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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塘行政村

白鸽队队部旧址

白鸽队队部旧址位于中山市南朗

街道关塘行政村东桠自然村大同街

2 号。

抗战时期，中共中山县委工作人

员方群英到东桠村宣传抗日，得到旅

美华侨温守仪及其妾陈雁群的支持。

红色革命遗址

白鸽队队部旧址远景全貌（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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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支持儿女参加抗战，全家有 6

人先后参加革命。此宅成为地方党组

织的一个联络点，游击队和部队的领

导到该村活动，都先到此来联系。

1943 年夏，中山抗日游击大队在

五桂山设立交通总站。同年 10 月，该

站扩编为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交通

总站，代号为“白鸽队”。白鸽队的

任务是沟通地方党组织及抗日游击队

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传送信件、报纸、

刊物和枪支、弹药、衣物，护送来往

负责干部，为武装人员带路，负责来

往人员的食宿、安全等。此宅曾为该

交通站的重要工作点，白鸽队队长容

海云在此宅开展工作。

该旧址建于 20 世纪初，房主原为

白鸽队队部旧址碉楼正面（左）及门口外景（黄春华摄于2022年2月）

白鸽队队部旧址内展览一角

（黄春华摄于 2022 年 2 月）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内文1106.indd   89 2023/11/21 星期二   上午 11:40:02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 /  90 /

延伸阅读

“白鸽队”四英烈

党和部队一向重视交通工作，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山抗日游

击大队于 1943 年夏成立交通总站，下设若干个分站。交通总站的代号

为“白鸽队”。白鸽队不仅负责部队的信件和物品的传送，还要护送调

动的人员。该队前后共 60 多人，90% 以上是妇女，大部分是共产党员。

她们大多数是妇女识字班和妇女干部训练班的学员，个个机智勇敢、精

明能干。她们出入敌、伪关卡而不畏惧，镇定自若，多次出色完成党和

人民交给的任务。白鸽队交通员梁财宽、周雪贞、卢八女、四英在执行

任务的过程中光荣牺牲。

梁财宽是中山县九区牛角围人。她凭借熟练的扒艇技术成为白鸽队

水路交通的主要骨干，常常从早到晚扒艇，长达 10 多个小时，却从不

叫苦。1945 年夏的一个晚上，一名日本军曹起义到我部队，游击队决

定由肖杰华带领一个班送他到东江游击区，梁财宽负责引水带路。第二

天，护送人员遭遇国民党梁自带部队，双方展开激战。因敌人火力太猛，

我方全体人员（包括那位日本起义人员）英勇牺牲。

周雪贞是中山县二区人，也是一名学生。她性格坚定，处事灵活，

入党后不久便成为分站长。1945 年 8 月 9 日，她带着重要信件到宝安

县黄田交通站，正遇着日、伪军疯狂“扫荡”。因人生地疏，周雪贞来

旅旧金山葛伦埠华侨温守仪。该建筑

由楼房、碉楼与庭院组成，是典型的

珠江三角洲地区中西合璧风格的碉楼

建筑。主建筑有两座：南侧建筑物为

“一层半”砖混结构楼房，坐西向东，

西半部分为 2 层，东半部分为 1 层；

北侧建筑物为 3 层砖混结构碉楼，坐

北向南，楼顶有 3 米 ×2.5 米小楼。此

外，西北侧建有单层浴室和厕所。整

个院宅分布面积约 189 平方米，院落

面积约 115 平方米。该建筑保存完好，

内部设有“愿将此身长报国”展览，

建筑楼后面建有红色党建阵地。

该旧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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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6 月被中共中山市委核定

公布为中山市革命遗址，并作为中共

中山市委党史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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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躲避，她机警地将所带信件嚼烂，吞进肚子里。敌人抓住她时搜不

出信件，便严刑拷打逼供，但她始终未吐露半句。无耻的敌人叫嚷：“

了她， 肚取信！”但周雪贞面不改色，昂首挺立。当敌人挥舞着屠刀，

正要插进她的腹部时，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周雪贞以生命保

守了党的机密，就义时才 19 岁。

卢八女是中山县九区乌沙人，她扒艇速度特别快，执行任务时勇敢、

镇定。有一次，她与另一位交通员扒艇去南海县，途中见前面敌人关卡

搜查很严，便机警地把文件藏在河边的草丛中，拿出割草刀装作去割草，

镇定地扒着艇。敌人搜查时，她用本地话对答如流，敌人便放她们走了。

她们割草返回时把信件取回，从容地送到目的地。有一次，卢八女在护

送完同志回程时发现敌情，她把交通艇收藏掩蔽好，因下水推艇全身湿

透了，没走多远就被发现了。敌人对卢八女严刑拷打，但她始终没有吐

露半句机密。最后，敌人将她捆上大石沉下江去。卢八女牺牲时才 22 岁。

四英是五桂山区客家人。敌人“扫荡”山区时，她能迅速带领非武

装的同志往山沟里隐蔽。她经常肩挑芒草，把一卷卷书报夹在芒草里，

进出日、伪军封锁严密的中山县城石岐一带。由于坏人告密，她在部队

主力撤退东江地区后，在中山执行任务时被捕，光荣牺牲。

在抗日战争时期艰苦的斗争中，白鸽队的战士像白鸽一样，轻巧敏

捷地在珠江三角洲的河汊地区、在五桂山头、在伶仃洋上飞翔，为司令

部的指挥迅速贯彻做出重大贡献。

（选自珠江纵队妇运史征集小组、中山市妇联、中山市委党史资料

征集办公室编：《五桂飘香——中山妇女革命运动史》，第 21—36 页；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办公室编：《珠江纵队第一支队史》，1992 年印行，

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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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东桠乡支部活动旧址

中共东桠乡支部活动旧址位于中

山市南朗街道关塘行政村东桠自然村

大同街一巷 2 号。

该旧址建筑兴建之初为温焕邦、

温焕球兄弟所有。温氏兄弟是侨属，

在村内算得上是有文化的青年。抗战

时期，温焕邦任东桠乡校校长，积极

支持和动员本村青年参加抗日。中共

中山县委书记孙康在离东桠不远的县

立七小当校长，带领党组织在四区一

带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不

少青年踊跃参加，温焕球与同村青年

麦平仁等也加入了宣传抗日的队伍。

由于表现积极，温焕球于 1938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当时东桠乡共有 4 名党

员：麦平仁（伟德）、温炳伦、温若萍、

温焕球，并建立了党支部，灯笼坑的

党员贺少军也是该支部的成员。东桠

乡党支部成立后，常在此处活动，支

部在发动民众抗日、配合党领导的抗

日武装打击日本侵略者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的战斗堡垒作用。1938 年，当日

本侵略者对中山进行狂轰滥炸时，东

桠乡党支部积极宣传发动群众，组织

东桠乡抗日先锋大队，由麦平仁、温

焕球任正、副队长。东桠乡抗先大队

担负着抢救受伤群众、维护村治安等

任务。1939 年 7 月和 9 月，日军先后

两次入侵中山横门，东桠支部在中山

县委的领导下，组织该乡抗日先锋队

奔赴前线，开展劳军、运输等战地服务，

与中山军民一道齐心协力打退敌人的

进攻。然而，横门战斗结束后，当局

却勒令解散抗日先锋队，派军队前来

东桠抓麦平仁、温焕球等，二人被迫

离开家乡。麦平仁转移到顺德西海广

游二支队，于 1941 年 7 月 17 日在与

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温焕球则转移

到香港，后前往美国旧金山。其兄温

焕邦与抗日游击队仍保持良好的关系。

1944 年，五桂山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

负责人阮洪川、曾谷、程志坚等到东

桠工作时，常在此落脚。

该旧址建于民国时期，坐西向东，

为青砖金字瓦房，砖木结构，占地面

积约 66 平方米。

中共东桠乡支部活动旧址正门（黄春华摄
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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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抗日救亡运动掀高潮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山县内群众性的救亡运动一浪高于一浪。在党

的组织和领导下，中山话剧协会、石岐小学教师战时服务团、县立中学

中中别动队，各区、乡的抗敌后援会、战时服务队、大刀队、自卫队、

救护队等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城乡。这些抗日救亡团体活跃在中

山各地，以集会游行、宣传演讲、筹款募捐、演街头剧、出壁报等形式

宣传抗日救国，支援前方将士守土杀敌。

中共中山县委书记孙康组织以青年教师为主的中山话剧协社，演出

《卢沟桥》《回春之曲》等抗战话剧，还在一区和四区的乡报中发表抗

战文章，号召中山同胞为保卫乡土、保卫国家民族而斗争。南朗女青年

程志坚、方群英发出“宁愿断头颅，不当亡国奴”的呼号，组成“妇女

抗日救亡工作团”。崖口乡的中共党员谭桂明等发起组成“崖口乡抗日

救亡工作团”，积极宣传抗日，募款支援前方。

驻防中山的第四路军独立第九旅官兵在抗日洪流的推动下，在岐关

路东西两线、沿海重点地段和石岐城关要隘的各防区附近的高地、土坡

上挖了许多堑壕、交通壕、射击掩体、防空体，准备在中山土地上与日

本侵略者决一死战。第九旅的爆破技术员王若天（中共党员）等还举办

爆破技术训练班，培训中山守军团队、抗日团体有关人员学习地雷、水

雷等爆破技术。

不少在广州读书的中山籍大、中学生纷纷回乡开展抗日宣传。欧初、

周增源、冯彬、余珍、余慧等组成战社，利用寒假回乡时机，演唱救亡

歌曲，演出抗日话剧，向群众宣传抗日。谭则敏、古寿珠、郭旷良等回

乡办战时夜校，招收失学青少年进行战时教育，并联络青年教师和知识

青年 50 多人组成中山三区青年抗日救国会。

遍及城乡的抗日群众运动高潮迭起。

［选自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中山地方史（第一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39—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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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山本部特派员活动旧址

中共中山本部特派员活动旧址位

于中山市南朗街道关塘行政村东桠自

然村民乐街五巷 24 号。

该旧址房屋原主人温月清是华侨。

抗战时期，党组织在东桠活动活跃。

该村的中共党员温炳伦与温月清是房

亲，其通过关系借此房用于地下党组

织活动。抗战时期，中共党员孙启明

在县立七小任教，曾在此居住以掩护

丈夫曾谷（时任中共中山县四区委员

会宣传委员）工作。1943 年 1 月，中

共中山本部县委撤销，改设特派员制，

特派员司徒毅生（曾用名胡永祥）曾

以此为据点。他妻子也住在此屋，掩

护党组织的工作，村里人称她为胡师

奶。他们的大儿子在此屋诞生，取名“照

东”，以纪念其在东桠村出生。该房

屋还一度成为部队的粮站。1944 年滨

海区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发动群众支

援部队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工作

之一，女游击队员张卿、陈雪清都在

该站工作过。

该旧址建于民国时期，坐西向东，

砖木结构，单层青砖金字瓦房，里厅

设有阁楼。

中共中山本部特派员活动旧址（右）正面（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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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珠江敌后实行部队与地方党组织分开设立制

1943 年 1 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东江军政委员会根据周恩

来关于“领导游击区及秘密党的组织和人均须区分开”的指示和乌蛟腾

会议精神，决定在珠江敌后实行部队与地方党组织分开的原则。同年 2

月，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在珠江敌后成立，指挥林锵云、政治委员罗

范群、副指挥谢立全、副指挥兼参谋长谢斌、政治部主任刘向东。中山

抗日游击大队隶属指挥部。

1943 年 3 月，省临委决定对地方党领导机构作重新调整，撤销南

番中顺中心县委，成立中共南番中顺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番中顺

临工委”）。同月，罗范群在石岐太平路良友书店召集谢创和陈翔南开

会，宣布南番中顺临工委成立，书记罗范群，委员谢创、陈翔南。谢创

分管中山县本部和八区的党组织，陈翔南分管中山县九区和南番顺边区

党组织。

南番中顺临工委根据省临委关于组织形式与领导方式实行新的、完

全采用单线形式的指示，县设特派员，个别联系，禁止任何横向关系，

与部队关系严格分开，与南番中顺地区部队的党组织关系严格分开，不

发生横向关系。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领导活动于南海、番禺、中山、

顺德的武装组织，在指挥部内成立党的总支委员会，梁奇达负责中山地

区部队党的工作。南番中顺临工委领导的各县地方党组织改为特派员制，

采取单线联系，不发生横向关系。中山本部特派员司徒毅生，三九区特

派员罗光连。中山八区仍保留区委，书记唐健（后曾谷），至 1943 年

9 月改设特派员制，特派员肖志刚。

实行部队与地方党组织分开的原则后，南番中顺临工委在敌后积极

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组织群众支援部队，在发动青年参

军等方面给部队以有力的支持。

［选自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中山地方史（第一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40—2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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