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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广州是有着 2200 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古

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中国改革

开放的先行地和试验田，在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中沉淀和孕育了

许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地名，这些地名见证和记录

了广州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演变和当地群众的生产

生活、风俗民情，成为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之根。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广州文脉，广州市民政局根据《地名

管理条例》《广东省地名管理条例》《广州市地名管理规定》有

关规定和广州市第二次地名普查成果等资料，组织编制了《广州

市地名保护名录（第二批）》，旨在通过对这些老地名、历史地

名的挖掘和研究，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依法编制本名录。《地名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具有

重要历史文化价值、体现中华历史文脉的地名进行普查，做好收

集、统计等工作，制定保护名录。”《广州市地名管理规定》第

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市、区民政部门应当分级分类编制同级行

政区域内的地名保护名录并向社会公布，结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的其他相关工作，对地名依法实施保护利用。”

本名录以广州市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资料为基础，辅以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正德琼台志（广东省）》《广东省志•

地名志》《广东省行政区划图志》《广东省古今地名词典》《广

州百科全书》《广州城坊志》《广州市地名志》等资料，经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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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统计等环节编制而成。

列入本名录的地名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广州市地名管理

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地名可以列

入地名保护名录：（一）反映广州历史文化和民俗传统，具有特

定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二）与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军

事等历史事件或者著名历史人物、民间传说等相关，具有纪念意

义；（三）其他具有历史文化价值或者纪念意义的地名。”

列入本名录（第二批）的词条共 441 个，根据其主要功能和

历史特点分为政区区片、云山珠水、名胜古迹、千年商埠、红色

印记、近代史迹、古村古庄、老街老巷、交通设施、科教文卫 10

类。每个词条的释文内容主要包括标准名称、汉语拼音及其来历、

含义、历史沿革等，重在反映其文化属性、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

列入本名录中的地名应依法予以保护。《广州市地名管理规

定》第二十条规定：“对列入地名保护名录的地名，应当采取下

列措施加以保护利用：（一）严格限制更名；（二）运用挂牌、

立碑等形式宣传相关历史文化；（三）周边地理实体命名、更名

时，合理派生使用；（四）已经销名或者消失不用的，在地理实

体原址重建或者迁移时视情恢复使用；（五）其他保护利用措施。”

作为加强我市地名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一项基础工程，本名

录的编制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贴近实际、稳步推进”的

工作思路，注意借鉴其他省、市编制地名图、录、典、志的做法，

坚持“成熟一个、列入一个”的采词原则，对列入本名录的每个

地名认真把关，注重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和纪念意义，以体现其

保护传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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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录中涉及数据，主要参照国家地名信息库的做法进行表

述：历代纪年均换算成公元纪年（在括号中表示），不加“公元”、

“年”字样，如“唐武德元年（618）”；占地面积、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取整数，公顷和平方千米取小数点后两位，占地面积不足

1 平方千米的以公顷表示（自然地理实体除外）；除国家规定必

须用汉字书写的数字（如清光绪三十二年）外，其他均以阿拉伯

数字表示。地名用字原则上以《通用规范汉字表》（2013 年发布）

规定使用的规范字为准，个别地名仍沿用地方方言或者习惯用字。

地名拼写执行中国地名委员会等3部门 1984年 12月 25日公布的

《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

因本名录的编制尚无具体规则可供遵循，亦缺乏编制工作的

经验，故在体例框架、采词范围、词条分类等方面还难以做到穷

尽合理，在词条释义、地理实体概况等方面也还难以做到全面准

确，诚望包涵并予以指正，以便在后续编制工作中进一步改进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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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跃⻰大街............................................................................................................................................655

37.布街....................................................................................................................................................655

38.豆腐前街............................................................................................................................................666

39.面房街..................................................................................................................................................66

40.宁隐街..................................................................................................................................................66

41.乐善大街..............................................................................................................................................66

42.兴隆大街..............................................................................................................................................66

43.仲恺路..................................................................................................................................................66

44.武功巷................................................................................................................................................666

45.泰来里大街........................................................................................................................................666

46.⻰武里................................................................................................................................................666

47.沥滘路..................................................................................................................................................66

48.凤源里................................................................................................................................................677

49.颖川巷................................................................................................................................................677

50.⻰船岗..................................................................................................................错误！未定义书签。

51.安⻰横..................................................................................................................错误！未定义书签。

52.郊坛顶................................................................................................................................................677

53.居士地..................................................................................................................................................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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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水松基................................................................................................................................................667

55.永安居..................................................................................................................................................67

56.大山园..............................................................................................................................................6767

57.海天四望..........................................................................................................................................6767

58.聚⻰通津..........................................................................................................................................6767

59.兆⻰里..............................................................................................................................................6868

60.鳌洲大街..........................................................................................................................................6868

61.鳌洲内街..........................................................................................................................................6868

62.鳌洲正街..........................................................................................................................................6868

63.洲咀大街..........................................................................................................................................6868

64.得时里..............................................................................................................................................6868

65.当铺巷..............................................................................................................................................6868

66.滨江路..............................................................................................................................................6868

67.洲咀路..............................................................................................................................................6868

68.下渡大街..........................................................................................................................................6868

69.艺苑路..............................................................................................................................................6969

70.鹤洞大街..........................................................................................................................................6969

71.敬善里..............................................................................................................................................6969

72.紫兰大街..........................................................................................................................................6969

73.镇东大街..........................................................................................................................................6969

74.南安大街..........................................................................................................................................6969

75.沙面大街..........................................................................................................................................6969

76.祥兴街..............................................................................................................................................6969

77.新兴大街..........................................................................................................................................6969

78.塘⻥栏大街..........................................................................................................................................70

79.宝华大街............................................................................................................................................700

80.逢庆大街............................................................................................................................................700

81.源胜大街............................................................................................................................................700

82.增埗大街............................................................................................................................................700

83.兴宁大街............................................................................................................................................700

84.桂花巷..................................................................................................................................................70

85.多禄巷................................................................................................................................................700

86.和平里一巷........................................................................................................................................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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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松庆上巷..............................................................................................................................................70

88.土芳巷..................................................................................................................................................70

89.将军巷................................................................................................................................................711

90.迦南巷................................................................................................................................................711

91.坦尾东一巷........................................................................................................................................711

92.应元坊................................................................................................................................................711

93.文华里................................................................................................................................................711

94.永隆里................................................................................................................................................711

95.丹阳里................................................................................................................................................711

96.兰轩里................................................................................................................................................711

97.义气里................................................................................................................................................711

98.⻓恩里..................................................................................................................................................71

99.中狮里................................................................................................................................................711

100.拱北里..............................................................................................................................................722

101.上贤里..............................................................................................................................................722

102.锦华东..............................................................................................................................................722

103.永益围..............................................................................................................................................722

104.宝源路..............................................................................................................................................722

105.⻓寿路..............................................................................................................................................722

106.镇安路..............................................................................................................................................722

107.宦溪北路..........................................................................................................................................722

108.宦溪南边街........................................................................................................................................72

109.沙河大街............................................................................................................................................73

110.江屋村大街......................................................................................................................................733

111.东圃禄东街......................................................................................................................................733

112.东圃大⻢路......................................................................................................................................733

113.粤垦路..............................................................................................................................................733

114.⻋陂南路............................................................................................................................................73

115.广汕二路..........................................................................................................................................733

116.凤阳路..............................................................................................................................................733

117.水荫路................................................................................................................................................73

118.白沙水路..........................................................................................................................................733

119.东圃一横路......................................................................................................................................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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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先烈东路..........................................................................................................................................744

121.禺东⻄路..........................................................................................................................................744

122.前锋大街..........................................................................................................................................744

123.先锋大街..........................................................................................................................................744

124.⻋陂街..............................................................................................................................................744

125.海傍路..............................................................................................................................................744

126.⻄宁东路..........................................................................................................................................754

127.夏街古驿道......................................................................................................................................755

128.联益东街路......................................................................................................................................755

129.横街口..............................................................................................................................................755

130.⻄⻆里..............................................................................................................................................755

九、交通设施（25个）............................................................................................................................766

1.广州火⻋站..........................................................................................................................................766

2.江湾大桥..............................................................................................................................................766

3.解放大桥..............................................................................................................................................766

4.海印大桥..............................................................................................................................................766

5.广州大桥..............................................................................................................................................766

6.大东⻔桥................................................................................................................................................77

7.小东⻔桥................................................................................................................................................77

8.洪恩桥....................................................................................................................................................77

9.汇津桥....................................................................................................................................................77

10.汇源桥..................................................................................................................................................77

11.康济桥..................................................................................................................................................77

12.利溥桥..............................................................................................................................................7878

13.迎⻰桥..............................................................................................................................................7878

14.云桂桥..................................................................................................................................................78

15.利济桥..................................................................................................................................................78

16.金沙洲码头..........................................................................................................................................78

17.广州北站..........................................................................................................................................7878

18.番禺大桥..............................................................................................................................................79

19.洛溪大桥..........................................................................................................................................7979

20.沙湾大桥..........................................................................................................................................7979

21.⻰津桥..................................................................................................................................................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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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跃⻰桥..................................................................................................................................................79

23.渭水桥..............................................................................................................................................7979

24.跨⻰桥..............................................................................................................................................7979

25.⻁⻔大桥............................................................................................................................................800

十、科教文卫（19个）.............................................................................................................................. 81

1.广东工业大学......................................................................................................................................811

2.庐江书院..............................................................................................................................................811

3.⻅大书院................................................................................................................................................81

4.广州大学附属中学..............................................................................................................................811

5.文德路小学..........................................................................................................................................811

6.东川路小学..........................................................................................................................................822

7.广东省人⺠体育场..............................................................................................................................822

8.广州动物园..........................................................................................................................................822

9.友谊剧院..............................................................................................................................................822

10.珠江电影制片公司............................................................................................................................822

11.广州美术学院....................................................................................................................................822

12.星海音乐学院....................................................................................................................................822

13.⻰洞小学..............................................................................................................................................83

14.三元里小学..........................................................................................................................................83

15.花都区第一中学..................................................................................................................................83

16.花都区秀全中学................................................................................................错误！未定义书签。3

17.象贤中学..............................................................................................................错误！未定义书签。

18.禺山高级中学......................................................................................................错误！未定义书签。

19.石⻔国家森林公园..............................................................................................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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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区区片（50个）

1.越秀区[Yuèxiù Qū] 广州市辖行政区。位于广州市中部，东与天河区接壤，南临珠江、

与海珠区隔江相望，西与荔湾区毗邻，北邻白云区、天河区。是广东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

政协，广州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所在地。行政区域面积 33.8平方千米，下辖 18个

街道，区人民政府驻北京街道越华路 183号。因境内有越秀山而得名。自秦代至元代先后为南海

郡番禺县地，南越国建都之地，南海郡、县治所，汉建安二十二年（217）为交州治所，州、郡、

县同治地，唐代至南汉为岭南道、南海郡、岭南东道、兴王府的治所及番禺县治所。宋开宝四年

（971）为广南东路治所，后东属番禺、西属南海两县。元代属江西行省广东道广州路，为道、

路治所。明代为广东布政使司、广州府治所，清代为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及广州府治所。1912

年归属广州市。1949年，越秀区域内有 11个区。1949年 12月，广州分为 28个区，后合并为越

秀区等 16个区。1952年 9月，广州市重新调整城、郊各区，其中市区划分为东、西、北、中、

河南和珠江 6个区。1960年 7月，中区的 8个街道并入北区，北区改称越秀区，东区改称东山

区。2005年 9月，东山区并入越秀区，成立新的越秀区。是广州市最古老的中心城区，历史文

化底蕴深厚，名胜古迹众多。如光孝寺、怀圣寺光塔、圣心大教堂、中山纪念堂、广州公社旧址、

秦代造船工场遗址、镇海楼、五仙观、岭南第一楼、明代古城墙、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黄

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等。是封建社会时期最早最大的外贸港口之一，唐代波斯

人、阿拉伯人来华贸易，居住的今光塔路一带，称为番坊。宋代“双门底”以南（今北京路段）

发展成为商业闹市，城西南的南濠口、西澳（今广东省中医院一带）是当时广州最大的外贸码头、

市舶司驻地，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之称。明、清时期濠畔街一带，秦楼楚馆、商铺林立，

堪似南京的秦淮河。改革开放后，北京路、中山五路一带已成为广州最繁华的商贸中心和古城文

化旅游区之一，环市东路一带写字楼云集，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高度密集，形成具有特

色的“总部经济”，成为华南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2.海珠区[Hǎizhū Qū] 广州市辖行政区。位于广州市中部，珠江南面，北部与越秀、荔湾、

天河区隔江相邻，东部、西部、南部分别与黄埔、荔湾、番禺区相望。区域的主体为海珠岛，还

有官洲岛和丫髻沙岛。行政区域面积 90.4平方千米，下设 18个街道，区人民政府驻江海街道广

州大道南 999号。古称江南洲，历史上属番禺县地。“海珠”得名于古代珠江的海珠石。清乾隆

年间范端昂《粤中见闻》所记：“广城南海中，有片石涌出水面，广袤数十丈。相传有贾胡持摩

尼球至此，珠飞入水，浦曰沉珠，其石曰海珠”。海珠石因长年受泥沙冲积，渐与珠江北岸连成

陆地。海珠区还有“河南”的旧称，一般认为因其在广州珠江南岸而得名。据清屈大均《广东新

语》所记：“河南之得名自孚（杨孚）始”，认为河南之名源于东汉时期杨孚。东汉章帝时期杨

孚在河南洛阳为官，他辞官回居住地时，带回几株河南洛阳的松树，植于宅前，于是人们将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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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地方称为河南。1918年划入广州市。1950年 7月，原广州城南蒙圣、洪德、海幢 3区合并，

设河南区。1960年 8月，河南区改称海珠区，取“海上明珠”之意，沿用至今。区内有海幢寺、

琶洲塔、赤岗塔、黄埔古港、七星岗古海岸遗址、十香园、云桂桥、汇津桥、孙中山大元帅府旧

址、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太古仓等名胜古迹和纪念地。

3.荔湾区[Lìwān Qū] 广州市辖行政区。位于广州市西部，东北部与越秀区相连，东南部与

海珠区和番禺区隔江相望，南部、西部与佛山市南海区接壤，西北部、北部与白云区相邻。行政

区域面积 59.1平方千米，下辖 22个街道，区人民政府驻石围塘街道芳村大道西 2号。历史上地

处广州府城西门外，俗称西关，因“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美景而得名。有北片和南片，北

片位于珠江北岸，原是广州城外的沉积小平原，河涌密布。早在西汉时期就遍植岭南佳果荔枝树，

名人雅士以在一湾绿水中品尝荔枝为乐事，形成“荔枝湾”地名。南片位于珠江西南岸，称为芳

村。荔湾自古风物荟萃、名胜云集，很早就成为对外贸易和中外文化活跃之地，明代是对外通商

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广州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怀远驿”设在今十八甫附近，专供各国使节

来华下榻，成为中外商人从事贸易的馆所。清代十三行是唯一合法对外通商口，长达 85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 6月，逢源区与黄沙区合并称为荔湾区，首次出现荔湾区名。1960

年 8月，北片西区改称荔湾区。2002年 1月，大坦沙岛并入荔湾区。2005年 9月，南片原芳村

区并入荔湾区，成立新的荔湾区。区内旅游和商业资源丰富，有荔枝湾（古代羊城八景之一“荔

湾渔唱”）、陈家祠、沙面风情建筑群、白鹅潭、詹天佑故居纪念馆、上下九步行街、荔湾湖公

园、华林寺、西来初地、仁威祖庙、锦纶会馆、八和会馆、西关永庆坊旅游区等，有泮溪酒家、

陶陶居、莲香楼、广州酒家等中华老字号。骑楼式店铺密集，西关大屋展现了古今中外建筑艺术

与南粤建筑工艺的特色，也反映了荔湾区各个时期的历史和文化。

4.天河区[Tiānhé Qū] 广州市辖行政区。位于广州市东部，东与黄埔区接壤，南与海珠区隔

江相望，西与越秀区、白云区相连，北与白云区毗邻，行政区域面积 96.33 平方千米，下辖 21

个街道，区人民政府驻天园街道天府路 1号。因辖内有原天河机场及天河村、天河体育中心等地

名而得名。1985年 5月，天河区从广州市郊区分出，成为广州市辖行政区。1987年 9月，同和

镇（由同和乡和京溪乡组成）划归白云区管辖。1992年 4月，杨箕村从东山区划归天河区。1994

年 2月，原市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凤凰农工商公司属下的柯木塱、渔沙坦两行政村划归天河区。1994

年 8月，沙东村二队（自然村）从东山区划归天河区。2000年 9月，原属广州市新塘农工商公

司的新塘、沐陂、凌塘、玉树 4个行政村划归给天河区。2005年 6月 7日，登峰街道和杨箕村

划归越秀，新塘街道的玉树村划归萝岗区。天河区是广州市新城市中心区，天河 CBD是全国三

大商务区之一，天河路商业带有广州购书中心、天河城、正佳广场、万菱汇、天环广场、太古汇

等知名购物商场。广州市城市新中轴线及花城广场一带有中信广场、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东塔）、

广州国际金融中心（西塔）、花城广场、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图书馆、广州大剧院、广州市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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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等标志性建筑。石牌、五山一带汇集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等多所高校。有毛主席视察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旧址、十九路军淞沪抗日将士坟园、朱执信墓、

邓世昌衣冠冢、火炉山森林公园、龙眼洞森林公园、天河公园等纪念地及名胜古迹。有珠村乞巧

节、龙舟竞渡、舞狮、粤曲等特色文化。辖内地铁、快速公交系统（BRT）等多层次城市交通体

系完善，有广州火车东站、天河客运站、东圃汽车客运站等铁路公路运输中心。

5.白云区[Báiyún Qū] 广州市辖行政区。位于广州市中北部，东邻增城区，南连荔湾区、越

秀区、天河区、黄埔区等四个区，西接佛山市南海区，北接花都区和从化区。行政区域面积 795.8

平方千米，下辖 20个街道和 4个镇，区人民政府驻景泰街道广园中路 238号。因境内有白云山，

故名。前身为广州市郊区。1949年 11月，广州市政府第一次进行市属区域调整，郊区调整为南

岸、三元里、沙河、石牌、新洲、沥滘、芳村 7个行政区。1950年 7月，成立郊区办事处，统

管城郊 7个区的日常行政事务。1951年 8月，城郊 7个区合并为白云、西村、新滘、芳村 4个

区。1954年 6月，又将 4个郊区合并为新滘、白云、黄埔 3个郊区。1956年 4月，将白云、黄

埔、新滘 3个城郊行政区合并成立广州市郊区。1960年 5月，广州市撤销郊区，原郊区分设为

江村、黄埔、芳村、良田 4个人民公社。7月，4个人民公社调整为江村、黄埔、芳村 3个人民

公社，均为区建制。1962年 5月，将 3个区级人民公社合并，重新成立广州市郊区，并组成郊

区区委、郊区人民委员会。1980年 6月，广州市郊区革命委员会改为广州市郊区人民政府。1981

年 6月，成立矿泉街道，辖三元里公社的居民户。1984 年，公社改为区，大队建乡。1985年 5

月，从广州市郊区划出沙河、东圃 2个区及五山、员村、沙河、车陂 4个街道，建立天河区；划

出鹤洞区和芳村、鹤洞 2个街道，建立芳村区。1986年 5月，将广州市郊区辖下的新滘区和赤

岗街道划归海珠区。1986年 12月，广州市郊区撤销区公所，改建为 12个镇，新设三元里街道，

连同原有的矿泉街道、槎头街道，共 3个街道，另有 1个渔业联社。1987年 1月，广州市郊区

更名为广州市白云区，列入广州市城区建制。区内旅游资源丰富，有新“羊城八景”之一的白云

山风景区、帽峰山森林公园、白云湖公园、云台花园等。“蒲涧濂泉”“白云晚望”“景泰僧归”

等均被列入古代“羊城八景”。三元古庙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近代

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自发斗争的历史见证。石马桃花、江高大田马蹄粉、江村黄鸡、人和

霸王花等众多土特产品闻名遐迩，是广州市重要的农副产品基地和花果之乡。

6.黄埔区[Huángpǔ Qū]广州市辖行政区。位于广州市东部，珠江北岸，东接增城区，西临海

珠区、天河区、白云区，南接番禺区，北至从化区。行政区域面积 484.17平方千米，下辖 16个

街道和 1个镇，区人民政府驻萝岗街道香雪三路 1号。地名来历有两说，一说是环绕南海神庙前

的珠江河段，古称为“黄木之湾”，整个河段称为“黄木河”，而沿河两岸都称为“黄木”，由

于乡音原因，“黄木”遂转变成“黄埔”；另一说出自黄木河南岸的自然村黄埔村（历史上曾属

黄埔区管辖，现为海珠区管辖），传说有一凤凰飞来该村地头沐浴，所以叫“凰浦”；后因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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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姓人较多，且是开村人，故改称为“黄埔”（取“浦”字谐音“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黄埔地区前属番禺县管辖，1951年划入广州市，1953年 1月第一次建立区级建制，1956年

撤销并入广州市郊区，1958年横沙乡和东圃乡合并成立黄埔人民公社，1960年 7月第二次建立

区级建制，1961年改为黄埔公社，1962年撤销并入广州市郊区，1973年 11月第三次建立区级

建制。2002年 8月“撤镇设街”撤销大沙、南岗、长洲镇，设立大沙、文冲、南岗、荔联、穗

东、长洲街道，2014年 1月经国务院批准，原黄埔区、萝岗区合并为新黄埔区，2015年 9月 1

日，新黄埔区成立。黄埔区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南海

神庙，近代中国革命策源地和“将帅摇篮”——黄埔军校，抗战史迹——东江纵队会址旧址，岭

南建筑瑰宝——玉岩书院和横沙书香街等名胜古迹。有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学城、黄埔港、

生物科技园区（官洲岛）等科技与创新发展聚集区，是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

7.花都区[Huādū Qū] 广州市辖行政区。位于广州市西北部，东邻从化区，南至白云区，西

接佛山市三水区和南海区，北靠清远市清城区。行政区域面积 970.04平方千米。下辖 4个街道

和 6个镇，区人民政府驻新华街道迎宾大道 89 号。因地处花山，清代设县时定名“花县”。汉

代属番禺县辖，隋时属南海县辖，宋代以后属番禺、南海分辖。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划出南

海、番禺两县部分区域置花县，隶属广州府。1914年，花县属粤海道。1920年，由广东省直辖。

1936年，归省第一行政督察区。抗战爆发后，隶西江行署。1943年，复归第一行政督察区，次

年改属省政府直属督察区。1949年 10月 13日，花县解放，属北江专区，同年 12月隶属珠江专

区。1952年和 1956年先后改属粤北行政区和佛山专区。1958年 11月花县改名“广北县”，次

年 3月复名花县。1960年 4月 20日划为广州市属县。1993年 6月 18日，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

定名“花都市”（县级)，由广东省直辖，委托广州市代管。2000年 5月，国务院批准花都撤市

设区。花都区历史悠久，有著名历史人物洪秀全、冯云山、骆秉章等。境内有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工业企业较发达，有“中国皮具之都”的美称。

8.番禺区[Pānyú Qū] 广州市辖行政区。位于广州市南部，北临海珠区、黄埔区，东隔珠江

与东莞市相望，西临佛山市南海区、顺德区，南接南沙区。行政区域面积 529.94平方千米。下

辖 11个街道和 5个镇，区人民政府驻市桥街道清河东路 319 号。“番禺”之名，历代省志、府

志、县志，多持“二山”说。《后汉书·地理志》、唐《元和郡县志》及《初学记》等均认为县

治有番山、禺山，因以为名。此外还有“一山”说。根据《水经注》记载，“番”是指辖内的番

山，“禺”即隅，指附近的地方，“番禺”意为番山及其附近地带。番禺始建于秦始皇三十三年

（前 214），为南海郡郡治所在地。汉代至清代，逐步划出今珠江三角洲主要县市和香港、澳门

地区。清代至二十世纪前期，番禺和南海分东西两半管治广州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后，全

县分为鹿步司、茭塘司、沙湾司、慕德里司 4个巡检司和 1个河泊所及捕属。1933年，番禺县

署从广州城内迁至新造，1945年迁至市桥。1949年 10月，番禺全境解放。1958年 9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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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改称“番禺人民公社”。1958年 12月，番禺、顺德合并为番顺县。1959年 6月，番禺、顺

德分别恢复县的建置。1987年 1月 1日，全县设置 22个镇。1992年 5月，番禺县改为番禺市（县

级市，广州市代管）。2000年 5月 21日，撤销番禺市，设立番禺区，原行政区划不变。2005

年 4月 28日，原番禺区南沙街道、万顷沙镇、横沥镇、黄阁镇以及灵山镇的庙南村、七一村和

庙青村部分区域，东涌镇庆盛村、沙公堡村、石排村部分区域以及珠江管理区划出，设立南沙区。

2012年 9月，东涌镇、大岗镇、榄核镇划归南沙区管辖。有华南地区最大的高铁客运枢纽广州

南站。有长隆旅游度假区、莲花山旅游区、广东科学中心、宝墨园、岭南印象园、大夫山森林公

园、沙湾古镇、余荫山房等名胜古迹，以及大岭村等中国传统村落。

9.南沙区[Nánshā Qū] 广州市辖行政区。位于广州市南部，珠江虎门水道西岸，西江、北江、

东江三江在此汇集。东与东莞市隔江相望，西与中山市、佛山市顺德区接壤，北以沙湾水道为界，

与番禺区隔水相连，南濒珠江出海口伶仃洋。行政区域面积 783.86平方千米，下辖 4个街道和 6

个镇。区人民政府驻南沙街道凤凰大道 1号。据《番禺县镇村志》载：“因地处黄山鲁南面沙洲，

清代已习称南沙”。南沙区中部地势高，为山地丘陵，北部为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南部为冲积

平原、滩涂，地势低平。水网密布，河涌交错。属南亚热带季风性海洋气候。1993年 5月 12日，

国务院批准设立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2005年 4月 28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广州市南沙区，

番禺区的万顷沙镇、黄阁镇、横沥镇、南沙街道，灵山镇庙南村、七一村、庙青村的部分区域，

东涌镇庆盛村、沙公堡村、石牌村的部分区域以及珠江管理区划归南沙区管辖。2012年，番禺

区的东涌镇、大岗镇、榄核镇划归南沙区管辖。2012年、2014年，国务院先后批准成立南沙新

区、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沙片区，是建设中的广州城市副中心。2015年 4月 21日，中国（广

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挂牌。自贸区南沙片区是广东自贸试验区面积最大的片区，

面积 60平方千米，由 7个区块组成。2020年 7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广州南沙保税港区整合优化

为广州南沙综合保税区。

10.从化区[Cónghuà Qū] 广州市辖行政区。位于广州市东北部，东与增城区、惠州市龙门县

相接，南接白云区、黄埔区，西与花都区、清远市相邻，北连清远市佛冈县、韶关市新丰县。行

政区域面积 1974.5平方千米。下辖 3个街道和 5个镇，区人民政府驻街口街道新城东路 99号。

明弘治二年(1489)，由番禺划地设置从化县，县城在今花都横潭，后迁街口，“从化”取自清代

《建东山刘公祠碑》文中的“盖取远氓归化之义也”而得名。1949年 5月成立县人民政府，1949

年 10月 13日，全县解放，隶属省北江临时行政委员会。1953年 3月，划归粤北行政区(后称韶

关专员公署)。1958年 10月，从化、佛冈两县合并为从化县，仍属韶关专员公署。1959年 1月，

改属佛山专员公署。1960年 9月，改属广州市。1994年撤县设市，2014年撤市设立广州市从化

区。从化区以温泉闻名，有“中国温泉之都”“北回归线上的明珠”“广州后花园”等美称。境

内有 100多个湖泊水库，森林覆盖率达 67.2%。有旅游景区近 20处，有广裕祠、五岳殿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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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新石器时代的吕田狮象岩人居遗迹及众多古村落等文化景观。

11.增城区[Zēngchéng Qū]广州市辖行政区。位于广州市东部。东邻惠州市博罗县，南临东

江与东莞市隔江相望，西连黄埔区，北与从化区、惠州市龙门县相接。行政区域面积 1616.47平

方千米，下辖 6个街道和 7个镇，区人民政府驻荔城街道惠民路 1号。东汉建安六年设立增城县，

隶属南海郡，据明清两代《增城县志》载：“后汉建安六年（201），析番禺地置增城县”。地

名由来有三说：一说《元和郡县志》载：“昆仑山上有阆风，增城，盖取美名也”。意指此为美

好之地；二为增江说：《太平寰宇记》载：“增城县，因增江为名”；三为加城说，清宣统《增

城县志》载：“永乐志云：南海郡，前统县六，今增为七，故名增城”。南朝宋元嘉年间，分设

东官郡，曾迁郡治于增城。并析增城置绥宁县。隋开皇十年(590年)，撤销东官郡，废绥宁入增

城，归属广州府。明弘治年间，先后析增城部分地域置从化、龙门县，明、清仍属广州府。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隶属东江专区、粤中行政区、惠阳专区、佛山专区、广州市。1975年

划归广州市管辖，1993年撤县设市、由广州市代管，2014年改设增城区至今。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增城榄雕，有广州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畲族村），有何仙姑家庙、增江画廊、白水

寨等名胜古迹。

12.洪桥[Hóngqiáo] 位于越秀区西北部，越秀山麓。东起东濠涌，南至法政路、东风中路，

西至解放北路，北达环市中路、广九铁路。因古时人们称书院为“簧”，前往越秀山麓的书院有

桥名为“簧桥”，后简化为“洪桥”，故名。辖内有镇海楼、五羊石雕、明古城墙、中山纪念碑

等名胜古迹。

13.竹丝岗[Zhúsī Gǎng] 位于越秀区东部，东至新裕大厦，南邻亿达大厦，西为中山大学北

校区，北有执信中学。因原为山岗，且岗上种有粉单竹，故名。

14.瑞宝[Ruìbǎo]位于海珠区西南部。清顺治年间建村，因四面环水及地形似堡垒，取名“水

口堡”；后取谐音和吉祥之意改称“瑞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归新滘区管辖，隶属广

州市郊区。有瑞宝涌、大干涌、石溪涌等河涌。有邓氏宗祠、何善衡故居等古迹。

15.赤沙大围[Chìshā Dàwéi] 位于海珠区北部，官洲街道辖内。东邻朝盛围，南接官洲北约，

西达西约，北接黄埔涌。原是一个大型堤围，宋代建成堤围时命名。

16.沙园[Shāyuán] 位于海珠区西部。因地处古时河南七十二村之一的沙园村，故名。区片

内有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汇津桥，有宝岗大道、昌岗中路、工业大道北等道路。

17.素社[Sùshè] 位于海珠区西北部。清末民初，一些文人迁入此地，形成社会团体，俗称

“社”，因文人聚会吃斋而得名“素社”。区片内有南蟠龙里李氏自然村、基立新村华侨建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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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南石头[Nánshítóu] 位于海珠区西南部。1950 年建南箕乡政府，属新滘区。1952 年属

河南区（今海珠区）管辖。1953 年与沙园乡合并，设立南边街道。1960年 3月，南边街道析出

石溪村，4月成立石溪人民公社。1961 年撤社设南石头街道。1969 年底，南石头街道区域向东

扩至大宋岗和燕子岗。1981年，南石头街道区域向南扩至石溪山顶、沙溪、工业大道南一带。

19.冲口[Chōngkǒu] 位于荔湾区中部。东临珠江白鹅潭至鹤洞大桥段，南达鹤洞路，西与茶

滘、东漖街道相接，北至下市涌出口。因地处两条河涌交汇处而形成的村落，故名。原为沙丘台

地，河涌纵横，有大冲涌和沙涌。

20.东漖[Dōngjiào] 位于荔湾区中南部。东至花地大道中，南连环翠北路，西至花地河，北

至浣花路。因位于花地河东侧（“漖”为水名），故名。以花卉种植和观赏鱼养殖出名。

21.东沙[Dōngshā] 位于荔湾区南部。东、南与海珠区、番禺区隔江相邻，西与东漖街道、

中南街道相邻，北连白鹤洞街道。因位于原东塱村和沙洛村，各取一字，故名。有南漖门楼、武

帝古庙、车歪炮台、广州市界碑、陈永泽堂水埠等文物古迹。

22.多宝[Duōbǎo] 位于荔湾区北部。东起宝华路，南临珠江，西至今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旁荔枝涌，北至宝源路。清代安徽巡抚邓华熙在此地建楼宇，为该地起名“多宝”。多宝为

旧时西关的一部分，是粤剧名艺人的聚居区。十五甫正街、宝华正中约、多宝坊等是西关大屋较

集中的街巷。

23.金花[Jīnhuā] 位于荔湾区北部。东至人民北路，南至中山七路、龙津中路，西至荔湾路，

北至西华路。因区内曾建有金花庙，故名。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家祠。清末至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初期，金花曾是纺织、针织厂聚集的地区。

24.龙津[Lóngjīn] 位于荔湾区北部。东至越秀区光塔街道，南至华林街道，西至逢源街道，

北至金花街道。因传说有龙腾飞空中，津液滴下龙津石桥旁水井，井水清甜可口，故名龙津。清

代已有记载此街。有西门瓮城遗址、纶园、陶伦学社、乐行会馆旧址等古迹。

25.南源[Nányuán] 位于荔湾区北部。东与彩虹街道相邻，南与昌华街道相连，西与桥中街

道、白云区松洲街道隔江相望，北与西村街道相接。因取当地南澳和源溪各一字成立街道，故名。

有汉大夫陆贾驻节故地、“开越陆大夫驻节故址”碑、南岸环翠园、广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甲

工）、启康马公祠、善仑蔡公祠等古迹。

26.棠下[Tángxià] 位于天河区中南部。地名来源有两种说法，一说此处曾有高大的甘棠树，

先民在甘棠树下开村，故名；二说因取自西周时期周公在甘棠树下理政的典故，故名。南宋初年

开村，最早的村民是钱氏和白氏，后钟姓和潘姓从珠村分支而来，村落逐渐壮大。清代归属番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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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鹿步司车陂堡，民国时期归属番禺县第四区车陂堡。1953年 6月，棠下、车陂等地划归广州

市黄埔区管辖。1960年起归属郊区东圃公社。1985年起归属天河区东圃公社（东圃镇）。1997

年 12月，归属棠下街道管辖。1958年 4月 30日，毛泽东主席视察棠下农业合作社。现存钟姓

宗祠 10座，潘姓宗祠 1座，其中湛川钟公祠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27.天平架[Tiānpíngjià] 位于天河区西北部，沙东街道辖内。东接沙太南路，南邻沙河涌，

西临广州大道北，北连广州环城高速。传说村附近有一石笔、石柱子，石柱有两个开叉形如天平；

又说仙人以石柱子秤白云山和瘦狗岭的重量，于两山之间建造了一座天平，后将天平架遗落于此

处，故名。清代已有此名，后泛指瘦狗岭西侧一带。

28.江夏[Jiāngxià] 位于白云区南部，黄石街道辖内。东至广云路，南至黄石公路，西至祥

景社区，北至华南快速干线。南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李氏先人为避胡妃之乱从南雄迁至此

地立村。因村内多山岗，风景秀美，得名峻岗。村子建在山岗下，名岗下村。后因粤语同音字通

用，取“岗下”的谐音，改名“江夏”。

29.江高[Jiānggāo] 位于白云区西北部。广花公路与流溪河相交处西南。片区内原有清代所

建的江村墟和高塘墟，1938年被侵华日军所毁，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建，两墟合并，各取一字，

合称为“江高”。有禺北民众抗日纪念亭、普惠医院旧址、听松亭、石华书院等古迹。

30.人和墟[Rénhé Xū] 位于白云区北部，流溪河西侧。清嘉庆五年（1791）由鸦湖、下高增、

汉塘等 18个乡合股建墟，寓意众人和睦相处，故名。是广州市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人和霸

王花是当地特产。有梁伯轩夫妇墓、曹佑和故居、君茂家塾、甘先故居等古迹。

31.太和墟[Tàihé Xū] 位于白云区东北部。1821年由营溪、谢家庄等 8个乡及海外华侨人士

集资兴建，寓意“祈太平和睦之意”，故名。有帽峰山森林公园、玉虚宫、太和乡抗战殉国同胞

纪念碑等古迹和纪念地。

32.九龙[Jiǔlóng] 位于黄埔区东北部。因由九佛片和镇龙片合并，各取一字，故名。2005

年 8月，原白云区钟落潭镇九佛片和原增城区中新镇镇龙片合并为九佛镇龙片区，归广州市萝岗

区管辖。2006年 1月，成立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人民政府。2014年 1月，经国务院批准，原黄

埔区与萝岗区合并为新黄埔区后调整为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2019年 3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

批准，撤销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设立黄埔区龙湖街道、九佛街道、新龙镇。镇内乡村遗存大量

人文遗迹、古树名木、族谱史籍、民间传奇。镇内貔貅舞、舞春牛、客家山歌等项目入选广州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坦村貔貅舞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九龙白玉兰森林公园、生态

园林公园、油麻山森林公园等景点。

33.新造[Xīnzào] 位于番禺区东北部。东至化龙镇，西隔沥滘水道与小谷围街道相望，南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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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村镇、化龙镇，北隔珠江与广州大学城对望。明景泰五年（1454），当地人在河滩造地，筑堤

建圩，故名新造。清代为茭塘都的新造堡、穗石堡，是茭塘巡检司驻地。清末属茭塘司深水社乡。

1932年底，番禺县治迁至新造。1984年设为新造区。1986年改为新造镇。2004年 8月，分出小

谷围街道。

34.大石[Dàshí] 位于番禺区西北部。范围在大石水道以东、三枝香水道以南一带。相传唐

末有一南迁官员隐居于飞鹅岭（西山）的石岩中，逢人询其住处，答曰：“住在大石”，故名。

35.石壁[Shíbì] 位于番禺区西北部。古为充军之地，今珠江航道未形成前，有长约一里的条

状石岩横亘水面，导致石岩侧畔形成大片沉积土层（现已不存），岩峭如壁，故名。南北两端分

别为大夫山和飘峰山，中部地势低洼、河涌密集。

36.沙滘[Shājiào] 位于番禺区西北部。因是沥滘水道和三支香水道交汇冲积而成的沙泥地

（“滘”指分支的河道），故名。清末民初，属茭塘司之维安社乡，1953年命名为沙滘，沿用

至今。有洛溪村、上漖村、夏滘村、沙溪村等。

37.沙头[Shātóu] 位于番禺区西部。沙头旧名碧沙，因山前沙滩与后山碧绿的林木互相辉映，

故名碧沙；碧沙初分五坊，最大的是沙头坊，且有集市，名沙头圩，因此沙头逐渐取代碧沙一名。

南宋时建村，清代属沙湾都的榄山堡和白石堡。1953年大部分属六区。1957年沙头乡分设为沙

头乡和沙圩乡。1959年 4月从大石析出为沙头公社。1984年设为沙头区。1986年改为沙头镇。

1992年 1月全境并入市桥镇（1993年改为市桥街道），2001年分设沙头街道，沿用至今。

38.钟村[Zhōngcūn] 位于番禺区西北部。据记载，钟村各氏人大多数是南宋时从南雄珠玑巷

迁来，相传当时有钟、汤、屈、曾、余等姓聚居在白马庙、青树岗低丘一带，四周种树护界，当

时钟姓人较多，故取名钟山堡，后简称钟村，故名。清代属沙湾司；1949年 10月，属禺南西区。

1957年，设钟村乡。1959年 6月从大石析出为钟村公社。1984年改为钟村区。1987年改称钟村

镇。1993年撤镇设街道。2005年钟村街道办事处分设钟村街道办事处和石壁街道办事处。

39.石碁[Shíqí] 位于番禺区东部。据传村口有一花岗岩小丘，俗称龟如石，其旁有一用石雕

的石碁(棋)盘，盘上放有碁（棋）子（古“碁”字通今“棋”字），村民遂以“石碁”为村名。

明初开村，称石碁圩。北部是低丘台地，南部为三角洲平原。有凌边乞巧节、永善张天师诞等民

间文化，有石碁同安社、莲塘天后宫、节孝流芳牌坊等古迹。

40.大龙[Dàlóng] 位于番禺区中南部，东、南至石碁镇，西至市桥街道，北至东环街道、南

村镇。“大龙”一名来自于大龙村，因村北有两条形如龙的河涌流经，分别是大龙涌、小龙涌，

该村位于大龙涌附近，取名为大龙。有国家级文化遗产沙涌鳌鱼舞、龙舟竞渡等特色文化，有广

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流芳堂、孔尚书祠、阙里南宗祠、古氏大宗祠、九成书院、跨龙桥、圣母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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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

41.花东[Huādōng] 位于花都区东部。东邻从化区太平镇，南至白云区钟落潭镇，西接花山

镇，北靠从化区鳌头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属花县东区，故名。有九龙湖旅游度假区、

九龙潭森林公园、九湖村、高溪村、八角古庙等古迹。

42.江埔[Jiāngpǔ] 位于从化区东部，流溪河东岸。相传“大江埔是象形”，要把“象”养肥，

就要有足够的草地和水，加之村前、村后旱埔较多，村前又有一条小溪而取名“大江埔”，于是

取名“大江埔”，后得名江埔。明清时期，江埔属水东堡。1949年属东区，后又称二区。1955

年因区政府设在大江埔，而后改为江埔区。1958年成立江埔人民公社，后改称东方红人民公社。

1959年 1月复称江埔人民公社。1983年 12月撤销公社，改设江埔区。1988年 8月，改设江埔

镇。2004年改为江埔街道。有从化古代八景之一的“鹧鸪返照”（双凤山）。

43.良口[Liángkǒu] 位于从化区北部。因有商人在此最早开铺名号为“两元”“良兴”，后

逐渐发展为圩镇，取其“良兴”铺之“良”，又地处流溪河两支流交汇水口，故名。明代良口属

流溪堡。1912年至 1949年间，先后属北区、十七区和十八区、五区、二区。1949年属北区。1953

年改为五区。1956年 2月，撤区改乡。1958年 10月设立良口人民公社。1983年 11月，撤销人

民公社，设良口区。1986年，撤区建镇。境内天堂顶主峰海拔 1210米，为从化最高峰。

44.太平[Tàipíng] 位于从化区南部。传说北宋初期皇帝派杨家将南下平乱，此地从此太平无

事，当地居民为纪念杨家将的功绩，取名太平。是从化荔枝主产区之一。有宋代钱岗古村落、防

御使钟公祠，明代广裕祠堂、五岳殿、邓氏宗祠及洪圣高庙，清代钟楼古村落、太平当楼等古迹。

45.鳌头[Áotóu] 位于从化区西部。原名牛头，传说在今三夹河边，村西北处有一山岗，地

势形状似牛的头部，取名牛头。清同治年间，牛头、龙潭、人和、西隅、梯面等村在牛头圩联合

举办赛诗会，结果牛头村独占鳌头，荣获诗魁，因“牛头”与“鳌头”是方言谐音，村民将牛头

改名为鳌头，故名。

46.朱村[Zhūcūn] 位于增城区中部。东临荔城街道、荔湖街道，西临中新镇，北临小楼镇，

南临宁西街道、仙村镇、石滩镇。因元末明初朱姓人由南雄珠玑巷迁居此处立村而得名。境内有

西福河、白水寨森林公园。有崔与之、李昴英、胡庭兰等名人墓地。有葛洪白水山炼丹炉及增城

明清古八景之一的“白水丹邱”。

47.正果[Zhèngguǒ] 位于增城区东北部。东临惠州市龙门县麻榨镇，南临博罗县福田镇、增

江街道，西临小楼镇、派潭镇，北临派潭镇、龙门县永汉镇。相传北宋时因余宾公得道成佛、修

成正果而得名。境内有广州市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村（畲族村），有正果佛爷寺、师爷庙等古迹。



28

48.小楼[Xiǎolóu] 位于增城区中北部。东接正果镇，南邻荔城街道，西至中新镇，北靠派潭

镇。相传宋末有百岁老人临终时以屋中有小漏告诫后人要防微杜渐，后取谐音，得名小楼。有增

江、二龙河、流溪河流经，是八仙传说之一何仙姑的故乡，有北宋理学大家周敦颐后裔聚居形成

的村落。

49.仙村[Xiāncūn] 位于增城区南部。东邻石滩镇，南临东江，与东莞市隔江相望，西至新

塘镇、宁西街道，北邻朱村街道。曾名先村，传说有一年大旱，因葛洪仙翁云游到此，作法降雨

普救众生，为当地带来“仙气”，从此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遂将“先村”改为“仙村”。

50.派潭[Pàitán] 位于增城区西北部。东至正果镇，南连小楼镇，西邻从化区，北与惠州市

龙门县交界。地名来源有二说，一说因“异派之水而成潭”，故称派潭；二说相传因古代盛产木

材，结成木排通过河潭销往外地，取“放排于水潭”之意，取名“排潭”，后谐音成“派潭”。

石达开、宋刚、陈李中等历史人物曾在此活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东江地区重要的根据

地和游击区。



29

二、云山珠水（23个）

1.海珠涌[Hǎizhū Chōng] 位于海珠区西北部，跨南华西街道、龙凤街道、沙园街道、江南

中街道、昌岗街道、新港街道、素社街道、滨江街道。珠江一级支流，属外流河、地上河、常年

河。古称洗马涌、马涌，1987年整治河涌时，因全涌均属海珠区，为统一名称，故名。自西向

东流，东接珠江北航道南岸鸭墩水，西至凤凰岗珠江南航道。干流长约 6529米，宽约 26米，流

域面积约 11.32平方千米。主要支流有鸭墩涌、小港涌、三丫涌。流经晓港公园、十香园等，有

工业大道北、南田路、宝岗大道、江南大道中、东晓路、滨江东路等道路跨涌而过，河上建有利

济桥、海珠涌桥等。

2.海珠湿地[Hǎizhū Shīdì] 位于海珠区华洲街道辖内，为国家湿地公园。因地处海珠区，是

河涌湿地、城市内湖湿地与果林镶嵌交混的复合湿地生态系统，故名。海珠湿地地处广州新中轴

线南段，是广州城市中心城区面积最大的湿地，占地面积约 1100公顷，被誉为“广州绿心”。

建设范围主要包括海珠湖及湿地一期、二期、三期、四期等区域。海珠湿地独具三角洲城市湖泊

与河流湿地特色，是候鸟迁徙重要通道、岭南水果发源地和岭南民俗文化荟萃区。2017年获得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2019年获全国首批生态中国湿地保护示范奖，2020年入选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IUCN）。

3.龟岗岛[Guīgǎng Dǎo] 位于珠江下游段、荔湾区东沙街道辖内，属冲积岛屿。因岛上山岗

远看似龟壳，故名。清代已有此名。是船只从珠江南航道进入广州的必经之地。因船只从虎门航

行至龟岗岛须转舵航行，故又俗称车歪岛。面积约 1公顷，长约 250 米、均宽约 80 米，最大宽

度 98 米。植被覆盖率约 85%。岛上有清代设立的车歪炮台。

4.花地河[Huādì Hé] 位于荔湾区中南部，跨石围塘街道、花地街道、东漖街道、海龙街道、

中南街道、东沙街道、茶滘街道。属常年河、地上河、外流河，因流经花地，故名。宋代称大通

滘，后又称山村河；清代称花地河，沿用至今。南起佛山水道，北至珠江白鹅潭花地河口。河长

约 8.1千米，宽约 100米。在花地河出口东岸有宋代羊城八景之一的“大通烟雨”遗址。

5.太和嶂[Tàihé Zhàng] 跨天河区、白云区。属帽峰山的一部分。东近凤凰生态园，南邻旺

岗，西面、北面为山丘。因背邻太和，故名。最初称大腹岭或大壶嶂，清道光元年(1821)，该山

北面建太和墟，故称此山为太和嶂，曾名大和嶂。南麓曾建有石门古庙，景点“宝寺僧归”为清

代“龙洞八景”之一，该寺于 20世纪 30年代被侵华日军所毁。

6.摩星岭[ Móxīng Lǐng] 位于白云区同和街道白云山风景区内，海拔 382米，是白云山三十

多座山峰之最高峰。因其高耸于珠江三角洲平原，可远望摩天上星辰之意，故名。原名碧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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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至于明代称为第一峰，清康熙年间始称“摩星岭”。摩星岭牌坊有朱德元帅手书“锦绣南天”。

山体以石英岩为主。山顶基岩裸露，土壤以红壤为主，南北走向。山林植被茂盛，覆盖率约 90%。

7.大灵山[Dàlíng Shān] 位于天河区黄村街道辖内。因传说在此山上求雨灵验，故名。清同

治年间已有此地名。主峰海拔 55.9 米，土壤为赤红壤，山体主要由砂岩和花岗岩构成，植被以

桉树及常绿阔叶林为主。后山上建有求雨古庙，名为灵山古庙。

8.猎德涌[Lièdé Chōng] 位于天河区西南部。因河涌下游流经猎德村汇入珠江，故名。北宋

《元丰九域志》称猎水，近代改称猎德涌。起于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止于珠江前航道，流经

五山、石牌、冼村、猎德等街道，河涌南端穿越猎德大桥北段后汇入珠江前航道。

9.沙河涌[Shāhé Chōng] 位于天河区西部，横跨白云区、天河区和越秀区。因河涌含沙量多，

并主要流经沙河地区，故名。清康熙年间已称沙河水，后改为沙河涌。起于白云区金盘岭耙齿沥

水库，止于珠江前航道，流经京溪、元岗、银河、沙东、林和、寺右等地，经杨箕村在五羊邨附

近注入珠江，有支流沙河西支涌。河涌上建有天平桥、沙河桥等桥。

10.南浦岛[Nánpǔ Dǎo] 位于番禺区西北部，洛浦街道西南部，四面环水，北部至西部临三

枝香水道，南部至东部临大石水道。因岛上有南浦墟，故名。“南浦”取广州之南、水边和河流

入海地区之意。 据传，南浦建村于 1780年，因地势低洼，终年积水，得名“坭塘”；又因地处

珠江多支水道交汇处，河沙大量淤积，又得名“沿沙”；约于 1830年统称此地片为“南浦”。

11.市桥水道[Shìqiáo Shuǐdào] 位于番禺区中部。属一级干流，为外流河、地上河、常年河。

古时称市桥沥，亦称“市桥河”，因水道主要流经市桥一带，故名。起于紫坭河，流经沙头街道、

市桥街道、大龙街道、石碁镇、石楼镇，干流长约 29千米，流域面积约 146.3平方千米，年径

流量 5.6亿立方米。主要桥梁有景观大桥、市桥三桥、西丽大桥、市桥大桥、德兴大桥、市桥二

桥、南沙港快速桥、广澳高速桥。主要支流有兰陵涌、汀根涌、岐头涌、丹山分洪河、丹山河、

深涌、大塱涌、二塱涌、下婆涌、蚬涌、大口涌、沙陇头涌。有三沙水文站、三善水文站。

12.沙湾水道[Shāwān Shuǐdào] 位于番禺区南部，属中型河流。为外流河、地上河、常年河。

沙湾始建于古海湾的半月形沙滩之畔，水道主要流经沙湾区片，故名。是珠江水道北江下游潮水

河段，西起南沙区榄核镇张松围，由西向东横贯番禺区南部，东接莲花山水道至石楼镇的“桕堂

尾”，流经沙湾街道、桥南街道、大龙街道、石碁镇、石楼镇。长约 32千米，河宽约 500米，

流域面积约 18.4平方千米。支流主要有骝岗河、西樵、浅海、榄核河、沙湾左支和濠滘等。

13.大虎山[Dàhǔ Shān] 位于南沙区黄阁镇东部、虎门大桥西北方向，南至猪头山，其余三

面临狮子洋。因山体形态酷似伏卧的老虎，故名。东西长约 1160米，南北宽约 700米，面积约

1.2平方千米，海拔 178米。表土为砂岩赤红壤。山上有人工荔枝林、尾叶桉林、次生灌丛草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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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小虎山[Xiǎohǔ Shān] 位于南沙区黄阁镇东部。东、南至狮子洋，西至黄阁大道，北接狮

子洋。因山体形态酷似伏卧的老虎，但比隔水对峙的大虎山小，故名。南北宽约 590米，东西长

约 470米，面积约为 1平方千米，海拔 114米。表土为砂岩赤红壤。山上有人工尾叶桉林、次生

灌丛草坡。小虎山海蚀地貌面积约 1万平方米，有海蚀穴等地貌景观。

15.大角山[Dàjiǎo Shān] 位于南沙区南沙街道东南部。东临天后宫，南到滨海公园，西至鹿

颈村，北接蒲洲山。因山下沙洲未完全发育时，山体形状像角一样向东南伸出，故名。清末当地

村民已称此名。南北长约 1.09千米，东西宽约 0.87千米，面积约为 0.81平方千米，海拔 150米。

表土为赤红壤，山下多为人工尾叶桉、荔枝林、台湾相思，山上为次生灌丛草坡。附近有天后宫、

滨海公园；有建于清代的大角炮台群，今存振威、振定、安定三炮台门楼和炮池。

16.南沙湿地[Nánshā Shīdì] 位于南沙区万顷沙镇东南部。三面邻海，北临十七涌，占地面

积约 2.13平方千米。因湿地地处南沙，故名。2008年设立，有海景园、九曲莲花池、芦苇区、

红树林区、矮树林区、觅食区等旅游区。红树林和芦苇荡片区生态系统发育良好，每年有成群候

鸟从北方来此越冬，珍稀鸟类有黑面琵鹭、白琵鹭、黑翅长脚鹬等。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

17.洪奇沥[Hóngqílì] 位于南沙区万顷沙镇西部。属一级支流，为常年河、地上河、外流河。

因每年汛期，洪水受海潮顶托，水势奇汹，谓之洪奇，故名。南北流向，北接潭洲水道和容桂水

道，南至珠江口与珠江另一口门（横门）相通，主要流经大岗镇、榄核镇。河长约 31.9千米，

流域面积约 15平方千米，草船涌是其主要支流。

18.骝岗水道[Liúgǎng Shuǐdào]位于南沙区东涌镇西部。属中型河流，为常年河、地上河、

外流河。因流经骝岗山，故名。南北流向，北接沙湾水道，南至蕉门水道，主要流经东涌镇、黄

阁镇。河长约 17.8千米，流域面积约 3.32平方千米。

19.虎门水道[Hǔmén Shuǐdào]位于广州市南沙区与东莞市之间，为珠江八大出海口之一，北

起东莞市麻涌镇东江北干流，接黄埔水道，南至南沙区龙穴街道汇入伶仃洋，是广州市与东莞市

的界河。因水道中有大虎、小虎二岛而得名。虎门水道是东江全部径流，西江与北江部分径流的

出海通道，为珠江口之门户，大虎岛炮台曾是鸦片战争海战的最后一道防线。

20.百丈飞涛[Bǎizhàng Fēitāo] 位于从化区东北部，为落水形成的瀑布。1936年初冬，中山

大学校长邹鲁游览此地，见泉水仿若银河落九天，仿效苏轼名句“百丈飞涛泻漏天”书刻于石上，

题款“丙子初冬，选百丈岩，袭东坡诗句书石”，故名。主瀑布高约 200米，顶宽约 10米，最

大落差约 50米。

21.方壶洲[Fānghú Zhōu] 位于增城区荔城街道辖内。因塘中碧水萦回，林木蓊郁，望之宛

若仙境，故名。明洪武五年（1372），黎氏始祖到此定居，初名新村，后因发展改称新街、夏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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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壶怀古”为增城夏街古代八景之一。

22.铁扇关[Tiěshàn Guān] 位于增城区正果镇辖内。为增城与龙门两地的分界线。因两边高

山夹峙，谷底迂回弯曲，像一扇铁门把关，故名。山隘南北走向，东西山岭海拔高度约 200-250

米，谷底海拔约 50米。是增（城）龙（门）公路的重要隘口。

23.白水寨[Báishuǐzhài] 位于增城区派潭镇辖内。东南邻石人相望，东北至惠州市龙门县南

昆山。因山顶有一盆地，雨季积水成湖，湖水由缺口流出，形成一小瀑布，似股白水，飞流直下，

故名。山体东西走向，最高点海拔约 822 米，长约 0.73 千米，宽约 0.35 千米，面积约 0.22 平

方千米。山体由花岗岩、褐石岩、页岩构成。白水寨瀑布为知名景点，由河流遇断崖跌落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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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胜古迹（66个）

1.任嚣城[Rènxiāo Chéng] 历史地名。秦代的广州城因由秦将任嚣主持修筑，故名。正式名

称为番禺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任嚣平定岭南后，出任南海郡尉并在南海郡番禺县内建

城作为郡治。面积约 0.15平方千米，城址在今越秀区仓边路一带。具体位置有三说：一说在仓

边路以西，西界广大路，北界越华路，南界今中山四、五路稍南；二说在仓边路以东，东至广州

图书馆，北界豪贤路，南界中山四路稍南；三说在仓边路东、西两侧，即今旧仓巷至芳草街之间。

2.赵佗城[Zhàotuó Chéng] 历史地名，是汉代的广州城。汉高祖元年（前 206），赵佗建立

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定都番禺。赵佗把任嚣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所建的番禺城（即

任嚣城）扩大到“周长十里”，后人称之为赵佗城或越城以示区别。城址在今广州市区中山四、

五路一带。1974年，广州市文化局在地下 5米处发现南越王宫的砖石走道和南越王宫“万岁”

瓦当残片。1988年，在中山五路新大新公司地下 5米多深处发现越王宫“万岁”瓦当。赵佗城

的具体范围有两说：一说在今仓边路以西，西至广卫路华宁里，北界越华路，南界中山四、五路

稍南；二说在今仓边路的东、西两侧。汉元鼎六年（前 111）西汉军队南下灭南越国时，该城被

焚毁。

3.步骘城[Bùzhì Chéng] 历史地名。东汉时重建的广州城，正式名称为番禺城。汉建安十五

年（210），交州刺史步骘视察赵佗城遗址，认为“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建安二十

二年（217）步骘把交州治所从广信（今广西梧州）迁此，重建番禺城，后人称之为步骘城，区

别于任嚣城、赵佗城。该城的位置和范围史无记载，较流行的说法是在今越秀区中山四路、中山

五路一带，该城一直维持至唐代。

4.海山楼[Hǎishān Lóu] 历史地名。位于今越秀区北京南路与东横街交汇处（古广州城镇南

门江外边）。宋嘉祐年间，经略使魏瓘利用修城余料修建（一说魏炎所建），因依山面海（旧称

珠江宽阔江面为海），故名。海山楼下为市舶亭，是外国商船停泊验关的地点。海山楼高度比邻

城墙，雄伟壮观，被誉为“百越第一楼”。宋代“羊城八景”之一的“海山晓霁”就来自海山楼。

5.东皋别业[Dōnggāo Biéyè] 历史地名。位于越秀区大塘街道辖内。是明末南海举人陈子履、

陈子壮兄弟所建私家园林，规模宏大，又称皋园。园内池亭楼阁、山林陇亩俱全，当时在广州东

城名盛一时。明末岭南诗人黎遂球、黄圣年、黎邦瑊、欧主遇、张萱、何吾驺等在园中结东皋诗

社。明亡，池馆荒废。清康熙年间，驻防镶黄旗参领王之蛟修葺园林，取为别业，聘屈大均、陈

恭尹、梁佩兰等主持再开诗社。清雍正、乾隆年间，常有诗人结社于此，至清同治年间东皋园已

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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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妙吉祥室[Miàojíxiáng Shì]位于越秀区光塔街道辖内，为一幢旧式骑楼。“妙吉祥”为满

族另称，故名。明代为木阁楼，清乾隆年间改为广州满族观音楼，名“万善宫”。清咸丰年间改

为“万善禅院”。辛亥革命后，更名为“妙吉祥室”。1935年改建为混合结构二层楼房，1936

年增建为三层，门额刻有“妙吉祥室”四字。1984年成立的广州市满族历史文化研究会设于此

楼。

7.粤字第一号水准原点[Yuèzì Dì-1 Hào Shuǐzhǔn Yuándiǎn] 位于越秀区大塘街道辖内，前身

为 1908年清两广督练公所测绘所设置的测绘水准原点标石碑（1953年后称珠江基面原点），因

碑上有“粤字一号”字样，故名。1956年因建筑施工倾倒。1965年 10月，广东省测绘管理处将

原标石在原位附近重建，石碑高 35厘米、宽 20厘米，东面有“粤字一号”字样，北面有“永久

保存”字样，南面有“国家财产”字样。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8.明园[Míng Yuán] 位于越秀区东山街道辖内。东邻培正东街，南邻培正一横路，西到培正

路，北至培正东街。建于 20世纪 30年代，明园源自汉代桓宽《盐铁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

随世而制”，取“胸怀大局，顺势而为”之意，故名。占地面积约 6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1800

平方米，由三座 3层高的楼房组成，高约 10米。入口处红砖柱门廊上书“明园”二字，是广州

新河浦历史街区中著名的五大侨园之一。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9.慎园[Shèn Yuán] 位于越秀区东山街道辖内。东至培正路，南靠新河浦一横路，西至恤孤

院路，北靠培正小学。典出《礼记·大学》“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取谨

慎之意，故名。1936年建成。占地面积约 266.6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530平方米，为二层半住宅

建筑。

10.增园[Zēng Yuán] 位于越秀区大塘街道辖内。东邻陵园西路，北近东皋大道一横路。源

自成语“踵事增华”，取“事业更加发展”之意，故名。20世纪 20年代由华侨富商兴建，为西

式建筑风格，由三幢楼房组成，是东皋大道别墅区内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西式别墅。广州市文物

保护单位。

11.越秀山水塔[Yuèxiùshān Shuǐtǎ] 位于越秀区光塔街道辖内。因建在越秀山上，故名。广

州最早的水塔是 1908年建于长寿路的西关水塔，第二座水塔是 1928年建于扬箕村（今称杨箕村）

的东山水塔，第三座就是 1930年建造的越秀山水塔。前两座水塔已先后被拆毁，仅越秀山水塔

保存至今，成为广州目前最老的水塔。越秀山水塔 1932年启用，塔顶与城区地面高差达约 50

多米，水塔为钢制球形，造型美观，塔基座高 2米，球形塔身高 14.6米，内径 12米，容积约 1100

立方米。

12.波楼红楼[Bōlóuhónglóu] 位于海珠区南华西街道辖内。1842年英国人在此建造一座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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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房（3号楼）和一座信号塔，因其上原有测风设备，台风将至即挂风球（广州方言称为“波”），

故称“波塔”，信号台旁的办公楼就被称为“波楼红楼”。信号台原为木质，在大院东北角，1908

年遭台风破坏，1910年在大院西南角重建钢架信号台，台上可望白鹅潭一带船只往来，故有“海

天四望”之称。信号台目前已废弃，3号楼为英式建筑，混合结构，建筑面积约 3857平方米。

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13.海福寺汉代窑址[Hǎifúsì Hàndài Yáozhǐ] 位于海珠区海幢街道辖内。建于西汉中期，因

在明清海福寺旧址附近，且为汉代窑场，故名。汉代窑址占地面积约 24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

1.7--3.75米。遗址分三层：第一层为建筑基础，第二层为明清建筑基址，第三层为汉代文化遗物

堆积。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14.七星岗古海岸遗址[Qīxīnggǎng Gǔhǎi'àn Yízhǐ] 位于海珠区江海街道辖内。因遗存的是距

今五六千年前的古海岸地貌，故名。1937年 5月 14日，地理学家吴尚时发现七星岗古海岸遗址。

占地面积约 4.1公顷，属白垩纪红砂砾岩层所构成的高 10余米的小山坡，向东北倾斜；在南麓

有海蚀崖，高约 2米，悬崖状；前有海蚀平台，宽约 7-8米，略为倾斜；崖下有深约 1米的海蚀

洞，海蚀洞现已被浮泥填没。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15.陈嘉庚堂[Chénjiāgēng Táng] 位于海珠区新港街道辖内，属中山大学南校园早期建筑群。

东、北邻松园路，南接图书馆，西至逸仙路。由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认捐建造，为纪念陈嘉

庚先生，故名。1919年 6月建成。2000年被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列入近代、现代优秀建筑群体保

护目录。占地面积约 195.8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391.7平方米。红砖为墙，绿琉为瓦。广东省文

物保护单位。

16.漱珠岗古火山遗址[Shùzhūgǎng Gǔhuǒshān Yízhǐ] 位于海珠区凤阳街道辖内。约一亿年

前，漱珠岗曾有火山活动，后形成火山遗址，故名。占地面积约 25平方米。广州市文物保护单

位。

17.圣公会基督教堂旧址[Shènggōnghuì Jīdūiiàotáng Jiùzhǐ] 位于荔湾区沙面街道辖内。是当

时旅居广州的全体基督教英侨组织成立的广州教会协会旧址，故名。建于 1865年，是沙面遗存

至今的早期建筑物。教堂现为广东省基督教协会使用，保存较为完好，对研究广州建筑风格演变

及宗教交流史有较高历史价值。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8.露德天主教圣母堂[Lùdé Tiānzhǔjiāo Shèngmǔtáng] 位于荔湾区沙面街道辖内。因该建筑

是天主教徒为礼拜圣母所建，故名。坐北朝南，砖、木、钢筋混凝土结构，仿哥特式建筑，由大

堂、神父楼、修女楼、圣母山组成。大堂 1层，钟楼 3层，大堂占地面积约 238平方米。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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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武帝古庙[Wǔdì Gǔmiào] 位于荔湾区东沙街道辖内。因是供奉武帝的庙宇，故名。清代

中叶建成取名。古庙坐东北朝西南，砖木结构，为单间一进。前设拜亭，面阔 4.55米，进深 5.65

米，面积 25.7平方米。硬山顶，镬耳山墙，龙船脊，碌灰筒瓦，青砖外墙；拜亭为砖木结构，

由四条仿爱奥尼柱式支承，歇山顶，绿琉璃滴水剪边，面阔 3.6米，深 3.9米，建筑面积 14平方

米。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20.小蓬仙馆[Xiǎopéng Xiānguǎn] 位于荔湾区花地街道辖内。因慕蓬莱仙岛之美，故名。清

咸丰七年（1857）建成，占地面积约 404.4平方米。原为宗教活动场所，坐落于芳村新隆沙东 2

号，后改为八公祠（奉祀林则徐、张之洞等八位清朝官员的祠堂）、八公祠小学堂（又名芳村学

堂）。2001年因修建珠江隧道，保护性移至醉观园内。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21.广雅书院旧址[Guǎngyǎ Shūyuàn Jiùzhǐ] 位于荔湾区西村街道辖内。“广雅”意为“广者

大也，雅者正也”，故名。为清代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两广总督张之洞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

选址建成。广雅书院后改名为两广大学堂、两广高等学堂、广东省高等学堂（设附中），民国时

改为广东省立第一中学，1935年改称广东省立广雅中学，共产党人杨匏安曾是该校学生。书院

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约 12公顷，现仅留存山长楼、冠冕楼及曲流小桥、碑刻 10方和部分后围墙，

原书院旧围墙用青砖砌筑。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22.醉观园[Zuìguān Yuán] 位于荔湾区花地街道辖内。因近看红花绿树，远看游船帆影，景

色迷醉，故名。建于清末，园中所栽种的牡丹在当时享誉省城。登上醉观园可远眺白鹅潭及花地

河的景色。醉观园除了盆景园外，还有六松桥、小蓬仙馆（由花地街新隆沙东 2号搬迁而来）等

老建筑。公园总面积达 3.6万平方米，由茗木园、花卉园、盆景园和儿童活动游乐区组成。栽种

的花木主要有玉棠春、荷花、玉兰、白兰、人参果、芒果等岭南特色花木。

23.刘氏家庙[LiúshìJiā Miào] 位于天河区林和西街道辖内。因其为清末爱国将领刘永福驻军

沙河时居住的寓所，其后人起名为刘氏家庙。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建成，后遭到毁坏，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多次修缮。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24.大仙庙[Dàxiān Miào] 位于白云区金沙街道辖内。因是供奉八仙之一吕洞宾的道观，故

名。坐西南朝东北，面临白沙河，深两进，面阔 8米，总进深 14米，占地面积 112平方米。庙

旁有近代修建的附属建筑亦鹤楼。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25.云从龙墓[Yúncónglóng Mù] 位于天河区兴华街道辖内。东接广州大道北，南邻汤允饶公

祠。因是元代官员云从龙与夫人仵氏的合葬墓，故名。建于元元贞二年（1296），曾经历多次重

修。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26.朱澄墓[Zhūchéng Mù] 位于天河区长兴街道辖内。东、南邻山林，西邻植物园涌，北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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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翠街，因墓主是朱澄，故名。建于宋景炎二年（1277）。明、清数次重修，墓墙中间有一碑龛，

碑刻“宋始祖考提举广东盐运司翔扶朱公妣诰封三品淑人何氏太淑人之墓”，上款“本山土名浦

岗坐未向丑兼丁癸之原”，下款“同治四年岁次乙丑润五月初三吉日宅孙囗爵等重修”。朱澄是

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的曾孙，也是南宋抗元将领文天祥的丈人和老师，官至广东提举盐

务转运使，归家途中，病死他乡，葬在广州。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27.义勇祠[Yìyǒng Cí] 位于白云区石井街道辖内。东接石潭路，南望张村社区，西邻石井社

区，北至石沙路。为纪念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中牺牲的义勇人士而修建，故名。宗

祠坐西向东，建筑面积 1612.70平方米，为三路三进格局，中路主祠，以青云巷相隔，左右为衬

祠。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28.升平社学[Shēngpíngshèxué] 位于白云区石井街道辖内。东接石潭路，南望张村社区，西

邻石井社区，北邻石沙路。取“上升、平步青云”之意，故名。原为乡间教育之所，为三进五过

祠堂式建筑，中路为主祠，以青云巷相隔，左右为衬祠。硬山顶，人字封火山墙，灰塑博骨脊，

灰砂碌简瓦，绿琉璃瓦当剪边，墀头砖雕。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29.岭南第一泉[Lǐngnán Dì-1 Quán] 位于白云区景泰街道辖内，为井泉。明天顺年间，著名

学士、书画家黄谏贬至广州，著《广州水记》，品其水，认为“味最美，经昼夜不变”，堪称广

州诸泉之冠，立“岭南第一泉”碑于井旁，故名。井台面积约 12平方米，井深约 2.5米，井口

阔 0.82×0.82米，呈正方形，用花岗岩石铺砌。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30.乌涌清官兵合葬墓[Wūchōng Qīngguānbīng Hézàng Mù] 位于黄埔区红山街道辖内。因墓

位于乌涌，葬有抗英阵亡清代官兵，故名。1841年修建，沿用至今。清道光二十年（1840），

英国侵略者挑起第一次鸦片战争，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五日，多艘炮舰向位于牛山南、

珠江北岸沙围的乌涌大炮台进攻，清军抵御阵亡者 446名合葬于此。墓为花岗石构筑，墓碑刻“湖

南广东广西抗英忠勇官兵之墓”。现只留有石牌坊、大墓、墓碑框及散落在旁的筑墓石和后土石

碑。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31.钟玉岩墓[Zhōngyùyán Mù] 位于黄埔区萝岗街道辖内。因是宋代钟玉岩墓葬，故名。钟

玉岩为宋开禧元年（1205）进士，官至参议中书省兼知政事、朝议大夫。墓始建宋代，清道光八

年（1828）重修。为交椅墓，由花岗岩砌筑而成，坐东北向西南，通宽 13.5米，纵深 17.4米，

占地面积 234.9平方米，包含护岭、山手、享堂、拜台、月池等部分。坟头作碑亭样式，上部有

“祥云拱月”石雕，墓碑前设有拜桌，环垄和山手上有椽瓦状压顶，两侧山手的转角处蹲伏有石

狮，月池呈半圆形。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32.萝峰寺[Luófēng Sì] 位于黄埔区萝岗街道辖内。因庙宇位于萝峰山麓，故名。始建于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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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元代重新修饰钟玉岩遗像，明嘉靖壬辰年（1532）扩建了玉岩殿及观音堂、天尊殿、文昌庙、

金花庙等，清代钟氏族裔两次重修萝峰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其进行多次修缮。为书院式

青砖木混合结构楼房，面积约 1公顷，主体建筑坐北朝南，有“漱玉听泉”、观鱼池、亭台池苑

等。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33.华峰寺[Huáfēng Sì] 位于黄埔区永和街道辖内。因坐落在华峰山上，故名。始建于唐中

宗神龙元年（705），期间几度兴废。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南樵和尚自江西黄山寺退院南

游，到此开创海门禅院，命名为华峰寺，沿用至今。占地面积约 4公顷，总建筑面积约 5600平

方米。抗日战争期间毁于战火，仅余藏经阁和一些残垣断壁，门楼上有一匾刻“海门禅院”四字。

34.长洲金花古庙[Chǎngzhōu Jīnhuā Gǔmiào] 位于黄埔区长洲街道辖内。始建于清代，清光

绪二年（1876）重修。因庙内供奉金花娘娘，故名。该庙坐北偏西、朝南偏东。单间两进，面阔

5.57米、通进深 14.65米，占地总面积 81.6平方米。硬山顶，镬耳封火山墙，灰塑博古脊，碌灰

筒瓦，木雕封檐板，青砖石脚，墀头砖雕；门额石阳刻“金花古庙”，庙内保存有 5方重修金花

古庙石碑及清末知名画师杨瑞石壁画 20幅。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35.巴斯楼[Bāsī Lóu] 位于黄埔区长洲街道辖内。始建于 1861年，1923年原址重建。因是

巴斯教徒团体聚会和活动的场所，故名；又称波斯楼。该建筑为两层洋楼，坐南偏东、朝北偏西。

巴斯楼正面呈凸出状，组合式坡屋顶，素瓦碌筒，正门楼顶保存有旗杆，正门内走廊墙上嵌有大

理石英文碑记一块。该楼曾是英国驻穗领事馆、海关及商务机构中的巴斯教徒团体聚会和活动的

场所，现为黄埔造船厂档案馆。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36.文冲炮楼[Wénchōng Pàolóu] 位于黄埔区文冲街道辖内。始建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

原称鹩哥楼。因是文冲村民用于护村守土、抗击盗匪而修的碉楼，故名。坐北朝南，面阔 11米，

深 18.2米，占地总面积 200.2平方米。该碉楼共三层，首层大门开南侧，红砂岩石门夹，第二层、

第三层内为木结构。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37.水仙古庙[Shuǐxiān Gǔmiào] 位于花都区新华街道辖内。为纪念水仙神茶而建，故名。始

建年代不详，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重建，1919年重修，1995年再次重修。广东省文物保护

单位。

38.盘古王庙[Pángǔwáng Mào] 位于花都区狮岭镇辖内。建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光绪

二十七年（1909）重建。当地民间为纪念传说中的盘古王而建，故名。盘古王山气势奇特，清代

已是花县八景之一，称“盘古烟霞”。相传是古代“南海中盘古国”的遗址之一，也是盘古王开

天辟地的地方。殿堂正中端设有盘古王神像，每年农历八月十二盘古王诞，当地群众擂鼓舞狮，

隆重庆祝，历年香火不绝，远近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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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亨之徐公祠[Hēngzhī Xúgōng Cí] 位于花都区新华街道辖内。为纪念徐氏第十五世祖徐亨

之（1316-1397）而建，故名。建于清代，占地面积 769.8平方米，坐南朝北，三间三进。广东

省文物保护单位。

40.肯堂书室[Kěntáng Shūshì] 位于花都区炭步镇辖内。因书室为肯堂所建立，故名。始建

于清代，是研究岭南宗祠文化及民间文化的重要实物。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41.南山书院[Nánshān Shūyuàn] 位于花都区新华街道辖内。清同治三年（1864），该村第

廿五世祖徐表正（兵部主事）所建。该建筑最开始是徐氏家族培养人才的书院，现为灰塑艺术陈

列馆。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42.万良汤公祠[Wànliáng Tānggōng Cí] 位于花都区炭步镇辖内。因是纪念汤万良而建立的

宗祠，故名。始建于清光绪元年，祠内有重修碑记。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43.朱兆莘旧宅[Zhūzhàoshēn Jiùzhái] 位于花都区赤坭镇辖内。清代始建，是朱兆莘曾经生

活的地方，故名。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44.八角古庙[Bājiǎo Gǔmiào] 位于花都区花东镇辖内。建于明代，由于整个庙堂瓦面有八角，

年代较古，故名。坐北朝南，三间两进。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45.冯云山故居遗址[Féngyúnshān Gùjū Yízhǐ ] 位于花都区秀全街道辖内。因是太平天国将

领冯云山故居的遗址，故名。建于清代，清咸丰四年（1854）遭清军烧毁，现仅存几段数米长的

残墙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46.莘汀屈氏大宗祠[Shēntīng Qūshì Dàzōngcí] 位于番禺区化龙镇辖内。后人为纪念明末清

初著名学者、诗人屈大均而建，因宗祠坐落在莘汀村，故名。为砖、木、石混合结构建筑。清嘉

庆十八年（1813）由屈氏后人修建，1929年在此设立翁山纪念小学，1949年后改名“新成小学”

“莘汀小学”。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47.大魁阁塔[DàKuígé Tǎ] 位于番禺区石楼镇辖内。“魁阁”本意是魁星阁，魁星点状元, 是

中国旧时科场士子获取功名的寄托和理想，当地人希望通过兴建此塔更多人考取科场状元，故名。

清光绪十年（1884）建成，2007年重修，沿用至今。塔为清代建筑风格。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48.仁让公局[Rénrànggōngjú] 位于番禺区沙湾街道辖内。始建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为

乡中何、王、黎、李四大姓氏联合建造的乡村级自治性质机构，故名。后公局改为“乡公所”。

坐北向南，三间三进。头门后为天井，铺花岗岩条石，两侧建有围墙，左围墙内存有“禁挖蚝壳

告示碑”，墙外立有“禁牧耕牛告示碑”“禁赌白鸽票、花会公禁碑”和“四姓公禁碑”三块碑

记。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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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番禺沙头东汉墓群[Pānyú Shātóu Dōnghàn Mùqún] 位于番禺区沙头街道辖内。1993年在

此地开展墓地钻探和发掘，发现为东汉砖室墓群，故名。占地长约 300米，宽约 100米，分布有

东汉砖室墓 22座，其中已发掘清理 12座，出土各类随葬品近 500件。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50.石楼陈氏大宗祠[Shílóu ChénshìDàzōngcí] 位于番禺区石楼镇辖内，又名善世堂。因是奉

祀石楼陈氏先祖的宗祠，故名。始建于明代，清代重建，后期经过多次维修，其建筑材料及施工

工艺均为传统广府风格。坐北向南，三间四进。花岗岩石门夹，门额上石匾阳刻“陈氏宗祠”，

额下方刻有“八仙贺寿图”，上方刻有 97个不同字形的“寿”字。建筑宏伟壮观，雕梁画栋，

木雕、石雕、砖雕、灰塑均工艺精细，是番禺四大古祠之一。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51.屏山黄氏大宗祠[Píngshān Huángshì Dàzōngcí] 位于番禺区石壁街道辖内。因是黄氏族人

在屏山建立的宗祠，故名。明嘉靖四年（1525）始建，后多次重修。占地面积 508.16平方米，

坐南向北，总面阔 12.8米，总进深 39.7米。大门花岗岩石门夹，上阳刻“黄氏大宗祠”五字，

为清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沈史云所书，两侧有官史浮雕及“同治丁卯年”落款，后堂内左墙

有《白鹅换经》壁画。

52.麦氏大宗祠[Màishì Dàzōngcí] 位于南沙区黄阁镇辖内。因是黄阁麦氏家族供奉开村先祖

麦必达的大宗祠，故名。根据族谱记载，麦氏先祖原籍广东南雄府，南宋咸淳九年（1273），因

珠玑巷“胡妃事件”携带族人南徙到黄阁定居。祠堂始建于元代，清光绪丁酉年（1897）重建，

坐南向北，三间三进，是南沙区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宗祠。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53.罉塘潭古采石场遗址[Chēngtángtán Gǔcǎishíchǎng Yízhǐ] 位于南沙区大岗镇辖内。据《香

山县志续编》与《姓氏族谱》载述：有河源周族、张族和兴宁陈族于清乾隆年间到大岗采石谋生，

常年开凿成此奇观。因整个岩塘形状似罉，塘内有一 4米见方小岛酷似罉盖，故名。四面悬崖，

底有深潭，长 110米，宽 65米，崖高 23.7米。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54.五岳殿[Wǔyuèdiàn] 位于从化区太平镇辖内。东至神棋公路，南至旧围，西至永坚祖公

祠，北至羽善西公祠。因是纪念五虎将（黄飞虎、嵩黑虎、文聘、崔英、蒋雄）而建，故名。坐

西向东，主体建筑阔三间 11.5米，深两进 11.7米，建筑占地面积 134.6平方米，是砖、木、石

结构，悬山顶。明成化五年（1470），由村民集资兴建并命名。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55.崔太师祠[Cuītàishī Cí] 位于增城区中新镇辖内。东至贝岭，南至水塘，西至西福河，北

至后龙山。因是纪念南宋名臣崔与之（原籍增城）的祠堂建筑，故名。坐东北朝西南，三间三进，

面阔 12.2米，进深 30米，占地面积约 366平方米，建筑面积 366平方米。灰塑牛角脊，碌灰筒

瓦。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56.正果寺[Zhèngguǒ Sì] 位于增城区正果镇辖内。因纪念余宾公得道成佛、修成正果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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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名。又名正果佛爷寺。建于南宋庆元三年（1197），明成化年间重建，清嘉庆、光绪年间两次

重修。正果寺石雕、木雕、浮雕等建筑装饰精美，具有岭南民间古建筑艺术风格。

57.何仙姑家庙[Héxiāngū Jiāmiào] 位于增城区小楼镇辖内。相传八仙之一的何仙姑（姓何

名琼）是增城小楼人，何仙姑后人在其家乡建庙供奉何仙姑，故名。占地面积约 1.4万平方米，

明代初期建成时称此名。正堂供奉樟木雕塑的何仙姑像。庙右侧有 “仙姑井”，正堂右侧的瓦

脊上有棵桃树。“小楼仙源”被评为增城新八景之一。

58.百花寺[Bǎihuā Sì] 位于增城区宁西街道辖内，又名百花古寺。前身为莲花书院，东汉明

帝十一年（68）建，当地有“未有增城，先有百花”传说。莲花书院是增城最早的文化教育场所，

明神宗万历七年（1578），百花书院遭到毁坏，书院始改建为百花古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59.西山太平天国军营地遗址[Xīshān Tàipíngtiānguó Jūnyíngdì Yízhǐ] 位于增城区增江街道

辖内。东接西山村委会，南邻东境，西靠新园，北至增江。清咸丰四年（1854），太平天国兴起

后，增城人何六于当年四月聚众数千，在增城红花地村起义，屯兵西山村南山与崩岗岭之间，因

太平天国军营地遗址位于西山村，故名。占地面积约 1万平方米。

60.百花林摩崖石刻[Bǎihuālín Móyá Shíkè] 位于增城区荔城街道辖内。东接百花山庄度假

村，南邻百花林水库，西靠长岭，北至小塘。因摩崖石刻位于百花林村，故名。摩崖石壁上刻有

宋咸淳辛末进士李肖龙题写的一首五言绝句诗，石刻高 1米、宽 1.5米、字径 0.1米。广州市文

物保护单位。

61.飞泉洞摩崖石刻[Fēiquándòng Móyá Shíkè] 位于增城区增江街道辖内。东接流杯水库，

南邻坳头，西靠增从高速，北至猪仔岭。因摩崖石刻位于飞泉洞，故名。石刻文字最早的刻于宋

熙宁四年（1071），最晚的刻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崖壁上现仍存有文字石刻十处，有楷

书、行书、行草、隶书等多种字体。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62.菊坡亭[Júpō Tíng] 位于增城区荔城街道辖内，增城老八景之一的“凤台凉月”在此地。

该亭几遭损毁。据《广东与地纪要》林翼中著一书云：该亭最后在清嘉庆四年由知县罗祥瑞重修。

抗战时期又为侵华日军所毁。后再重修，改名凤凰亭（因地处凤凰山命名）。2016年凤凰亭遇

大风损毁，2017年重修，更名菊坡亭。

63.浮扶岭先秦古墓群[Fúfúlǐng Xiānqín Gǔmùqún] 位于增城区增江街道辖内。因地处浮扶

岭，为先秦时期的大型古墓群，故名。是商周至南越国时期大型古墓群，已清理出墓葬 350多座，

是迄今为止广州地区考古发掘面积最大的先秦古墓群。

64.崔与之墓[Cuīyǔzhī Mù] 位于增城区朱村街道辖内。因墓地安葬南宋名臣崔与之，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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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南宋嘉熙三年（1239），元代荒废，清康熙年间重建。后经多次修缮、重建。占地面积约

5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500平方米。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65.夹江耸塔[Jiājiāng Sǒngtǎ] 位于增城区增江街道辖内。雁塔桥旁边，亦名双塔耸江，为增

城古代八景地之一。建于明万历二年（1574），雁塔是增城学子前往省城广州参加科举考试前上

香祈求高中入围的地方。公元 1574年，解甲归田的明代进士、官至福建学政的胡庭兰在城南倡

建雁塔，以昌文运。雁塔构造雄伟壮观，设计周密精巧，全用红石砌成，外观七层，内分十三层，

高达 32 米。曾是增城水路往返广州的必经之地。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66.挂绿园[Guàlǜ Yuán]位于增城区荔城街道辖内。又名西园，因园内有挂绿荔枝树而得名。

挂绿荔枝为名贵果树种，因果实有一道绿色线痕环绕其间而得名挂绿。挂绿荔枝具有肉清爽甜脆、

剥壳囊纸、经宿不湿、鲜味不变的特点，清代列为贡品。20 世纪 70 年代，园内的挂绿古树主干

开始脱皮枯萎，经采取截枝覆土等措施后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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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年商埠（21个）

1.惠如茶楼[Huìrú Chálóu] 位于越秀区中山五路 117号。清光绪元年（1875）由陈惠如创办，

是广州最早的茶楼之一，以经营广东传统风味的清茶细点为特色。以传统粤菜、精美点心、龙凤

礼饼驰名。名菜有如意香汁鸡、荷香蒸乳鸽、脯鱼干蒸烧卖等。20世纪 50年代转为公私合营，

1958年改为国营，其间进行过扩建。1963年 10月，扩建竣工复业，当时有职工 170多人。1995

年 3月搬迁至三元里广花路 212号。广州市著名百年老字号。

2.大三元酒家[Dàsānyuán Jiǔjiā]历史地名。原址位于越秀区长堤大马路 260号，创建于 1919

年，大三元名称取“三元及第、独居榜首”之意，故名。20世纪 20年代与南园、西园、文园合

称广州四大酒家；大三元酒家不但在广州名气大，而且在东南亚一带也享有盛誉，是广州首家安

装电梯载客的酒家。酒家烹饪技艺高，菜肴质量好，在华侨中有“住在广泰来（旅店），食在大

三元（酒家）”之说。知名招牌菜有太爷鸡、红烧大裙翅等。2000年 4月关闭。

3.新亚大酒店[Xīnyà Dàjiǔdiàn] 位于越秀区人民南路 10-12号，为中华老字号。1925年，美

国归侨冼锡鸿、张椿荣、莫超福、钟振川与澳大利亚归侨梁基、黄培及培正中学教员冯达纯等人

合办南华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今人民南路靠近珠江一带投资兴建两座 30米高的大楼，分别命

名为南华楼、嘉南堂（东楼和西楼）。南华楼 1927年改为酒店并开业，最初称为南华楼，有“南

华第一楼”美称，取名新亚大酒店。1956年 6月，酒店改名为“东方红旅店”，1971年复名“新

亚酒店”，1983年由八层加建到十层，1986年 5月更名“新亚大酒店”，1993年 10月获得“中

华老字号”称号。20世纪 20年代，广州是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心，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学院

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最高学府，也是我国第一所培训工人运动干部的高等院校，院址就在现今的新

亚大酒店，周恩来、刘少奇、恽代英、瞿秋白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为工人授课。

4.昆仑照相馆[Kūnlún Zhàoxiàngguǎn]位于越秀区人民南路 19号，为广州老字号，与艳芳照

相馆齐名，前身为 1949年 5月在沙面的丽斯摄影店，当年底迁西濠二马路，更为现名。1956年

公私合营迁至现址。20世纪 70至 80年代，照相馆以掌握领先于全国的彩色照片拍摄和冲洗技

术而知名。

5.广州大厦[Guǎngzhōu Dàshà] 位于越秀区北京路 374号。东临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南邻

锦泉眼镜博物馆，西近广仁路，北靠广东省财政厅。1981年建成，取名广州大厦，沿用至今。

占地面积约 165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5.9万平方米，主体建筑 36层，高约 110米。

6.广东大厦[Guǎngdōng Dàshà] 位于越秀区东风中路 309号。东邻都土地巷，南接东风中路，

西至省人民政府，北靠省政府宿舍。因大厦是由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一招待所升级改造而来，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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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建成，占地面积约 455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8.64万平方米，主体建筑 19层，另有地下

室 2层，高约 60米。

7.大同酒家[Dàtóng Jiǔjiā] 原址位于越秀区沿江西路 63、65、67、69号。是广州市第一批

历史建筑。1938年开设，1942年改名大同酒家。以经营粤菜为主，知名菜肴有大同脆皮鸡、金

牌烧乳猪等。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在此宴请外国友人。在广州举办首届中国出口商

品交易会开幕期间，大同酒家参与了接待服务，获评中华老字号、国家特级酒家。

8.东亚大酒店[Dōngyà Dàjiǔdiàn] 位于越秀区长堤大马路 320 号。东邻连珠街，南至长堤大

马路，西近海珠南路，北靠先施二街。1914 年由华侨马应彪兴建并起名，落成后称“先施有限

公司环球货品粤行东亚大酒店”。1986 年更名为东亚大酒店，占地面积约 1032 平方米，建筑面

积约 7000 平方米。是一家有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酒店，是广州解放日升起五星红旗的地

方。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9.广东迎宾馆[Guǎngdōng Yíngbīnguǎn] 位于越秀区解放北路 603号。东邻解放北路，南接

广德路，西近泮园，北接稻谷仓小区。清初是平南王王府的后苑，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至

1911年为广州将军府的后苑，其中部分范围在 1861-1931年为英国领事馆。1932年改为净慧公

园，并在园内建有迎宾馆。20世纪 50年代，华南军管会、省交际处及其招待所、省教育厅曾驻

于此。1962年改建为宾馆，定名为现名，沿用至今。占地面积约 4.31公顷，建筑面积约 4.54万

平方米。

10.中国大酒店[Zhōngguó Dàjiǔdiàn] 位于越秀区流花路 122号。东邻解放北路，南靠盘福

大街，西临东方宾馆，北近流花路。1980年 11月兴建，1984年 6月 10日全面开业。因当时是

中国大陆企业和中国香港企业合作经营，外观设计具有中国建筑特色和格调，故名。1990年 2

月 19日获全国首批五星级酒店称号，占地面积约 1.90 公顷，建筑面积约 16.8 万平方米。

11.新以泰[Xīnyǐtài] 位于越秀区惠爱八约（现中山四路）。由番禺人钟锦泉创建于清咸丰

末年（约 1859—1861），至今已有 160 年历史。初期称新以泰文房四宝店，商店第三代传人钟

毕因新以泰的读音与英文“Sunlit”相近，意为体育事业充满阳光活力，于是改营体育用品。至

20 世纪 40 年代，全店经营面积 25 平方米，工场 80 多平方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以

泰”曾是广州市最大、品种最齐全的体育用品商店。广州著名老字号。

12.海珠广场[Hǎizhū Guǎngchǎng] 位于越秀区起义路 1号。东邻侨光路，南至沿江西路，西

接侨光西路，北靠一德路和泰康路。占地面积约 3.5公顷，属城市广场。清代原为城外的蔬菜、

水果集市，旧称菜栏和果栏。20世纪 30年代前后渐成民居。1951年修建西广场，因附近是海珠

桥和古代海珠石所在地，故名。后续建东广场，1954年正式建成，广场北侧建有广州解放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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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

13.广州友谊商店[Guǎngzhōu Yǒuyì Shāngdiàn] 位于越秀区环市东路 369号。东接淘金路，

南临环市东路，西为天胜村，北靠淘金街。1959年创建，原址位于南方大厦，1978年扩业组建

广州市友谊公司，迁现址。因初建时是主要为外宾、华侨、港澳台同胞提供旅游购物综合性服务

的商店，故名。1981年开设国内第一家超级自选商场，1992年改组广州友谊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2000年更名为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仍称广州友谊商店。

14.大阪仓旧址[Dàbǎncāng Jiùzhǐ] 位于海珠区革新路新民八街 36号。东邻革新路，南至鹅

潭明珠苑，西与珠江相望，北靠海韵轩小区，建于 1930－1934年间，原是日本“大阪株式会社”

建设的码头仓库，“大阪”取自公司名称，故名。1952年移交广州港务局管理及使用。2002年

丁字形码头改建为沉箱岸壁式码头，码头岸线长 117.9米，水深 3.5米，靠泊能力 500吨；建筑

面积约 1.3万平方米，高约 6米。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15.子牙居[Zǐyá Jū] 位于海珠区黄埔村惇慵街 4号。因其为纺绣手工艺制作场所，牙字有上

下咬合之意，指织布时梭子上下穿插的情景，故名。1757年清政府关闭其他对外通商港口，只

允许外来商人通过黄埔古港进入广州经商，因此黄埔古港一带外向型手工艺和商业普遍发达。广

绣也因此得到迅速发展，子牙居绣花社也在此时成立。子牙居内部设施为三间两层，分前厅、中

庭、正厅和后院，总面阔 14米、总进深 26.3米，占地面积约 380平方米。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16.南园酒家[Nányuán Jiǔjiā] 位于海珠区前进路 142号。因是具有南方园林特色的酒家，故

名。1958年开建，由著名建筑设计师莫伯驰等人设计，1963年 7月开业，1997年被评为“国家

特级酒家”。占地面积约 1万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约 1.5万平方米、园林绿化面积 4500平方

米。建筑采用青砖绿瓦，翘角飞檐，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等岭南建筑特色风格，与泮溪酒家、北

园酒家并称广州知名园林酒家。

17.三菱洋行旧址[Sānlíng Yángháng Jiùzhǐ] 位于荔湾区沙面北街 65号。因是三菱商事株式

会社在沙面的营业处旧址，故名。前有沙基涌，面向六二三路，是混有巴洛克风格的新古典主义

特色建筑，主楼建筑占地面积 590平方米，主楼檐口高 12.7米，总高 13.9米，现保存完好。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8.胜利宾馆[Shènglì Bīnguǎn] 位于荔湾区沙面北街 53号。为保存西欧古典建筑风格的星

级酒店，胜利宾馆前身是 20世纪初英国人建造的“维多利亚大酒店“，因英文原名“维多利亚”

的中文意思为“胜利”，故名。抗日战争胜利后改名为“胜利大厦”，1957年正式改名“胜利

宾馆”，占地面积约 2700平方米，建筑层数为 9层，2011年重新装修。宾馆地处广州外事游览

区和历史文物保护区沙面岛，郭沫若曾为该宾馆题写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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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扶胥镇[Fúxū Zhèn]历史地名。位于今黄埔区南海神庙东侧的庙头村一带，其前身是晋代

的古斗村（古粤语，意为“岗村”或“山村”）。隋代已有“扶胥”（古粤语，意为“人墟”）

之称。隋开皇十四年（594）隋文帝下诏在南海镇建立南海神庙，南海神庙建在扶胥港上，因此

南海神庙成为广州扶胥港的标志。扶胥港成为广州外港，是中外船舶进出广州的必经之地。宋代

是番禺八大镇中最繁荣的一个。

20.柯拜船坞遗址[Kēbài Chuánwù Yízhǐ] 位于黄埔区长洲岛长洲街 188号。始建于清道光二

十五年（1845），1856年冬毁于战火，1861年重修，1893年再修，始建时命名并沿用至今。因

船坞为约翰•柯拜所修建（苏格兰人）建立，故名。坞长 124.95米、坞口宽为 24.38米、深 5.19

米，占地总面积约 3605平方米。四周用花岗岩石砌成，坞的两边层叠着石阶梯，做工精细。此

坞曾有两道浮门，分内外两区，可供两艘中、小型船只同时入坞，或一艘 5000吨的轮船入坞修

理。该船坞在 19世纪 60年代被称为“中国最大的石船坞”。1966-1976 年期间，黄埔造船厂开

挖地洞和隧道时，将船坞填塞了近四分之一。后来，又在坞前修了马路，船坞仅剩现在的规模，

已不能与珠江相通，失去了修船作用。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21.番禺宾馆[Pānyú Bīnguǎn] 位于番禺区市桥街道大北路 130 号。因当年建设时是番禺县

内规模最大的宾馆，故名。1979 年 3 月由港澳知名人士何贤、霍英东及张耀宗先生等捐资兴建，

1980 年 12 月建成开业，沿用至今。占地面积约 5.60 公顷，主楼有 23 层，建筑面积约 7万平方

米，为四星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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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红色印记（7个）

1.广州市银河烈士陵园[Guǎngzhōu Shì Yínhé Lièshì Língyuán] 位于天河区兴华街道辖内。

因是用于保管存放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有突出贡献人士骨灰的场所，而此地原属银河乡管

辖，故名。始建于 1956年 4月，2006年进行扩建，占地面积 19万平方米，建有陵园广场、烈

士纪念馆、烈士墓区、烈士骨灰堂等功能区。陵园内安放有我国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烈士 522

位，烈士墓 162座，包括著名的“沙基惨案”殉难烈士墓、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六烈士墓、马

口灭火英雄烈士墓、向秀丽烈士墓、抗击“非典”烈士墓、“抗疫英雄”烈士墓和辛亥革命时期

的烈士、志士墓等。此外，还建有公安烈士纪念碑，安放高剑父、陈树人、关山月、萧红、红线

女等文化界名人墓。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东省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广东省党员教育

基地、广州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天河区文物保护单位。

2.植地庄抗日战斗烈士纪念碑[Zhídìzhuāng Kàngrìzhàndòu Lièshì Jìniànbēi] 位于番禺区南村

镇里仁洞村植地庄，与植地庄抗日战斗烈士墓为一组建筑。为纪念 1944年 7月 26日抗击侵华日

军在植地庄战斗中光荣牺牲的 46位英烈而修建，故名。烈士纪念碑建于 1956年 10月 13日，重

立于 1992年 12月，沿用至今。纪念碑建在平台上，底座 5 层，逐层向上收小，碑座正面刻有

碑文及烈士名录。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3.广游二支队司令部旧址[Guǎngyóu Èrzhīduì Sīlìngbù Jiùzhǐ] 位于番禺区沙湾街道石涌村下

坊街村口，为一座二进一天井的旧祠堂，名“潘氏宗祠”，原址在石涌村上街北面，因战火损坏，

于 1943年迁至现址重建，2000年重修。1938年至 1940年期间，广州市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简

称“广游二支队”）司令部及驻守部队曾驻扎此地，故名。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4.广游二支队独立第一中队部旧址[Guǎngyóu Èrzhīduì Dúlì Dì-1 Zhōngduìbù Jiùzhǐ] 位于番

禺区沙湾街道福涌村涌边自然村，因是广游二支队独立第一中队（简称独一中）队部，故名。原

为涌边村陈姓祖祠，1940年 9月成立广游二支队独立第一中队，队部设于该祠，为抗日革命纪

念地。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5.禺南武工队旧址[Yúnánwǔgōngduì Jiùzhǐ] 位于番禺区大石街道会江村，原是会江村纯菴

区公祠，因是解放战争时期禺南武工队成立的地方，故名。公祠始建于清道光十年（1830），三

间两进，占地面积 190.75平方米。1947年初，中共禺南特派员成崇正根据广东省委关于恢复武

装斗争的指示，着手筹建禺南武装队伍。1947年 12月，由中共禺南特派员直接领导的武装队伍

在大石会江村纯菴区公祠成立，定名为“二支队禺南武装工作队”（简称“禺南武工队”）。禺

南武工队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入大石、大山、大围、河村、植村、江南、员岗、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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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乡村，发动和组织群众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反“三征”武装斗争，禺南武工队在斗争中不断发

展壮大，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番禺独立团成立的基础。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6.花县第一届农会旧址[Huāxiàn Dìyījiè Nónghuì Jiùzhǐ] 位于花都区花东镇九湖村王氏大宗

祠（又名显承堂），王氏大宗祠建于清道光年间。因是大革命时期花县第一届农民协会成立地，

也是花县农民自卫军总部遗址，故名。广东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阮啸仙、刘尔崧、罗绮园、

黄学增及花县农运领导人王福三、陈道周、梁伯舆等曾在此开展活动。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7.中共增龙县委旧址[Zhōnggòng Zēnglóng Xiànwěi Jiùzhǐ] 位于增城区派潭镇小迳村，因

1948年 3月中共增龙县委在此地成立，故名。小迳村包括东坑、天岭脚、简洛、单竹园等村庄，

村庄散布在月牙形盆地中，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旧址坐东北朝西南，是一座客家四合院建筑。

1985年公布为增城县文物保护单位，名称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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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近代史迹（11个）

1.李福林公馆[Lǐfúlín Gōngguǎn] 位于海珠区海幢街道辖内。李福林，字登同，广东番禺（今

广州市）人，1907年于新加坡加入中国同盟会，次年由新加坡到越南，参加河口起义。1917年

孙中山南下护法时，负责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府警卫。1920年参加驱逐桂系军阀之役，

次年参加北伐。1925年 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后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军事参议院

参议、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等职。1921年李福林于此地建筑楼房、花园，作为军队总部所在地，

又称“福军总部”，故名。占地面积约 1000平方米，公馆楼房为四层西式洋楼，整座建筑形如

飞机，似飞向北方，据说寓意李福林坚信北伐胜利之意。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2.侵华日军华南防疫给水部遗址[Qīnhuárìjūn Huánán Fángyì Jǐshuǐbù Yízhǐ] 位于海珠区南

石西路兴隆大街，因建筑属“华南防疫给水部”分部，是侵华日军秘密进行人体细菌实验、杀害

粤港难民的场所，故名。1927-1936年该处为国民政府广州市公安局分处，日寇侵华期间，为伪

政府占用，称粤港检疫所，名义上为处理广州市内河船运的报关和检疫，1938年侵华日军细菌

战部队在此成立“华南防疫给水部”。遗址占地面积约 400平方米，坐东向西，面向珠江。广州

市文物保护单位。

3.双清楼[Shuāngqīng Lóu] 位于海珠区同福西路龙溪新街。廖仲恺、何香凝曾在此居住，皓

月当空之时，二人促膝而谈，有“人月双清”之感，故名。双清楼建于清代，原为廖仲恺之兄廖

恩焘家宅，占地面积约 48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700平方米，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10月底，

廖仲恺与何香凝结婚后，迁入该址居住。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4.粤军第一师诸先烈纪念碑[Yuèjūn Dì-1 Shī Zhūxiānliè Jìniànbēi] 位于天河区兴华街道牛眠

岗。牛眠岗一带原为粤军第一师及扩编后第四军的阵亡将士坟场，为纪念在东征和北伐战争中牺

牲的第四军将士而建此碑，故名。建于 1939年，碑身正面镌刻“粤军第一师诸先烈纪念碑”11

个大字，碑身顶部刻中国国民党青天白日徽。1986年，广州市人民政府重修该碑。广州市文物

保护单位。

5.侵华日军永平飞机库遗址[Qīnhuárìjūn Yǒngpíng Fēijīkù Yízhǐ] 位于白云区东平南路，是侵

华日军占领广州期间所建的军事设施，用于停放飞机，故名。是侵华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引发太平

洋战争后，强迫当地村民抢建的一批隐蔽小型飞机库之一。前拱高约 6米，后拱高 3.20米，前

端库 24米，深为 15.60米，每个机库占地面积约 370平方米，拱顶混凝土厚度约 0.90米，每个

机库可容一架轰炸机或两架战斗机，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罪证之一。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6.中国同盟会广东番花分会旧址[Zhōngguó Tóngménghuì Guǎngdōng Pānhuā Fēnhuì Jiùzh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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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花都区新华街道徐公祠后楼。此楼曾是当年中国同盟会番花分会会员秘密聚会之所，坐北朝

南，三间两进，带后楼，总面阔 12米，总进深 38.5米。是研究岭南历史文化及中国近代革命史

的重要实物。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7.蛇头山侵华日军驻地遗址[Shétóushān Qīnhuárìjūn Zhùdì Yízhǐ] 位于花都区花东镇辖内。

1940年始建，因当时侵华日军占据花县，在蛇头山建碉堡作为驻地，故名。现留存着侵华日军

驻扎在这里时修建的碉堡和战壕，该遗址是研究抗日战争的重要实物。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8.白面石广州“抗日第一枪”战场遗址 [BáimiànShí Guǎngzhōu “Kàngrìdìyīqiāng”

Zhànchǎng Yízhǐ] 位于增城区正果镇辖内。1938年 10月 20日，国民革命军第 4路军直属独立

20旅 3团 2营 300多名官兵在此狙击侵华日军，击毙击伤日军 100多人，打响广州地区抗日的

第一枪，为纪念这场战斗，故名。增城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9.豸山碉堡 [Zhìshān Diāobǎo] 位于增城区荔城街道辖内。因侵华日军碉堡位于豸山，故名。

该碉堡是用于扼守县城南部增江及增滩公路等主要水陆交通要道的军事建筑，是侵华日军的历史

罪证。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10.蝴蝶楼[Húdié Lóu] 位于南沙区东涌镇辖内。因建筑形状像一只展翅欲飞的蝴蝶，故名。

建筑占地面积 207.35平方米，坐西北向东南，青砖墙，钢筋混凝土结构，外墙粉刷成黄色，楼

背中间筑半圆形炮楼，上下设有多个枪眼和瞭望窗。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11.陈宗南故居 [Chénzōngnán Gùjū] 位于增城区石滩镇辖内。该楼建于 1923年，是著名教

育家、化学家陈宗南的故居。建筑为一栋小洋房，占地面积约 1054平方米，由主楼、次楼、平

间和小院组成。主楼居右，用青砖筑成，为“青楼”，高 3层，面宽 15.2米，深 16.36米；次楼

居左，是红砖材料，称“红楼”，面积与青楼略同，有西洋式连群阳台。大门口设七级台阶，门

框用水磨青砖砌筑，侧有水泥边框装饰，直通二层顶，顶立正中塑斗大的圆形“宗南”二字，字

下方有陆地、海洋的示意符号图案，均为红色。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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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古村古庄（89个）

1.棣园村[Dìyuán Cūn ] 历史地名。位于海珠区南石头街道辖内。宋代有范姓居民由外地迁

来于此，建村初有竹林包围，曾名大园村，后以兄弟情谊谓“棠棣之花”之意，更名棣园。

2.官洲村[Guānzhōu Cūn] 历史地名。位于海珠区官洲街道辖内。东临仑头海，南与番禺小

谷围岛一江之隔，西望小洲村，北与仑头村隔江相望。清初建村时称“官洲”，一说称古代对面

番禺官山设有海关，海关官员在江心岛居住，因是海关官员住的地方，故称官洲；又一说是邻近

官山而命名。1958年称官洲大队，1966年称红洲，1980年恢复为官洲，2008年为建设“广州国

际生物岛”，官洲村民迁出。

3.五凤村[Wǔfèng Cūn] 历史地名。位于海珠区凤阳街道辖内。东邻凤和村，南接瑞宝村，

西达南石头街道，北接昌岗街道，五村居委会驻此。清代建村时命名，以五村、旧凤凰两自然村

各取一字而命名，故名“五凤”。片区内有纯阳观、漱珠岗石刻等古迹。

4.基立村[Jīlì Cūn] 历史地名。位于海珠区素社街道辖内。东邻基立南街，南至基立新村，

西北临江湾路，占地面积约 4公顷。1903年，一批华侨基督教徒从美国返回中国，并打算在广

州长期定居，便在河南（海珠区）这片果林田园之间，开辟了教会社区，建教堂、别墅。“基立”

二字其实源自于《圣经》的“基立溪”，故名。村内以欧式红砖小洋楼建筑风格为主，曾是 1949

年前，广州城郊红极一时的“别墅”区，也是广州第一个基督教社区。

5.琶洲村[Pázhōu Cūn] 历史地名。位于海珠区琶洲街道辖内。东邻黄埔北居委会，南接南

园居委会，西至华南快速干线，北临珠江，面积约 7.8平方千米。南宋期间，有白姓、马姓、黄

姓人家从南雄珠玑巷迁来开村，因地形似琵琶，称之为“琵琶洲”，后简称“琶洲”，故名。2010

年改为城市规划用地，城中村全部拆迁改造，村内有琶洲塔。

6.岑村[Céncūn] 历史地名。位于天河区长兴街道辖内。“岑村”有三种说法。一说元末明

初时，官府为了勒索和管治，将金村改为今村，再加上山字头镇压；二说人们随意将“金”写成

“今”，又因有火炉山，于是在“今”字上加山字，成为“岑”字；三说盗贼认为金村很富裕，

常常进村抢掠。村民为避免抢掠，将“金”改为“今”，并在上面加“山”，变成岑村，故名。

清光绪年间，归属番禺县鹿步司黄陂堡，1952年划归龙洞乡，1953年划归黄埔区，1956年属广

州市郊区，1959年划归郊区沙河公社，至 2002年 12月沙河镇撤销，岑村归新成立的长兴街道

办事处。

7.程界西村[Chéngjiè Xīcūn] 历史地名。位于天河区员村街道辖内。明洪武年间，李氏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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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南雄珠玑巷来到此地，路程以此为界，居住下来，故名程界。清末，程界地区分为程界西约、

中约、东约，以程界中约为程界村，程界西约为程界西，故名。

8.宦溪村[Huànxī Cūn] 历史地名。位于天河区前进街道辖内。北宋宝元年间，屈禹禄从珠

玑巷迁至此地。村址原是一个小山岗，称饭箩岗。因倡导谦让，改名兴让约。南宋末年，广东制

置使凌震抗元失败后在此隐居，由于凌震是官宦人家，其家族居住在此间溪水岸边，改称为宦溪。

9.河水村[Héshuǐ Cūn] 历史地名。位于天河区兴华街道辖内。南宋时期建村，起名河水村，

因村中有河经过，故名。清嘉庆年间，陈姓从太和陈底村迁来，邱姓从花县紫坭庄迁来，刘姓从

从化太平场社边村迁来，清同治十年（1871）《番禺县志》地图中已经标有河水村。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河水为银河村第九、十队，属兴华街道管辖。村内有陈氏宗祠、邱氏宗祠。

10.凌塘村[Língtáng Cūn] 历史地名。位于天河区新塘街道辖内。明永乐七年（1409）建村，

因西北至火炉山，处于火炉山的东南向山麓的缓坡地带，旧时有较多墓葬。后由村中名望将之改

名为“凌塘”。

11.沐陂村[Mùbēi Cūn] 历史地名。位于天河区新塘街道辖内。南宋末年建村，起名木陂，

清末，改名沐陂。古时，因村中有大片葱茏的树木，故有“木”；又因有车陂涌，有河堤，即“陂”，

故名。

12.棠下上社[Tángxiàshàngshè] 历史地名。位于天河区棠下街道辖内。因是棠下村的一部分，

位于棠下村的上方（西北部），呈不规则方形聚落分布，是珠江北岸冲积平原的一个小山岗，地

势明显北高南低，故名。元初至元十七年（1280），潘南岳从珠村分支发展而来，渐成村落，潘

姓成为村中唯一的大姓。村中有钟姓祠堂 1座、建于清代的供奉观音的仁圣宫、石仁窿蓄水湖碑。

13.棠东村[Tángdōng Cūn] 历史地名。位于天河区棠下街道辖内。1953年由棠下村拆分而成，

起名棠东村，棠东村因位于棠下村的东面，故名。始建于南宋初年，南宋中原移民谭姓和罗姓开

村；元代，钟姓从员村分支而来；明代，苏姓从车陂而来，李姓从程界村分迁而来，潘姓从棠下

分支而来，至此，棠东村基本形成。有建于清代的水月宫，潘达微故居为广州市登记文物保护单

位，兰溪潘公祠、陂头拦河坝为天河区文物保护单位。

14.伍仙桥[Wǔxiānqiáo] 历史地名。位于天河区兴华街道辖内。清同治年间建村，传说古代

有五位仙人降临此处，遇到山溪，变出石桥而过，故名。清同治年间《番禺县志•白云山图》已

标有五仙桥。

15.渔沙坦[Yúshātǎn] 历史地名。位于天河区凤凰街道辖内。清乾隆初年已建村，原名渔沙

潭，因淤积为滩（坦），故名。清同治十年（1871）的番禺县地图中，已标有渔沙坦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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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牛利岗[Niúlìgǎng] 历史地名。位于天河区兴华街道辖内。清嘉庆年间建村，起名牛利岗

村。因所在的山岗狭长而起伏，形似牛利（粤语中“牛利”指牛舌），故名。

17.岐山村[Qíshān Cūn] 历史地名。位于天河区珠吉街道辖内。清顺治元年（1644），珠村

潘氏四兄弟到此建村。原名木头朗，后取“凤鸣岐山”诗句之意，改名岐山村。

18.永泰村[Yǒngtài Cūn] 历史地名。位于白云区永平街道辖内。东邻白云山，南邻黄石街道

的陈田，西连嘉禾街道黄边，北至东平，因建村时当地村民祈望永远国泰民安，故名。

19.石马村[Shímǎ Cūn] 历史地名。位于白云区均和街道辖内。北临流溪河，南临新石路，

西有广花二路，南有机场高速。村里依然保存着清末民初建筑风格的古村落，当地山岗有一块类

似骏马的石块，民间传说石马乃是天马，故名。有桃花源、石马桃花公园、平和大押、洪圣古庙、

抗日碉堡等景点和古迹。

20.庆丰村[Qìngfēng Cūn] 历史地名。位于白云区石井镇辖内。原称古鉴村，也叫古料村。

传说南宋末年，庆丰村先民从南雄珠玑巷至此地，人困马乏，就地休息的先民梦见一位神仙前来

托梦，梦里神仙留下“家中人十口，有米存一斗。葫芦口中间，此地宜久留”诗句，先民以为吉

祥，“家中人十口”，以十口为“古”，“有米存一斗”，以米和斗取成“料”字，故取名“古

料”，含有人丁兴旺，丰衣足食的意思，故名，后改为庆丰村。

21.亭岗村[Tínggǎng Cūn] 历史地名。位于白云区石门街道辖内。东邻大冈，南邻庆丰，西

邻朝阳，北接滘心。“亭岗村”之得名，历来说法不一，主要有三：一说宋末一位太子死于附近，

遗体停放在附近山岗，故名“停子岗”，后改称亭岗；二说村中有青龙岗、高山围、后底岗三个

小山岗，从远处看过去犹如一条船一样，故又名艇岗村；三说该村位于石沙路“风雨亭”至红星

村“青龙岗”之间的位置，各取一字，故名“亭岗”。

22.黎家塘村[Líjiātáng Cūn] 位于白云区钟落潭镇辖内。黎家塘村来历说法有二：一说传说

宋代末年建村，多为黎姓人家居住，村前有口水塘，故名黎家塘；二说因村位于形如莲藕的岗丘

地上，宅分 6间门楼环向形如莲花，取名莲花塘，清乾隆后期以黎氏居先，并出一进士，更名为

黎家塘。

23.小石马[Xiǎoshímǎ] 位于白云区均禾街道辖内。因临近石马村，又比石马村小，且归石

马村管辖，故名。东邻广花路，西南至大朗社区，北接唐阁社区。南宋咸淳四年（1268），徐、

钟、曾姓村民从南雄珠玑巷迁来此地开村，后有黎姓、袁姓、陈姓、黄姓等村民先后迁入。

24.珠江村[Zhūjiāng Cūn] 位于黄埔区鱼珠街道辖内。东临大沙地、下沙村，西靠石岗村，

南接黄埔港，北至坑田、顶岗村，因村址在珠江河旁，故名。始建于明朝，原称双对江州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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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沙圜村），其后更名为“鱼珠村”“珠岗村”，是清代“羊城八景”之一“东海鱼珠”所在地。

有李氏宗祠、蒲式宗祠等古祠堂以及珠江村牌坊。

25.姬堂村[Jītáng Cūn] 历史地名。位于黄埔区大沙街道辖内。东临新围村，西靠上堂、岐

山，南接横沙村，北至莲塘、加庄村。公元 1522年，村民开辟姬公堂而居，姬公堂的村名源于

周文王（姬姓，史称姬公），故名。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茅岗三修族谱始辑《姬堂周氏族谱》

时，更名为姬堂。

26.上堂村[Shàngtáng Cūn] 位于黄埔区大沙街道辖内。东临姬堂村，西靠天河区岐山村，南

接广园快速路，北至上堂山脉。明宣德年间，茅岗始迁祖后裔到此处开村，门口横石上刻有“上

堂坊”三个大字，便以此作为村名。自命名以来，沿用至今。现存有 1座宗祠，古水井以及古代

遗存的 1座更楼。

27.文园村[Wényuán Cūn] 位于黄埔区文冲街道辖内。东临牛山炮台公园，西靠文冲村，南

接广新路，北至文园山公园。公元 1231年建村时，因村坐落岗头园（上高园），原称岗头园，

后陆姓人口逐渐居多，陆姓祖公将岗头园更名为文园村而定名，沿用至今。现存有 3间宗祠、乌

涌沙围炮台遗址。

28.夏园村[Xiàyuán Cūn] 历史地名。位于黄埔区穗东街道辖内。东临沙涌村，西靠庙头村，

南接广州经济开发区（西区），北至夏园新村。宋代建村时由村民命名，因徐氏十二世祖孙女嫁

邻里洪姓，亲家洪姓赠一蔬菜果园，名曰“夏园”，徐公携五个儿子在此建房居住，故名。现存

有 2 座宗祠。

29.上庄村[Shàngzhuāng Cūn] 位于黄埔区长洲街道辖内。东临黄埔造船厂技工学校，西靠

黄船宿舍区，南接金洲路，北至长洲路。始建于南宋淳祐十年（1250），因建于长洲岛偏北（上

部），故名上庄，自命名起沿用至今。现存有 2座宗祠，村内有东征阵亡烈士墓地、济深公园、

北伐纪念碑等古迹。

30.笔村[Bǐ Cūn] 位于黄埔区云埔街道辖内。东临宏岗村，西靠夏园新村，南接沙涌村，北

至斗元村。宋代建村时命名，因村后有笔山(今名铜鼓山)，故名。村内有玄帝古庙。

31.火村[Huǒ Cūn] 位于黄埔区云埔街道辖内。东临赵溪村，西靠枝山村，南接勒竹村，北

至小塱村。始建于宋朝，原称果村，后为利于发展，寓意生活红红火火，更名为火村。存有法雨

寺、西泉古井等古迹。

32.塘头村[Tángtóu Cūn] 位于黄埔区萝岗街道辖内。东临孟田村，西靠大塱村，南接火村，

北至水西村。始建于元末，由萝岗钟氏七世祖元德公等人于萝峰坑村永堡里迁于该处，曾名塘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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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又根据村落周围水塘围绕，村中心有一似人头像的小山头而更名为塘头村，并沿用至今。现

存有 4座宗祠、北帝古庙、琼兴书室，其中钟氏二宗祠、塘头北帝古庙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33.双岗村[Shuānggǎng Cūn] 历史地名。位于黄埔区红山街道辖内。东临沙浦村，西靠文园

村，南接文冲船厂，北至华坑村。明成化十三年（1477）建村，因旧时村旁有白石岗、黄岗两个

小山岗，故名。

34.汤村[Tāng Cūn] 位于黄埔区龙湖街道辖内。东临门口岭，西靠上坊，南接下坊，北至门

口湖。南宋 1228年，汤氏从河南入粤，在今汤村上、下坊立村，以姓取名汤村，现存有 2座宗

祠。

35.何棠下村[Hétángxià Cūn] 位于黄埔区龙湖街道辖内。东临竹山，西靠九佛二中，南接打

底岭，北至花城药厂。始建于宋末，因村址在鱼塘下方，故称塘下，后更名为棠下。为区别其他

“棠下”，因全村村民绝大多数为何姓，故定名为何棠下村。村中有 1座宗祠，清代始建，经重

修今保存完好。

36.枫下村[Fēngxià Cūn] 位于黄埔区九佛街道辖内。东临前进社，西靠枫园下，南接新星社，

北至车头。因宋代马氏始祖迁入定居，见村后山枫林茂盛，定名枫园下，沿用 800多年成主村落，

20世纪 50年代始简称“枫下”，定名为枫下村。村域曾有龙潭圩，是清代九佛一带的中心圩集，

在圩旁有龙潭祖庙和“约亭”。

37.镇龙村[Zhènlóng Cūn] 历史地名。位于黄埔区新龙镇辖内。东临九楼村，西靠福洞村，

南接迳头村，北至新村。始建于南宋 1201年，先形成大埔圩，至明代已聚集相当规模的村落群，

并形成有名的龙门埔圩集，清代形成镇龙圩集。因主村落处于镇龙圩（集市）的中心，故名。村

保留有建成数百年的古村落及建筑以及多座宗祠。

38.林益庄[Línyì Zhuāng] 位于花都区秀全街道辖内。东接石头岭，南望砖厂庄，西邻义山

村，北临联合村。因村庄的巷子横竖有如林木一样齐整，故名。村内有冯云山故居遗址、 “三堆

石”拜上帝会创立纪念地等古迹。

39.三和庄[Sānhé Zhuāng] 位于花都区赤坭镇辖内。东邻大山岭，南至八间，西接大崛，北

靠打鼓岭。因清末建村者宋廷祯生有三子，为取家庭和顺之意，故名。历史人物有清代“父子进

士”宋廷祯和宋蔚谦，有第七战区挺进第四纵队前线指挥所驻三和庄等遗址。

40.神龙村[Shénlóng Cūn] 位于花都区秀全街道辖内。东至乐同村石陂，南望官禄㘵，西连

砖厂庄，北临石头岭。1850年建村，起名神龙。村内有洪秀全故居纪念馆、洪氏宗祠。

41.元华村[Yuánhuá Cūn] 位于花都区新华街道辖内。东邻武广高铁，南至三华路，西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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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旧村，北靠东华。北宋元丰年间建村，起名元华。有云山徐公祠、凤山徐公祠、松东徐公祠等

古迹。历史名人有徐维扬和黄花岗烈士徐临端、徐保生。

42.大岭村[Dàlǐng Cūn] 位于番禺区石楼镇辖内。东至莲花山社区，南至石楼一村，西至岳

溪村，北至茭塘西村。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建村，原名菩山村，明嘉靖年间，因村依大岭

山而建，取名为大岭村。2007年被公布为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广州第一个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村。

43.沙湾北村[Shāwān Běicūn] 位于番禺区沙湾街道辖内。东至沙湾东村，南至沙湾南村，

西至沙湾西村，北至福涌村，因地处沙湾古镇北面，故名。沙湾北村是沙湾古镇的核心部分，南

宋绍定六年（1233），何德明开基立村。明代番禺县五司之一的“沙湾巡检司”（简称“沙湾司”）

设司署于此，明清时是番禺县内最大的一个自然村。 1953年，原沙湾乡分成 5个行政村（东村、

西村、南村、北村、涌口），村名曾叫北区、北村、沙北大队、北村大队、北乡，现名“沙湾北

村”。有留耕堂、光裕堂、衍庆堂、珠海何公祠等古建筑和宗祠，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44.潭山村[Tánshān Cūn] 位于番禺区化龙镇辖内。始建于北宋熙宁年间，因村内有小山岗

形似寿星公，前有深潭，故名潭山。村内有建于明代的许氏大宗祠，还有天后宫、潭山会堂、潭

山天南三街公所旧址、潭山地字一街公所旧址、万寿宫山门、先锋古庙、耀庚门门楼、寅轩公祠、

悠然公祠、竹溪公祠等古建筑和宗祠。有飘色、乞巧、曲艺、龙舟、醒狮等多项传统民间文化艺

术，其中，“娘玛诞”与乞巧文化闻名于广府地区，为第三批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

45.里仁洞村[Lǐréndòng Cūn] 位于番禺区南村镇辖内。因多姓氏共同建村，取名“里仁”，

有勉励各姓团结仁爱之意；又因处小盆地，站在村里环视四周天空，有观天如洞之感，称村为“洞”，

故名。明代建村，取名里仁洞村，沿用至今。1958年称里仁洞大队，1987年设立里仁洞村委会，

辖内有植地庄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

46.沙湾西村[Shāwān Xīcūn] 位于番禺区沙湾街道辖内。是前沙湾乡的一部分，位于沙湾西

部，故名。宋代成村，约 1964年命名沙湾西村，曾用名西乡，简称沙西村，列入第一批广东省

传统村落名单。

47.龙湾村[Lóngwān Cūn] 位于番禺区沙湾街道辖内。“龙湾”含钟灵毓秀，人杰地灵之意，

故名。南宋时期，广东通判冯爵荣来此巡视，见其山河环抱，别有灵气，遂全家迁此落户，起名

龙湾。

48.汉溪村[Hànxī Cūn] 位于番禺区钟村街道辖内。因该地丘陵较多，溪水较少，故名。宋

开禧年间开村，简姓在此聚居，其后黄、刘、丁、梁等姓氏相继迁来汇集成村，原为钟村的一个

坊，初名南浦，因地多丘陵又名旱塘尾，后因“旱”字是耕作忌讳，故取其谐音“汉”，定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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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塘里”；再后又因“塘里”与“溪”同义，取名汉溪村，沿用至今。

49.诜敦村[Shēndūn Cūn] 位于番禺区钟村街道辖内。“诜”意为众多，众人言的意思。全

村多为孔姓，是孔子后裔，孔夫子主张克己复礼，“诜敦”意为孔子后代多为温顺、敦厚之人。

据传宋代开村时，有步、莫、黄、叶、程、苏、区诸姓，定居于罗园。后孔姓从钟村迁入到此教

书，弘扬孔教之道，后孔姓人口发展快成为大姓，其他姓氏逐渐迁走，孔氏为始村名雅化，取名

为诜敦村。

50.北海村[Běihǎi Cūn] 位于番禺区沙头街道辖内。宋代沙头镇已是官贾云集之地，从市桥

镇到沙头镇，需跨越南山峡口，沙头镇因地处市桥镇之南而称"南津"，后因此村位于沙头镇的北

部，故名。宋代由梁姓先祖开村，取名南津，1958年改名北海村，沿用至今。

51.横江村[Héngjiāng Cūn] 位于番禺区沙头街道辖内。“横江”由村后“横岗”山岗名转化

而来，因当时村民认为“水能生财”，便改“岗”为“江”，祈愿因此财源贸盛，故名。明景泰

元年（1450），朱文英与次子朱德权来番禺横江定居立业，初名横岗，后发展为横江村，沿用至

今。有黄氏、黎氏、杜氏、朱氏、麦氏、何氏等族姓宗祠。

52.龙美村[Lóngměi Cūn] 位于番禺区东环街道辖内。据传宋末张元贵从西蜀潼川洲迁至此

开村，附近的员岗（村名）与此地“龙脉”相通，员岗称为“龙头”，此地为“龙尾”，故一度

以龙尾作为村名。后来村民对“尾”字有忌讳，便改为“美”字，称龙美村。

53.穗石村[Suìshí Cūn] 位于番禺区小谷围街道辖内。相传北宋末年建村，村后山岗有一块

巨石，石旁长着一棵巨松，浓阴盖石。乡人认为乃祥瑞之兆，故称之为“瑞石”，又因广州称“穗”，

附近多“穗”字地名，便以“穗石”作为村名。

54.厦滘村[Xiàjiào Cūn] 位于番禺区洛浦街道辖内。因村建于沙滘岛中部，取安得广厦之意，

故名。明万历八年（1580）建村，因村位于沙滘下方，取名“下滘”。1970年后，村民约定俗

成把“下”改“厦”，遂称厦滘，1984年称“厦滘乡”，1987年设立厦滘村委会，沿用至今。

55.大洲村[Dàzhōu Cūn] 位于番禺区石壁街道辖内。宋代建村，村名由来有三说：一说因地

形平缓而狭长，四周河水环绕，状如船在水中，取名大舟，谐音后为大洲；二说村境是淤积而成

的洲渚，故名大洲；三说古代有一大官船在此遇风浪翻没，人谓大舟，后谐音为大洲。

56.傍江村[Bàngjiāng Cūn] 历史地名。位于番禺区大龙街道辖内。因是倚山傍江之地聚居而

成的村庄，故名。宋末成村，初称“傍海”，后改称“傍江”，1958年傍江村划分为傍江东、

傍江西两个大队。现为傍江东社区、傍江西社区。

57.官堂村[Guāntáng Cūn] 位于番禺区南村镇辖内。晋代欧姓建村，村址被三座小山岗环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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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称“三老岗”，三老者为官，山中有条小溪，取名官溪；宋末小溪改为八口鱼塘，故元代易名

为官塘，到明末后取其谐音称官堂。1987年设立村委会，沿用至今。

58.崇德村[Chóngdé Cūn] 位于番禺区新造镇辖内。“崇德”取义于《论语》，取忠信乃是

崇德之义，故名。据传宋徽宗崇宁五年，侍御史黎丙戌南渡至广东，在礼园村定居，开村名崇德

坊，后分为九坊，其中有崇德坊。后崇德、西街、坑田 3个坊合并成立崇德村，沿用至今。

59.思贤村[Sīxián Cūn] 位于番禺区新造镇辖内。原名严坑村，是因严氏人在此地开村而得

名。明代屈大均祖父屈群力聘新会陈白沙到此村设帐授徒，后来人们思其德泽，将严坑村改称思

贤村。思贤村是“岭南三大家”之一、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爱国诗人屈大均的故乡，村内存有屈

大均墓地遗址及八泉亭、思贤亭等古迹。

60.柏堂村[Bǎitáng Cūn] 位于番禺区化龙镇辖内。相传北宋高宗建炎年间，有刘昶携眷来此

定居，生下六子，后刘昶带两子远去，遗下一妻四子，刘妻矢志柏舟，终生相守，乡人慕其贞节，

“柏”字为纪念刘氏之妻贞节，“堂”指住所，寓意贞节之地，故名。20世纪 50年代，由东溪、

柏堂、大街、地围高级农业合作社汇成柏堂大队、柏堂乡，1987年改称柏堂村，沿用至今。

61.沙亭村[Shāting Cūn] 位于番禺区化龙镇辖内。村由冲积海沙形成沙堤，乡人称之为“沙

路”；同时村口建有一角亭，故名。明末清初，屈大均在此村开展反清复明工作，刻有石碑，上

书“明水长环”，并在村口建有一角亭，改称“沙亭”。清光绪年间在此修建炮台，村北马腰岗

有沙路炮台遗迹。1987年设立沙亭村委会，沿用至今。

62.莲溪村[Liánxī Cūn] 位于南沙区黄阁镇辖内。南宋时麦氏先祖麦必达等在此开村，已有

800多年历史。曾名莲塘坊，后改名莲溪，寓意“莲香溢远，溪水流长”，故名。有“麦氏大宗

祠”群、古炮楼、古民宅、山坑古井、洪圣公庙等保护文物共 16处，列入第一批广东省传统村

落。

63.塘坑村[Tángkēng Cūn] 位于南沙区南沙街道辖内。始建于 1398年，建村有 600多年历

史，此村旧名银坑、洋石，属蕉门水道冲积围田。保存有明清代古井 5口，古庙、宗祠等古建筑

10多座，列入第一批广东省传统村落。

64.社树村[Shèshù Cūn] 位于南沙区南沙街道辖内。因古代封土为社，且此处多古树，故名。

该村先人原籍陕西京兆郡，明永乐年间经南雄珠玑至东莞，再由东莞县塘头迁至南沙塘坑村。明

成化年间该族一支再由塘坑村迁至板头围垦耕种，形成村落，是南沙历史悠久的村庄之一。

65.东瓜宇村[Dōngguāyǔ Cūn] 位于南沙区南沙街道辖内。明代有先民在屿上定居种冬瓜，

故名。清代后人以其谐音取名东瓜宇。村内白藤滘自然村发现有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先秦和唐代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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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66.太平场[Tàipíngchǎng] 位于从化区太平镇辖内。宋初，张姓人家从花都迁太平建村。太

平场名来悠久，有传说宋代杨业之子杨五郎、杨六郎在太平场与南蛮大战，获胜后，南蛮从此不

再作乱，为纪念杨家将的功绩，故名。

67.文阁村[Wéngé Cūn] 位于从化区太平镇辖内。明弘治二年（1489），陆、沈姓人家从南

雄珠玑巷迁此建村，因村内有一个文昌阁，故名。

68.和睦村[Hémù Cūn] 位于从化区江埔街道辖内。南宋隆兴二年（1164），由黎姓人家从

外地迁入建村，取名为柯木迳，1912年改名为和睦村。寓意村里和睦兴业、人心所向、和气生

财，故名。

69.白田岗[Báitiángǎng] 位于从化区江埔街道辖内。南宋时由黄氏从南雄珠玑巷迁来，因此

处一片低洼地叫白田，迁来居民在一个山岗下定居，故名。

70.迎福里[Yíngfúlǐ] 位于从化区江埔街道辖内。南宋时吴姓人家从塱边迁此建村，又称黄

泥塘，因寓意迎春接福，聚福气的风水宝地之地，故名。

71.郭塘村[Guōtáng Cūn] 位于从化区江埔街道辖内。宋末由郭氏从南雄迁此建村，因该村

村民主要姓郭，且该村内有一口大池塘，故名。

72.燕塘围[Yàntángwéi] 位于从化区城郊街道辖内。宋代中期张姓人家从广州市郊石井迁此

地建村，“燕塘”是指众多燕子围在的池塘，村民在该池塘边建村，故名。

73.常兴里[Chángxìnglǐ] 位于从化区城郊街道辖内。宋末李姓人家从广州到此建村，希望在

此居住的村民们能够永久兴旺发达，故名。

74.竹园里[Zhúyuánlǐ] 位于从化区城郊街道辖内。宋末李姓人家从广州到此地建村，因该村

种了很多竹子，像一个园子，故名。

75.新和里[Xīnhélǐ] 位于从化区城郊街道辖内。宋代中期，黄姓人家从上香家村迁此地建村。

“新”是指上香家村新建的，“和”是指和气，和谐，“里”是指社，因希望村民之间能和睦相

处，故名。

76.文献里[Wénxiànlǐ] 位于从化区城郊街道。宋朝末年，张姓人家从广州市郊石井迁此建村，

因“文献”是指唐代丞相张九龄称“文献公”，“里”是指社，据说此地是张九龄的故居，故名。

77.帝田村[Dìtián Cūn] 位于从化区鳌头镇辖内。宋初，徐姓人家从南雄珠玑巷迁帝田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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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前面以前是很大片的良田，传说是明代皇帝封赏的田所以叫“帝田”，也有说以前叫“低田”。

78.石地卜[Shídìbō] 位于从化区鳌头镇辖内。宋末，刘姓人家迁此建村，因以前此地有很多

石头，且种植有很多萝卜，故名。

79.石潭村[Shítán Cūn] 位于从化区街口街道辖内。宋末，戚姓人家从南雄珠玑巷迁此建村，

因村东面靠流溪河处有一深水潭，四周是坚硬石块，故名。

80.沙贝村[Shābèi Cūn] 位于从化区街口街道辖内。相传有两兄弟逃难到神岗沙溪村，后两

兄弟分居，其中一个迁到此处定居，为纪念兄弟情谊，故名。

81.禾仓村[Hécāng Cūn] 位于从化区江埔街道辖内。南宋时，村民由太平塱边迁来建村，因

有“头顶马祠堂，脚踏禾仓岗，左边九曲水，右靠钓鱼台”之称，意为粮食丰足，故名。

82.凤凰岗[Fènghuánggǎng] 位于从化区街口街道辖内。因村后面有一座山叫做岗岭，相传

曾经有凤凰在此栖息，故名。

83.下基村[Xīajī Cūn] 位于增城区仙村镇辖内。明末村民由雅瑶迁来，相对于上基村而本村

处于东江下游而得名。是增城区的主要侨乡之一，也是著名的水果之乡和鱼米之乡。

84.池田村[Cítián Cūn] 位于增城区正果镇辖内。明代村民从圭湖迁来，因地势低洼，雨后

积水成池，故名。有多处岭南风格的祠堂等历史建筑，农田风光良好。

85.东境村[Dōngjìng Cūn] 位于增城区小楼镇辖内。东境村是唐代著名诗人周敦颐后人的集

聚地，自南宋开庆年间（1259）开村，至今已有 700多年的历史。《增城县地名志》载：原来因

村前为湖洋田，取名湴村（方言烂湴—即泥泞之意）。因位于西境村的东部，故名。有明、清代

青瓦建筑近 500座，其中祠堂、书室、书院共有近 10座，现存古巷 20多条，由西往东依次为星

平里、郎官第、赐史第、百岁坊、敦睦里、盛世坊、大夫第、流芳里、东南门，饱含丰富的文化

内涵和宗族痕迹。

86.甘涌村[Gānchōng Cūn] 位于增城区新塘镇辖内。因昔日一条似甘泉般的河涌流过此地方

而取名甘涌，后甘涌村由原沙贝古村十三坊中的甘涌、元岗两坊组成，取其中的甘涌坊命名。主

要姓氏有湛、莫、区、陈、钟等。湛氏先人于元大德五年（1301）从福建莆田迁至增城甘泉都元

岗，莫氏先民于南宋咸淳七年（1271）从河北迁至广东东莞再到增城甘泉都沙贝甘涌。村内读岗

公园是明代湛若水开办读岗书院的遗址，又是倡导团结和谐、宗族联合、以德治村的《沙堤乡约》

诞生地。

87.坑贝村[Kēngbèi Cūn] 位于增城区中新镇辖内。因附近金坑河盛产贝类，故名。南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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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年间开村，是广东省目前保存最完好、具明清岭南民居特点的大型古村落之一。村内有燕岗桥

侵华日军碉堡、坑贝炮楼、崔太师祠、坑贝村官厅、坑贝村书房等历史遗迹和古建筑。

88.仙村墟[Xiāncūn Xū] 位于增城区仙村镇辖内。东邻石滩镇，南邻东江、与东莞市隔江相

望，西至新塘镇、宁西街道，北邻朱村街道。因有葛仙祠而得名。葛仙祠门口有对联“蓬岛自罗

浮指点江山登觉路，仙源归葛水往来舟楫作慈航”。

89.新塘圩[Xīntáng Xū] 位于增城区新塘镇辖内。明嘉靖年间，时任南京尚书湛若水在家乡

沙贝东江边修成一口新的大水塘，人称“墟大塘”，后来百姓围着水塘聚居；据说湛若水辞职归

家后，又发动乡人在新水塘周围建铺开圩，人称“新塘圩”，故名。有湛若水主持修建的湛氏宗

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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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老街老巷（130个）

1.油栏通衢[Yóulán Tōngqú]位于越秀区人民街道辖内，长堤大马路北侧，北交海珠南路，

长约 109米，宽约 3米。因清代时为油栏门（广州城门之一）外的通道，故名。

2.一善巷[Yīshàn Xiàng] 位于越秀区北京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南起高第街，北止于玉带濠，

长约 68米，宽约 3.5米。此巷约形成于清末民初，称为一善巷。出自《礼记•中庸》：“得一善，

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取一种善行、一种美德之意，故名。1967年更名为更新巷，1981年

将廖家巷并入一善巷，复称原名。

3.泰康路[Tàikāng Lù] 位于越秀区人民街道辖内。东西走向，东起北京路，西止于广州起义

路，长约 454米，宽约 14.9米。清代为城墙，1919年拆城墙建路，取名泰康路，因建路前路南

侧有泰康里，故名。路南侧有通往桥光街、回龙路等路的路口，路北侧有通往沙洲巷、木排新街、

解悟里等路的路口。

4.纸行路[Zhǐháng Lù] 位于越秀区光塔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南起惠福西路，北止于中山六

路，长约 499米，宽约 9米，沥青路面。宋代时名为纸行头，明代称纸行街。清代中期南段称为

木牌坊，北段称纸行街；清末今纸行路段称作纸行街；1932年辟为马路，更名为纸行路；1967

年曾改称红书中路，1981年复称现名。因该路在明代造纸手工作坊较多，故名。

5.三育路[Sānyù Lù] 位于越秀区农林街道辖内。东西走向，东起福今路，西止于农林下路，

长约 447米，宽约 18.2米，原为猫儿岗（山岗）岗地，1926年辟建成路，因建路时这里曾有基

督教会兴办的三育中学（后停办），故名。

6.瓦窑街[Wǎyáo Jiē] 位于越秀区东山街道辖内。东西走向，东起瓦窑后街，西止于东山大

街，长约 104米，宽约 5米，清末形成此巷，称为瓦窑街。因清末该街北面曾有烧制陶瓷的瓦窑，

故名。

7.照耀巷[Zhàoyào Xiàng] 位于越秀区北京街道辖内。东西走向，东起福恩里，西止于仓边

路，长约 60米，宽约 3米，清末民初形成，原名照壁巷，1931年更名为照耀巷。源自《尸子》

卷上：“五色照耀，乘土而王”，取“好运当头，福星高照”之意，故名。

8.粤华街[Yuèhuá Jiē] 位于越秀区光塔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南起陶街，北止于中山六路，

长约 144米，宽约 7.6米，原是菜地，后建房形成街巷，民国时称粤华路。20世纪 20年代形成

道路，名为粤华街，意为广东华侨在此地置业，故名。

9.朱紫街[Zhūzǐ Jiē] 位于越秀区六榕街道辖内。东西南走向的弧形街巷，西起盘福大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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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于盘福路，长约 263米，宽约 5米。清末民初时为浙江旅穗人士停厝的义庄（俗称棺材庄），

原称猪屎巷（因居民以积猪屎为业，故名），后取谐音，雅称为“朱紫”。

10.许地[Xǔdì] 位于越秀区北京街道辖内。起于高第街，北接玉带濠，长约 60米，宽约 2

米。清乾隆年间，潮州盐商许赓飚到广州经商致富后在这一带购屋买地，修建祠堂，聚族定居，

有许氏大屋，故名。

11.妙高台[Miàogāo Tái] 位于越秀区光塔街道辖内。东西走向，东起诗书路，西止于居民楼，

长约 54米，宽约 4.1米。1946年香港商人合资兴办的置业公司在此建楼房并形成此巷，名为妙

高台。用“台”字作街名，乃是侨商沿用香港街名，冠以“妙高”，含美妙高雅之意，故名。

12.稻谷仓[Dàogǔ Cāng] 在越秀区六榕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南起仓前街，北止于广州市知

用中学，长约 302米，宽约 5米。清代有巷，曾名大谷仓、道谷仓，后称为稻谷仓，因清初驻粤

八旗兵的稻谷仓（称裕信仓）曾设于此，故名。

13.柳塘大街[Liǔtáng Dàjiē] 位于海珠区琶洲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黄埔外街，东止泰

来里外街，长约 400米，宽约 6米，柳塘西街相交。因该路为河塘边上的大路，故名。清代建成，

沿用至今，沿途有北帝庙、冯肇宪故居等。

14.龙吟大街[Lóngyín Dàjiē] 位于海珠区官洲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北起龙吟大街 1号建筑

物，南止龙吟大街 90号建筑物，长约 432米，宽约 4.8米，与龙吟大街二巷、三巷等多条街巷

相交，因位于龙吟门楼附近，故名。明初开村时已有此街。

15.仑头街市[Lúntóu Jiēshì] 位于海珠区官洲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仑头启明坊外街，

东止仑头启明坊大街十三巷，长约 200米，宽约 4米，与仑头中约一巷相交，为仑头村的一条大

街，同时又是仑头村民的交易市场，故名。明嘉靖十五年（1536）已有，沿用至今。

16.仑头中约直街[Lúntóu Zhōngyuē Zhíjiē] 位于海珠区官洲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仑头

西约直街，东止仑头中约一巷，长约 300米，宽约 3米，与仑头北约一巷、二巷、仑头中约一巷、

二巷等多条街巷相交，为仑头中约片区的一条直街，故名。明嘉靖二年（1523）已有，沿用至今。

沿途有月江黎公书室、果轩家塾。

17.仑头街市外[Lúntóu Jiēshìwài] 位于海珠区官洲街道辖内。因位于仑头街市附近，东西走

向，西起康园工疗站，东止仑头公园，长约 110米，宽约 6米，与仑头启明坊外街相交，路东端

为仑头公园，为市场的外围道路，故名。

18.同庆路[Tóngqìng Lù]位于海珠区海幢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北起滨江西路，南止同福东

路。长 380米，宽 25米。地名取自成语“普天同庆”，20世纪 40年代建成，并于 1966年派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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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横街。沿途经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同聚坊小区等。

19.沙洞大街[Shādòng Dàjiē] 位于海珠区琶洲街道辖内。西北、东南走向，西北起惇慵后座，

东南止盘石大街，长约 91米，宽约 3米，道路两侧为古建筑群，因黄埔村十二景点之一的北沙

洞，故名。清代建成并命名，沿用至今。

20.沙市义街[Shāshìyì Jiē] 位于海珠区琶洲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祠堂街，东止惇慵后

座，长约 122米，宽约 4米，与沙洞大街相交，沿途有主山冯公祠、容川公祠等。因附近有沙洞

大街和市义门，故名。清代建成并命名，沿用至今。

21.北山大街[Běishān Dàjiē] 位于海珠区官洲街道辖内。东西转南北走向，西起仑头路，于

北山学校向北折，北止桥头大街，长约 354米，宽约 6.8米，与北山北街相交，为北山村主要的

交通道路，直通北山村中部，故名。明初建村时已有，沿用至今。

22.赤沙海晏大街[Chìshā Hǎiyàn Dàjiē] 位于海珠区官洲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北起赤沙路，

南止大岗涌，长约 233米，宽约 2.3米，与赤沙海晏大街一巷、二巷、三巷相交，为赤沙海晏的

主要道路，故名。明代开村时已有，沿用至今。

23.纺织路[Fǎngzhī Lù] 位于海珠区滨江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芳草围，东止江湾路。

长 604 米，宽 15 米。20 世纪 30 年代建成。因旧时沿途经纺织厂，故名。沿途经滨江中路第一

小学、椰诚苑等。

24.大路巷[Dàlù Xiàng] 位于海珠区官洲街道辖内。西南转东北走向，西南起赤沙路，东北

止赤沙北约龙眼园大街，长约 230米，宽约 5米，为通往市头街的主要道路，故名。明末开村时

建成命名，沿用至今。

25.江南西路[Jiāngnán Xīlù] 位于海珠区江南中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于宝岗大道，东

止于江南大道中。长 975米，宽 32米。因位于江南大道中路的西侧，故名。沿途经海洋石油大

厦、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骨伤科医院等。

26.敦和路[Dūnhé Lù] 位于海珠区凤阳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北起新港西路，南止赤岗西

路。长 1554米，宽 10米。名称源自《礼记•乐记》“乐者敦和”。“敦”意为敦厚朴实，“和”意为和

气，沿用至今。

27.庙前大街[Miàoqián Dàjiē] 位于海珠区华洲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北起土华育贤前街，

南止西头涌边，长约 180米，宽约 3米，道路南侧有洪圣古庙。原为洪圣古庙前的一块空地，后

建房屋，衍生街名至今，因该街位于土华洪圣古庙庙前，故名。明代建成并命名，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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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龙潭中约大街[Lóngtán Zhōngyuē Dàjiē] 位于海珠区华洲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北起龙潭

中约二十六巷，南止龙潭中约一巷，长约 338米，宽约 2米。因该街位于龙潭村中部，故名。元

代建成并命名，1990年扩建后沿用至今。

29.大塘东明大街[Dàtáng Dōngmíng Dàjiē] 位于海珠区江海街道辖内。该街巷位于大塘村东

边，东西走向，西起大塘元龙大街，东止聚德西路，长约 520米，宽约 4米，与大塘东明一至七

巷相交，明代建成并命名，沿用至今。

30.慎和大街[Shènhé Dàjiē] 位于海珠区江南中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北起南田路，南止紫

丹大街。长 278米，宽 5米。寓意“谨慎言行、创造和谐”，故名。20世纪 20年代建成，沿用

至今。

31.宝岗大道[Bǎogǎng Dàdào] 位于海珠区西部，跨昌岗、海幢、江南中、龙凤、南石头、

沙园街道。西北、东南走向，西北起滨江西路，东南止南泰路，与昌岗路，南田路、同福中路、

宝业路、昌岗中路、翠宝路等道路相交，长约 4110米，宽约 36米，因道路途经原宝岗街道，故

名。1997年建成，2001年调整延伸。

32.赤沙路[Chìshā Lù] 位于海珠区东部，东西走向，西起赤沙桥，东止新滘东路。长 2991

米，宽 8米。因是赤沙村主要的交通道路，故名。20世纪 80年代建成，为仑头路的延伸路段，

称仑头路，1998年更名为赤沙路。沿途经赤沙小学、赤沙公园等。

33.山塘大街[Shāntáng Dàjiē] 位于海珠区昌岗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宝岗大道中，东止

大市直街，长约 192米，宽约 4米，花岗石板路面，因在山塘旁，故名。清道光年间建街，沿用

至今。

34.基立中街[Jīlì Zhōngjiē] 位于海珠区，跨江南中、素社街道。南北走向，北起基立北街，

南止前进路。长约 140米，宽约 5.5米，此街道位于基立村中部，故名。1910年始建，同年建成

命名，沿用至今。

35.牛奶厂街[Niúnǎichǎng Jiē] 位于海珠区海幢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北起同福中路，南止

宝贤北口，长约 141米，宽约 4.3米，附近原来为牛奶厂，故名。1936年建成并命名，沿用至今。

36.跃龙大街[Yuèlóng Dàjiē] 位于海珠区海幢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北起南华东路，南止跃

龙上街，长约 139米，宽约 4.5米，与双桂坊、南华中路相交，由跃龙桥改建的道路，故名。1776

年建成跃龙桥，后拆桥改建成道路并命名，沿用至今。

37.布街[Bù Jiē] 位于海珠区海幢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同庆路，东止布街 12号建筑物，

道路两侧多为布料商铺，故名。1927年建成并命名，1994年拆除花岗岩条石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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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豆腐前街[Dòufǔ Qiánjiē] 位于海珠区龙凤街道辖内。东北西南走向，东北起凤乐二巷，

西南止凤安三街，长约 115米，宽约 5米，因有居民在此经营豆腐作坊谋生，故名。1949年以

前建成，沿用至今。

39.面房街[Miànfáng Jiē] 位于海珠区龙凤街道辖内。西北、东南走向，西北起鹤州桥，东

南止仁济直街，长约 339米，宽约 4.5米，与鹤鸣七巷、鹤鸣尾巷相交，此处一带曾以面制品、

加工作坊闻名，有面粉作坊一条街的称谓，故名。

40.宁隐街[Níngyǐn Jiē] 位于海珠区龙凤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北起龙导大街，南止有余巷，

长约 73.6米，宽约 2.6米，取“收束身心，诚心向佛”之意，故名。清代建成并命名，沿用至今。

41.乐善大街[Lèshàn Dàjiē] 位于海珠区龙凤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革新路，东止乐善

大街 25号建筑物，长约 150米，宽约 7.8米，与新民十一街相交，取安居乐业、行善积德之意，

故名。

42.兴隆大街[Xīnglóng Dàjiē] 位于海珠区南石头街道辖内。半环型走向，西起兴隆大街 1

号建筑物，东止南石路，连通南石西各街巷，长约 560米，宽约 5米，与南石西西一、二、三、

四、五、六巷相交，1950年建成时这里曾是南石西热闹兴旺的一条商业街，取地域兴旺隆盛之

意，故名。

43.仲恺路[Zhòngkǎi Lù] 位于海珠区西部。东西走向，西起江南大道北，东止怡海路。长

1730米，宽 30米。为纪念廖仲恺先生，故名。1993年建成，沿用至今。

44.武功巷[Wǔgōng Xiàng] 位于海珠区龙凤街道辖内。西南走向，西起武功巷 1号建筑物，

南止仁和直街，长约 21米，宽约 2.7米，旧时有贼人想洗劫龙导乡，一周姓看更头人率众与贼

人搏斗，负伤身亡在此，后人为赞其武功高超而得名。明崇祯年间更名为武功巷，沿用至今。

45.泰来里大街[Tàiláilǐ Dàjiē] 位于海珠区琶洲街道辖内。东北转西南走向，东北起于泰来

里外街，西南止于黄埔村西浦大街。长 277米，宽 3米。旧时此地曾突发疫病，后经多方救助平

息，“泰来里”取自成语“否极泰来”，沿用至今。

46.龙武里[Lóngwǔ Lǐ] 位于海珠区南华西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北起同福西路，南止于龙

庆北。长 96米，宽 3米。清乾隆年间，福建潘氏以将道路命名为龙溪首约来纪念家乡（龙溪乡），

故名。清乾隆年间建成并命名，1965年更名为红武里，1981年复名龙武里。

47.沥滘路[Lìjiào Lù] 位于海珠区南洲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大干围，东止沥滘副四约

大街。长 1925米，宽 6米。因是位于沥滘片区的主干道路，故名。沿途经省文物保护单位卫氏

大宗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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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凤源里[Fèngyuán Lǐ] 位于海珠区龙凤街道辖内。西南转东北走向，西南起工业大道北，

东北止凤乐一街，长约 105米，宽约 3.5米，为凤宁街的派生街巷，故名。

49.颖川巷[Yǐngchuān Xiàng] 位于海珠区龙凤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七间直街，东止仁

和直街。长 129.7米，宽 2米。因是颍川陈氏聚居地，故以其郡名“颍川”作街名。清咸丰年间建

成，沿用至今。

50.龙船岗[Lóngchuángǎng] 位于海珠区龙凤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龙船岗 1号建筑物，

东止西市大街，长约 22米，宽约 3米，传说是有一年端午节龙船夺标后到此挖坑埋船的地方，

故名。清末建成，并沿用至今。

51.安龙横[Ānlónghéng] 位于海珠区龙凤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安龙横 2号建筑物，东

止颖川新街，长约 43米，宽约 2米，由安龙里派生而来，故名。南汉时建成，沿用至今。

52.郊坛顶[Jiāotándǐng] 位于海珠区龙凤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宝岗路，东止郊坛顶 38

号建筑物，长约 103米，宽约 5米，相传此地为南汉时期的南郊祭坛遗址，故名。1949年前建

街命名，沿用至今。

53.居士地[Jūshìdì] 位于海珠区龙凤街道辖内。西南走向，西起居士地 1号建筑物，南止居

士地 118号建筑物，长约 421米，宽约 2米，原称猪屎地，取其谐音雅称为居士地。清代后期建

成，1931年改为现名。

54.水松基[Shuǐsōngjī] 位于海珠区龙凤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龙导通津，东止宋巷，

长约 73米，宽约 3米，与宋家巷、龙马里相交，因原址是种有水松的基堤，故名。清同治年间

建街命名，沿用至今。

55.永安居[Yǒng'ānjū] 位于海珠区龙凤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南康公直街，东止胜景里，

长约 56.4米，宽约 2.8米，取永远安康之意，故名。清光绪年间建街命名，沿用至今。

56.大山园[Dàshānyuán] 位于海珠区沙园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北起宝岗大道，南止荔福路，

长约 150米，宽约 5米。1949年旅美华侨杨氏在此建屋，取原籍鹤山县大坳乡中的“大山”作

地名，此路则称大山园，沿用至今。

57.海天四望 [Hǎitiānsìwàng] 位于海珠区南华西街道辖内。北起滨江西路，东止工业大道

北，长约 300米，宽约 4米。因此地临江开阔，旧时可以眺望到珠江口的虎门，故名。

58.聚龙通津[Jùlóngtōngjīn] 位于海珠区南华西街道辖内。西北起聚龙直街，东南止龙溪南

首约，长约 50米，宽约 2米。因旧时此地附近一带是收藏龙舟的地方，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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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兆龙里[Zhàolóng Lǐ] 位于海珠区南华西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北起龙庆北，南止龙庆中。

长 121米，宽 2.1米。清乾隆年间，福建省同安县龙溪乡潘姓富商迁此定居，取名兆龙里，沿用

至今。

60.鳌洲大街[Áozhōu Dàjiē] 位于海珠区南华西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北起滨江西路，南止

南华西路，长约 103米，宽约 3米，因所处地原为沙滩，且形状像鳌鱼，故名鳌洲。“大街”由

“正街”派生而来。明末建成并命名为鳌洲大街，沿用至今。

61.鳌洲内街[Áozhōu Nèijiē] 位于海珠区南华西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双水西街，东止

鳌洲内街 29号建筑物，长约 163米，宽约 9米，因所处地原为沙滩，且形状像鳌鱼，故名鳌洲。

“内街”由正街派生而来。明末建成命名，沿用至今。

62.鳌洲正街[Áozhōu Zhèngjiē] 位于海珠区南华西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鳌洲正街 5号

建筑物，东止鳌洲大街，长约 249米，宽约 3.1米，因所处地原为沙滩，且形状像鳌鱼，故名。

明末建成命名，沿用至今。

63.洲咀大街[Zhōuzuǐ Dàjiē] 位于海珠区南华西街道辖内。西北向南转东折南走向，西北起

滨江西路，南止同福西路，长约 434米，宽约 4.5米，与洲咀横街相交，地处洲头咀北部的直通

干道，故名。20世纪 30年代建成并命名，沿用至今。

64.得时里[Déshí Lǐ] 位于海珠区东部，南北走向，南起于夏阳大街，北止于祠堂街。长 121

米，宽 2米，麻石路面。寓意“顺应天时，遇合机缘，行时走运”，故名。清代建成并命名。沿途

经子羲胡公祠、绿贤梁公祠等。

65.当铺巷[Dàngpù Xiàng] 位于海珠区海幢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北起福仁大街，南止当铺

巷 16号建筑物，长约 26米，宽约 3.3米，因路边有三间当铺，故名。1929年建成并命名，沿用

至今。

66.滨江路[Bīnjīang Lù] 位于海珠区北部，珠江南岸。1957年建成，分为滨江东、中、西路

三段。1981年正式命名，因滨临珠江，故名。沿用至今。

67.洲咀路[Zhōuzuǐ Lù] 位于海珠区南华西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洲头咀公园，东止同

福西路，长约 192米，宽约 4.5米，“洲咀”意指江心洲的突出部分，故名。20世纪 30年代建

成并命名，沿用至今。

68.下渡大街[Xiàdù Dàjiē] 位于海珠区赤岗街道辖内。西北往东南走向，西北接滨江东路，

东南止下渡路，长约 377米，宽约 11.6米，与下渡路相交，为下渡村的主要街道，故名。1949

年前建成时命名为下渡村下渡大街，1986年命名为下渡大街，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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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艺苑路[Yìyuàn Lù] 位于海珠区赤岗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北起阅江西路，南止新港中

路，长约 735米，宽约 26.3米。道路开辟建设时取名农场路；1963年，新中国造船厂在今艺苑

路 229号建厂，道路名改为新船路，赤岗塔在路旁，又称赤岗塔路；1990年，新中国造船厂对

面建艺苑小区，改为艺苑路，沿用至今。

70.鹤洞大街[Hèdòng Dàjiē] 位于荔湾区白鹤洞街道辖内。南北走向，起于鹤洞路，向南转

东，止于昌德大街 30号，长约 296米，宽约 4.5米，与鹤洞路、昌德大街相交，因地处白鹤洞

村，故名。

71.敬善里[Jìngshàn Lǐ] 位于荔湾区华林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起于耀华南，止于宝华路，

长约 22.7米，宽约 3.5米，巷尾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黄宝坚石屋和鸿昌大街 26号原丝绸银庄老

板梅泮池建的梅家大院后门，相交道路有文昌南路，因寓意这里的人很善良、民风淳朴，故名。

72.紫兰大街[Zǐlán Dàjiē] 位于荔湾区南源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起于南岸路，止于汇龙大

街，长约 185米，宽约 5.5米，相交道路、街巷有南岸路、海松街等，因以前巷内种满白芨（紫

兰），故名。

73.镇东大街[Zhèndōng Dàjiē] 位于荔湾区花地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起于珠江隧道，止于

镇东直街，长约 150米，宽约 2米，相交于镇东直街、镇东横街、广安里、上市路，因指位于旧

时大通镇东面的街巷，故名。

74.南安大街[Nán'ān Dàjiē] 位于荔湾区东漖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起于东西路，止于花地大

道南，长约 829米，宽约 12米，与花地大道南、民心路、永安大街、南岸一至八巷等相交，因

其为南安的主要交通线，故名。

75.沙面大街[Shāmiàn Dàjiē] 位于荔湾区沙面街道辖内。呈东西走向，东起沙面东桥西侧，

西至沙面北街涌西侧，分别为南、北侧单行车道，长约 846米，宽约 12.9米，沿途沙面近代建

筑群等，与沙面北街、沙面南街的东西端连接，与沙面一、二、三、四、五街中部相交，因其位

于沙面岛中部，故名。

76.祥兴街[Xiángxīng Jiē] 位于荔湾区岭南街道辖内。呈东西走向，起于新兴大街，止于沙

基东中约，长约 12.5米，宽约 1.3米，与新兴大街、沙基东中约相交，始建于清代，因寓意吉祥、

兴旺，故名。

77.新兴大街[Xīnxīng Dàjiē] 位于荔湾区岭南街道辖内。呈东西走向，起于皮栏桥，止于市

商业储运公司，长约 81.3米，宽约 3.6米，与祥兴街、新兴街、沙基东约相交，因寓意新的兴盛

发展前景，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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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塘鱼栏大街[Tángyúlán Dàjiē] 位于荔湾区岭南街道辖内。呈南北走向，起于迪隆里，止

于六二三路，长约 113米，宽约 5.2米，与塘鱼栏大街一、二、三巷和迪隆里、六二三路、塘鱼

栏东横街相交，因此街巷原是专门批发销售塘鱼的商业街，故名。

79.宝华大街[Bǎohuá Dàjiē] 位于荔湾区华林街道辖内。南北走向，起于兴贤坊，止于观音

直街，长约 177.9米，宽约 6.5米，相交街巷有观音直等，因位于清代开辟的宝华住宅区内，故

名。

80.逢庆大街[Féngqìng Dàjiē] 位于荔湾区昌华街道辖内。南北走向，起于逢庆涌边街，止于

恩宁路，长约 163米，宽约 4米，与逢庆首约、逢庆中约、逢庆西约、恩宁路等相交，因其为逢

庆社区的主要街道，故名。

81.源胜大街[Yuánshèng Dàjiē] 位于荔湾区逢源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起于下源胜南街，止

于耀华小学正门南侧，长约 105米，宽约 3米，清末已有此街并定名。

82.增埗大街[Zēngbù Dàjiē] 位于荔湾区西村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起于增埗渡口，止于南

京路，长约 293.3米，宽约 10.3米，沿途有思谦蔡公祠、增埗小广场，相交道路有南京路、福州

路，因该道路位于增埗村，故名。

83.兴宁大街[Xīngníng Dàjiē] 位于荔湾区金花街道辖内。南北走向，起于金花直街，止于和

安南，长约 61米，宽约 2.8米，与之相交街巷为金花直街、德宁南、植福里、和安西、隆庆北，

清末已有，并定名。

84.桂花巷[Guìhuā Xiàng] 位于荔湾区龙津街道辖内。因旧时这里种了大量的桂花树，故名。

东西走向，东起于安成里，西止于义兴新街，长 42米、宽 1.5米。与安成里、义兴新街相交。

85.多禄巷[Duōlù Xiàng] 位于荔湾区东沙街道辖内。呈东西走向，起于天后西街，止于三祠

后街，长约 30米，宽约 2米，与天后西街、三祠后街相交，因寓意此地多出有功名之人，故名。

86.和平里一巷[Hépínglǐ 1 Xiàng] 位于荔湾区花地街道辖内。南北走向，起于新隆沙西，止

于珠江边，长约 250米，宽约 2米，相交于新隆沙西。因地处珠江边，原为水上居民集聚地，后

政府帮助水上居民上岸，为祈求祖国和平、人人安家乐业，以顺序排列属第一条街巷命名。

87.松庆上巷[Sōngqìng Shàngxiàng] 位于荔湾区冲口街道辖内。呈东西走向，起于村头一巷，

止于坑口大街，长约 150米，宽约 2米，与坑口大街相交，因寓意居民健康长寿、生活喜庆，故

名。

88.土芳巷[Tǔfāng Xiàng] 位于荔湾区冲口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起点涌沿街，止于波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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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长约 80米，宽约 2米，因原名土地巷，后避免重名称土芳巷，故名。

89.将军巷[Jiāngjūn Xiàng] 位于荔湾区冲口街道辖内。呈南北走向，起于坑口大街，止于坑

口新村，长约 180米，宽约 2米，因临近将军庙，故名。

90.迦南巷[Jiānán Xiàng] 位于荔湾区冲口街道辖内。南北走向，起于两宜园，止于巷尾，

长约 45米，宽约 3米，因名字来自圣经相应内容，故名。

91.坦尾东一巷[Tǎnwěi Dōng 1 Xiàng] 位于荔湾区桥中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起于桥中南路，

止于坦尾中三巷交界，长约 210米，宽约 2米，与桥中南路、坦尾中三巷相交。因坦尾有一古老

的榕树，已经过百年历史，坦尾的街道名以此为中点分为东南西北和中街，此街道位于该榕树的

东面第一条巷弄，故名。

92.应元坊[Yìngyuán Fāng] 位于荔湾区龙津街道辖内。南北走向，起于天后直街，止于巷尾，

长约 83米、宽约 2米，麻石路面，因传说此地曾出过考取状元的人，故名。

93.文华里[Wénhuá Lǐ] 位于荔湾区华林街道辖内。“7”字型走向，起于珠玑路，止于巷尾，

长约 47.3米，宽约 2.4米，相交于十三甫南街、珠玑路，因“文华”与隔邻“湛露”街区名字相

呼应，寓意居此可在文化发展方面有作为，故名。

94.永隆里[Yǒnglóng Lǐ] 位于荔湾区龙津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德凤里，东至金沙滩。

长约 45米、宽约 1.2米，与金沙滩相交，因取永远兴隆之意，故名。

95.丹阳里[Dānyáng Lǐ ] 位于荔湾区花地街道辖内。南北走向，起于镇东直街，止于镇东横

街，长约 50米，宽约 2米，相交于镇东直街，因传说是明朝一名丹阳居士修炼之地，故名。

96.兰轩里[Lánxuān Lǐ] 位于荔湾区冲口街道辖内。呈东西走向，起于坑口大街，止于东漖

南路，长约 100米，宽约 2米，与坑口大街、和宁下巷相交，因以历史人物命名，故名。

97.义气里[Yìqì Lǐ] 位于荔湾区龙津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起于高社街，止于巷尾，长约 13

米、宽约 1.2米，与高社街相交，因希望居住此地的人们具有节烈、正义的气概，故名。

98.长恩里[Zhǎngēn Lǐ] 位于荔湾区西村街道辖内。南北走向，起于五约大街，止于长喜里、

长乐里，长约 148米，宽约 5米，相交的道路、街巷有长喜里、长喜里一横巷、长乐西街、五约

大街，因地处长乐社区，取“恩”字命名，故名。

99.中狮里[Zhōngshī Lǐ] 位于荔湾区站前街道辖内。南北走向，起于四约大街，止于四约大

街 30号，长约 138.7米，宽约 3.4米，东侧为中宁里平房区，西侧四约大街平房区，与西村四约

大街、中宁里相交，因寓意为第二批族群进入的定居点，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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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拱北里[Gǒngběi Lǐ] 位于荔湾区白鹤洞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起于竹涧直街，止于松涧

一巷，长约 84米，宽约 1.3米，与竹涧直街、松涧一巷相交，因古人在街巷北部起门楼，故名。

101.上贤里[Shàngxián Lǐ] 位于荔湾区多宝街道辖内。东北走向，东起丛桂路，北至恩宁路，

与恩宁路、丛桂路相交，长约 145.2米，宽约 3.2米，因原名尚贤里，附近有南宋乡贤刘全真故

居而得名，后取“尚”的同音，改为上贤里。

102.锦华东[Jǐnhuádōng] 位于荔湾区龙津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锦华横，东至西成横巷，

长约 33米、宽约 3.5米，因是原锦华村东面的一条街巷，故名。

103.永益围[Yǒngyìwéi] 位于荔湾区东沙街道辖内。南北走向，起于新爵村福禄大街，止于

巷尾，长约 90米，宽约 2米，与新爵村福禄大街相交，因寓意永远有益处的地方，故名。

104.宝源路[Bǎoyuán Lù] 位于荔湾区逢源街道辖内。东西走向，原为清代的宝源大街、逢

源大街，1932年辟为马路，定名宝源路。起于宝华路，止于龙津西路，长约 579米，宽约 10米，，

该路二十世纪上半叶为绿化路段，禁建骑楼，原以西式两三层小洋楼为主，相交道路街巷有龙津

西路、逢源西街、逢源路、宝贤东街等。

105.长寿路[ChángShòu lù] 位于荔湾区逢源街道、龙津街道辖内。东西走向，东起人民中路，

西至宝华路，自东至西经原七甫水脚、大巷、华光庙前街、长寿新街、福星街、永兴大街、永华

坊、宝华正街、宝仁新街等街巷开辟，分为长寿东路与长寿西路两段，因 1831年新辟的马路是

从长寿寺旁通过，故名。

106.镇安路[Zhèn‘ān Lù] 位于荔湾区岭南街道辖内。20世纪 30年代初，将清代已有的恒安

街辟为马路，后更名为镇安路。南北走向，起于六二三路，止于杉木栏路，与六二三路、杉木栏

路、康王南路等相交，长约 227米，宽约 35.5米，因寓意威震保平安，故名。

107.宦溪北路[Huànxī Běilù] 位于天河区前进街道辖内。南起宦溪西路，北止中山大道中，

长约 500米，宽约 35.5米。因其位于宦溪村的北面，故名。

108.宦溪南边街[Huànxī Nánbiānjiē] 位于天河区前进街道辖内。西起宦溪石宦路，东止宦溪

桥头新村街，长约 364米，宽约 3米，始建于南宋末年。2009年重修，与宦溪涌岩街、宦溪南

边街新巷、宦溪堂前新街、桃园西路相交。因位于宦溪村南边，故名。

109.沙河大街[Shāhé Dàjiē] 位于天河区沙河街道。东西走向，西起龙岗路，东止广州大道

中。长约 290米，宽约 10米，1950年扩建，与先烈东路、先烈南二巷、先烈南三巷、先烈南四

巷、先烈南五巷相交，清代沙河墟的主干街道，根据起地理位置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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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江屋村大街[Jiāngwūcūn Dàjiē] 位于天河区沙东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南起广园东路，

北止沙和路，长约 550米，宽约 3米。清末建成，1960年扩建，与广园东路、沙和路相交，因

其为江屋村内主要道路，故名。

111.东圃禄东街[Dōngpǔ Lùdōng Jiē] 位于天河区车陂街道辖内。西起东圃大马路，东止东

圃二马路，长约 35米，宽约 4米，始建于明清时期。1980年重修，与东圃大马路、东圃二马路

相交，因地处东圃禄东，故名。

112.东圃大马路[Dōngpǔ Dàmǎlù] 在天河区车陂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南起石路街，北止中

山大道中，与东圃二马路、禄东街、湖边街相交，长约 1000米，宽约 20米，始建于 1949年，

同年建成，1996年扩建。此地旧时为东圃墟，该路为东圃墟最大的马路，故名。

113.粤垦路[Yuèkěn Lù] 位于天河区五山、兴华街道辖内。西北至东南走向，西北起燕岭路，

东南止东莞庄路，原名天福路。长约 800米，宽约 20米，始建于 1997年，同年建成，与燕岭路、

燕都路、金燕路、侨燕街、东莞庄路相交。1998年更名为粤垦路，含农垦深耕之意，故名。

114.车陂南路[Chēbēi Nánlù] 位于天河区车陂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南起临江大道，北止黄

埔大道中，与黄埔大道中、临江大道相交，长约 460米，宽约 76米。始建于 1931年，同年建成，

2010年因位于车陂路南面，故名。

115.广汕二路[Guǎngshàn 2 Lù] 位于天河区凤凰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柯木塱村，东止

大观北路，与高普路、柯木塱南路相交，长约 3000米，宽约 60米。始建于 1928年，1992年扩

建，原名“禺东公路”，后延伸至增城，称为广增公路（广州至增城），1991年更名为现名。

广汕公路在广州地区，以龙洞为起点，从西向东按序数分段排列，因其排在第二段，故名。

116.凤阳路[Fèngyáng Lù] 位于天河区五山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岳洲路，东止岑村桥

头，长约 1800米，宽约 10米。始建于 1935年，同年建成，1999年扩建，与岳洲路、汇景北路

相交。原为国立中山大学校园道路，大学内道路多以中国的名城命名，凤阳是安徽省名城，故名。

117.水荫路[Shuǐyīn Lù] 位于天河区沙河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南起水荫横路，北止先烈东

路，长约 753米，宽约 25米。始建于 1932年，1986年扩建，与新一街、水荫横路、先烈东路

相交。“水”指该路下雨天便容易积水，“荫”为该路两旁种满树，故称“水荫”，故名。

118.白沙水路[Báishāshuǐ Lù] 位于天河区长兴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南起长湴北路，北止

长河加油站，长约 500米，宽约 7米。建于 1921年，1999年重修翻新，与长湴北路、长湴东路、

天源路相交，因途径白沙水（旧地名），故名。

119.东圃一横路[Dōngpǔ 1 Hénglù] 位于天河区车陂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东圃搅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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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东止东圃大马路，长约 800米，宽约 8米。1994年扩建，与东康街相交，因该路为原东

圃墟一条东西走向的横路，故名。

120.先烈东路[Xiānliè Dōnglù] 位于天河区沙河街道辖内。东北至西南走向，东北起禺东西

路，西南止内环路，与禺东西路、沙河顶铁路桥、先烈中路相交。长约 1120米，宽约 20米。始

建于 1938年，先烈路有辛亥革命时期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墓地，故名先烈。该路位于先烈路东

段，故名。

121.禺东西路[Yúdōng Xīlù] 位于天河区沙河街道辖内。东北至西南走向，东北起燕岭路，

西南止先烈东路，与先烈东路、燕岭路、广州大道中、广园东路相交，长约 1273米，宽约 36

米。始建于 1932年，同年建成，因这一带属番禺的东部，俗称禺东，该路为禺东路的西段，故

名。

122.前锋大街[Qiánfēng Dàjiē] 位于番禺区市桥街道辖内。东西走向，东起大北路，西止光

明南路，长约 340米，宽约 3.5米，与之相连的道路有先锋大街、新兴大街、塘边大街等。是市

桥有名的古街巷，保留有成片的镬耳屋古民居、蚝壳墙、麻石巷等明清时期古建筑，寓意前进向

上，故名。1966年前一直叫谢地大街，后改名为前锋大街，沿用至今。

123.先锋大街[Xiānfēng Dàjiē] 位于番禺区大龙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南起于江裕南路，北

止江城路，长约 425米，宽约 5米，与之相连的道路有江裕南路、江城路等，是市桥老城所在地，

保存有多栋古建筑。“先锋”寓意勇往直前，永争先锋，故名。

124.车陂街[Chēbēi Jiē] 位于番禺区沙湾街道辖内。东西走向，东起光裕路，西止官巷里大

街。长约 124米，宽约 3米。始建于元代，曾名“斜坡街”“车陂街”“车碧街”，1949年后

采用“车陂街”之名。1993年 11月重修，1994年 1月建成，与之相交的有光裕路、官巷里大街。

因建于“猪腰岗”上，故初名“斜坡街”。后因车马可通行，以同义字“陂”代替“坡”，故名。

125.海傍路[Hǎibàng Lù] 位于番禺区市桥街道辖内。西东走向，西起西堤路，东止东涌路。

长约 371米，宽约 7米。因地处市桥水道北岸，故名。原是一条石街，1935年扩街成路，1940

年扩建，1949年后改称“红星路”，1980年称“海傍路”，与之相交的道路有西提路、广场路、

大南路等。

126.西宁东路[Xīníng Dōnglù] 位于从化区街口街道辖内。东西走向，始于街麻公路，止于

河滨北路，长约 417米，宽约 5米，路西侧有西宁西路路口。路东侧有河滨北路通路口。清咸丰

年间，由村民集资所建并取名东宁路，抗日战争期间改名为西宁路，1967年改为人民路，2001

年后改为西宁东路。因位于西宁路的东面，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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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夏街古驿道[Xiàjiē Gǔyìdào] 位于增城区荔城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北至光明路，南与

夏西三路交汇到横街口码头，长约 800米，宽约 10米。因是夏街村的古代驿道，故名。原名迎

恩街，今名夏街路，是增城区内保存完好的一条古驿道，为麻石板路。据村史记载，夏街古驿道

分两段，从横街口码头至廻龙关门楼为一段，从廻龙关到通明门的夏街村大街为一段。驿道是古

时官员赴任增城必经路径，也是珠三角段古驿道的重要节点。沿线存有通明桥、廻龙关、天后宫、

石王庙、黎氏宗祠、双孖祠堂、西溪祖祠中祠堂（忠恕堂）、镜湖王公祠、天恩楼、岁魁匾、槐

荫堂、贺榛旧屋、扶瑶府遗址等历史建筑。

128.联益东街路[Lianyi Dongjie Lu] 位于增城区增江街道辖内。东至联益村委会，西靠增江。

长约 369米，宽约 5米。据记载，增城自东汉建安六年（201）建县以来曾三易县城：一在正果

镇二龙争珠街，二在增江街道联益村东街社，三为现址荔城街道。据史料记载，东街为古县治建

于唐宋之间，是增城县城由北向南迁徙的历史见证。

129.横街口[Héngjiēkǒu] 位于增城区荔城街道辖内。因地处夏街古驿道码头至廻龙关门楼横

向街道口，故名。长约 300米，宽约 5米。横街口码头曾是古时来往增城官员船只的主要停靠码

头，官员巡查增城，在横街口下船后沿街从南门入城。从南城门到横街口的街道为“接官道”，

后称为官亭街。明清时期，横街口码头是官方重要的运输码头。民国时期开辟了东门桥码头，横

街口码头逐渐衰落。

130.西角里[Xījiǎo Lĭ] 位于增城区荔城街道辖内。东临凤凰山，南至光明路，西近聚德坊，

北接中山路，长约 250米，宽约 4米。曾名萧郭巷、西廓里，晚清时科举县试考棚地儒林铺。清

光绪三十一年（1905），罢科举、兴学堂，邑人乃改建为县立高等小学堂。明代有“西廓一线天，

尚书追神仙”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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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通设施（25个）

1.广州火车站[Guǎngzhōu Huǒchē Zhàn] 位于越秀区流花街道辖内。是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管辖的一座特等站，是广深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广佛肇城际轨道及广州地铁 2、

5号线交会的车站，是广州市内最主要的铁路客运站之一，同时是中国主要铁路枢纽站之一。1960

年铁道部决定建造广州新客站，经广州市人民政府审定，站址设在流花桥。1960年动工，1961

年因国民经济调整停工。1972年复工，并于 1974年建成，开站运营并命名，沿用至今。

2.江湾大桥[Jiāngwān Dàqiáo] 跨珠江桥梁，连接越秀区和海珠区。1994年 12月动工建设。

1997年 4月命名为江湾大桥，同年 12月 28日建成通车。自有名称以来沿用至今。属跨河桥，

是连接越秀区与海珠区跨越珠江前航道的桥梁。跨珠江，北端与东濠涌高架路连接，并设上、下

行 A、B匝道与东华南路相接；南端跨越滨江路后与规划路相接，设上、下行 C、D匝道与滨江

路和纺织路相接，东北西南走向。桥全约长 910米，宽约 28米，最大跨度约 760米。其中主桥

长 294米，两侧人行道宽各 2.5米，行车道宽 23米，为双向 6车道，通航净高 8.7米，为变截面

三跨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结构。

3.解放大桥[Jiĕfàng Dàqiáo] 跨珠江桥梁，连接越秀区和海珠区。因北岸连接解放路，故名。

跨珠江，北起大新路路口，跨越一德路、沿江路后过珠江，南接海珠区同福路、同庆路，西北东

南方向。现桥 1994年动工建设，1998年建成通车，桥全长 976.5米，主桥长 724.5米，宽 25米，

匝道长 252米，跨径分别为 55米、83.6米、55米，主桥桥面为双向 4车道，两侧各有 3米宽的

人行道，桥梁通航净高 8.7米，通航净宽 60米，主桥采用三跨连续无风撑下承式钢管混凝土系

杠拱结构。

4.海印大桥[Hǎiyìn Dàqiáo] 跨珠江桥梁，连接越秀区和海珠区。海印大桥是广州第一座斜

拉桥，海印之名源于大桥北端羊城三石的海印石。1985年 6月动工兴建，1988年 12月建成通车，

名称沿用至今，是广州市中心城区跨江桥梁。跨珠江，北接东湖路，南接东晓路，并建有引桥连

接沿江路及滨江路，南北走向。全长约 1114米，宽约 35米，双向 6车道，塔高 57.4米，主桥

中孔的跨度为 175米，边孔的跨度为 85.5米，是双塔单索面斜拉桥。主桥为双塔单索面预应力

混凝土斜拉桥，是墩塔、梁固结的结构体系。

5.广州大桥[Guǎngzhōu Dàqiáo] 跨珠江的一座桥梁，连接天河区和海珠区。因是连接广州

大道南北两段的跨江大桥，故名。跨越珠江前航道的主、副航道及二沙岛，南止于海珠区客村立

交，南北走向。现桥 1983年动工，1985年建成通车。全桥总长 1240米，宽 24米，高约 6米，

双向 6车道，单孔跨径分别为 80米、110米、80米，主桥为 3跨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桥梁，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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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跨预应力混凝土 T型桥，引桥为预应力混凝土简支 T桥梁及钢筋混凝土简支 T桥梁组成。

6.大东门桥[Dàdōngmén Qiáo] 位于越秀区大塘街道、大东街道辖内。属跨河桥，明嘉靖年

间已有此桥，称为大东门桥。因其位于原广州老城八城门之一的大东门附近，故名。1935年因

宣泄洪水不畅，拆除重建。跨东濠涌，东西走向，东连中山三路，西接中山四路。长约 16米，

宽约 38.2米，高约 4米，最大跨度 16米，是简支梁结构桥。

7.小东门桥[Xiǎodōngmén Qiáo] 位于越秀区珠光街道辖内。属跨河桥，宋代建成，最初由

巨石搭建而成，名为东高桥，明代改称永安桥。1935年为抗击广州水患而改造为混凝土结构桥，

更名为小东门桥。因处于原广州城门小东门外，故名。根据东濠涌博物馆中的介绍，东濠涌上有

“十二桥”，分别为：越秀桥、小东门桥、築横沙桥、东华路桥、东堤路桥、白云桥、永曜桥、

永安桥、荣华桥、大东门桥、三寿桥、海月桥。跨东濠涌，东西走向，东连永安东街，西接永安

西街，长约 16米，宽约 12.7米，高约 4米，最大跨度 16米，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梁式桥。广

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8.洪恩桥[Hóngēn Qiáo] 位于越秀区大东街道辖内。属跨河桥，清代已有此桥，称为洪恩桥，

后更名为洪胜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复名为洪恩桥。因曾连接元运街（今元运新街）与洪恩里

（现已不存），故名。跨新河浦涌，南北走向，南接筑北上街，北连元运新街，长约 9.5米，宽

约 1.8米，高约 3米，最大跨度 7米，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桥梁，最大载重量约 5吨。桥两侧以铁

管作护栏，高约 0.8米。基本设施有桥梁 1座，两桥墩为红砂岩石质，后在两旁以红砖加固。东

西桥头分别有三级、五级台阶高出路面与之相连。2010年，整治东濠涌和新河浦涌时，对桥进

行修饰和加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9.汇津桥[Huìjīn Qiáo] 位于海珠区龙凤街道辖内。西南转东北走向，西南起马涌直街，东

北止西华直街，长约 25米，宽约 3.1米，始建于清代，清宣统二年（1910）重修，并沿用至今。

相传桥成之日，立于桥上可见潮涨潮落，东西涌水，汇流于桥下，形成“合流津”一景，故名。

桥身为花岗岩板石所砌，两边有花岗岩石护栏。过去曾是龙导、龙田等乡通往瑶头、庄头等地的

交通要道，桥南东侧仍保留着清代重修“禁占官涌”的碑记，是马涌河上的三大古桥之一，与利

济桥、晓港桥齐名。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10.汇源桥[Huìyuán Qiáo] 位于海珠区华洲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北起龙潭中约大街，南止

龙潭南约东街，单孔梁式桥，长约 16.2米、宽约 2.1米，花岗岩石建造，桥跨越该村之龙潭，是

岭南水乡典型的古石板桥。建于清光绪八年（1882），“汇源”为汇聚资源之意，该桥在龙潭涌

产生分流的位置，是分流水源的交汇口，汇聚水源之处，故名。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11.康济桥[Kāngjì Qiáo] 位于海珠区华洲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龙潭中约大街，东止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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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东约大街，桥为三孔石梁桥，由两岸金刚墙、水中的两个桥墩及石梁桥面组成，长约 28.8米，

宽约 1.92米，由花岗岩石建造。建于清光绪八年（1882），“康济”二字为慷慨救济、乐善好

施之意，是古代人对该德行的一种赞颂，故名。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12.利溥桥[Lìpǔ Qiáo] 位于海珠区华洲街道辖内。东西走向，西起龙潭中约大街，东止汇源

桥旁，长约 14.6米，桥结构较简单，为单孔梁式花岗岩石桥。两端桥头原有 4级石台阶，桥边

原无桥栏，现两侧已加木护栏。建于清光绪八年（1882），“溥”即周边之意，前人修建此桥，

为方便周边的人出行，惠及行人，故名。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13.迎龙桥[Yínglóng Qiáo] 位于海珠区华洲街道辖内。南北走向，北起龙潭西约寸村头街，

南止龙潭西约东大街，桥为三孔石柱梁桥，长约 14.1米，宽约 1.9米，花岗岩石建造。桥原无桥

栏，现已加木栏杆。建于清光绪八年（1882），因该桥在龙潭村的中部，横跨龙潭涌，传言此地

是神龙出没之地，村民为祈求神龙保佑，便在此处搭建一条桥迎接神龙，故名。广州市文物保护

单位。

14.云桂桥[Yúnguì Qiáo] 位于海珠区江南中街道辖内。明嘉靖年间（1522-1567）由何维柏

始建，是跨越小港涌的南北走向木桥。清宣统三年（1911），河南士绅集资重建为伸臂式三跨花

岗岩石桥，“云桂”取“步云折桂”之意，是古代对读书人考取功名的美好祝愿，故名。广州市

文物保护单位。

15.利济桥[Lìjì Qiáo] 位于海珠区江南中街道辖内。清初时为木桥，初名“待月桥”，取赐

予恩泽之意，故名。后改为石桥。原桥栏在抗日战争时期毁坏，至 20世纪 70代开辟江南西路时

才修复桥护栏，后桥两岸砌石护堤、桥体修复为原状。长约 23米，宽约 3.2米，由花岗岩石砌

成，水中两桥墩，底部船形。桥顶中央两侧各雕楷体“利济”两字。利济桥为历史上“瑶溪二十

四景”之一的重要景点。

16.金沙洲码头[Jīnshāzhōu Mǎtóu] 位于白云区金沙街道辖内。因码头地处金沙洲境内，故

名。金沙洲码头大致经历了四个时代，从宋代开始的第一代码头到第四代码头即金沙洲水上巴士

码头。码头建有 5艘 28米长、7米宽的钢浮趸船，10组钢结构桩簇、2座接岸活动钢引桥，后

方陆域设置一座 1屋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码头配套附属用房，面积 326平方米。金沙洲码头营运的

水巴航红为 S1金沙洲-西堤般线，始发站为金沙洲、西堤码头，中途停靠黄沙码头。

17.广州北站[Guǎngzhōu Běizhàn] 位于花都区新华街道辖内。是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

司广州车务段属下三等站，是京广铁路、京广高速铁路的中间站，广清城际铁路一期的到发站，

属客货混合运输站。“广州北站”一名曾有 2座铁路车站使用，分别是今棠溪站和江村站，1999

年花都站正式更名为广州北站，2009年广州北站开通高速铁路业务，2018年广州北站综合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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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工程开展开工，由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车务段管理，占地面积约 17.53万平方米，建

筑面积约 11.5万平方米。

18.番禺大桥[Pānyú Dàqiáo] 跨珠江桥梁，连接番禺区和海珠区。洛溪大桥下游约 3.9千米

处，因建在番禺区内，故名。大桥长约 3467米，主跨 380米，通航净高 34米，最大跨度 178

米。1998年 8月建成通车。桥面设 8车道，主塔为倒 Y形，塔高自承台面起计 140.3米，是连

接广州中心城区与番禺区主干道跨越珠江的一座特大型桥梁。

19.洛溪大桥[Luòxī Dàqiáo] 跨珠江桥梁，连接番禺区和海珠区。横跨沥滘水道，总长约 1916

米，其中主桥长 480米。1988年 8月通车，因位于洛溪村，故名。桥面通车宽 13米，行人道 2

×1米，荷载为汽车-20级，挂-100级，预应力 T型钢结构，通航净宽 180米，净高 34米，7000

吨及以下货轮可通过。与之相连的主要道路有 105国道、广州大道等。2018年进行拓宽，2020

年完成新桥合拢工程。是番禺区至广州中心城区交通往来的主要桥梁。

20.沙湾大桥[Shāwān Dàqiáo] 位于番禺区桥南街道辖内，市南公路陇枕渡口处，横跨沙湾

水道，连接桥南街道和东涌镇，因跨沙湾水道，是当时沙湾镇主要的桥梁，故名。桥长约 1186

米，桥宽约 11.5米，高约 18米，最大跨度为 90米，1987年建成通车。

21.龙津桥[Lóngjīn Qiáo] 位于番禺区石楼镇辖内。“津”是渡水的地方，为方便端午节龙

船经过及路人出行建桥，故名。桥长约 28米，宽约 3.2米。建于清康熙年间，是番禺现存最古

老石拱桥之一。桥为西南走向，是由红砂岩石砌筑的双拱桥，横跨玉带河上。桥北侧西端一栏板

上雕有胡人像。桥中央外侧阳刻行书“龙津”二字，上款为“康熙年”。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22.跃龙桥[Yuèlóng Qiáo] 位于番禺区石楼镇辖内。清乾隆十二年（1747），“茭之村南，

中距一水，横渡以舟”，乡绅黄见尧为方便村民出行，而筹划修建此桥。因桥选址为村子“龙脉”

关键地域，故名。南北走向，桥长约 21.04米，宽约 3.7米，为红砂岩石砌筑的三孔石拱桥，桥

面铺花岗岩台阶，南北有引桥，桥墩东西侧均有分水尖和凤凰台，桥正面中孔顶部红砂岩石匾阳

刻“跃龙”二字。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23.渭水桥[Wèishuǐ Qiáo] 位于番禺区小谷围街道辖内。依据碑铭记载，渭水桥始建于清代，

建筑此桥的人姓崔，后人为了纪念先祖，把桥命名为“渭水桥”，清乾隆十五年（1750）重修，

沿用至今。桥横跨于渭水涌上，桥头两侧各建筑门楼一座：东门楼为“乔门”，西门楼为“渭水”。

桥呈东西走向，长约 9.98米，宽约 1.8米，跨越渭水涌，连接渭水大街与乔门大街。该桥为三块

花岗岩长石架设成的梁式桥，两端桥墩由红砂岩砌筑而成，桥两端台阶由花岗岩与红砂岩组成，

紧贴桥墩两侧设有台阶并形成码头。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24.跨龙桥[Kuàlóng Qiáo] 位于番禺区大龙街道辖内。始建于明代，明洪武至清康熙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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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间为木桥，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改建为花岗岩石拱桥。清乾隆十一年（1746）、清宣统

三年（1911）两度重修，为方便新桥村村民出行建立了该桥，故名。东西走向，长约 23.6米，

宽约 4.5米，由花岗岩石建造。桥拱由三个弧形石拱承托，桥面两侧砌石栏板和石望柱，两端用

花岗岩石砌成有八级台阶的引桥，南面正中栏板阳刻“跨龙桥”三字，石栏板均有浮雕装饰，浮

雕按民间故事中八仙法器、福禄寿、鲤跃龙门等内容雕刻。

25.虎门大桥[Hǔmén Dàqiáo]位于南沙区，因地处珠江八大出海口之一的虎门，故名。1997

年 6月建成、7月 1日通车，东西走向。公路桥，跨珠江，与莞佛高速公路相接，长约 15.76 千

米，主桥长 4.6千米，主跨 888米，宽 30米，双向六车道，中央设 1.5米的分车带，桥下通航

净空 60米。连续钢构桥，最大载重量为 50吨，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特大型悬索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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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科教文卫（19个）

1.广东工业大学[Guǎngdōng Gōngyè Dàxué] 位于越秀区东风东路 729号，是一所以工为主、

工理经管文法艺结合、多科性协调发展的省属重点大学、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1958

年开办本科教育，1995年由原广东工学院、广东机械学院和华南建设学院（东院）合并组建而

成。现有大学城、东风路、龙洞、番禺、沙河、揭阳等多个校区。

2.庐江书院[Lújiāng Shūyuàn] 位于越秀区北京街道教育路流水井 29号，东临小马站，南靠

北京街考试博物馆，西接西湖路小区，北至南朝街。清嘉庆十三年（1808）始建，由广东何氏族

人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合建的宗族祠书院，称为庐江书院，因书院头门石额上刻有“庐

江书院”四字，故名。又因书院在清代为广州府和肇庆府的何姓合族宗祠，故又名何家祠。为方

便本族子弟到省城应试，清道光、光绪年间重修，民国时期作为省内何族人到广州求学寄宿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民居。花岗岩石额上刻“庐江书院”，墙楣绘“必得其寿”壁画，第

三进前东、西两廊内共有古碑 12方，记载自南宋至清广东何氏家庭世系及鼎建、重修庐江书院

的详细情况。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3.见大书院[Jiàndà Shūyuàn] 位于越秀区北京街道小马站 21号，东临小马站，南邻叶剑英

商议讨逆旧址，西接茂陵新街，北至中山五路。2008年列入越秀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

动目录，又因其曾为清代余氏家族的宗族祠堂，又称余家祠。清代建成，称为见大书院。出自宋

代苏辙《洞山文长老语录》：“古之达人，推而通之，大而天地山河，细而秋毫微尘，此心无所

不在，无所不见。是以小中见大，大中见小，一为千万，千万为一，皆心法尔。”取小中见大之

意，故名。占地面积约 13.76平方米，面阔约 3.2米，进深 4.3米。髙约 5米，建有门楼 1座，

坐西南朝东北，为青砖外墙，硬山顶。是西湖路流水井社区书院群落里依旧保存着门楼的诸多书

院建筑之一，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4.广州大学附属中学[Guǎngzhōu Dàxué Fùshǔ Zhōngxué] 位于越秀区建设街道黄华路 6号，

后主校区迁往广州大学城国医西路 31号。1948年 5月，成立东北民主联军南岗干部子弟学校；

1949年学校更名为第四野战干部子弟学校；1949年 8月，南迁至武汉（汉口）；1950年 3月南

迁广州，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五兵团干部子弟学校；1950年—1953年，先后更名为广东军

区干部子弟学校、华南军区干部子弟学校；1956年 8月，学校正式迁入广州市黄华路办学，更

名为广州八一小学；1958年 8月，改设广州八一中学。1981年，为广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2000

年，更名为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因是隶属于广州大学的中学，故名。

5.文德路小学[Wéndélù Xiǎoxué] 位于越秀区大塘街道文德北路 77号。1933年，建孔子庙，

后为街坊小学、广州四十六小学。1953年，与私立崇德小学合并。1960年，改称文德路第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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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1991年更名为文德路小学。2001年，文德北路第三小学并入，成立新的文德路小学。因学

校位于文德路，办学理念是“文润智慧、德泽心灵”，故名。

6.东川路小学[Dōngchuānlù Xiǎoxué] 位于越秀区大东街道东川路 47号。1905年建立东关

学堂，1929年更名为市立第五十二小学，1938年更名为市立第六小学，1945年更名为市立第二

十四小学，1948年称前鑑区中心国民学校，1949年称东区第一中心小学。20世纪 50年代更名

为东川路小学，1973年更名为东川路第一小学，1998年复名东川路小学。因该小学位于东川路

而得名。

7.广东省人民体育场[Guǎngzhōushěng Rénmín Tǐyù Chǎng] 位于越秀区中山三路以南，较场

东路和较场西路之间。明清时称为东较场，是广州城东郊的演武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建

为广东省体育场，并举行广东省最早的一次运动会。1932年在西南建成可容纳 8000观众的看台，

后被侵华日军炸毁。1949年后正式命名为广东省人民体育场。占地面积约 3.4万平方米，建筑面

积 5500平方米，是广州历史最为悠久的体育场之一。

8.广州动物园[Guǎngzhōu Dòngwùyuán] 位于越秀区先烈中路 120号。前身是 1929年在中

山四路建立的永汉公园，面积约 2.2公顷。1950年改称人民公园（后为儿童公园），1955年 5

月正式命名为广州动物园。1956年 7月，广州市政府征用先烈路地段的麻鹰岗一带作广州动物

园新址，于 1958年开放，占地面积共约 42公顷。有选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哺乳类、爬虫类、鸟

类和鱼类，其中不少属于世界珍禽异兽。

9.友谊剧院[Yóuyí Jùyuàn] 位于越秀区人民北路 698号。1965年 8月揭幕，1987年改建，

1988年复业。接待过全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团体以及上千个中央与省级剧团，为加强

国际文化交流，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10.珠江电影制片公司[Zhūjiāng Diànyǐng Zhìpiān Gōngsī] 位于海珠区新港中路 352-354号。

1956年初，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1985年改建成珠江电影制片公司，是我国南方电影生产重要

基地。

11.广州美术学院[Guǎngzhōu Měishù Xuéyuàn] 位于海珠区昌岗街道昌岗东路 257号。东至

晓港地铁站，南至昌岗东路，西至江南大道中，北至穗花新村。因在广州培养艺术人才的高等院

校，故名。1953年中南文艺学院、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广西艺术专科学校等院校相关系科

合并成立中南美术专科学校，位于湖北省武汉市；1958年迁至广州市昌岗东路 257号，并更名

为广州美术学院，沿用至今。占地面积约 37.6公顷，总建筑面积约 36.25万平方米。2004年，

学校在广州大学城建成新校区。

12.星海音乐学院[Xīnghǎi Yīnyuè Xuéyuàn]位于天河区先烈东横路 48号。东邻先烈东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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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靠先烈东横路，西接市政上塬大厦，北临先烈东横路 36号大院。前身是 1957年广东省政府创

建的广州音乐学校。1966年初与广东舞蹈学校合并为广东艺术专科学校。1985年 12月，为纪念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更名为星海音乐学院。2004年，在广州大学城建成新校区。

13.龙洞小学[Lóngdòng Xiǎoxué] 位于天河区龙洞西大街 1号。东邻龙洞步行街，南靠龙洞

步行街，西接龙洞西大街，北临迎新路。学校位于龙洞村地界，主要招收龙洞村范围内学生，故

名。创办于 1919年，前身为“至德学校”。1934年，该校由番禺县政府、国立中山大学合办，

并要求把至德学堂办成“龙洞教育实验区”。1950年改名龙洞小学。

14.三元里小学[Sānyuánlǐ Xiǎoxué] 位于白云区三元里街道辖内。东望机场路，南靠三元里

村，西至广园西路，北邻广园中路。因校区位于原三元里村内，且由三元里村村民集资重建，为

三元里村的子弟学校，故名。1926年创办，为民办书斋。

15.花都区第一中学[Huādū Qū Dì-1 Zhōngxué] 位于花都区花山镇平山北路 54号。创办于

1928年，是花都区内历史最悠久的一所中学。前身是花县县立初级中学，曾改名花县乡村师范

学校、战时中学、花县一中。经过七十多年的变迁，已经发展成为花都区内规模较大的一所高级

中学。

16.花都区秀全中学[HuādūQū Xìuquán Zhōngxué] 位于花都区新华镇辖内。1970年 8月，原

花县“五·七”干校场地，房舍改建花县“五·七”中学，前身是花县“五·七”干校（农场）。

1979年为纪念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改为花都市秀全中学。2000年 12月，花都市撤市改

区，更名为花都区秀全中学。

17.象贤中学[Xiàngxián Zhōngxué] 位于番禺区沙湾街道亚中坊路15号。清道光六年（1826），

沙湾何姓在沙湾何氏宗祠左侧建象贤家塾，名何氏书院，象贤中学肇始于此。后改为明德中学，

1946 年改为象贤中学，寓意为效仿先人贤德，故名。20世纪 50年代改名为番禺第二中学，1989

年复名为象贤中学，沿用至今。

18.禺山高级中学[Yúshān Gāojí Zhōngxué] 位于番禺区桥南街道福贤路 323号。相传“番禺”

有“番山”和“禺山”二山，校名中的“禺山”出处于此。1906年创立于番禺学宫（现位于广

州市中山四路）；1928年改为乡村师范传习所；1946年番禺县立师范学校在番禺市桥大沙地复

校；2000年转制办普通高中，改名禺山高级中学，原址番禺市桥沙墟；2002年迁至番禺区桥南

街道福贤路。

19.石门国家森林公园[Shímén Guójiā Sēnlín Gōngyuán] 位于从化区东北部，温泉镇东北部。

因地处石门，是国家级森林公园，故名。东与南昆山自然保护区相连，南至龙门坳，西至天池花

海，北与广州抽水蓄能电站、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相望。面积约 23.36平方千米，有珍稀名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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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50多种，珍贵动物 20多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