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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

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

关。白云区(郊区)在1950年至1953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

地方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召开区(县)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1954年7月以后，根据国家宪法和地方组织法，召开人民代表大

会会议。

这部志书比较系统地记述我区政权建设的历史和现状，反映区人

民政权的建立及其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为地方政权建设服务，为

加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建设服务。

本志资料来源于区人大常委会资料档案室、区档案馆、广州市档

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并参考白云区组织史、番禺县组织史的资料。

本志不逐一列明内容的出处。铀纂期间，得到上述单位及有关同志的

支持和协助，并得到曾在区人大常委会工作的离退休老同志的支持，

在此表示感谢o

本志包括概述、人大代表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及附

录，共三章。从1992年起收集资料，1993年开始编写，1994年上半

年拟出初稿，征求各方面意见后，多次进行修改，最后送区人大常’委

会负责同志审定，于1995年末完成，编纂时间达3年多。这期问，负

责编纂的同志不脱离现职工作，挤出时间完成编纂任务。由于白云区

(原郊区)建制变动大，资料不全，以及编写水平所限，肯定还存在不

足之处，欢迎提出批评意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白云

下，由区人大

省、市关于编

是白云区政权

二、本志·_一、’I’，U’

国成立后区人

年，第一届人

建立常务委员

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及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的情况亦作记述。

民国时期的县参议会情况在概述中简要记述作为历史参考。

三、本志编纂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

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

原则，以宪法、法律为依据，尊重历史事实。

四、本志编纂原则以记事为主体，附以概述、列表、附录。实事

求是，务求全面、翔实，略古详今o

五、记述以广州市郊管辖地域为主，对各时期行政管辖区域的变i

动，划入郊区管辖地域的，一般不记述划入前的状况o “

六、本志记述年限，i上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可查史料的年代

(1932年)，至1993年举行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及常务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为下限。

七、本志各种称谓：区第×届人民代表大会第×次会议简称区×

届人大×次会议；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称区人大常委会；区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简称区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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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中国成立前区域政权状况
，

广州市白云区是广州市属区，新中国成立前，现白云区管辖的地

域大部分属广州市郊及广州府番禺县禺北、禺东地区，少部分属南海

县、增城县。据番禺县资料记载：民国二年(1913年)废广州府，番

禺县由广东省管辖，县府设在市桥o 1936年的番禺县行政系统图显示，

行政机构设置及东圃、瑶头、江村、高塘、沙河、’萝岗等地。

民国时期参议会。民国二十年(1931年)，广东省发布<地方自治
。

条例>，设立县参议会o 1932年，番禺县成立第一届参议会，参议长古‘

价皋、罗伯衮o 1934年1月第二届参议会，参议长周棠、副参议长苏

英发、崔继棠，参议员18人o 1935年3月16日第三届参议会，参议

员24人(各区遴选3人)o 1938年后参议会中断活动。1946年成立临

。 时参议会，参议长伍观淇(神山南浦乡人)o 1947年参议长为苏英发；

参议员由各乡间接选举o 1948年4月16日重新成立参议会，参议长伍

观淇，参议员67人，其中禺北占32人，禺东占17人。同年先后召开

会议3次，通过质询政府田赋舞弊案及人事、治安等提案o 1949年4

月1日召开第四次会议o，

民国时期基层政权，县下设乡。乡长、副乡长由当地知名人士遴

选，报送县署加委。1931年8月根据<地方自治条例>，乡改称自治委

员会o 1932年成立区公所，区长、副区长由县长‰圈定”，乡长、副乡

长由县府加委o 1937年1月，区公所改为联乡办事处。1945年8月

后，裁区，保留乡级机构，设乡长、副乡长，乡下辖保、+甲制。

据<郊区组织史)：和<东江纵队第三支队直属先遣总队特史资料>

记载，1923年6月，广东省农民部把番禺、南海与广州市边缘相接的

部分乡、．镇划为“市郊”。

1924年，广州市郊成为广东省7个农民运动的重点地区之一，在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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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组织下，1924年成立广州市郊第一区农会，芳村、

沙河、石井、同德、崇文、泮塘等地先后成立10多个农民协会，组织

示威游行。同年10月，组织市郊农民争取参加选举权利o 1925年，广

州市郊芳村建立中共党组织，并于7月间成立市郊农民自卫军o 1927

年成立市郊农民赤卫军o

1928年6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成立广州东郊区、南郊区、

西郊区、北郊区。1946年成立中共郊区一区委(特委)和二区委(特

委)，1947年两区合并o I

1944年5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二大队进驻市郊罗布

洞o 1944年8月6日在罗布洞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市郊第一个

乡人民政权，张冠雄任乡长，管其林任文书(后两人皆遇难)o

1948年9月，中共江北地委在反“清剿”斗争中，派东江纵队第

三支队二团副团长朱骥、副政委崔楷权，以先遣总队长、副总队长兼 ．

政委的名义，率领先遣总队于1949年3月间，进入广州市郊开辟平原

地区工作，以市郊禺北帽峰山一带为活动中心，工作扩展到广州外围

平原，并负责禺北游击队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工作。先遣总队在九佛竹

山窿设立联络站，成立中共党支部，组织地方民兵武装、农会，开展

宣传活动，扶持当地贫苦农民发展生产o 1949年7月21日，先遣总队

在禺北冯迳下村召开干部会议时，被国民政府广州警备总队突然袭击，

崔楷权、朱骥等11位干部牺牲，多人受伤，其余突围脱险。东江纵队 一

三支司令部取消先遣总队番号，成立东三支六团禺北办事处，许明为．

主任，李志刚为副主任，继续以竹山窿和帽峰山一带为活动基地，逐

步扩展，延伸至太和、良田、龙归、蚌蝴、鸦湖、江村、‘石并_带村

庄，在各村设立联络处o，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进军广

州，办事处积极配合开展策动当地国民政府驻军的起义和收编工作。

禺北办事处设在江村，管辖一仁凤、嘉禾、太和、同升、兴仁、共

和、凤凰、同文、鸦湖、蚌湖、江莲、同高、和风弋佛岭、石井、均
2



和17个乡o 1949年11月中旬，禺北划归珠江纵队(地委)领导；12

月下旬，成立禺北联乡办事处，转为地方政权，属番禺县地方管辖，

主任李汉光，副主任周伯尧。撤销东三支六团禺北办事处o

1949年11月1日成立禺东联乡办事处：接管国民政府政权，管辖

车陂、横沙、七社、南岗、萝岗、龙洞7个乡，办事处设在东圃，属

番禺县地方管辖o

．
(二) 新中国成立后区政权建设沿革

●

广州市白云区原为广州市郊区o，广州解放(1949年10月14日)

以来，至1990年，郊区政权建制先后经12次变动(不含少部分地区

变动)，管辖的地域4次扩大，4次缩小；2次撤销郊区建制，又2次

恢复郊区建制o 1987年更名为白云区，列入广州市城区建制o

广州解放前，广州市原有23个市区、9个郊区、1个水上区。9个
’

郊区是：恩洲、咙洞堡：、石牌、洗猎杨～彬社、公和、敦和、沥浯、

崇文。． 一 7

1949年10月广州市解放，11月，广州市进行解放后第一次市属

区域的调整。市郊首次调整为三元里、沙河、石牌、新洲、沥浯、芳

村、西村7个行政区，由军代表负责行政领导。同年11月15日，中’

共广州市委决定成立各区工作委员会和区人民政府o
’

1950年2月至1951年3月，市郊各区66个乡(人口约20万)，

开展土地改革o

1950年7月20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成立郊区办事处，作为市政府

派出机关。办事处设在中山三路东皋大道。主任郭凌(1950．6—

1950．12)、安平生(1950．12—1956．6)。副主任杨左生(1950．12—

1954．5)、孙正民(i950．7任)o 。

． 1950年6月17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整编的决定。市政府对
3



全市行政区域再次进行调整b市郊设置仍为7个区：三元里、沙河、

石牌、新洲、沥沼j芳村、西村。原西山、西禅、逢源3个市区的郊

区部分并入西村区；同年冬，番禺县第六区划入萧岗、江夏、陈田、

黄沙岗、新市等5个自然村并入三元里管辖。

1951年5月，土地改革结束，为适应经济发殿7个郊区并为白

云、西村、新浯、芳村4个区o 1953年5月，市政府决定撤销西村区

建制，并入白云区o

1953年5月，成立黄埔区，黄埔港和番禺县属长洲45个自然村划

归黄埔区管辖o

1954‘年6月，撤销芳村区建制，其管辖区域分别划入新浯区和河

南区(市区)。同年7月。白云、黄埔、新涪3个区分别召开第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是郊区首次建立地方国家权力机关o

1954年10月，成立中共广州市郊区委员会，白云、黄埔、新浯3

个区的区委受郊委领导o ．

1955年1月，市人民政府改称人民委员会，郊区办事处属市人民

委员会的派出机关。同年3月，’白云、黄埔、新涪3个区人民政府分

别改称区人民委员会o

1956年6月25日，为实行农业合作化，撤销白云、。黄埔、新沼3

个区和郊区办事处，成立郊区人民委员会。同年10月召开郊区二届人

大一次会议。原3个区的57个乡、10个镇合并调整为16个乡、2个

镇、3个街道办事处。管辖面积314．91平方公里o

1957年12月28日，?为把广州建成工业生产城市和华南工业基地，

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番禺县禺北、禺东的南岗、萝岗、黄陂、石井、

江村、神山、嘉禾、龙归、太和、岗楼、蚌湖、鸦湖、同文、良田、

竹料、钟落潭、九佛17个乡和江高镇等23个墟镇，474个自然村，

344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总人口319966人，面积817．61平方公里)，

以及增城县的兴丰、穗丰、四维、登洪4个农业社28个自然村(人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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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23人，面积31平方公里)划入广州市郊区管辖o

1958年5月，召开郊区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同年8月，郊区决定

将全区250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萝岗、东圃、沙河、新浯、鹤洞、三

元里、石井、江村、太和、。人和、竹料、钟落潭(含九佛乡)共12个’

人民公社o

1958年11月，省委决定成立广州地委，市委决定原郊区人和、太

和、竹料、钟落潭4个人民公社与花县合并建广北县。；将郊区其余8

个人民公社划为近郊。成立近郊党委和近郊人民委员会，为县级机构o

1959年3月，省委决定撤销广州地委，同时撤销广北县建制，原

郊区划出的4个人民公社划回郊区管辖；恢复郊区建制o

1959年4月，省委决定将南海县的海北、海中、海南、横沙、沙

凤、龙溪、秀水、沼口等12个自然村划入广州市郊管辖o ‘，

1960年5月23日，市委决定撤销郊区建制，调整为黄埔、芳村、

江村3个人民公社(相当于区)和竹料人民公社(含竹料、钟落潭、

太和)，郊区管辖的沙河、三元里、石井、．新沼、龙归等地区的部分村

分别划归广州市4个市区(成立城市人民公社)。同年8月5日，市．

委、市人委决定，将芳村、江村、黄埔3个人民公社改为区级机构，

设3个郊区。原竹料人民公社的竹料、钟落潭、太和划入江村区；太

和的一部分和龙归划入芳村区。各区成立区人民委员会。同年11月，

分别召开区四届人大一次会议o

1961年9月10日，市委、市人委决定将市区管辖的农村人民公社

分别划归市郊3个区管辖o‘

1962年5月11日，市委、市人委决定将芳村、江村、黄埔3个区

合并广州市郊区，成立郊区人民委员会。同年12月，召开郊区五届人

大一次会议o
‘

，，

1965年1月，召开郊区六届人大一次会议o

1965年3月8日，市委决定将郊区所属人和、江村、’石龙3个人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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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公社，江高镇和雅瑶农场划归花县管辖；1967年1月11

3个公社、1镇、1场划回广州市郊区管辖。郊区管辖有萝

沙河、新浯、芳村、三元里、石井、江村、人和、石龙、太和、竹料、

钟落潭、九佛共14个人民公社o

1967年3月24日，广州市郊区实行军事管制o 1968年3月13日，

成立广州市郊区革命委员会(行使区委和区人委的职权)o

1973年2月28日，，市委决定将原郊区黄埔人民公社的长洲等7个

大队和萝岗人民公社南岗等7个大队划给新成立的黄埔区<原黄埔人

民公社划出7个大队后改为东圃人民公社，仍由郊区管辖o

1980年6月，召开郊区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会议依照修改后的宪

法，撤销区革命委员会；选举产生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立

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恢复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法院、区人

民检察院建制o

1984年，郊区管辖的人民公社改为区公所设置，属区政府派出机

构，设区长、副区长；’原人民公社管辖的生产大队改为乡政府建制。

同年7月召开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

这个时期，郊区管辖有14个区公所，1个镇、9个街道办事处、1

个渔业联社，243个乡政府(连同区辖内市属农场的乡)，面积1254．3

平方公里，总人口1103590人，其中农业人口660135人，耕地48万
—三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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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广州市新设天河区和芳村区。郊区

管辖的沙河、东圃2个区公所和五山、员村、沙河、车陂4个行政街

划归天河区；鹤洞区公所和芳村、鹤洞2个行政街划归芳村区o 1986

年5月，新沼区公所和赤岗行政街划归海珠区管辖。

1985年5月，郊区江村区公所与江高镇合并，定名江高镇o

1986年12月12日，省政府批准广州市郊区撤销区公所改为镇建

制。计有新市(原三元里区)、石井、人和、神山(原石龙区)、太和、
f；



竹料、九佛、萝岗、钟落潭、江高lO个镇。新建蚌湖、龙归2个镇。

1988年11月9日成立雅瑶镇。各镇设镇政府，撤销乡建制，建立村民

委员会。
．

j 1987年1月23日。经国务院批准，广州市郊区更名为白云区，列

入城区建制。同年4月召开白云区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同年，省政府

批准设同和镇(原属白云山农场的农业大队及天河区管辖的部分地

域)。新建三元里街，与原有槎头街、矿泉街共3个行政街，实行“切

} 。 块管理”，即行政街带村。槎头街改名为松洲街。1988年市政府批准设

置景泰街o !

．

} 至此，白云区管辖14个镇、4个街道办事处、1个渔业联社。辖

} 区总面积1005．56平方公里，总人口687664人，耕地316394亩。

1990年4月召开白云区十届人大一次会议。

： 1993年4月召开白云区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o

(三)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7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加强人民政权建设，．组织支前、剿匪、清

匪反霸、镇反、土改“八字运动”和经济恢复的需要，依据中央人民

政府若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行使民主建政的职权o

现白云区的萝岗、石井、江高、神山、龙归、太和、竹料、钟落

潭、九佛、蚌湖、人和等镇以及嘉禾，1957年前属番禺县管辖。‘<番禺

县志>记载，1950年5月至1952年11月，番禺县共举行了三届县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o

第一届番禺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0年5月29日至31日举行，

．出席代表326人。主要议题是：防洪救灾，夏征，认购公债，继续剿

匪肃特，巩固基层政权二会议通过施政报告、组织生产救灾防洪委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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