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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照行政村

李华炤烈士故居

李华炤烈士故居位于中山市南朗

街道华照行政村岐山自然村岐山上街

七巷 28 号。

李 华 炤（1902—1928）， 中 山 岐

山 村 人。1916 年， 他 到 香 港 做 工，

1924 年 8 月参加第二期广州农民运动

讲习所学习，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结业后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

特派员身份被派回中山开展农民运动

和改组国民党工作。1925 年，李华炤

组织成立中山县农民协会，任执行委

员会委员和中山县农民自卫军负责人。

他注重加强农民自卫军的组织训练，

捍卫农会会员的利益。1925 年，针对

中山九区护沙队强行勒收苛捐杂税的

恶劣行径，李华炤与九区乡农会一起

发动农民组织农军，向护沙队开展抗

缴护沙费的斗争，最终迫使护沙队解

散。1926 年春，中山县农民协会组织

3000 多名会员在石岐联欢，县民团企

红色革命遗址

李华炤烈士故居（已重建）正面（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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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破坏，扛来 100 挺机关枪在石岐游

行。李华炤等共产党员分析敌我形势，

判定民团只是虚张声势，便调动农民

在会场外围加强戒备，保卫联欢会继

续进行。

1925 年底，中共中山县支部委员

会成立，隶属广东区委，李华炤成为

第一任支部书记。中山支部通过各种

革命群众组织开展工作，如以农会名

义领导农民减租减赋，利用新学生社

组织青年开展学运，开办短期中山县

训育养成所培养青年骨干，开办扫盲

夜校向贫困群众学生宣传革命思想。

到 1926 年 8 月已发展党员 27 名，先

后建立多个支部或党小组。1926 年底，

中共中山县委成立，李华炤任第一任

县委书记。这一时期，共产党员已成

为全县农民协会、工会、青年团、妇

女协会等革命组织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其中，李华炤是中山县农工学商协会

的负责人。中共中山县委还在国民党

十三师派驻中山的三十九团政治部内

发展了一批党员，成立了党小组。李

华炤还是中山县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的

委员。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中共中山县委遵照广东区委的指示，

准备发动农民武装起义，李华炤任起

义总指挥。由于起义计划被泄露，卖

蔗埔起义失败，农军伤亡数十人，李

华炤被中山县当局通缉，但他不为所

惧，继续组织领导共产党员、农运骨

干开展地下革命工作。8 月 27 日，李

华炤在澳门主持中山县委会议，制定

中山县秋收暴动计划和措施。

1928 年 1 月 4 日，李华炤与中山

县委委员黎炎孟前往澳门向上级驻港

澳机关请示汇报工作时，由于叛徒出

卖，被国民党密探劫持回中山。国民

党中山县当局千方百计威逼利诱，但

李华炤毫不妥协，于同月 12 日被杀害。

在押赴刑场的途中，他高唱国际歌，

高呼“打倒反动统治”“打倒土豪劣

绅”“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凛

然就义，牺牲时年仅 26 岁。新中国成

立后，中山县人民政府曾把麻子、林

溪、岐山三村合并，命名为华炤乡（现

为华照行政村），以作纪念。

该故居原为砖木水泥结构，坐北

朝南，内有小庭院，总面积 83 平方米。

20 世纪 80 年代末，由中山市人民政府

拨款修葺、扩建，其改建为两层楼房，

占地面积约 228 平方米。

李华炤烈士故居（已重建）围院正面外景

（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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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强烈士墓

欧阳强烈士墓位于中山市南朗街

道华照行政村麻西自然村大寨山山腰。

欧 阳 强（1894—1948）， 生 于 中

山南朗麻子村的一个归国华侨家庭。

1913 年，他来到唐山，在机车车辆厂

当徒工。1922 年 10 月 13 日，欧阳强

参加唐山机车车辆厂 3000 多名工人举

行的大罢工，罢工取得了胜利。1923

年 1 月，欧阳强经邓培等人介绍，加

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欧阳强被调

到锦州地区沟帮子机务段机车修理厂

当钳工。很快，他就和地下党员李华灿、

李加晓、冯昌等人取得联系，建立了

沟帮子党支部，任支部书记。1928 年，

欧阳强率领沟帮子 70 多名铁路工人包

围铁路机关“公事房”，向铁路当局

提出增加工资等要求，迫使反动当局

给工人增加了工资。1929 年底，铁路

当局对北宁路各站停发年终“花红”，

工人生活十分艰苦。1930 年 1 月初，

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欧阳强带

领沟帮子 100 多名铁路工人发动争“花

红”斗争并取得胜利。1930 年初，为

加强营沟线营口车站的工作，中共满

洲省委派欧阳强到营口机务段工作，

并担任营口特支书记。在欧阳强的主

欧阳强烈士墓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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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下，营口特支发动工人集资建立了

一所“工余学校”。同时，特支又把

营 口 工 会 组 织 恢 复 起 来， 发 展 会 员

七八十人，成为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

1931 年 2 月， 在 满 洲 省 委 会 议

上，欧阳强当选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

负责北宁路工运工作。此后，他和营

口特支书记熊殿瑞一起，领导铁路职

工和市内工人、学生抵制日货运动。

1931 年，欧阳强因右胳膊被日军飞机

流弹打中，被送往唐山铁路医院救治。

伤愈后，他便留在唐山铁路机务段当

钳工。1932 年，欧阳强在唐山被国民

党反动当局秘密逮捕。在狱中，面对

反动派的严刑拷问，欧阳强坚贞不屈。

反动当局慑于群众的威力，不得不在

1933 年释放欧阳强。

1936 年，粤汉铁路竣工通车。全

国铁路总工会华北工作委员会决定派

欧阳强到广东工作。之后，欧阳强前

往乐昌车站工作，秘密负责领导乐昌

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1938 年 10 月，

欧阳强任湖南郴县地区党支部书记。

1945 年抗战胜利后，欧阳强在乐昌建

立“铁型俱乐部”，继续从事工运斗争。

1946 年初，欧阳强被国民党第二次逮

捕，后虽经工友声援出狱，却被铁路

当局开除了。为了革命的胜利，欧阳

强以卖药为掩护，从湖南的郴州到广

东乐昌、韶关、广州沿线，继续为党

做宣传、组织工作。1947 年 10 月 9 日晚，

一群国民党便衣特务逮捕了欧阳强。

在狱中，他坚贞不屈，不为利诱所动，

经受严刑拷打亦无所畏惧。1948 年 4

月 26 日下午，在广东乐昌枇杷岭山下

的一片松林旁，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欧阳强，其牺牲时 54 岁。

欧阳强本安葬在广州烈士陵园，

1984 年 10 月，中共广州市铁路局委员

会应家属要求，在其故乡麻西村后山

树碑建墓。墓地宽敞开阳，为水泥结构，

坟坪高耸着 4 根石柱，墓前有四级台

阶，墓室左边有一块石碑，碑文刻着

欧阳强烈士的生平简介。墓中央是半

圆形墓冢，正中立着一块石碑，阴刻“欧

阳强烈士仝墓”等字样，墓后有五棵

松树。

欧阳强烈士墓近景（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欧阳强烈士墓旁石刻简介特写（黄春华
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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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炤烈士纪念亭、纪念碑

李华炤烈士纪念亭、纪念碑正面全景

（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李华炤烈士纪念亭、纪念碑位于

中山市南朗街道华照行政村岐山自然

村头，岐山市场旁边。

李 华 炤（1902—1928）， 中 山 岐

山村人。李华炤烈士纪念亭建于 1998

年，是中山市人民政府为纪念中共中

山县委首任书记李华炤烈士而拨款兴

建的。李华炤烈士纪念碑则由华照村

党支部和村委会于 2002 年李华炤烈士

诞辰 100 周年时出资竖碑，记载其生

平事迹，以志纪念。

李华炤烈士纪念亭为四角亭，水

泥钢筋结构，亭身为粉红色马赛克，

翘角为黄色琉璃瓦。纪念亭的四角种

有松树。纪念亭正上方有大理石石刻，

刻有“李华照烈士纪念亭”数字，为

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支队长欧初所题。

纪念亭建筑占地面积 67 平方米。

纪念亭内立有李华炤烈士纪念碑，

为黑色大理石材质，高 1.7 米，宽 1.1 米。

底部的红色大理石基座长 1.7 米，宽 0.6

米，髙 0.4 米。纪念碑正面刻有李华炤

烈士碑记。

李华炤烈士纪念碑特写

（《中山日报》记者摄于 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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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子乡农会成立遗址

麻子乡农会成立遗址位于中山市

南朗街道华照行政村麻子村（现村名

为麻东、麻西村）梁季安祠堂。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后，国共合作全面展开，广东农民运

动迅速发展。1924 年 8 月 14 日，广州

农民运动讲习所（简称“农讲所”）

第一届学生萧一平、广州机器工人梁

九（共产党员）随同广东省省长廖仲恺，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

央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到九区大黄圃

参加九区民团成立大会，视察农民运

动情况。之后，萧一平、梁九以国民

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留

在香山（1925 年改称中山）做农民运

动工作。

梁九是香山四区人，他提出四区

的麻子、濠涌一带的村庄较大、人口

较多，农民受压迫重，出外谋生的人

也比较多，见识广些，较开通些，且

附近村庄也多，如果能在麻子打开局

面，影响一定很大。于是，他们决定

先从麻子乡着手，联络了乡里的一批

中青年村民，向他们宣传团结起来组

红色遗址线索

麻子乡农会成立遗址所在地南朗街道华照行政村麻东村航拍俯瞰图（黄春华摄于 202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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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农民协会的道理，宣传孙中山的“联

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也

把广东省省长廖仲恺到九区讲话的情

况告诉大家。孙中山的故乡翠亨村离

麻子乡很近，农民对他很是敬仰，对

其“扶助农工”政策深信不疑。随后，

农讲所第一届毕业生、共产党员梁桂

华、梁功炽也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

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被派到香山，组

织领导当地的农民运动。梁功炽利用

其麻子乡同乡的身份开展工作，进展

相当顺利，参加聚会的村民越来越多。

他们把带来的农民协会章程分发给大

家阅读，逐条解释，并推举村民陈帝

灿等为筹备委员。

经过充分的筹备，1924 年 9 月，

香山县第一个农民协会——麻子乡农

民协会在梁季安祠堂宣告成立，它也

是珠江三角洲地区首个成立的农民协

会。麻子乡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召开时

有 100 多名会员，占全村成年人口的

50％。梁九、萧一平、梁功炽、梁桂华

分别发表讲话后，大会选举产生执行委

员 7 人，并推选陈帝灿为会长。大会

发给每人一枚会员证章，该证章是从

广东省农会领回来的，白铁打制，圆形、

红色，上面刻有农会的标志——犁头。

麻子乡农民协会成立后，即提出

“平均土地，耕者有其田”和“二五”

减租的口号，免除了一些苛捐杂税，

还取得了抗缴“自卫总局费”斗争的

胜利。为维持地方治安，农会组织了

农民自卫军，30 多名青年农民踊跃报

名参加，陈帝灿、陈崇维任正、副队长，

共有 30 多支枪。自卫军经常进行军事

训练，晚上巡逻村头村尾，乡村治安

很好。乡里的事情都有农会负责处理，

农民团结，大家都热烈拥护农会。麻

子乡农会在维护本乡农民利益和敢于

向土豪劣绅开展斗争方面，为以后在

全县范围内发动更多的农民组织农会

树立了榜样。至 1924 年 9 月底，四区

濠涌乡和九区的陂头沙乡、二股乡、

浪网沙乡、小黄圃乡农民协会，以及

香山第九区农民协会筹备处相继成立。

梁季安祠堂建于清末，两进三开

间，砖木结构，约 500 平方米。20 世

纪 50 年代，人民公社化后，该祠曾用

作生产队谷仓。因年久失修，祠堂已

成危房。该祠堂于 2020 年重建。

麻子乡农会成立地原建筑——梁季安祠堂（郭昉凌摄于 200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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