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 /  310 /

牛角村群众反“三征”集结地旧址

牛角村群众反“三征”集结地旧

址位于中山市阜沙镇牛角村牛角直街

16 号北闸南堤岸牛王庙。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继续

坚持内战，加紧向人民进行征兵、征粮、

征税（简称“三征”）等横征暴敛活动，

中共地方组织曾在此领导人民进行轰

轰烈烈的反“三征”运动。

1946 年 , 根据上级党委提出的“分

散隐蔽，长期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的斗争方针，中共中山地方组织有组

织地转为分散隐蔽活动，继续领导中

山人民坚持斗争。中共中山九区特派

员方群英受中山特派室政治特派员曾

谷的委派，到中山九区工作。她到九

区后，找共产党员陈能杰了解了 1945

年 5 月 23 日（农历四月十二日）珠江

纵队第一支队九区大队反“围剿”斗

争的善后情况，即布置由他去联系共

产党员黄太，恢复交通联络工作；还

从疏散回乡隐蔽的九区大队游击战士

中发展了苏志、吴开仔、冼荣仔、观友、

红色革命遗址

牛角村群众反“三征”集结地旧址，图为集结地水闸（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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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友等 10 名新党员，并以女共产党员

苏英的家为立足点，通过女党员做团

结姊妹会和婶母会会员的工作。继而，

方群英又转向陂头、孖沙、滘心、将

军庙、乌沙、沙栏大有围、三角、高

沙及顺德十区容奇坝头市等地方，还

接收了在民众教书的李筱屏等 4 位女

党员。九区全体党员利用各种形式与

原有的各种群众组织保持联系，如成

立兄弟会、姊妹会、婶母会、冬防会、

城隍会、关帝会等组织，紧密团结了

将近百名基本群众骨干，其中有将近

半数是妇女。进而，九区党员通过这

些组织，团结了近千名群众开展反“三

征”斗争。

1946 年 8 月的澳门会议后，中山

各级党组织根据会议布置的斗争方针，

停止了公开的军事行动，以反“三征”

斗争为中心，积极发动、团结群众并

逐步扩大了活动范围，壮大了自身的

力量。活动在低沙、牛角的党员梁健荣、

苏英等率先组织骨干串联发动，先后

组织了 3000 多名农民群众，在此集结，

牛角村群众反“三征”集结地旧址牛王庙

门口正侧面（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牛角村群众反“三征”集结地旧址周边全貌（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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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区府请愿，抗议高额田赋。两村群

众反“三征”斗争的胜利鼓舞了九区

乃至全县广大人民不断起来反抗国民

党的“三征”暴敛。

该旧址所在地牛王庙始建于清光

绪二十三年（1897）。该建筑坐北向南，

为砖木结构，建筑面积 100 平方米。

门两侧有石刻联“碧水滢洄前后绕，

罗山英烈古今留”，为始建庙时所刻。

1963—1988 年改作碾米厂，1990 年重

建。2017 年，该旧址外的北闸河堤岸

边修建石栏杆，其上有抗日战争及解

放战争时期夜袭浮墟、反“三征”斗

争的故事浮雕。

该旧址于 2011 年 2 月被中共中山

市委核定公布为中山市革命遗址。

牛角村群众反“三征”集结地旧址所在地阜沙镇牛角村航拍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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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抗日游击队活动遗址

中山抗日游击队活动遗址位于中

山市阜沙镇卫民行政村西河自然村西

就社一带。

1940 年 5 月，中共中山县委派共

产党员欧初到大南沙莲池涌建立了一

支由县委直接领导的独立自主的 13 人

主力游击小队，该队建队不久即转移

到群众基础较好的牛角沙驻扎。6 月，

中共中山本部县委为了强化这支党直

接领导的武装，中共中山四区区委书

记谭桂明带领崖口乡乡警队 10 余人，

中共中山一区区委黄江平带领长洲乡

乡警队 10 余人到九区与县委新建主力

游击小队合并，加上从各区抽调来的

一批战士，队伍发展到四五十人。不久，

队伍扩编为中队，并成立了党支部。

中队长为杨日韶，党代表为谭桂明，

政训员为欧初，卫国尧则负责军事。

当时，抗日游击中队生活相当艰苦，

在经常缺衣断粮的情况下，仍坚持组

织学习政治和军事技术，开展群众工

作，锄除奸伪，保护群众利益，与群

众建立了亲密关系。1941 年春，这支

部队支持地方党组织领导孖沙、低沙、

红色遗址线索

阜沙镇卫民行政村西河自然村西就社及周边，中山抗日游击队活动遗址就在图中心纵向河涌的两

岸（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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陂头、石军沙、将军沙等 20 多个乡、

五六千人组成的“城隍会”起来反霸

耕、反收伪禾票、反收伪军谷等斗争，

保护了群众的利益。为配合抗日游击

中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中共南番中

顺中心县委先后派谭本基、容海云、

方群英、邝健玲等一批妇女干部到九

区开展群众工作。这批妇女干部通过

办识字班、组织妇女会和姊妹会等，

团结了一批九区妇女，很快就打开了

工作局面。

中山抗日游击队活动遗址所在地阜沙镇卫民行政村西河自然村西就社旁河涌两岸全景（黄春
华摄于 2023 年 4 月）

延伸阅读

到九区牛角村开展群众工作

1940 年，中山抗日游击队在九区初步站稳脚跟后，为进一步打开

局面，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派容海云到牛角开展群众工作。

容海云刚到牛角住下来，就换上当地劳动妇女的打扮，帮农民下田

劳动。一闲下来，她就逐家逐户去访问贫苦农民。很快，她同梁财宽、

周二女等青年妇女成为好朋友。当时九区一带的教育比较落后，妇女没

有读书的机会。容海云发动大家共同出力，有人拿来一捆竹，有人拿来

一担稻草，还有人送蔗荚、送竹篾，两三天功夫，一间茅寮就搭好了。

村里的农民都称这间茅寮为书馆，识字班就在这里成立了。一开学，就

有将近 20 个农家女来参加。识字班用的书本全部是容海云自己编的，

每一课都有宣传抗日救亡的内容。除了教识字，她还教大家唱抗战歌曲，

讲革命道理。这批妇女很快就成为群众工作的骨干，其中几位后来还参

加了部队，成为出色的交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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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识字班作为依托，容海云很快在牛角、吉昌围、乌沙等几个村子

组织起姊妹会、兄弟会等群众团体，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从中

发展党员，进而建立了党组织。游击队也积极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配

合群众开展反霸耕等活动。

所谓霸耕，指的是恶霸将收成好的田地、鱼塘从佃农手中强占过来

经营。九区当地恶霸梁九，倚仗其兄在“民利公司”当大队长，到处霸

占良田。1941 年春，梁九见农民冼逢胜、周自胜佃耕的 12 亩桑基鱼塘

收成好，就写了一张条子，声称这 12 亩桑基他已经买下，不准冼、周

二人再耕。当地党组织知道这事，马上来同游击队商量，共同决定先礼

后兵，由兄弟会写信给梁九，劝他不要霸耕。梁九不但不听劝告，反而

带了十几个人，扛着一挺机枪，气势汹汹地来到牛角。游击队出面通过

兄弟会、姊妹会再做工作，并表示部队愿做农民兄弟的后盾，发动大家

帮冼、周两家强行开耕，同梁九针锋相对。梁九派人来斩桑枝，群众就

将桑叶运走；他派人将鱼塘的水戽干，群众就去捉鱼。梁九这下碰上了

硬钉子，只好央求给他耕一半。积极性高涨的群众寸土不让，梁九只好

灰溜溜地走了。这次斗争的胜利，使群众看到了自身的力量，部队的影

响也迅速扩大了。接着，部队和地方党组织乘胜前进，领导群众粉碎了

“大天二”梁养、梁润带强行霸占牛角 200 多亩耕地的阴谋。

牛角农民的胜利传遍了九区，各村农民的斗争积极性很快被调动起

来。于是，游击队又发动了大范围的反伪票（伪军军粮）斗争。如驻在

三角一带的“民利公司”大队长“大骨锡”又公开投靠了日寇，又要在

九区为伪军征收禾标。游击队采取两手办法：一方面各乡兄弟会共同行

动，天天去“民利公司”请愿；另一方面游击队也旗帜鲜明地为群众撑腰，

日夜在驻地一带布防、巡逻，宣告如果有人胆敢前来收伪票，必严惩不

贷！伪军果然不敢来犯。反伪票斗争胜利了！群众一算，每亩田可以少

负担 20 多斤谷，负担明显减轻。农民们从中看清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

因而更拥护游击队。

（选自欧初：《少年心事要天知》，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49—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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