居民提供义务服务。团区委继续推进

“金不换工程”，帮教少年犯o

1999年团区委针对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悍

然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批判“法轮

功”和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等大事，通过组织青年

游行、召开纪念大会、座谈会、广泛宣传教育等形式，增

强团员青年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自豪感，增强广大青年为

迎接新世纪发愤学习和崇尚科学的信心，勉励青少年积极

投身社会实践，为建设祖国、建设东山发挥生力军和突击

队作用o

1999年，团区委号召开展服务城市环境面貌“一年

一小变"工作的“东山青年志愿者绿色文明行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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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种主题的美化绿化活动和便民服务集市。当年，团区

委与区教育局团委密切配合顺利完成中学团组织移交区管

理的工作o

1950～1999年，团区委及各级基层团组织，认真贯

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搞好团的组织建

设，整顿各级团组织；设立团校和团课班，培养提高团干

部和团员的政治素质与业务工作水平；建立与健全团员教

育管理和青少年教育管理制度；输送优秀团员入党；协助

学校、街道建立少年儿童组织。



东省会学生联合会”o

民国8年(1919)

5月7日，广州各学校在东园举行纪念“五七”国耻

日、声援北京爱国学生大会，成立“广州外交后援会”o

9月11日，“中上学联"向海关派出调查队，缴获日

货一批o 10月25日集中在东园公开烧毁。

民国9年(1920) ，，

8月间，由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在文明路广州高

等师范学校组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

民国11年(1922)

3月14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东园成立o

5月S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东园召开o
’

，

民国12年(1923) ．

6月17日。广东新学生社在文明路(今鲁迅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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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o

10月21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方执行委员

会成立o

11月，团粤区委在东堤广舞台二马路悦华店设第十

三支部。

民国14年(1925)

5月17日，团广州地委从豪贤街76号迁往长塘街近

圣里30号二楼办公，同年11月1 I；I，再迁往文明路77

号二楼。

民国24年(1935)

12月12日，中山大学师生与位于东山地区的中大医

学院、中大附中师生共6000余人举行抗日示威游行。

民国35年(1946)

1月30 Et晨，2000多名各大中学学生聚集中山大学

附中的平山堂(今中山四路)，举行游行示威，提出“要

和平，争民主，反内战”。

民国36年(1947)

5月31日，广州大中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反饥饿，

反内战”示威游行，游行到惠爱路(今中山四路)时遭到

反动军警、特务围捕o

1950年

年初，东山、前鉴、大东3个区机关分别建立团支

部。同年6月，3个团支部合并为大东区团支部，团员3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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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 。

9月，全区两次发动团员青年参加军事干校，支援抗

美援朝，有1200人报名，录取335人，其中团员占114

人。同年，为购买飞机大炮，团员、青年捐献人民币

19831元o

12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大东区工作委员会成

立o

1952年

9月，原团大东区工作委员会更名为团东区工作委员

会o

1954年

9月，团区委组织221名青年到海南岛垦荒，种植橡

胶o
‘

1955年

3月16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广州市东区第一

次代表会议召开o ，．

1956年

6月20日，第二次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广州市东

区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广州市东区

委员会o

8月，东区“少年之家”正式成立o

1957年

5月，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广州市东区委员会更

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州市东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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