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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广州市海珠区区长 刘材炜

随着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发展变化，人们喜欢把广州市海珠区
称为靠海上明珠一。这部《海上明珠集》就是记叙海珠区历史和现

状的一部专集。它主要包括：《广州市海珠区述略》和《番揭河

南小志》两个部份。我们希望这部专集，对读者了解这颖“海上明
珠”的交化发展，会有所帮助o

1928年8月以前，今海珠区的地域，是属于番禺县茭塘司的一

部份。其中“河南”一地，即金区最主要的部份。《番禺河南小

志》系在抗日战争期间，由黄任恒先生编纂的一部地方志。这部旧
志，已被收录于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华书局在1985年出

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是我国现存的8，000多部地方志之

一。但它一直未有出版问世，其手稿能够读到的人并不多。因此，

我们加以点注付印，作为海珠区的重要历史文献，以供读者阅览。
198 1年lo月，中共海珠区委和区人民政府，根据中央关于工作

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指示，考虑到了解区情、认识区

情，对于研究、确定全区发展的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曾经决

定编纂《海珠区志》。这部《海上明珠集》，即多年工作的一个初

步成果。我们尚未把它编成为一部完整的地方志，主要的原因是在

实践的过程，形势不断发生变化。近十年来，海珠区和全国一样，随

着改革的深化，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管理体制、各部门工作的

运行机制和人们看待各种事物的观念，都时刻在发展变化之中，连

海珠区所管辖的地域范围，亦已扩大了数倍。原来编写的区志，屡

易其稿，仍难于跟上实际的发展。如果仍然采用传统的体例“取法

乎上"，势将与时代的需要不相适应。因此，我们先选择最基本的

情况和数据，写成《广州市海珠区述略》一文，收入这部专集，以

利于读者作简明扼要的阅读，又便于将来的订正。换言之，、这部专



集，还不是一部完美的志书。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区有关部门亦正在编纂一些专集。如可望

在近期付梓的有。我区文化部门编纂的《历史文物与历代闻人》；
城遴绿化部门编纂的《海珠区街道园林览胜》等等。我们希望，这
些不同内容的专集，既能够发挥“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又

能够满足不同系统和爱好者的需要。
值此《海上明珠集》出版之际，仅向为此付出辛勤劳动的前辈

和同人，致以挚诚的谢意!并祝愿这颖正在建设发展中的“海上明
珠”，更加光辉夺目!

'2，

一九八九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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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海珠区述略

(1 988)

广州市海珠区志编辑室

自然地理海珠区是广州市辖内的八个行政区之一，位子广州市南部，东经
113。14’一一113。23’，北纬23。3’一一23。16’之间，为珠江前后航道所环抱。矗千家密

密排珠海，一水盈盈护广州”，既秀丽又富饶。

海珠区的地域，包括海珠本岛和东面的官洲岛、南面的丫吉沙三个四面环水的绿

洲。总面积为90．45平方公里。它既有现代城市的风貌，又有自然的田园野趣。其中，

城区约30平方公里，村镇约60平方公里(含水域9％)。

海珠区的本岛，由旧日的河南(唐代又称江南洲)、琵琶洲、赤沙、沥滔等沙洲合

并、连结而成。其东、北、西三面，岗峦起伏，南面多为冲积成陆的低塑水网地带。据地

质研究探索：它的岗峦部份，本是古时珠海小海中的群丘，经过长期海浸，造成红色砂

页岩。仅新港台地稍南的漱珠岗、葫芦岗，是远古时代的死火山，由流纹岩构成。今东

面七星岗南端，俗称牛皮岗的南麓，仍留存有海蚀地貌的浪蚀悬崖、平台和洞穴，经专

家观察和采用C 14测定，确认是距今五至六千年的遗迹，属于珠海小海海岸线的一部

分。岗峦四周，经过长期沉积，逐渐成陆扩大，多出水于明代前后。直到1871年，前航

道的江岸仍在今南华路南边台地的边缘，1911年始推到寺前街，堑口一带。1936年填白

鹅潭洲头咀内港。1958年才筑滨江路的石堤。而岗峦之间的水网，亦随之由繁变简，形

成全岛北高南低的地势。其中，最高的圣堂岗海拔54．3米，一般海拔多为4一一5米，

最南的大沙围堤内地面则仍低于珠江正常水位l米左右。迄今岛内尚可与珠江前后航道

贯通的河涌有。全长5．8公里的海珠涌和仍属水网型的黄埔涌、沥活涌等。但由于修路、

筑桥、建闸，已连结成一大岛。至于官洲岛和丫吉沙，面积较小，同属古珠海小海逐渐

沉积扩大的沙洲。

海珠区处于亚热带。因受海洋影响，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在摄氏20至22

度之间。按正常年景，最冷的一月气温仍达13度左右，全年温差约为15一一17度。年降

雨量大都在l，700毫米以上。其中t春季约占32％、夏季约占46％、秋季约占14％、冬季

·1。



约占8％。年平均绝对湿度为21．9毫巴，平均相对湿度为79％，无霜期可达300一一346

日，日照1，500一一2，000d、时。年平均风速1．9米／秒，相当二级风。但夏秋两季，常有

台风侵袭，风速常达28米／秒，最大时可达33．7米／秒。主导风向为北风和东南风。故

夏不酷暑，冬不严寒，温度均匀，雨量充沛。

海珠区以一水之隔，东北面为广州市辖的黄埔区，北面为市辖的天河区、东山区．

越秀区和荔湾区，西面为市辖的芳村区，南面为市带的番禺县。

历史梗概海珠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革命传统。
1954、1955年，在新港路中山大学校园内的红岩土岗上，曾经发现经过磨光的石

斧，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说明距今四、五千年，已有人类在这里活动。

1953至1960年间，由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广州博物馆组成的田野考古工作组，

在市区近郊先后发掘的409座汉墓中，于海珠区大元岗、细岗、刘王殿岗、赤岗，南石

头、猛狗岗、凤凰岗、怡乐村、康乐园等地出土的共45座，占ll％。这45座墓葬，属西

汉前期2座、中期1座、后期18座，东汉前期10座，后期14座。又据((后汉书》以至清

代的多种史志记载：东汉章帝时的议郎杨孚，其家即在今中山大学校园东侧的下渡头

村。旧日河南之得名，亦自杨孚始。他曾以“守业尚文”主张对匈奴息兵而具盛名，兼

著有((南裔异物志))～书，并以诗体对“异物”作赞而被尊为粤诗之祖。这些物证、书

证，进一步说明：海珠区的历史，最迟也可追溯到距今2，000年前的汉代。

东晋元兴三年(404)，江浙孙恩起义失败之后，卢循继续率众反对士族门阀统治

和繁重徭役。他改变战略，浮海南下，风火夜发，攻占广州，在河南筑城据守。史书称

为。河南卢循故城，遗址在今刘王殿岗。这是本区最早的筑城纪录。后来卢循事败，受

牵连者被编入另册。据(<晋书》所载，仅河南一地“不宾服者五万余众’’，且多为矗饕

户”。相传这是在封建社会时水上居民历受歧视的始因。

唐代长安三年(703)，番禺从南海重新析出建县，河南亦名为江南洲，县的治所

设在江南洲上。直至宋代皇绍年间(1049～一1053)始迁至紫坭。故史书认为，河南曾

经作过番禺县的县城。
～

贞明三年(917)节度使刘岩称帝于番禺，国号大越，改元乾亨。翌年(918)复改

国号日汉(史称南汉)，实行大赦，祀于南郊。。至光天四年(943)由宏熙即帝位，改

名刘晟，并改元乾和，于十一月再次大赦，祀于南郊。上述南郊，即河南的祈雨坛，为

南汉仿照长安含元殿的形制用作祭祀而建，遗址在今宝岗路南端的郊坛顶街。南汉年

间，卢循故城初被作为仓藤，继则改作“昌华剁苑"，用于宫女习战、饮宴之所，故人

称之为刘王殿。今海幢公园，亦即南汉千秋寺和梳妆台的遗址。

宋代，北人大量南迁，河南亦相继开始开发。瑶头蒙氏和五凤林氏，即自宋代先后

南来，是北人于河南定居最早、最众的望族。 即

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和万历五年(1577)，曾先后担任福建巡抚和礼部尚书的

何维柏，由予巯劾大学士严嵩及忤子权臣张屠正，两次罢官南归，都寄寓在河南云桂，开设

天山书院(后名天山草堂)悬车讲学，并修筑云桂桥以利交通。因为从者甚众，有效地促

进了河南的文化教育事业。当时，广州的对外贸易已居于全国首位，琶洲村、黄埔村就

·2。



是港岸码头和仓库区之一。兴建子万历年问的琶洲塔I赤岗塔和云桂桥，都是海珠区迄

今尚存最古老的建筑物。

清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又进一步发展，但清兵入城之后城区日见挤逼。而今海珠区

的地域，沉积范围更加扩大，且有水网可供利用。故外籍入粤经营的富商，多迁居于河

南，或在河南作为汇集三江土特产整庄渡洋的行栈。于是河南乃逐步出现历史上的第一

个全盛时期。先是顺治十八年(1661)，官府在跃龙里兴建了盐埠码头和仓库，经营贮

运销售业务I继而招至巨商云集，拓展经济，逐步使木材、木船和帆篷悝缆、千鲜果、三

鸟菌、粮油加工，乃至土特产洋庄、纺织、轻工、彩瓷、机器修造等亦成行成市，这就

迅速改变了原来的自然经济结构。漱珠涌一带，更是描笙歌夜夜，不亚秦淮’’。河南茶

(瑶头荼田出产)、河南花(庄头索馨田出产)、河南彩(今广州彩瓷前身)，亦被誉

为“河南三件宝”而畅销中外。伴随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又导致人口的增聚和住宅的扩

辟，使珠江前航道沿岸的自然村落连结成片。其中，龙溪潘氏的南墅、听飘楼、双桐

圃、后乐园，安海伍氏的万松园，隔山靠二居，，的十香园等，都被称作名园之列。以至

海幢寺、漱珠岗纯阳观和以收藏黎二樵作品著名的黎斋，都成了中原人士来粤的必游之

地。民阃名人著述和辑刻的乡邦文献，多达三百种以上，可谓名冠省邑，迄今仍有着重

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其间出现了如居巢、居廉(即隔山二居)、何丹山，杨永衍，罗

岸先、蒙而著、胡春堂等一大批国画大师和文章魁首。而“二居黟即后来岭南画派奠基

入的启蒙祖师。及至咸、同近世，清政府日见衰微，而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局使政治腐

败更为毕露。1847年5月，英人企图强划河南洲头咀一带为租界，经48乡3，000余众抗议

示威而停止。地主绅士、商人也卷入了这一行动。其后又出现了在中日黄海战役牺牲的

民族英雄邓世昌。由于河南有与海外进行人员、科技、思想交流之便，常得海外风气

之先，又助成了新学、新医的创立，并进而孕育了民主革命的思潮。孙中山同盟会的廖

仲恺、黄激、潘达微、周仲平等革命党人，亦在河南策应黄花之役等起义活动。

民国初年，时局动荡未定。1917年孙中山任军政府大元帅，设壳帅府于河南今纺织

路。1928年8月22日，广州市宣帘管辖范围，今海珠区的本岛，由向隶于番禺县划归广

州市。稍后，陆续开辟了少量行车的道路和公路，兴建了海珠桥，开办了电力供应和公

共汽车，海幢寺亦改作海幢公园(初名河南公园)。1935年广东纺织厂绢丝麻毛棉等

部，又以340多万元投资先后建成投产。但不久，即1938年10月21日侵华日军进入广州．

中经七年躁躏，古迹文物多被抢掠、破坏，以至大量居民避地他乡，’百业萧条零落。其

闻，沥语村曾为珠江游击队第二支队的抗日前沿根据地。直到1945年9月16日日军投

降，乃至1949年冬广州市人民政府成立以前，仍是江河日下，未能复兴。连三十年代初

就已决定修筑的滨江石堤和供应自来水的设施，亦未能实现。

”

行政区划 今海珠区的地域，在划归广州市前，向属番禺县茭塘司管辖I划归广

州市后，至市人民政府接管时，分设蒙圣、海幢、洪德和新渊、沥滔五个区。接管初期

仍按五个区分管。1950年蒙圣、海幢、洪德三个区合为河南区，1952年改称南区。1955

年农业合作化时，新洲，沥语亦合并取名新涪，由广州市郊区管辖。稍后，新藩作为人

民公社建制。1955年新语公社一度划入南区，不久仍归郊区。1960年南区始定名海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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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1986年新港撤销公社建制，定名新语镇，重归海珠区管辖。

目前区内的城区部分，分设：赤岗、新港、滨江、纺织、跃龙、基立、素社、小

港、江南中、宝岗，海幢、二龙、南华西、洪德、凤凰、晓港、昌岗中、沙园、南石头

等19条行政街道。

乡镇部分(即新语镇)，包括t联星、石溪、五凤、瑞宝、三涪、沥滔，凤和、东

风、红卫、龙潭、土华、小洲、赤沙、北山、仑头，琶移H，黄埔、官洲，石基等19个

村．

人口状况五十年代初期，今海珠区地域内的常住人口，还不足20万人。当时
居民的特点，多是在本地著籍世居的住户，仅今城区部分有若干外地的流寓。其中，除

今仍属乡镇的瑶头蒙氏、五凤林氏、鹭岗李氏等，早予宋代即在此著籍以外，今城区部

分的龙溪潘氏、安海伍氏、龙尾邓氏、宝岗梁、李、林诸氏，亦自清代先后在此著籍世

居。据清光绪六年(1880)在官方《册金录》著籍者，仅河南的49村，即达216族姓。

由于晚清至民国年间战乱频繁，而最近的30多年各业百科的蓬勃发展，除乡镇仍多

原来的姓族居住以外，城区的人口则多有迁徙和增聚，原来的特点已逐步为外地迁入的

人口所取代，新建的居民新村尤其如此。据1987年终统计，全区的常住入日为182，121户

(其中农业户18，437户)，总人口为674，128人(其中。男性341，110人、女性306，018人)，

内含农业人口为60，700人。但是由于用工制度的改革，不少单位招收大量外地的临工、

合同工，故实际长期在此居留者，大大超于此数。

在上述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的老龄人，约占9．7％。又据统计，1987年全区出生

8，046人，出生率为12．55‰，死亡3，291人，死亡率为5．13‰。实际自然增长4，755人，增长

率为7．42‰。其中，乡镇部分。出生率为22．59‰、死亡率为4．92‰，自然增长率为

17．67‰。

海珠区常住人口中的亲属，侨居于海外的侨胞、外籍华人以及港澳同胞共有57，000

多入。在区内的归侨、侨眷及港澳同胞亲属亦有55，000多入。其中，本籍为海珠区者，亦

非少数。

基础‘没】沲 ．---百年来安乐土，却因离乱话从头”。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

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迅速医治了战争年代的创伤，并自五十年代起就以旧日的

河南作为新兴的工业区进行开发，先后新建了一系列机械、造船、化工、电子、建筑材

料、橡胶制品和轻纺用品等工业企业；陆续扩建和新办了如中山大学、仲恺农学院和化工、

财经、商学、教育、美术、医药、政法等20所大专院校和30个科研单位以及一批中学、

医疗单位。与此闶时，按’照现行的市区分工体制，在区内亦根据实际的必要与可能，兴

办起区属的经济事业和市政、文化、教育、医疗、体育等机构、实体。为了与此相适

应，市、区人民政府又都注重基础设施的投资，大力加强能源、供水、道路、桥梁、仓

库、码头、交通、运输、通讯、住宅以至商业网点，环境保护、绿化等基本建设。特别

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并在随后十年

来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更使得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其成果已远远超越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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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的第一个全盛时期。据1987年终统计，仅区属系统(不含中央和省市驻区单位)垒

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已超过五亿元。1988年上半年的工业总产值又比上年同期增长

28．6％。

水电供应设施。现有的水厂、储水库和电网、变电站等，巳形成全区生产、生活的

供应网络。1987年仅区属工业用水即达到270，897吨、动力用电2，180万度。

水陆交运设施。海珠区与岛外陆路的沟通，除海珠桥经过修复、拓宽之外，还先后

增建了通向其他市区的人民大桥、广州大桥。通向番禺县的洛溪大桥，业于今年8月通

车。海印大桥亦将在近日建成。区内的道路已达926，634平方米，基本上形成可通行各

种机动车辆四通八达的网线，并有多路公共汽车贯通行驶。目前又正在规划筹建连接广

深、广珠高速公路在区内的路段，水路则有6条过江轮渡航线与其他市区通航。还有通

航港澳和国内沿海城市的客、货轮码头及仓贮作业区。

邮电通讯设施。除全市已开办的邮政，电报、电传等营业服务之外，目前全区电话

的装机容量巳达1．3万门，全部采用程控，可与国内、港澳和国际已开通的长途线路直拨

通话。

堤岸防护设施。珠江前航道的滨江石堤，早在六十年代初已经建成，并陆续修建成

绿化、美化的游览线。海珠涌在近年经过疏浚整治，目前亦正在建筑石堤，不仅潮水可

以自由进退，而且还成为中通本岛腹地的涌滔，有效地改善了环境的质量。此外，乡镇

的沿岸亦相继修建了近7D公里的石堤、大小水闸39座，使农业做到旱涝保收．

环境监管设施。海珠区自1979年建立环境保护机构。十年来，已建立起一支专业队

伍，并设置了监测站和监理站等组织，定期对大气、水体、降尘、酸雨、噪声进行监

测，对废气，污水和其它污染物进行调查治理，收到显著的效果。同时，全区还进行了

大量绿化工作，缀以大小园林i00多处。

乡镇经济海珠区的新漫镇，向以农业为主。1987年底耕地面积22，544亩<内
含旱地199亩，余均水田)。其中，90％以上均种蔬菜、水果和经济作物，粮食仅占2，014

宦，是近郊型的著名蔬菜、水果产区。蔬菜品种繁多，年产量在6，000万公斤左右，每年

都有20多个优质品种出口，数量约占总产量10％’桂味荔枝、石硖龙眼、红果杨桃、大

塘石榴、鸡心黄皮、岭南木瓜等，都是当地传统的名产，大量销往香港市场。1987年水

果总产量达20，179吨。此外，观赏花卉亦年产11，000多盆。

新洽镇的牲畜、水产业也很发达。1987年底存栏的奶牛2，160多头，全年上市鲜奶

7，465吨；存栏的生猪l万多头，全年出栏9，400多头。同时，年产的三鸟、白鸽、鹌鹑15

万多只。淡水养殖和淡水捕捞的水产品年产810多吨。

随着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原来以农业为主的新语镇，近年已发展成为农工商等多

种商品经济，逐步向城乡一体化的方向迈进。1987年底，全镇已拥有各种企业1，022家、

职I_．18，000多入、固定资产原值近8，o007蓣；。所经营的项目除农业以外，还包括t工业、
建筑、交通、运输，商业和饮食、服务等第二、第三产业。其中，广州第一水泵厂生产

有16个系列产品、180种规格，年产达lo万台，半数供出口，新浯服装总厂年产服装达

12万打l富有南国特色的江南大酒店，楼高30层，位于全区的中心地段，建筑面积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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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平方米，内有450套客房和近lo个中西式餐厅、酒巴，亦巳于今年9月开始试营业．

农业和乡镇商品经济的发展，有效地推动了文化事业和社会生活福利的改善。目前

全镇中，小学共26间，在学学生12，000多人，幼儿入托率亦达到95％。群众性的业余文

艺，如摄影、文学创作和体育活动，都空前活跃，职工和农民普遍实行了退休制度，住

宅人平27平方米以上。1987年全镇工农业总收入达到3．6亿元，每个劳动力的平均收入

近3，600元，按人口平均收入亦达到2，360元。全镇的面貌和经济结构都巴发生了重大的变
化．

城区工业海珠区的城区工业，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开始，依靠集体的力量创办
起来的区属集体经济。初时，曾经历了种种曲折，而且主要是带有生产自救的劳动服务

性质。近十年来，由于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对外“三来一补”业务和

横向的联营，已转变为生产经营的工业企业。目前全区设有20个工业公司，所属268个

企业，固定职：L13，900多入。据1987年终统计，全年总产值达2．1812亿元，比上年增长

9．3％。

现有经营的行业，主要包括。金属制品、电气机械及器材、通用机械、缝纫、印

剧、塑料制品、纺织、纸类铸ll品、食品、木材加工圾竹藤棕草编织、建筑材料、皮革及

毛皮制品、文教体育用品、化工、交通运输设备、电子及通讯设备、仪器仪表及计量器

具、医药、化纤橡胶制品、饮料，工艺美术等20多个大类，产品近1，000个品种。自行

车衣架、手表、毛衣、服装、塑料玩具、包装箱盒、中文打字机、不锈钢制品，皮革制

品，发电机组、冷却塔、空冷设备、豪华拉闸等都有较大批量的生产。其中；手表、眼

镜、服装、搪瓷烤炉等还远销海外。

在对外经济方面，除“三来一补”和合资合作等经营方式以外，还有多种层次的灵

活方式以适应不同方位、渠道的需要。近年，利用外资引进各种先进技术设备即达4，000

台(套)，使产品不断升级换代，以更符合外向型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经营上，一贯坚持

守信誉、重质量、重合同作为第一宗旨，因此1988年上半年，对外来料加工和合资、合

作企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外商新增的货币和实物投资共达250万美元。职工的劳动生产

率亦相应提高。

商业服务海珠区的商业服务，包括。国营、集体、乡镇、工办、集市和个体
等多种层次形成的销售、供应网络。其中，仅国营、合作和街道兴办的商店即有l，000家、

职：Ell，800多人，另各类集市20个和个体商店6，200多间，从业劳动人员8，200多人。据

1987年终统计，全年商品销售总额合共8．1573亿元。

目前商业服务的网点布局，除洪德路、江南大道两处已形成比较集中和具有多种档

次的闹市以外，在新旧城区亦有相应的商业群和遍布大街小巷的各类点档。经营的项目

包括；粮油煤柴、生活副食、工业用品、各类饮食和旅业、修理等行业，既有高中级的

酒店，园林式的酒家、大型的商场，亦有多种类的农副产品和工业百货的集市和方便群

众的小型点档，对常住的居民和来往客商，都基本上可以满足不同档次的消费需要。

近年，由于管理体制的改革，区属系统亦开办了进出口贸易，正在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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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海珠区虽在全市的一隅，但向来都有深厚的文明传统和岭南文化的
特色。历史上河南人的刻书著述，可谓名冠省邑。尤其是诗书画印，更是代有才人，至今

仍然方兴未艾。岭南画派的奠基入固然由于“二居”而启蒙丹青，以至河南彩瓷、广东

花席等，亦曾深受河南画人的影响。广州美术学院之设子河南，也由此渊源所系。目前

群众性的诗词、绘画、书法、篆刻等社团组织，遍及全区以至大多数的街道和乡镇，区

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所属学会的会员，已发展到近千入，并与省、市的有关学者、专

家有着广泛的联系。采取社会方式开展“以文会友，共同切磋”的雅集活动，几乎常年

不断。由南华西街出资兴建的现代诗书画廓，以彩瓷及碑刻等形式展现的大量作品，正

是海珠区文风兴盛的反映。

群众文化娱乐阵地，近年又有新的发展，巳形成遍及全区多种层次的网络。除公开

营业的影剧场、歌舞厅、桌球室等之外，还有地区性的工人文化宫和区办的文化馆、图

书馆、少年宫、各种离退休人员(老人)活动中心，以及各街道、村镇办的文化中心、

文化站、文化室、阅览室等等。这些场地，大多数都组织有群众性的业余文艺队伍，既

为观众演出，亦开展自娱活动。此外，还经常举办各种培训班、讲座和展览观摩，以提

高爱好者的艺术和欣赏能力。放开展的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能较好发挥娱乐消

遣、强健身心、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以及交流信息、美化生活的功能。尤其是每年暑假期

间，全区同时开展的“羊城之夏”活动，已成为有多年历史的传统而具地方特色。对青

少年进行精神文明和科技教育，特别受到中小学生和学校、教师、家长的欢迎。

按照省、市、区的组织分工，目前区一级主要负责幼JL年i：i,'b学教育。据1987年终统

计，全区各类幼儿教育机构共达421间。其中：托儿所276间，收托幼JLll，400多人，入

托率为60·8跖。幼儿园145间，在园幼JL25，600多人，入园率达到98．3％，各类小学72

间，在学学生共59，400多人。此外，还开办有教师进修学校，为不断提高教师的素质和

教学水平服务。目前，区内已涌现了一批特级教师和全国知名的模范。学校少先队的工

作，是经评定的全国先进单位。体育达标率连续保持全市的最高水平，其中少年的足球

活动处于全市优势的地位，教学科研成果亦已在全国推荐。少年的文艺、科研作品，曾

多次选送国外展览。选拔参加的多项比赛，都获得前列名次。小学毕业升学率达
97．4％。

海珠区的成人业余教育，亦十分兴旺。有广播电视等大专班、中等专业教育和高、

初中文化教育以及多种类的短期专门技术业务培训等等。其中，海珠书法艺术学校、与

香港春田文化教育机构合办的“现代英语中心，，，都已有近十年的历史，在同类的学校

中属于全国开办较早、巳结业人数较多的佼佼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全区常

年参加各种成人业余进修、学习的人数达到近万人。此外，对弱智儿童的辅助教育，近

年亦在发展之中。

科技活动海珠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协会，建置已有较长的历史。主
要是致力手团结区内各种科技人员和联合中央、省、市科研机构的力量，从技术、信息

等方面为全区发展经济、研制新产品，攻克技术难关、培训科技人才、普及科学知识等提

供职务亨如在；987年，昌缉织起拳的多种专业仕学会和地区性协会共35个，会员3，ooo．多



人e同年，仅完成研制新产品项耳便有15个、推广应用项目14+。此外，还建立了科技

咨询和医疗咨询两个服务公司以及少年科技活动基地。在整个队伍中拥有高、中级骨干
150多人。

近年，社会科学的研讨活动亦正在兴起。目前亦已组织起一批包括精神文弱建设、

企业文明管理等从事软科学研究的学会组织，开展过一批项目的研讨活动，为政府部

门，企业提供决策咨询。以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取得显著成果而在全国闻名的南华

西街，还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签订了长期拓共建文明单位”的协议，互相合作，分期分

批进行系列的研讨。1987年10月，在该衡举行的城市街道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即收到

有关的论文40篇。部份论文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

体育卫生海珠区的体育事业，早在民国年间就曾因“河南精武会”而闻名，
近年又因曾向国家和省、市级的多种体育队输送过如容志行、古广明、赵达裕、陈熙荣

等近70名优秀运动员而享有盛誉。在各种体育活动中，人们每以继承和发扬“容志行风

格”为荣。

在1952年建成的宝岗体育场，是海珠区除学校的体育教学以外，全区群众性的体育

基地。1964年又在场内东侧增建了宝岗游泳场及有关附属设施。1985年复于场内南侧兴

建了健身房，乒乓球室。同时对场地进行了整修，加建了可容纳近4，000人的看台、司令

台和接待室、运动员和裁判员休息室等，使宝岗运动场成为可供多种体育活动和比赛的

综合性场地。同年开始筹建、于1987年7月竣工，座落于燕子岗的海珠区体育馆，面积

5，OOO多平方米，看台坐位2，000多个，曾用作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篮排球的比赛场地。此

外，在1955年先后建成投入使用的洪德小型足球场和珠江泳场，1984年修建的燕子岗体

育场等，都为海珠区的体育事业提供了较好的场地和设施。

海珠区体委于1957年便成立了青少年业余体校，先后开办了足球、篮球、游泳、田

．径等培动ll班，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人才’还协同区内的单位，每年都举办费道、老年人、

伤残和弱智入员等多种运动会，为“增强入民体质，，而努力。其中，尤以少年的足球运

动成积最为显著，曾先后多次获得全国和本省、市比赛的冠军。1987年海珠区四位弱智

人士被选拔为国家队员参加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第七属世爨特殊奥运会"，获得金牌

6枚，银牌3枚，铜牌3枚。南华西街的体育运动，不仅开展的项目繁多，年年月月坚

持不懈，而且参加活动的人数极之广泛，男女老少均所适宜，被评为全国的群众体育先

进单位。在第六届全国体育运动会期闯，还在会上作了专场的表演，得到体育界多方人

士的赞许。1987年全区共举办各种运动会共29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13，800多人。

海珠区又是我国较早接受西医、西药和西法接生的地区之一。清末民初，即有仁济

留医院和专以西法妇产科为主的赞玉善社公开行医。担任仁济留医院总理兼医务长的潘

恩隆(字永年，号治庵)，本籍龙溪乡人，是广东公医学校优等医学博士，曾在美国宾

夕法尼亚大学进修和游历于英，俄、德、法、奥、日、瑞士等国考察医务，归国后除主

持仁济留医院医政外，并任广东公医院教授。同一代入的麦公敏，也是我国医药学的专

家之一，其创学亦肇于河南。梁培基研制的中成药，也曾得其帮助。目前，除驻在本区

的红十字会医院、广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稻珠汪医院、省工人疗养院等医疗单位以外，到



1987年底已陆续开办了区属的第一、第二和新语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红十字会医

院，联合医院、中医和杂病医院等9家，以及分地段的卫生院6家、口腔所2家，连同

防疫站共18个机构，从而组成全区的医疗、防疫网，同时还自力更生培训了大批医务人

才，增加了大批医疗设备，并开设了职业病、老年病、不育症等专科门诊，总结了一批

临床经验和科研成果，多次成功地防治了多种流行病，为人民的健康和保健事业作出重

要贡献。

社会福利 近年，海珠区先后兴建了20多问敬老楼、近400个敬老包护组。全区

待业人员巳安置了95％以上。部分街道还兴办了弱智青少年工疗站，一面组织教养，治

疗，一面安排生产劳动，为家长解除后硕之忧。全区的民政福利事业，巳形成区、街道

和镇、居(村)民委员会三级的网络，共办起近250家企业，并建立了残疾人基金会，

使残疾人员和确有经济困难的居民，得在生活上有所依托。

海珠区的行政街道，既有古老的居民点，又有新建的居民村。各街道都把“为民造

福”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街道的宗旨，既发展物质文明，又注重建设精神文明，让居民

百姓安居乐业。开街已有200多年历史的南华西街，发展街道经济的效益，多年来均居

全市街道首位，因此不仅因地制宜建成园林式的街巷，而且还兴办了文化活动中心、职

工培训中心、敬老楼、工疗站、退休工人之家、图书馆、医疗康复中心等一批为居民服

务的设施，做到皤老有所养、壮有所用、青有所学、幼有所托、残有所辅”，被省、市

命名为“文明单位”，新闻界誉之为“珠江第一街”。全区“学习南华西街”的热潮，

一浪高于一浪，有效地促进了全区文明建设的发展和不断改善着各种社会福利事业，亦

推动了居民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形成。

发展前景海珠区经过近4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其成就已非昔日所可比拟。虽
然中间也有过“十年动乱”的挫折，但最近10年的改革、开放，已全面治理了各种创伤，而

且对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文明建设，已具备了腾飞的巨大潜力，创设了充裕的条件和比

较厚实的基础。兼之，海珠区的人民向来都有勤劳朴实的品德，已养成不畏艰苦、勇于

开拓和进取的精神。这种气质代代相传，正是为这颗靠海上明珠"增添异彩，为现代化

，建设最可贵的重要保证。

根据广州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战略，目前新城区的建设正在向东南方向发展。海珠

区土地广阔，地利条件独多，随着已经规划和正着手筹建通向珠江三角洲的高速公路、

桥梁的实现，在九十年代中期，就将成为广州市连结珠江三角洲的交通枢纽。区内的田

园水网，是理想的果蔬和养殖基地，加上历史留存的文化古迹以及近年发展起来的第三

产业服务设施，对于旅游事业、文化事业的发展，都具有潜在的优势。

海珠区的城区和乡镇建设不断加快，常住人口势将继续增加。但人口的出生巳得到

有效的控制，且注重优生优育已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特别是这里早巳是新兴的工业基

地，又有大批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区内的人口和文化素质也在不断提高。大批实千

家、开拓者蕴藏其中，也是极其宝贵的潜在力量。

海珠区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的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已为



各级领导以至广大群众所认识、所重视，并逐步深化实施。最近又确定把“经济繁荣、

文化发达、道德高尚，社会安定、生活方便、环境优美"作为全区建设的总目标。可以

预见，海珠区的前景将蒸蒸151上，分秒升媾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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