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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载】

五 桂 飘 香
——访中山县革命老区五桂山区

（《南方日报》1980 年 9 月 4 日第 2 版 本报记者 本报通讯员）

我们乘坐汽车来到了五桂山区的腹地——槟榔山。

举目眺望，四周高耸起伏的峰峦上，整齐地排列着人们精

心栽植的松、杉，远远望去，林色深黛，郁郁葱葱。徐风从公

路旁的林子里吹出，送来金蝉的鸣叫，浓郁的果香。顺着盘山

公路再往高处走，沿途见到几位社员在山坡上一边种植药材，

一边欢快地谈笑。过了小水电站，别是一番天地：人工湖象一

面巨大的明镜，把山间美景清晰地倒映了出来。这和平、宁静

又欣欣向荣的景象，显然把我们一位同伴打动了，他贪婪地吸

着格外清新的山间空气，赞叹说：“在这里住下来，起码多活十年！”

我们来到一座小桥前，介绍的同志说：“瞧！这儿就叫石萤

桥，当年我珠江纵队就在这里痛击过日寇和伪军。”他又指着桥

下溪水边的一块大石头说：“群众把这块石头叫㓥人石。因为，

当年日寇就在这块石头上，残酷地杀害过我们十几个游击队

员”。当我们来到当年珠江纵队司令部所在地的槟榔山生产队

时，五桂山区建设指挥部的林书记，推开一座祠堂的门，带着

崇敬的神气说：“珠纵一支队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

开。”此情此景，都使我们回忆起，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里，林

锵云、谢立全、欧初、梁奇达、谭桂明、郑少康等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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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人烟稠密、交通发达的中山县的中部，

凭借五桂山区山高路险的天然屏障，打起了红旗，发展了革命

武装，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同日寇、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

的战斗。那时节，五桂山革命根据地是插进广东敌人心脏的一

把利刃，也是照亮珠江三角洲人民革命道路的一座灯塔。

如今，五桂山区的名字又象一颗明星冉冉升起。这里以四

化建设大步前进的成绩，成为我省革命老区建设的一面旗帜。

这几年，在党中央关于“关心和帮助革命老根据地建设”指示

的指引下，在中山县委的具体领导下和全县人民的支持下，五

桂山区真正实现了“旧貌换新颜”。当年使敌人裹足不前的羊肠

小道，现在变成了四通八达的平坦公路，我们仅用了半个小时，

就从石岐驱车到达槟榔山。在这方圆仅有 400 多平方公里的山

区，已经兴修了七座山塘水库，特别是兴建了 50 座小水力发电

站。它们象一串耀眼的明珠，悬挂在青山绿水之间，一年献出 1

亿度的电力。这里在全县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还造了几十万亩

的山林，种了大片的竹子、油菜、果树、茶树，兴办了一批小

工厂。由于交通方便了，电力充足了，林木茂盛了，这就给发

展山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物质基础。我们这次访问了当年曾

遭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大肆烧杀掠夺过的黄茅坪生产队。这个

村子经济生活一片红火的景象使人振奋。他们几年来在山坡上

种了 400 多亩竹子，发展了织竹工场。由于交通方便了，商业

部门也愿意向他们订货。去年仅织竹一项收入就达 25800 元。

工副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农业。去年全队粮食亩产 l142 斤，群众

粮、油够吃有余，生活有很大改善，去年平均每人分配 33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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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员正在纷纷盖新楼房。

在五桂山区访问期间，我们一直觉得有一种“香”的感受

在内心浮动。是五桂山茶的浓郁香味吸引了我们，还是山林里

的花香果味使人陶醉？直到后来，我们才明白，是五桂山区群

众和山外广大干部群众友谊的馨香，沁人心肺，令人难忘。

至今在五桂山区还到处传颂当年山区群众和游击队员生死

与共、骨肉相连的感人故事。像亲手砌了夹墙，冒死收容受伤

同志，最后光荣牺牲的贺婶；像为了保守游击队的秘密，和敌

人进行英勇搏斗，最后被全部活埋的九堡、石门的 41 位群众；

还有那听说大儿子牺牲，抹干眼泪，又把二儿、三儿也送去游

击队的杨伯母。他们和全山区群众一起，为了支援革命，保护

游击战士，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们这些震撼天地的壮烈事迹，

这种光耀日月的革命情操，怎能够使人忘怀呢？

党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五桂山区群众对革命的贡献，那些

老游击队员也从来没有忘记当年一起浴血奋战的山区阶级兄

妹。家住槟榔山、满头白发的老堡垒户幸金砖大婶告诉我们一

个故事：去年底她到广州参加省人民代表大会，在会场上碰到

一位身材结实的领导干部。这位领导同志亲切地称呼她“幸嫂”，

询问她丈夫和子女的近况。幸金砖望着这位同志许久，却始终

记不起他是谁。后来这位领导同志笑着告诉她，虽然分别多年，

但他仍然清楚地记得她的住屋，她在战争年代的许多往事，甚

至她最后一次给游击队送信到石门与他相遇的细节，都记得清

清楚楚。幸金砖大姐听着听着，不禁感动地说：“这么多年，你

还清楚记得我们五桂山的人啊！”原来这位领导干部就是在五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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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根据地战斗过的郑少康同志。

五桂山区的同志告诉我们，当年在这里打过游击的老同志，

除逝世者，这几年大多陆续回来看望过乡亲。他们有的身患心

脏病，一边吃着药，一边踏着山路去访亲会友；有的自己抽不

出身来，就先叫自己的子女在春节期间到五桂山给群众拜年……

正是这种经过战火熔炼的战斗情谊和革命传统，推动了五

桂山区的建设工作。中山县委把建设老区、帮助五桂山区人民

尽快富裕起来，列为全县的重点工作之一。在五桂山区大规模

建设工作开始的时候，县委主要领导象当年珠江纵队的同志那

样，跑遍全山区的高山、洼地，走访了上百个山村，征求群众

对建设山区的意见。直到现在，县委每隔半年还要拉队上山，

召开一次常委会议，实地解决山区建设中的问题。在县委的带

动下，全县各行各业支援五桂山区建设的动人事迹就无需多说了。

五桂山区的经济在发展，群众在逐步富裕起来，这着实使

人欣喜，而五桂山区所滋润、培养过的革命传统精神在发扬光

大，在“香飘四海”，却更为令人兴奋。就让我们摘录一位五桂

山区老游击队战士的献诗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桂山苍苍，珠水泱泱，英雄壮志，玉宇红装，

朝晖灿烂，晚节馨香，先烈之风，山高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