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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东山区工会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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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记述东山区工会工作的历史与现状，突出地

方特点、时代特点和专业特点，使之成为朴实、科学的资

料文献，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全志记述时间，上限为1840年，下限为2000

年。

三、全志采用述、记、志、表、录等体裁，以志为

主。采用章节体，另有概述、大事记。

四、全志篇目设置，根据事以类从、横排门类的原

则，做到纵不断主线，横不缺要项。

五、全志的文字、标点、数字、计量单位等均按国家

所定规范书写。

六、全志资料均来自有关档案、书籍、文件及知情者

回忆，经修志人员考证、核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盛世修志，我区第一部《广州市东山区工会志>几经

资料补充，现已正式出版。

该书以其翔实的资料，记载了东山地区工人运动的发

展轨迹，客观地反映了东山地区工会组织在不同历史时期

的重要职能。它必将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有力地促进东山地区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

波澜壮阔，风雷激荡；百年峥嵘，百年辉煌。东山地

区工人运动，在广州近代、现代史上占有光辉灿烂的一

页。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

社会，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在中国兴办，工人阶级的队伍逐

渐发展壮大o 20世纪20年代起，东山地区的工人阶级在

中共广州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为追求真理，为民族解放

事业，奋起斗争。无数革命先辈前仆后继，血沃东山；许

多工运领袖如刘少奇、刘尔崧等在这里留下了光辉足迹。

新中国成立后，全区广大职工当家做主，热情高涨，投身

东山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各条战线上再建奇功，并涌现

出一批英模和先进人物。新世纪，又以新的姿态，新的创

造，奉献东山。

《广州市东山区工会志>在资料收集和编审过程中，
得到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囿于水平，加之部分资料散失，错漏之处敬请指正。

东山区总工会主席许志华

2001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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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东山区是广州市的老城区，自秦汉以来人口众多，商

业、手工业发达。在11世纪初，工商业者为了联络感情，

互助互济，对付竞争，维护本阶层利益，开始组成封建行

会。到了17世纪、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

旧式行会逐渐解体，出现了工人的西家行会和商人的东家

行会等社会团体，分别代表着不同利益的群体。鸦片战争

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外资企业在东山

兴办，现代产业工人产生，工人团体出现。

东山工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19年5月，

即在东园举行声讨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卖国行径的集会，

会后示威游行，是为广州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大游行o
1920年5月，广州工人和香港工人在东园举行“五一”国

际劳动节纪念大会o 1922年4月，广州工人互助社等各界

群众5万余人在东园集会，要求修改省会选举法o 1924年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后，广州成为民主革命的大本营，东

山地区的工人运动趋于高潮o 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

大会在广州召开，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址设于越

秀南路93号o 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后，省港罢

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协会在东山成立，开展了一系列

革命活动，东山一带到处洋溢着革命气息。工人们在反帝

反封、巩固革命政权和支援北伐中作出了卓越贡献。许多

工运领袖和骨干分子如刘尔崧、沈青、游曦等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o 1927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在广州发动

“四一五一大屠杀，残酷镇压工人团体，工人运动陷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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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

急关头，东山工人积极参加救亡工会，投入宣传、募捐、

献金、劳军等抗日活动。抗战胜利后，东山工人冲破国民

党的严酷限制，参加新民主主义工人协会，积极配合人民

解放军解放广州o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工人成为国家的主人，

工人团体日趋活跃。在广州市委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建立

起统一的组织广州市总工会，1951年4月，广州市总工会

大东区办事处成立，几经演变，1984年9月成立了东山区

工会。

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

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

社会支柱。是会员、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的代表和维护者。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东山区工会自觉地在政治上、行动上

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贯彻国家各个时期的路线、方

针、政策，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依照工会章程，独立自

主地开展工作。建国初，东山地区百废待兴，工会率领工

人努力奋战，开展增产节约竞赛，迅速恢复生产；组织工

赈队，以工代赈，解决部分失业工人的生活问题；协助政

府肃清残余匪特，安定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政权；积极投

身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及民主改革运动；随后又满腔热

情地投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为完成对手工业、资本主

义工商业改造，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任务贡献力

量o 1958年以后的经济困难时期，工会又带领工人阶级

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重重困难o“文化大

革命”期间，工会组织受到严重冲击，基本处于瘫痪状

态，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才恢复正常活动。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东山区工会适应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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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顺应改革大潮，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发

挥自身优势，不断开拓进取。重视自身的组织建设，各级

工会全面开展建设“职工之家一、“争当职工之友”活动；

不断健全工会组织，加大新经济企业工会的组建力度，至

2000年底，全区共有基层工会委员会257个，工会小组

920个，职工12121人，工会会员11296人。一批年轻有

为、乐于为职工服务的干部充实到各级工会领导班子，为

工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努力培养“四有”(有理想、有

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职工队伍，发挥工人阶级在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

动竞赛，学先进，赶先进；根据行业特点进行职业道德教

育，加强对职工的文化知识和业务技术培训，鼓励读书自

学成才，不断提高职工的整体水平；改进教育形式，寓教

于乐，开展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工会还注意培养职工的

积极性，发扬主人翁精神，献计献策，参政议政，代表和

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自1979年开始，各基层单位不断建立、健全职工代

表大会制度；区工会与有关部门共同制定了职代会制度实

施细则，在全区范围内实行。至2000年，全区建立党政

工组织的企事业单位基本上均成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初步

理顺了党政工三者关系；企业领导也通过民主选举产生。

在东山区两个文明建设中，涌现了一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据统计，从建国初至2000年的50年中，获全国、

省部级和市级劳动模范称号者分别有3人、24人次和18

人次(含其中1人分别获全国省、市、劳动模范称号，其

中5人分别获省、市劳动模范称号)；荣获全国“五一升

劳动奖章者2人；荣获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者1人

(并分别获得全国、省、市劳动模范称号)；荣获全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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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奖章单位1个；荣获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单

位1个；荣获广东省先进模范单位1个；荣获广东省先进

集体8个；荣获广州市先进集体41个；被评为市和区先

进工作者的更是数不胜数。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发展，使工会面临着

新的机遇和挑战，为工会提出了更高要求。东山区各级工

会将在现有成绩基础上，加强自身建设，增强组织活力，

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以开拓进取，求实奋斗的精神，支

持、参与各项改革建设事业，全面履行维护、建设、参

与、教育的社会职能，进一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创造

性，深入贯彻全国总工会提出新时期工会工作实现“五突

破一加强”的总体工作思路，努力开创工会工作的新局

面，为促进东山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肩负起光荣

的历史使命，以开拓创新的精神，以坚定的步伐迈向光辉

灿烂的二十一世纪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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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道光二十年【1840)
3月，为抗议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广州英商粤籍职工

罢工回家o。

道光二十一年(1841)

3月2日，广州猎德炮台被英军攻陷，广州商店闭门，

居民迁徙o

5月22日，英军大举进逼广州。／lljt总兵张青云守西

炮台，得义勇与丝织工人助战，攻西炮台英军受创。

道光二+五年(1845)

＼7月8日，广州人民抗议英人无理殴打中国商人，包
围英国商馆。

咸丰八年(1858)
6月，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内有规定赔

款英军费四百万两、法军费二百万两，由粤省筹措，款项

付清后，英法军方退出广州。广州人民四出标贴公檄、公

启，号召同仇敌忾，保卫家乡，断绝敌人给养。受雇于洋

商的工人举行罢工。

同治十二年I 1873)

是年，两广总督瑞麟委派温瓞园在聚贤坊设广东机器

局，制造枪械，造有“猪仔脚”手枪及七响后膛抬枪等，

是为广州最早的机器局o ’，

光绪八年(1882)

是年，清政府筹备架设贯穿苏、浙、闽、粤四省的电

报线。此线后于1884年春夏之交完成，是为中国架设的

第二条干线(第一条为天津至上海)，至1892年，电报线

一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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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遍布二十二个行省。此举促进了广州电报业的发展。

光绪十三年(1887)

2月，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向外国购办铸钱机器，设

厂铸钱，铸钱所需铜、铅，亦向外国采购。至同年4月，

张之洞电请驻英国公使刘瑞芬，向英国喜敦厂定购机器，

同时择地在广州大东门外黄华乡兴建厂址，雇佣英国工

匠，仿英国制造。

是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文明门外南园旁设广雅书

局，刊行各书院所需要的经籍和广东地方性图书。

光绪十五年(1889)

5月25日，广东钱局开始铸造制钱，每枚重量一钱，

一面镌“光绪通宝”千字，另一面镌“库平一钱”千字，

成分铜六铅四。是为中国用机器大量铸钱之始。

光绪二十年【1894)

是年，据统计，全国近代工业工人为70060人，广州

占10300人，东山地区的产业工人也具有一定规模。

光绪二十七年(1901)

是年，据海关报告，广东顺德县有蒸汽缫丝厂200家

以上用广州制造的洋式机器缫丝，广州成为当时民族资本

机器缫丝业中心。东山的机器缫丝、棉纺织、造纸、印刷

和船舶修理业均明显发展。

光绪三十年(1904)

2月25日，东山商人因拟行统捐，罢市抗议。

光绪三十一年(1905)

8月21日，自5月反美虐待华工苛约兴起之抵制美货

运动进入高潮。东山地区各界参加集会。议拒美货，成立

拒约团体。

光绪三十三年【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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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广九铁路动工兴建。华段于1911年3月竣工，
英段于是年8月竣工。广九铁路站即设在今白云路。

宣统元年(1910)

是年，广东农林试验场创立。地址在今农林上、下路
一带，为培养高级农林人材专业场所。

宣统三年(1911) ．

4月8日，同盟会员、华侨工人温生才在广州东门城

外刺死广州将军孚琦，温生才被捕牺牲o

10月4日，广九铁路通车o

1912年

11月18日，同盟会员温雄飞、程天斗等联合全省各
政党、总商会、善堂、军政、学、商各界，在东堤广舞台

开会，筹集保蒙军饷o
1917年

3月22日，广州总商会致电北京政府，反对参加世界

大战，以免贻害商业。

民国8年【1919)

5月11日，广州10万群众齐集东园举行声讨帝国主
义和北京卖国政府的大会，会后示威游行。这是广州市各
界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第一次大游行。

民国9年(1920)

5月1日，广州、香港工人1000余人在广州东园举行
“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o

5月11日，数千名广州工人和学生在东园举行“国耻

纪念大会”o会后游行示威。

民国11年(1922)

4月15日，广州工人互助总社各工团、总工会、各工

团、妇女界联合会所属各团体等共5万多人在东园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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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修改省会选举法，要求女子及劳工均有选举与被选举

权。

5月1日，广州工人在市第一公园和东园两处召开庆

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后举行大游行。

民国13年(1924)

7月，广州数千工人罢工，反对英帝国主义限制中国

人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并建立工团军。工团
军团部设在东皋大道陈恭受大屋。

民国14年(1925)

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成立。会址设在越秀南

路93号o

7月，省港大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在东园成立，共有纠

察队员2000余人o

12月，广州工农群众及其他爱国人士15万人在东较

场举行反段祺瑞政府示威大游行。

民国15年(1926)

5月12日，中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和广东第二次农民大

会联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址内树立“工农运动死难烈士

纪念碑”o

6月1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教育宣传会议，正式

决定成立劳动学院，由邓中夏任院长，院址设于东园o

6月23日，为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刘少奇、邓中夏

等发动广州工人、省港罢工工人等各界群众30万人，在

东较场召开反帝大会。

6月，广州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大东门国民党中央

党部大礼堂召开，有160个工会组织派代表参加。

民国16年(1927)

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等率领国民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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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起义，建立广州苏维
埃政府o 13日，广州工人赤卫队200余名队员在圣三一学

校(现先烈南路传染病医院)、红花岗、东皋大道一带与

国民党军队展开战斗。

民国21年I 1932)

12月4日，广州市东山南栈火柴枝厂工人罢工，反对

厂方开除工人。

民国25年(1936)

6月13日，广州各工厂、学校及民众5万余人在东较
场集会，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

民国38年(1949)

1月5日，广三铁路、粤汉铁路南站1000多名工人罢
工。在大沙头火车站横卧铁路路轨，以阻止广九和广武线

的行车，要求广东省铁路当局清发欠薪，提高铁路工人待
遇o

7月26日，大沙头火车站员工停工，抗议交通警指导

员殴辱工人。广衡、广九各次列车停开，铁路交通中断o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广州市区o 15日拂

晓，长堤东亚大酒店的职工在楼顶升起了广州解放的第一

面五星红旗o ：

1950年 ，’

是年，根据广州市总工会筹备处指示，成立大东区工

会职工业余教育小组o

1951年

2月，广州市总工会筹备处大东区办事处成立。区委

书记刘伯炎兼任主任o

1952_．年

10月，大东区改称东区。广州市总工会撤销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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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办事处，设立区工会。东区召开了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
大会。吕光宪任副主任o

1954年

2月11日，根据市工会联合会常委会决定，东区工会
改为广州市工会联合会东区办事处o

1955年

是年，东区职工学校成立。

1956年

是年，东区建筑工人利用节假日义务劳动，在东川路
兴建了一问建筑工人俱乐部，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

是年，东区工人诊疗所成立o

1957年

是年，广州市工会联合会东区办事处协助中共东区区
委对工商业者进行改造，组织分散的工商业户和小业户成
立1间羽毛加工厂o

1958年

10月，撤销广州市工会联合会东区办事处，成立东

区工会，主席张润o

1959年

是年，东区工会经多方交涉，收回了被大同机械厂占

用1年的东区职工学校旧址，并开始筹建东区职工业余学

校o

1960年

是年，东区工会在原东区职工学校旧址建成东区职工

业余学校o

1961年

是年，东区工会经多方交涉，收回了被市建筑工会占

用的东区建筑工人俱乐部1日址，成立东区工人俱乐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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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用附近土地，扩大了娱乐部面积o

1962年

是年，东山区工会在二沙岛农民新村建东山区工人疗
养院，共有床位40张o

1964年

5月，根据广州市总工会的决定，东山区工会改为广

州市总工会东山区办事处。是年，东山区工会接受市总工
会的委托筹建员村工人俱乐部o 1965年7月1日俱乐部建

成开放，有电影院、棋艺场、篮球场、阅览室o

1975年

是年，东山区工会工作委员会成立o

1976年

是年，根据中共东山区委的指示，成立东山区工会筹

备小组，负责筹备恢复区工会，各街、局、处均有干部专

(兼)管工会筹备工作o

1977年

6月，全区12条行政街全部成立工会组织，并恢复征
收工会会费o

1978年

是年，东山区工会举办职工学习文化补习班，为青年
职工补课，共办班11个，培训学员400余人o

1979年

是年，成立东山区职工业余中等文化技术学校，校址
在中山二路广州市第16中学内，后迁至东川路第-．-d,学。
丁立容兼任校长。

是年底，东山区工会筹备小组改称为广州市总工会东

山区办事处，主任梁权泰o

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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