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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榄革命烈士纪念碑

小榄革命烈士纪念碑

位于中山市小榄镇新市社

区文化路小榄烈士陵园内

凤山西坡近山顶处。

该 纪 念 碑 建 于 1959

年 10 月 1 日， 由 原 中 共

中山县小榄、小榄镇、南

头、阜沙公社委员会联合

建 成， 主 要 是 为 了 纪 念

三九区及在“四一二”战

斗中牺牲的革命烈士。

该纪念碑坐东北向西

南， 由 纪 念 碑 和 烈 士 墓

组 成， 总 面 积 约 49 平 方

米。纪念碑平面呈正五边

形，高 12.5 米，基座底周

长 12.92 米，正面镶嵌有

阴刻石碑记“革命烈士斗

争史志”，其余四面按顺

时针方向阴刻有“革命英

魂”“气壮山河”“浩气

长存”“永垂不朽”字样。

碑体自下而上逐渐内收，

顶为卷轴状，饰立体五角

红星，正面阳刻“革命烈

士纪念碑”字样，为原中

区纵队、珠江纵队司令员，

广 东 省 副 省 长 林 锵 云 题

红色革命遗址

小榄革命烈士纪念碑正面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小榄革命烈士纪念碑后的烈士墓（黄春华摄于2020年10月）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内文1106.indd   302 2023/11/21 星期二   上午 11:41:47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  303 / 小榄镇

写。从碑后侧直上 45 级台阶处建有烈

士墓一座，陵墓呈大圆顶形，直径 3.6

米，面积约 41 平方米。陵墓内安放着

59 具革命烈士遗骨。墓碑两侧分别立

有三九区“四一二”战斗殉难烈士芳

名碑和三九区革命烈士芳名碑，最外

侧两边立有“热血洒中山功垂史册，

英魂飘凤岭景仰勋名”石刻挽联。墓地、

纪念碑保存完好，碑文清晰可见。纪

念碑所处山下还建有怀烈亭和犹生亭。

该纪念碑于 2009 年 9 月被中山市

人民政府公布为中山市文物保护单位。

小榄革命烈士纪念碑所在山下建有“怀烈亭”（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小榄革命烈士纪念碑所在山下建有“犹

生亭”（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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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顺新边县工委遗址

中共中顺新边县工委遗址位于中

山市小榄镇东堤路德星里 20 号原三立

小学。原址已毁，被改建为德星小学。

1944 年 7 月，根据开展华南抗日

游击战争的需要，中共广东省临时委

员会决定在中山、顺德、新会三县交

界地区建立边县工委，以加强边区党

组织和做好五桂山部队挺进粤中途经

地区的准备工作。次月，省临委联络

员谢创在江门羊桥市主持召开会议，

罗光连（罗明林）、关立参会，成立

中共中（山）、顺（德）、新（会）

边县工作委员会（简称“边县工委”）。

其先后隶属中共珠江特委和中共粤中

特委，罗明林任书记，关立任委员兼

组织部部长。边县工委辖中山的三区

（小榄、古镇、海洲）、九区和顺德

九区的江尾、白藤，新会的荷塘、外海、

潮莲。省临委联络员、珠江特委委员

谢创特别嘱咐边县工委委员关立：“荷

塘、古镇、海洲一带很重要，是中山

五桂山抗日根据地与粤中地区的交通

红色遗址线索

中共中顺新边县工委遗址，现德星小学校门外景（《中山日报》记者摄于 202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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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喉，一定要经营好这一带。”时边

县工委书记罗光连在三立小学当教师

掩护革命工作，该校成为工委的机关。

边县工委成立后，首先做的工作就是

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使党员们认清

了抗日形势和前途，进一步树立信心，

振奋精神，积极配合挺进部队做好准

备工作。

中区纵队挺进粤中后，在中、顺、

新边区一带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尤其

对当地的进步人士鼓舞很大。边县工

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对一些符合条

件入党的对象做好党的教育工作，发

展了一批新党员，如先后吸收了李文

虬、袁勋等入党。1945 年 9 月，中顺

新边县工委撤销，中山三、九区的党

组织划回中山，改为特派员制。

中共中顺新边县工委机关所在地、原三立小学后门（历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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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沙人民会堂旧址

高沙人民会堂旧址位于中山市小

榄镇高沙大道 42 号，该处为高沙和丰

小学原址。

1946 年春，共产党员张枫在家乡

开平暴露后转移到中山，先后在海洲

学校、高沙和丰小学等任教以掩护革

命工作。1948 年夏，三区部分武装负

责人在小榄镇第九街 1 号召开武装工

作会议。会议决定在沙田区建立武工

队，发展武装。会后，曾在部队工作

的张枫、吕胜被调整到高沙、四沙两

片发展武装。1949 年 2 月，三区党组

织从各乡挑选了一批党员骨干和觉悟

较高的青年农民，在高沙举办两期游

击训练班。中共珠江地委从五桂山区

派来汤忠、何金做军事骨干。3 月，张

枫在高沙意丰围梁七姑家里主持成立

三区首支公开的武装队伍武工队，叶

洪为队长，汤忠、何金为副队长，队

员有梁均等 14 人。张枫率领武工队领

导高沙群众开展反“三征”斗争，并

取得了胜利。

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三区武装

不断壮大，遂将下三区划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由张枫（化名林飞）负责，叶

洪任队长，何金任副队长，活动于原

高沙人民会堂旧址正门和门前张枫当年种植的合欢树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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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乡的高沙、绩东、绩西、五埒、

鸡笼、草塘、白鲤等地区；另一部分

由吕胜（化名何发）负责并兼任队长，

汤忠任副队长，活动于西海乡的七埒，

一、二、三、四、五、六沙，天宝、

同裕、指南等地区。同年秋，三区武

装已发展到 250 多人，组成猛虎、北

平、飞虎等 6 个分队，配有轻机枪 5 挺、

步枪 100 多支，冲锋枪、手枪 20 余支

及弹药等一批。三区武装工作队主力

中队北平队于 1949 年 9 月编入中国人

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顺德独立团。

三区还建立了一支不脱产的起义军（即

民兵组织），起义军总部设在高沙顺

安围曾用富家，总部代号为“莫斯科”，

林飞（张枫）任司令。全区凡有共产

党员的地方，都发展起义军组织，共

1100 余人，这些民兵组织成为解放三

区的重要力量。

高沙人民会堂旧址门前现挺立着

一棵高大的合欢树，是张枫在高沙和

丰小学教书时亲手栽下的。

该会堂原址前身是高沙和丰小学，

于 1962 年被改建成高沙人民会堂，

2007 年重修，保留了原建筑风格。高

沙人民会堂旧址坐东向西，砖木结构，

总面阔 20.8 米，总纵深 40.5 米，面积

约 842 平方米。该会堂保留了人民公

社时期的典型建筑风格，为中山市现

存较少的人民公社时期会堂建筑之一。

该会堂曾作为生产队观看演出的活动

地、村办公场所、茶叶加工厂，现为

高沙社区党群活动中心。

高沙人民会堂旧址于 2012 年 1 月

被中山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中山市

不可移动文物。

高沙人民会堂旧址内部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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