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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桂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

1938 年 11 月，中共中山县委在第一次武装工作会议上提出准

备以五桂山作为将来的游击根据地。

1940 年 9 月，中共广东省委将中共中央派来的延安“抗大”三

分校大队政治委员谢立全、大队长谢斌分配到珠三角地区负责军事

工作。是年冬，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委员谢立全到中山地区检查

部队工作，了解到中山县委有经营五桂山区的设想，回到中心县委

驻地西海（位于今佛山市顺德区）后，提出在中山五桂山开展游击

谢 立 全（1917—1973）， 时 任 南 番

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副指挥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中山县委机关旧

址（太原第），县委第一次武装工作会

议在此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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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的方案。但中心县委的某些负责人持有不同意见。1941 年 7 月，

南番中顺中心县委派谢立全、梁奇达到五桂山区对建立五桂山抗日

根据地的可行性进行实地调查。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研究，谢

立全确认五桂山区具备进行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

1941 年 9 月上旬，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召开会议，制订“经

营番禺”“发展中山”的方针，派谢立全、梁奇达到中山加强敌后

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同时调广游二支队第一中队到中山九区，后称

第二主力中队。原驻九区的抗日游击队改称第一主力中队。

1941 年 10 月下旬，谢立全指挥第一、第二主力中队袭击崖口

伪护沙中队，在开辟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前扫清五桂山外围的敌伪据

点，解决部队的武器和给养问题。1942 年 1 月，罗章有、黄智（黄

衍枢）奉命带领一支 18 人的先遣队进入五桂山区合水口、石门一带，

为建立根据地打前站。部队深受群众的拥护，很快扎下根基。2 月，

欧初带领第二主力中队六七十人进驻五桂山，与罗章有的先遣队会

合。3 月，卫国尧带领第一主力中队 40 多人也转移到五桂山。

第一、第二主力中队与先遣队会合后，驻五桂山的抗日武装部

队共 120 多人，分别驻在合水口、白企、贝头里、长江、石门等乡村。

为配合武装部队建立根据地，中共地方组织先后增派一批共产

党员到五桂山区合水口、灯笼坑、白企一带乡村，以教师为职业，

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援军活动。在中共地方组织

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中山人民抗日武装不断壮大，五桂山抗日根

据地迅速发展。

1943 年秋，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和中共南番中顺临时工作委

员会的领导机关，从番禺南部转移到中山五桂山，9 月底至 10 月，

指挥部领导人林锵云、罗范群、谢斌、刘田夫、刘向东先后从禺南

转移到五桂山区。

（本文改编自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中山地

方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