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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特派室成立武工队

1945 年 10 月，留守在五桂山区的党组织负责人曾谷根据上级

指示精神和斗争需要，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将留守在五桂山

的武装队伍组织起来，分成 5 个武工组（队），对外仍沿用珠江纵

队名义，称为“珠江纵队中山特派室”（下称“中山特派室”），

中山特派员曾谷负责全面工作，甘生负责军事工作，方群英、谢月

香负责组织工作和政权工作，黄乐天兼管财经工作。各武工队与当

地的民主乡政权、民兵党员合并成立中共支部，各武工队的主要领

导人既是党支部书记，又是武工队队长，在五桂山革命根据地人民

的支持下坚持斗争。人民武装的活动又活跃起来，他们出平原散发

传单，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增强人民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中山特派室根据广东区党委“实行自卫斗争，坚持阵地，保存

力量”和“以政治斗争为主要的斗争方式”的指示，及时抓住这个

有利时机，以开展政治斗争为主要方式，辅以武装自卫斗争，使国

民党县政府无法在山区建立政权，保住了阵地，发展了自身力量。

武工队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连续进行小股出击，不但站稳了

脚跟，巩固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壮大了革命队伍。武工队从原来的

32 人发展到 60 多人，五桂山区的革命形势从被动变为主动。而国

民党军警方面却处处陷于被动，疲于应付。由于武工队一直坚持斗

争，国民党基层政权无法在五桂山区运作，五桂山区表面上是国民

党占领了，实际上仍然是由中山特派室控制着。

由于整顿了队伍、疏散了非战斗人员，中山特派室的武装精干，



34

回眸中山百年征程

34

回眸中山百年征程

配以短枪，活动灵活，时而集中几个武工队以轻机枪、步枪锄奸反

霸打击小股敌人，结束战斗后即分散隐蔽，打击了敌人对山区的包

围“清剿”，鼓舞了群众的斗争信心。

（本文改编自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迎着黎明的曙光》，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9 年版）

1947 年，支持革命、祖籍中山的美籍华人谢月梅回中山探望武工队战士（中山

市华侨历史学会提供）

中山武工队生活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