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解放前夕的护城护厂斗争 

 

1948年 9月，“广州工人协会”（简称“地下工协”）成立。这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民主运动的秘密外围组织，由中共广州市委余美

庆和陈翔南分管。地下工协成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渠道，顺利打进

电厂、水厂、纺织厂、士敏土厂、造纸厂、饮料厂和造币厂等单位。

他们以夜校、读书会等形式，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宣传教育，广交朋

友，审慎吸收进步分子，地下工协的队伍得到稳步壮大。  

1949 年夏，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在广州的国民政

府见败局已定，制定了对广州进行大破坏的计划，提出“总撤退、总

罢工、总破坏”的行动口号，密谋在逃离前将广州的粮食和重要设备、

资金、原材料运走，来不及运走或运不走的全部炸毁。海珠桥、电力

厂、自来水厂等市内的重要市政设施被列入重点破坏清单，妄图置解

放大军于困境。 

面对国民党破坏广州的阴谋，工人群众义愤填膺，团结应变。工

人群众清楚地认识到保护工厂事关国家利益，也与自身的利益密切相

关。工厂得到妥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能马上复工。工人

有工做，生活就能得到改善。工人们态度坚定，“谁搞破坏我们就跟

他拼命”。他们不惧艰险，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护城护厂斗争。 

9 月间，西村发电厂的工人响应地下工协的号召，组织了 35 人

的自卫队。住在市区的工人也主动搬到发电厂里住宿，参加护厂工作。

他们在厂房架设了一条长达 1000 米的铁丝网，如遇敌人来犯，便接



上高压电流抵御。自卫队员夜以继日，加强防卫巡逻。由于组织严密，

措施得当，西村发电厂没有受到丝毫损坏，广州解放后完好地移交给

人民政府。五仙门发电厂工人组织了警卫、消防、救护 3个班，日夜

巡逻守卫，设立“临时紧急修理组”以便抢修机器。10月 14日下午，

海珠桥被炸，该厂也受波及，损失不小。工人们坚守岗位，组织救护，

抢修机器，很快恢复了送电。市自来水管理处的工人们在地下工协成

员赵式健的动员下，组织“广州市自来水管理处抢修队”。他们佩戴

袖章，以西村水塔为值班地点，重点保护市区内的自来水干管。海珠

桥被炸毁后，抢修队不畏艰险，立即前往修复断裂的水管。由于电厂

和水厂的工人群众英勇保护，广州解放前后市内灯火明亮，民众用水

便利。 

 

五仙门电厂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州市的工人群众继承和发扬了大革命时期

的光荣革命传统，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团结勇敢，无畏

战斗，在广州解放前夕的护城护厂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