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号“管东渠”——中共广东区委旧址 

 

在广州市越秀区文明路 194-200号，有一座四幢相连的三层骑楼

建筑，它隐身于繁华闹市中的老宅子，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所

在地。 

1922 年，中共中央决定,广东支部扩大为广东区执行委员会。随

着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相继在广州召开，广州成为大革命的策源地

和中心地，大批共产党员南下到广东，广东区委也从越华路杨家祠迁

至文明路。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但中共党团组织机关仍不便正式

公开，中共党组织委派早期共产党人黄居仁租赁 194-200 号骑楼的二

三层作为办公地点时，便用化名“管东渠”（“广东区”的粤语谐音）

向广州警察局备案。后来，“管东渠”就成为广东区委的代号。楼下

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和生意兴隆的杂货铺，居于此间的广东区委，身处

闹市反而更为隐蔽，非常有利于开展党的各项活动与工作。 



 

中共广东（两广）区委旧址（今广州市文明路 194-200 号） 

1924 年 10 月，中共中央任命周恩来为广东区委委员长，后改由

陈延年担任书记，陈延年工作出色，被誉为广东党组织“开疆辟土的

拖拉机”。中共许多著名的领导人，如周恩来、陈延年、张太雷、阮

啸仙、彭湃、邓颖超等都曾在这里工作，可谓人才济济、英雄辈出。

在他们的领导下，广东区委积极发动团结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妇

女群众，为大革命的开展提供了牢固的群众基础，领导了震惊中外的

省港大罢工，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班。  

作为中共最早建立的地区区委之一，广东区委创造了中共党史上

的多个“最早”，对党的早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里是中共最早



建立的地区区委之一，也是大革命时期辖区最广、党员人数最多的地

方党组织，其管辖区域包括广东、广西两省，以及福建南部、云南等

地区,甚至深入到南洋一带。这里设立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地方军事

机构——军事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地方纪律检查机构

——监察委员会，开辟了中共纪检工作的先河。 

1925 年春，广东区委设立监察委员会。随后，震惊中外的省港

大罢工爆发，由于罢工规模浩大，募集到的党内经费高达 490 万元，

为管好工人的“养命钱”，区委监委会建立多重监督机制，有力保障

了罢工的顺利进行。当时，区委组织部的一名干事秘密携带党费 3000

元潜逃，广东区委立即组织严密追查，还对时任区委组织部部长穆青

进行了严肃批评，维护了党组织的清正廉洁。 

1927 年四一二政变后，中共广东区委机关迁往香港,并改组为广

东省委。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霜洗礼，如今这座骑楼老宅仍静静矗

立于繁华闹市之中，它见证了大革命的峥嵘岁月，也彰显了广州这座

城市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