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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市委书记朱森

林，在1988年lO月17

日参观“荔湾改革开放
十年成果展览”上题字：

形势教育的好形式。

革开放十年成果展览揭幕。

●p心∞∞年啦月∞N只荔湾区改

卜原荔湾区莱副书记、区长珏『，荔湾区优秀共、

会．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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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荔湾区建区后的第

一本<中国共产党广州市荔湾区委员会组织志>，经过三度春秋，

五易其稿，现在成书出版，这是荔湾区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

荔湾区是广州市的老城区，位于珠江河畔，广州之西隅，素

有“西关”之称，历史悠久，商业兴旺发达，民间文化艺术源远

流长。解放后，在区委和区政府的领导下，全区人民发挥了自己

的聪明智慧，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发展经济，改造旧城，人民生

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荔湾区委在改

革开放的大潮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勇于开拓，带

领全区人民团结奋进，励精图治，不断进取，为建设新荔湾作出

不懈的努力。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党的正确领导，以及几十

年走过的历程，积累的经验，理应载入史册，彰往昭来，发扬光

大。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荔湾区委员会组织志>是一本反映中国

共产党组织在荔湾区辖内领导人民开展各项斗争，进行艰苦创业

的志书。编纂这一本志书，是全区党员和广大干部的共同愿望和

迫切要求。

这本<中国共产党广州市荔湾区委员会组织志>既反映历史

原貌，又体现新时期党的工作的特点和情况，起到了“资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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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存史”的作用。

编写《中国共产党广州市荔湾区委员会组织志>，坚持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确立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的原则，

忠于历史，忠于事实，真实地、较全面地反映解放前后党在辖区

内各个时期的主要活动，重点反映了解放后荔湾区(西区)委在

上级党委领导下，努力稳定社会秩序，带领全区人民艰苦奋斗，

积极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区的实践活动，突出反映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新成就、新变化、新面貌。目的为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提供历史借鉴和资料依据，使之能全

面、系统地了解党在区内活动的历史和现状，以便更好地带领全

区人民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搞好“两

个文明”建设。<中国共产党广州市荔湾区委员会组织志>的编

成，对于激励今入，启发后代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梁秉江



凡 例

本志记事贯彻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解放后

荔湾区(西区)委，包括区委办公室、调研室、机要科的史实和

机构变化情况。

本志上限为1 91 9年，下限断至1 993年1 2月。

本志设章、节两层，其内容定为党的组织、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的主要活动、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活动、区委办公室、区委

调研室、区委机要科、人物共七章。

本志采用述、志、表体裁，以志为主。志书编写以时间顺序

为纵线，表格原则上以每届区委的时I"1划分，大事记则以编年体

为主。

本志大部份资料来自《广州市工人运动大事记》、《解放战争

时期广州青年运动资料选编》、《广州市荔湾区三十五年大事

记》、《中国共产党广州市荔湾区组织史资料》和区档案馆的有关

资料，以及区委组织部、办公室历年积存的一些文件。为节省篇

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概 述

广州市是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名城，荔湾区是这个城市的组

成部分，建国前和建国后，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荔湾地区内

的中共党组织为广州的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1921年3月，广州市共产党小组建立后，就在现荔湾区内领

导工人、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大革命时

期，中共广东区委组织发动了沙面洋务工人举行罢工。之后，党

组织又发动了沙面洋务工人、辖内市民、学生参加省港大罢工。

1928年6月中共广州市西区委建立，在现荔湾地区组建有黄

沙、沙基等八个支部开展党的工作和革命活动。1 929年1月西

区委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此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党组织仍长期在现辖区内领导工人、学生和民众开展抗日救亡活

动和民主革命斗争，直至广州解放。

解放后至1952年是恢复生产、繁荣经济时期。由于解放前

现辖区工业的状况是。细小分散，设备简陋，资金薄弱，有一定

规模的工厂极少”，解放初的广州治安也较为混乱．为稳定社会

秩序，当时现辖区内党的各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区委会)根据党

的“恢复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一手抓安定社会秩序，一手抓

恢复生产。先后开展了“镇反”、。民改”，。抗美援轵。、。三反”、。五

反”等工作和运动，打击国民党残匪、特务的破坏活动，镇压反

革命分子，安定了社会秩序。通过民主改革，发动了广大工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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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在工人中培养骨干，团结技术人员，为恢复生产创设了条

件。

1953年至1957年是全面转入生产建设，完成第一个五年计

划时期。在这一时期，区委根据中共中央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

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和市委“全力转入生产”的要求，发动工人

群众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发展生产。从1 953年开始就有计划、

有步骤地把私营工厂、商店先后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1 955

年底掀起了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和手工业、个体工商业合作化的

高潮，至1956年春，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

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了手工业和个体商贩的合作化。在抓好经

济建设的同时，根据市委的部署，开展了“整风”运动、审干工作

和肃反斗争，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步伐，巩固了人民民

主专政，推动了区内各项事业的发展。1 957年在“左倾”思想的

影响下，按照上级的部署开展了“反右”斗争。

1 958年至1 960年是。大跃进”时期。这时期“浮夸风”和“共

产风”泛滥，全区经济工作受到损失。党的组织工作也搞。放卫

星”，突击发展党员，降低了党员标准，幸而能及时发现纠正。

1 961年至1 965年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区委贯彻党中央

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省、市委三级

干部会议精神，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狠抓经济工作，

全区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工业、手工业生产稳步提高，市场供应

较为活跃，出现了好的经济形势。在这期间，区委组织力量对历

次运动和反“右倾”中的错案进行甄别平反，调动了广大党员、干

部、职工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1 966年至1 976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十年动乱，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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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各项工作受到重大损失。直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

区委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运动，整

顿了各级领导班子。并坚持。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发扬民

主，健全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搞

好区的王作，全区工作初步出现了好的转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

期。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上来的决策，区委首先抓了落实政策，平反了冤假错案，树立

了党的威信，调动了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在改革开放

中，区委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切实加

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

并制订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具体措施，全区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

都有了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政治体制改革积极慎

重地迈开步伐，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加强了廉政制度

建设。实行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稳定了社会秩序。同时，区委

还认真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从而保证了新时

期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的胜利完成。区委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

党的十四大精神，带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艰苦拼搏，

开拓进取，积极努力完成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各项工作任务。



大 事 记

1919年

5月30日，增涉广东工艺学校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崧、

张善铭等进步学生和广东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一起组织广州地区

3万余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五四”运动。售卖日货的大新公司

(今南方大厦)守门商团军鸣枪威吓，激起学生公愤。学生捣毁

该公司橱窗、招牌等设施。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千余学生被

围，后在社会各界声援下，当局不得已释放全部学生。

．6月10日，在“五四”运动学潮推动下，增涉广东工艺学校

学生在广州率先罢课。

1921年

是年，广东党支部建立后，陆续吸收增涉省立第一甲种工业

学校的进步学生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铭等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24年



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

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2月，原甲种工业学校学生、中共党员刘尔崧被任命为国民

党中央工人部干事。

7月15日，沙面英、法租界当局以“范鸿泰枪杀麦尔林”事件

为由，籍El维护租界治安，颁布歧视中国人民自由出入沙面的所

谓“新警律”。沙面3000多洋务工人(包括文员、一般工人、杂

工、华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日宣布罢工、罢岗，组织了

。各界反对沙面苛例罢工委员会”领导罢工斗争。

7月20日，广州市工人代表大会发出《反对英国限制华人

进入沙面的新警律代电》。

8月19日，在沙面当局宣布取消“新警律”后，沙面工人复

工。

是年，冯菊坡、施卜、周文雍在西关领导工人、青年、学生

开展革命活动，帮助青年工人组织“青年工社”，社址在十八甫牛

乳桥，社长张果。

1925年

6月上中旬，中共党组织作出省港大罢工的决定后，即指定

邓中夏、李森、刘尔崧组织策划沙面洋务工人罢工事宜。

6月21日，成立沙面中国工人援助上海惨案委员会，地址

设在太平戏院。

6月21日，广州沙面洋务工人(其中包括为外轮装卸货物

的搬运工人)以及在英、日、美洋行工作的中国职工亦呼应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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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相继罢工。

6月23日，在广州之省港罢工工人、广州工人、四郊农

民、黄埔军校学生及各界群众共10万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帝

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暴行。中共广东区委主要负责人陈延年、

周恩来参加游行。游行队伍行至沙面租界对岸沙基时，沙面英、

法军警突然向游行群众开枪射击，游行群众61人死亡，170多

人重伤，轻伤者无数，是为“沙基惨案”。

6月26日，广州人民对英、法领事关于“沙基惨案”的无理

答复非常愤慨。广东革命政府向英、法领事提出第二次抗议，要

求关系国派员谢罪，惩办关系官，撤退关系国驻穗兵舰，将沙面

租界交回广州革命政府以及赔偿死难者家属的抚恤费。

是年，黄埔军校编辑《沙基屠杀中党立军校死难者》一书，

周恩来在该书封二写了一篇题为《沙基惨案与廖党代表之惨死》

的悼念文章。

是年，中共党员飞熊琨率领一批粤剧曲艺工作者摆脱。八和

公会”的封建束缚，组织了“广东优伶公会”，并于1926年在黄沙

柳波巷一民房挂牌办公。

是年，原广州劳工白话剧社改名工人剧社。广州工人代表会

主席刘尔崧(中共党员)、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委员陈其瑗任

工人剧社领导，剧社演出了很多宣传革命的剧目，社址在第六甫

青紫坊易家祠(今龙津东路819号)。

1926年

6月21日，在六二三路沙面西桥东侧建立烈士纪念碑，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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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镌刻“毋忘此日”四字。
一 6月23日，广州各界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有30万人参

加纪念活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分别发表纪念宣

言，《工人之路》刊登了《沙基惨案周年纪念特号》，全市停业一

天致哀。 ．

1927年

4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清党反共，大肆逮捕中共党员。

曾组织沙面洋务工人罢工的广东工人领袖刘尔崧、李亦愚、李

森、何耀全、张瑞成、邓培等人被逮捕，随即被害。周恩来夫人

邓颖超是时正在长寿路王德馨产所住院，广州党组织派陈铁军在

王德馨医生协助下安全转移。

4月17日晚，中共广东区委在广州西堤召开紧急会议商讨

对策，决定区委机关暂撤离广州迁驻香港，另成立中共广州市委

坚持斗争。

6月23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不顾国民党军

警的包围和“改组委员会”的捣乱，在广州召开“沙基惨案”两周年

纪念大会。参加大会有3万多工人，他们高呼。保护罢工工人的

一切权利!”等口号。

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省立第一中

学(广雅中学)梁祖贻、宋维静、宋维真、黎晓沦、黎三、林权

等参加起义活动。

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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