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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港大罢工的总指挥部——东园 

 

广州越秀南路的东园藏着许许多多的历史故事。清代后期，广东

水师提督李准圈占此地，辟建为私家园林，占地面积达 2.5 万平方米。

因为地处东濠涌口，城东近郊，故名“东园”。当年的东园亭台楼阁

古色古香，极具岭南特色。 

斗转星移，弹指瞬间。古老的东园，发生着沧桑巨变。20 世纪

20 年代，这里又称为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见证了轰轰烈烈的工人

运动。 

1925 年 5 月，上海五卅惨案震惊全国！反帝浪潮瞬间席卷南粤！

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和中共广东区委派遣邓中夏、苏兆征、杨殷、

杨匏安、黄平 5 人组成“党团”到香港组织罢工，派遣李森、刘尔崧、

冯菊坡、施卜、林伟民、陈延年 6 人组成“党团”到广州沙面发动洋

务工人罢工。省港两地工人同仇敌忾，声息相通。6 月 19 日，波澜

壮阔的省港大罢工爆发了！当天，香港海员、电车工人、印刷工人首

先宣布罢工，其他行业的工人纷纷响应。香港的罢工工人不顾港英政

府的百般阻挠和威胁，在苏兆征的带领下纷纷回到广州，与广州工人

团结一致，投入到中华民族抗争的潮流中。6 月 23 日，广州各界群

众及香港罢工工人约 10 万人举行反帝示威大游行，周恩来亲率黄埔

军校学生加入游行队伍。当游行队伍行经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西桥口

时，遭到英法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打死 52 人，重伤 170 多人，制造

了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惨案发生后，更加激发了反帝怒潮，省港两



2 
 

地的工人阶级迅速汇聚成反帝爱国的强大洪流！至 6 月底，罢工工人

达 25 万人。 

为了把反帝爱国斗争引向深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东园创设

“省港罢工委员会”这一最高战斗指挥机关，带领全体罢工工人冲锋

陷阵，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省港罢工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成为了工人阶级的坚强堡垒，是省港大罢工运动得以长期坚持的组织

保证。 

东园成为了省港大罢工的总指挥部，在东园大门上挂着两条长匾，

上面写着“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省

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本部”。苏兆征任罢工委员会委员长，何耀全、

曾子严任副委员长。罢工委员会下设干事局、审计局、法制局、会审

处等一系列专职部门，高效运作，并时刻接受工人代表的监督。在这

一严密组织机构的领导下，罢工斗争坚持 16 个月之久，沉重打击了

英帝国主义势力。省港工人在这里淬炼、成长，凝聚成中国大革命的

一支先锋力量！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加入共产党掌握的武装队伍中，

踊跃参加到东征、南讨与北伐战争中，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将革

命推向全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6 年 10 月，省港大罢工宣告结束后，东园被帝国主义者纵火

焚毁，仅存东园门楼、荷花池和一棵大树。1962 年 6 月，广东省人

民政府将旧址公布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 年，广东省人民政

府拨款在原地重建原罢工委员会纠察队使用的红楼。1985 年 6 月，

在此地设立省港大罢工纪念馆，制作省港罢工基本陈列，对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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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已经成为了广州红色文化历史景点，

向世人展示大革命时期省港两地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

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到底的光辉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