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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纵队在中山宣布成立

中区纵队挺进粤中后，由于中区纵队主力大队继续向西发展，

距离珠江地区越来越远，给指挥联络带来困难。为加强珠江、粤中

两个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和部队建设，1944 年 11 月，中共广

东省临时委员会、东江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作出决定，调整珠江、

粤中两地区部队建制和任务，将中区纵队一分为二，分别在珠江、

粤中地区活动。中共中央于 11 月 14 日复电同意。

11 月，周伯明奉命到五桂山区组建珠江纵队。12 月上旬，在鹤

山宅梧召开中区纵队和珠江、粤中、西江地区党的负责人参加的会

议。会议决定按广东省临时委员会、东江军政委员会的部署，撤销

1945 年 1 月 15 日珠江纵

队发表成立宣言

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后被日军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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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区纵队建制，将驻粤中地区部队和珠江地区部队分开，直接由广

东省临时委员会、东江军政委员会领导；原中区纵队在珠江三角洲

的部队则采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番号。司令员林锵云、

政治委员梁嘉、副司令员谢斌、参谋长周伯明、政治部主任刘向东。

同时撤销中共珠江特委，番、中、顺各县地方党组织划归珠江纵队

第一、第二支队党委领导。会后，林锵云、谢斌返回五桂山，与梁嘉、

周伯明、刘向东等人筹备珠江纵队的成立。

1945 年 1 月 15 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在中山发表

宣言，公开宣布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成立宣言》

庄严宣告：“珠江纵队是珠江三角洲人民的子弟兵”，“热诚接受

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我们的兄弟队东江纵队、琼崖独

立纵队共同坚持华南敌后战场，为解放华南同胞而奋斗。”“争取

时间，准备力量，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国土，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

新中国、新广东。”

珠江纵队司令部设在五桂山区槟榔山村，下辖两个支队、一个

独立大队。在中山地区的部队为第一支队，支队长欧初、政治委员

梁奇达、副支队长罗章有、政治处主任杨子江；番、顺地区部队为

第二支队；南三边境部队为独立第三大队。珠江纵队共有 1752 人，

轻重机枪 53 挺，步枪 1162 支，短枪 326 支，炮 1 门，掷弹筒 2 具。

珠江纵队第一支队的任务是坚持和发展中山的抗日游击战争，

配合挺进粤中的主力部队作战；牵制日、伪军兵力，破坏日军企图

阻止盟军登陆和巩固华南基地的计划；保卫中山抗日根据地和民主

政权，巩固和发展中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和贯彻党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阶段中的各项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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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