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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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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副主任：

成员：

广州市东山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周庆强

高维宽

1 999～2003年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重文(区政协学习文史法制委员会)

冯金凤(区委组织部)

邝复音(区建设局)

申善章(区文化局)

李承福(区档案局)

何伟伦(区政府办公室)

辛小穗(区财政局)

罗丽华(区计划局、统计局、物价局)

周元峥(区地志办)

徐理(区工贸局)

唐元嫫(区委宣传部)

曾国玉(区委办公室)

翟美贤(区保密局)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区地志办内)，办公室主任由周元峥同志兼

任，副主任由乔素玲同志担任。



2004～2005年

主任：贡儿珍(区委副书记、区长)

副主任：叶新兰(区委副书记)

戴新爵(副区长)

陈大跃(区府办公室主任)

李志诚(区地志办主任)

成员：(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序)

孔文忠(区委宣传部)

朱辉(区委组织部)

许志军(区文化局)

李承福(区档案局)

陈小泉(区建设市政局)

陈锡鸿(区计划局、区统计局、区物价局)

官振坤(区人大办公室)

高 日(区政协学习文史法制委员会)

郭静之(区委办公室)

黄友仲(区经贸局)

谢柏祥(区保密局)

谭建开(区财政局)

委员会下设《东山区志》编辑部，主编由李志诚同志兼任，副主编由

周元峥同志担任。



．序
周庆强贡儿珍

东山因广州旧城之东岗阜连片而得名，明嘉靖年间(1465—1466)在

此建有东山寺。民国《番禺县续志》便有“城东三里日东山”之说。东

山区成为行政建制始于1931年(民国20年)，是广州市辖27个区之一。

建国初，地域由小变大，名称几经变易，1960年8月复名东山区后相沿未

变。首部《广州市东山区志》(1884—1990)记叙了东山区地理历史、隶

属沿革以及建区后各项事业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百业振兴的

历史轨迹。第二部《广州市东山区志》(1991～2005)记载了20世纪90

年代以来东山区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社会转型和经济改制的重大变化。

第二部区志以东山区与越秀区合并时间为下限，这两部区志酋部是开篇，

后部恰成了尾篇。

志书100万字，配有图片480多帧(其中彩图260多帧、黑白图220

多帧)，还配有173个图表，图文并茂。全面反映东山地区的发展历程，

重现东山区历史演变的轨迹。

《广州市东山区志》(1991～2005)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全面性。它纵贯15年，横跨百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

地理、社会诸领域。

第二，科学性。志书以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准确、公允、客观

地记载东山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史料经过考证，数据来自最权威的统计

资料。

第三，地方特色性。在章目的设置和内容的取舍方面，注重突出东山

地区特色，如东山区历史悠久，环境优美，商贸服务业繁荣，因而在本志

中文化古迹占去3．5万字，园林绿化部分达1万多字，商贸服务业有4

万多字。90年代后期以来，东山区逐渐形成教育强区、总部经济、社区服

务、劳动就业四大品牌，志书中也浓墨重彩地对此进行记录。

第四，时代性。本志时限是1991～2005年，正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深

化、社会经济变革幅度较大的时段。本志对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建

设、人事制度改革、社会保障、社区服务和商贸业自然行业的记载，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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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鲜活，时代感强。

第五，实用性。志书记载了东山区进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

明建设的光辉历程，载录了中共东山区委、区政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贴近群众、为民服务的新成果以及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有先哲

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区志资料丰富，可资

阅读和借鉴，亦可作为对子孙后代进行教育的乡土教材。

志书的编纂工作是一项牵涉面很广的文化系统工程，本志内容涉及区

属70多个单位，许多素材涉及全地区范围。区志办编修人员历时5载，

不惮辛劳，广集资料，长年伏案，数易其稿，终成巨著，其情可嘉!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东山区虽然与越秀区合并，但东山区的创

业精神和各项事业取得的辉煌业绩，己载入史册，并将继续发扬光大。

借志书出版之机，诚望全区干部职工认真研读此书，从中受到教益，

收“读史可以明志”之效。并谨向关怀、支持东山区的发展以及为东山区

三个文明建设作出贡献的前辈和同仁致以谢意1

2005年8月

(周庆强为中共东山区委书记，贡儿珍为东山区人民政府区长)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贯彻“详今略

古，存真求实”的原则，力求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述东山地区的自然和

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成为真实客观的历史文献资料。

二、本志记述上限为1991年，部分内容上溯起源；下限为2004年，

其中《大事记》、《人物》、图片等内容延伸至2005年7月并区前。

三、本志记述的空间范围，以2004年的东山区行政区域范围为准。

四、本志采用述、志、记、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体。开

篇设《概述》、《大事记》，叙述区情和反映东山区的发展脉络。主体部分

按《地理建置》、《城区建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

物》的顺序排列，共立7篇。各篇都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篇末设附录，

以表格的形式记载东山区辖内的外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境外企业驻广州代

表处、外地驻广州办事处和总部企业名单。

五、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排列以卒年为序。对市级以上

劳动模范采用录的形式记载，获国家级荣誉的先进个人用表的形式入志。

六、全志的文字、标点、数字、计量单位均按国家所定的规范书写。

本志纪年的方法是：清代以前的纪年，是在公元纪年后夹注朝代纪年；民

国期间的纪年，是在公元纪年后夹注民国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

公元纪年，书中所称“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均

指20世纪的年代。所记各地名与今名称并存者，均以今名记之。

七、本志所用资料来自史籍、档案、报刊、历年《东山年鉴》以及各

单位的总结和部门志，引用一般不注明出处。

八、所用数据以历年的《广州市东山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为准，部

分数据由有关部门提供。志中数据除少数需要精确表达之外，大部分均采

用如下表达方法，即：1～4位数写准确数；5位以上以万、亿为单位，千

位以下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1或2位。

九、本志所记区属各部门的机构沿革主要以《东山区组织史》为依

据，为确保机构沿革情况的完整性，尽量追溯机构始建时间。



十、20世纪90年代，经济统计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区属各单位，从

2000年开始实施“在地统计”(即属地统计)，故本志所载90年代辖区内

的经济情况资料略欠详尽。

十一、本志所用图片资料大部分由各单位选送，部分选自各单位内部

编辑发行的画册。



东山区行政区划图(1 991～1998年)



医呈望兰一 ：———』曼!·



2003年4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东山区劳动就业培

服务中心(东华北路9号)

2003年4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东山区东湖街社区』

务中心(寺右北二街26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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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22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东山区大塘街社

区服务中心(中山四路秉政街1 7号)

2001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右四)视察龟

岗商业街



2000年9月25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

(左一)视察黄花岗信

包园(先烈中路)

1 996年9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浩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前

左二)视察东山内菜市

场(龟岗大马路)

2000年4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

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

(右一)视察英雄广场

人防工程(位于中山三

路，1999年竣工，总面

积1．7万平方米，连通

周边的中华广场、地铁

车站等．形成人防、市

政、商业等多功能地下

城)



2002年2月27日，国家计

生委主任张维庆(右一)视

察农林街计生工作

2003年8月1 5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

书记张德江(前排中)视察

大东街“非典”防治工作和

社区建设

2004年6月28日，全国

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

席黄孟复(左二)视察黄花

岗信包囤(先烈中路)



1 995年．中共广东省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陈绍基(前

左一)视察海印电器城(东湖

路)

l 997年，中共广东省委

2001年1月．广东

省省长卢瑞华(前右

三)视察龟岗商业街

2002年6月．广东省省长

黄华华(左四)视察黄花岗信

息园(先烈中路)



，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王华元

东山区“严打”行动

1999年，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于幼军(右一)视察中山四路东兴顺商业街

004年7月12日，广州市市长

2000年4月26日．

广州市市长林树森(前

右二)与东山区领导研

究城区建设规划



2003年3月16目，中共东山

区第九坎代表大会开幕式(地

点：恤孤院路小云雀剧院)

2003年4月．东山区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坎会议(地

点：恤孤院路小云雀剧院)

2 0 0 3年4月1 2

日，政协东山区第十

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开幕武(地点：恤

孤院路小云雀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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