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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港南三线

大沙田数不尽英雄儿女  
咸水歌唱不完抗日壮曲

10 

浮虚山是阜沙镇的制高点，俯瞰大沙田地区和鸡鸦水道。（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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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港公路（港口大南片—阜沙浮虚山）—南三
公路（黄圃石军村、南头孖沙村）

★中山抗日游击队活动遗址（阜沙镇牛角村西就社一带（万阜一街 91 号对面小桥一侧）

★牛角村群众反“三征”斗争集结地旧址（阜沙镇的牛角村牛王庙）

★中共石军乡支部活动旧址（黄圃镇石军村祥兴南六街 28 号）

★石军革命建设史迹展览馆 （黄圃镇石军村委会内）

★中山抗日游击大队九区大队队部遗址 （南头镇孖沙村，即梁伯雄故居）

跨越五桂山脉，步出石岐城区，一路向北

蜿蜒，便进入中山北部连片镇区。这里有一马

平川的冲积平原，先辈们战天斗地，围垦造田，

开辟出“大沙田”区域。粤语白话在这里演化

成富有特色的“沙田话”。沙田民众在劳动过

程中抒发情怀，唱出了独特的“咸水歌”。

探寻大沙田区域，不妨沿着阜港（阜沙镇

至港口镇）、南三（南头镇至三角镇）两条干线

公路。沿途，既有沙田垦种、花木果树、水产养

殖、河网连片的水乡风光，更有一段段抗日战

争时期中山军民抵御外敌的故事史迹。悠悠

咸水歌，至今仍唱不完抗日壮曲。

位于黄圃镇花果山上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黄春华 摄

线路

推荐理由

红色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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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连片  物产丰饶

港口大南沙片

港口镇，因地处石岐通往广州必经的重

要港口而得名，清末发展成圩。从港口镇中

部的大南沙桥往北跨越小榄水道，便进入由

中南、下南两条行政村组成的大南沙片区。

大南沙片区内，满目田园风光。每逢节假

日，来自城区的人们或一家老小出动，或亲朋好

友结伴，来到大南沙片区摘水果、逛农庄，气氛

热烈而和谐。不过，沙田片区在中山解放过程

中书写重要一笔，可能并未为多数人所熟知。

1949 年 10 月，中山解放。为了支援南下

大军，中山县委于 11 月初成立支前指挥部，区

镇成立支前指挥所。11 月上旬，一区指挥所

10 多名工作队员进驻港口乡，接收了国民党

乡公所和自卫武装，深入群众开展工作。12

月，港口乡农民协会成立，组织民兵队伍。其

后，工作队迅速组织农民恢复生产，保证不丢

荒一亩田 ；组织农民防洪抢险，保障中山“粮

仓”迅速恢复元气。

1940 年 5 月，中共中山县委派党员欧

初到大南沙一带筹建队伍，从一区、四区、

五区、六区抽调 13 人，成立了中山抗日游

击小队。部队对外悬挂国民党地方部队

“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梁伯雄大队新建

小队”番号。

建队不久，中山抗日游击小队随即转

移到牛角沙（今阜沙镇）驻扎，逐渐发展到

四五十人，扩编为中队，称为中山抗日主

力中队。

沙田连片，村屋点缀。叶劲翀 摄

先辈围垦，方有沙田 ；后代勤勉，物产丰饶。吴飞雄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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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虚山景秀，江水往东流

阜沙浮虚山
及周边牛角村

大南沙片区一路往北，进入阜沙镇，便能

看见这一带的制高点——浮虚山。

    明代以前，浮虚山是古伶汀洋的一座岛

山。四顾茫茫，惟山突兀，浮虚山便成了番禺、

东莞、香山水路交通的航海标志。其后，浮虚

山建有兴元寺，便成为香山名胜。到了明代，

这座山丘被评为“香山八景”之一。

清初，浮虚山一带渐成陆地，乡人围垦造

田，渐有渔耕之民定居。如今的浮虚山高约

100 米，山体错落有致。2006 年，当地修葺该

山，建成浮虚山公园，成为阜沙、黄圃一带市

民向往的休闲场所。登斯山，但见江水在鸡

鸦水道奔腾往东、流向南海 ；东阜大桥如长

虹卧波，美不胜收。

浮虚山西侧的牛角村，自 16 世纪中叶起

淤积成沙洲，形似牛角，故有村名。村民多来

自顺德、黄圃、小榄一带，迁居至此，筑围繁

衍。牛角村是中山的革命老区之一，抗日战

争时期，革命前辈欧初在牛角村一带成立根

据地，与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军作斗争。

1942 年 5 月下旬，谢立全率领中山抗

日游击大队主力 70 多人、二区部队 30 多

人，到达阜圩，与九区的杨日韶武装会合，

分三路突袭阜圩伪军何国光部，歼灭伪军

一个连和一个伪警察中队，缴获长短枪 50

多支，收复了阜圩。中队长杨日韶、副中

队长王鎏不幸牺牲。

阜圩一役影响深远，震撼了珠三角，鼓

舞了民众抗日必胜的信心，打击了敌伪气

焰，为打开中山抗战的局面起了积极作用。

浮虚山被改造为阜沙镇的中心公园。叶劲翀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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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香山三大镇  农民运动兴于斯
石军村

黄圃镇位于中山的最北部，历史悠久，现

存广东沿海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海蚀遗址，

见证了黄圃沧海桑田的变迁。黄圃自古便是

南粤重镇，明清以来一直是中山北部的政治、

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和珠江三角洲的重要商

贸城镇，与石岐、小榄齐名，并称“中山三大

镇”。

石军村则地处黄圃镇东部，是中山农民

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又是中共中山市委在农

村的第一个党史教育基地。在全市第一个村

级党史教育基地挂牌后，石军村最早的农民

运动领导人之一罗若愚的儿子罗钜成，将珍

藏多年的罗若愚任命书、笔记本，以及使用过

的碗碟等数十件革命文物无偿捐献了出来。

这些文物丰富了中山市党史的内涵，丰富了

石军村教育基地的展览内容。

今后，黄圃镇计划利用党史教育基地，以

及无污染的大片田园山色，结合黄圃独特的

古海遗迹、庙宇等自然条件，打造出一个以传

统教育为主的红色旅游景区。

位于黄圃镇三社下街的广宽刘家祠。余兆宇 摄

黄圃报恩禅寺。

新地村老人节。余兆宇 摄

海蚀遗址公园。付希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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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11 月，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

委决定加强中山抗日武装力量，把“广游

二支队”第一中队 60 多人，由副中队长王

鎏、训政员欧初带领，挺进石军沙，对外挂

梁伯雄大队第七中队的牌子，对内称第二

主力中队。

此前，罗若愚在石军建立了我们党活

动点和秘密交通站，使石军村乡政权为中

共地方组织所掌握。1940 年夏，他以石军

乡乡长的公开身份，发动当地教师开办夜

校，向群众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开展反伪

票、反征伪军谷等斗争。

古石径。余兆宇 摄

文船瑞龙表演。余兆宇 摄

黄圃中心河涌两岸民房。叶劲翀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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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头镇是中山区域最小的镇区，仅有 28 平

方公里。孖沙村位于该镇东南部，面积约 2 平

方公里。如此小镇，如此小村，曾有一场震撼人

心的激战。

说起中山抗战史，梁伯雄是其中的名人。

梁伯雄大队从建队开始，一直是共产党领导下

的抗日武装，队伍分别驻扎在牛角、中沙、直坡

头、孖沙等地，坚持抗日，打击反动势力，得到民

众拥护。自此，梁伯雄大队成为了国民党顽固

派的心腹大患。1945 年 5 月 23 日拂晓，“挺三”

四路兵力，分别向九区梁伯雄大队驻地发起进

攻。九区大队全体指战员奋起还击，激战一直

持续到 5 月 26 日上午。由于力量悬殊，敌众我

寡，大队长梁伯雄在指挥战斗中壮烈阵亡 ；副政

委郑文不幸被捕，惨遭杀害。

来自港口镇的农家美味亨记农场，其

出品的菜式虽然没有隆重的外表，也不用

大量的佐料，但其材质都是出自自家农场

养殖或耕种的原汁原味，比如晒鱼干、腊

鸭、腊肉、腊肠等。

顺德备受赞誉的水乡饮食传统，在南

头得到了同脉的传承。鱼生是顺德名菜，

但在南头，鱼生同样做得风生水起，成为

代表菜之一。东福园食街是南头最主要

的食街，这是一条自发形成的食街，早年

以吃野味的小店起步，现在则和大部分食

街一样，聚合了天南地北的菜系，有粤菜、

湘菜、川菜、桂菜等，但最为主打的还属南

头水乡特色美食。最有代表性的要数食

街尾的吊企鸡饭店的吊企鸡、食街头恒益

饭店出品的药材鸽。

黄圃建镇的 860 多年，坊间留传着各

式传统食品。除了有百年历史的黄圃腊

味，还有横档风鳝、沙田禾虫、大魁黄沙蚬

肉等海鲜、河鲜等 ；黄圃镇人还独创了不

少传统工艺，如关家尾头菜、咸酸菜、聚隆

乌醋等。其他如三顺生月饼和嫁女酥皮

饼，以其皮薄馅靓油润而成为百年老店 ；

以草药地棯、栾樨、鸡屎藤榨汁制作的饼

果也别有风味 ；此外还有松坑香荔枝，西

坑白桂木果等，都是特色时令水果。

孖沙村

玉清殿。余兆宇 摄

黄圃腊肠生产。余兆宇 摄

黄圃关家尾头菜腌晒。缪晓剑 摄

沙田地区的美食，食材多为水产。付希华 摄

★红色记忆

★美食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