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伸阅读：张家边八字运动的点滴回忆

□陈惠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始，中山全境尚未解放，因此，在本地筹集粮草，支援解放军继

续追剿国民党反动残余及准备解放沿海诸岛的任务，迫在眉睫。把旧武装接管过来，也是解

放初期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当时是张家边青年团支部书记，接受组织指示，在张家边成立支

前委员会，并与进驻中山四区的解放军方面取得联系。

我们做的第一件工作是接收旧自卫队武装。当时的局势尚未稳定，旧政权人员还在留守，

我们在要他们协同筹集粮草支援前线的同时，派团员及可靠青年农民接管旧自卫队武装。张

家边是个近万人的大村，旧自卫队武装也近百人，有轻机枪几挺、步枪六七十支，是国民党

政权在中山四区乡村最后的武装队伍。我们把这支武装接管后，在维护社会治安、镇压反动

势力及保护人民群众和护送军粮等就有了可靠的保证。事实上，在此后的筹粮工作中，护送

谷物到石岐、濠头等地粮仓，我们都是依靠自己的民兵押船护卫，从未有过失误（当时中山

境内仍有残匪武装，曾发生过骑劫我运粮船的事件）。

紧接着，我们根据区政府的指示，着手组织农民协会（我被选为会长），宣传发动群众，

揭露反动势力的造谣恐吓，以稳定民心，巩固人民政权。与此同时，在农民协会的带领下，

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简称“八字运动”）运动。初组织起来的农协骨干，虽然“一

脚牛屎”，没有文化，也未掌过权，但却勇敢地带领着广大农民群众，肩背点星大秤，挑着

谷箩布袋，按照事前拟定的地主富农名单，逐一清算退租退押。经过一翻说理说法斗争，农

会仓库堆放大量的胜利果实，我们及时地发放给贫苦群众。同时，民兵队伍着手收缴黑枪，

拘捕了一批土豪劣绅。这样一来，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对共产党，对新中国表现出热烈的支

持和拥护，跟共产党走，要求彻底翻身解放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定。

1950 年二三月间，正是青黄不接之时，虽然减租退押使群众得到部分粮食，但由于家

底薄，缺粮断炊的农户仍不少。于是在上级的领导下，我们又以农民协会会员为核心，带领

广大贫苦群众，开展“以工代赈”，组织农民进行兴修水利，修桥整路等，凡参加这类劳动

的，都给予适当的报酬，发给米粮等，以解决贫苦群众燃眉之急，使人们顺利度过春荒。

随着清剿反霸和减租退押的深入并取得完全胜利，其后又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恢复生

产，进一步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和健全了乡村的各级政权组织，我党在农村的基层阵地得

到了巩固，为以后全面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选自《中山党史》2003 年第 2—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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