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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企行政村

中共中山本部县委旧址

中共中山本部县委旧址位于中山

市南朗街道白企村贝里片区上徐自然

村 2 号。

1940 年 3 月中山沦陷后，中共中

山县委机关先后转移到四区贝头里和

翠亨隐蔽。1940 年 6 月，中共南（海）

番（禺）中（山）顺（德）中心县委成立。

出于有利于之后斗争的考虑，中山县

的组织划分为两个片进行活动：中山

本部和三九区。同月，中共中山本部

县委在四区贝头里村成立，书记兼组

织部部长梁奇达（后关山）、宣传部

部长黄峰、妇女委员郑迪伟，驻港澳

工作组负责人阮洪川。本部县委书记

梁奇达居住在此继续领导斗争。当月，

本部县委在此召开敌后工作会议，研

红色革命遗址

中共中山本部县委旧址正面（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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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区特委的指示。

会议提出中山敌后斗争的四项任务：

一是县、区级党组织既要迅速恢复联

系，又要认真做好隐蔽和巩固工作；

二是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教育，继

续开展对群众的抗日宣传，坚定党员、

群众对抗战的信心和决心；三是探讨

党组织在敌后条件下的斗争方法；四

是建立党的主力武装，为开展敌后游

击斗争创造条件。会后，中山本部县

委安排一批中共党员到五桂山区当教

师，发展巩固阵地；出版油印报《横

门》；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教育；

建立一支独立自主的游击小队。各个

党支部还按照本部县委的布置，组织

党员进行了一次“永不叛党，永不叛国”

的宣誓。

该旧址建于清末民初，房屋坐南

向北，建筑面积约 61 平方米，建筑物

和院子占地约 139 平方米。建筑分为

东西两间：东侧房屋为两层结构，西

侧房屋为一层结构。门前有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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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山本部县委旧址周边全景（黄春华
摄于 2023 年 3 月）

延伸阅读

中山本部县委的敌后斗争方法

中山沦陷后，中共中山本部县委（下称“本部县委”）在做好隐蔽

的同时，以积极的态度坚持斗争，有计划地安排了不少党员到五桂山区

及周边地区以教师等职业掩护工作，宣传发动群众，发展自身力量。五

区区委按本部县委的指示组织了一支战工队，有 10 名队员，驻扎在社贝，

做马溪村的群众工作。这些都为五桂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前

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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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县委力争在一些受革命影响较大的地区组织抗日的合法力量。

一、二区工委书记杨子江在石岐郊区的基边村建立起秘密的区委工作机

关，领导石岐、长洲、张溪，二区的申明亭、永厚、水溪、岭后亨等地

的 30 名党员坚持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黄旭、郑志德在石岐和二区

做挑街叫卖的小贩收集情报。二区女党员黄石芬、杨淑卿等团结一班周

崧小学校友在龙头环乡开办相宜商店，公开售货，秘密坚持开展救亡工

作。中山本部县委在不断地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工作的同时，联系了一大

批进步群众。党员梁北（柏）等在石岐人力车工人中组织起兄弟会（又

名“大食会”），并发起与盘剥人力车工人的公司老板展开面对面的反

对加租斗争，取得胜利。一天夜里，梁北将一个醉酒的日本军官从人力

车上推下河涌淹死。此事引起日军的震惊，其大举搜捕，但一无所获。

后来，随着党领导的二区部队的建立，他们利用拉人力车作掩护，收集

敌、伪军的情报及监视敌伪的各种动态，如对日军司令部、警备司令部

和伪县政府、伪军彭济华部的驻地情况等，都能了解得一清二楚，并每

月将这些情况上报给县委。五区区委书记郑少康派部分党员去新塘和荔

枝埔等村建立新点，安排党员经营小杂货店，建立联络站。

中山本部县委设法派人打入伪政权、伪地方团队工作，既当钉子，

又当耳目。当时，不仅派出一批党员干部打入县、区、乡三级伪政权，

而且还做攻心、策反工作，争取一些具有爱国心而被迫为伪政权卖命的

人士，转过来暗中为我效劳，支持抗日。如 1941 年初，中山本部县委

通过统战和社会关系，派梁绮卿进入国民党中山县伪警察局当秘书。梁

绮卿利用工作之便，为党组织收集敌伪情报，还提供不少路条以掩护地

下工作者的进出活动。

本部县委及时调整斗争策略，一手抓武装斗争，一手抓群众工作的

实践，很快站稳了脚跟，党的组织建设和武装斗争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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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211 页］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内文1106.indd   65 2023/11/21 星期二   上午 11:39:28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 /  66 /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及逸仙大队部旧址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及逸仙大

队部旧址位于中山市南朗街道白企行

政村灯笼坑自然村 9 号。

1943 年夏，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

部司令员林锵云常驻五桂山。此房是

林锵云较常落脚的地点之一。1943 年

12 月逸仙大队成立后，部队多驻灯笼

坑，逸仙大队政治委员谭桂明多住在

此，开展抗日活动。1944 年 2 月中旬，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根据打入海军

机关的中共党员招富转来的情报及林

锋实地侦察到的情况，决定由谢斌率

领义勇大队和逸仙大队袭击汪伪广州

要塞司令部横门江防基地。该基地位

于横门水道洋关水闸旁，因只有一条

大堤通往基地，附近又有炮搂照应，

敌军疏于防范。2 月 14 日晚，游击队

兵分两路出发，一路搜索前进，牵制

岛上炮楼之敌，阻击敌增援部队；另

一路直扑敌营，仅用 5 分钟便一举攻

克伪海军据点，全俘伪海军中校主任

以下官兵 200 余人，毙伤 10 余人，缴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及逸仙大队部旧址正面（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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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迫击炮 1 门、重机枪 2 挺、长短枪

48 支、电台 1 部、伪中储券 3.5 万元

以及弹药等军用物资一大批。

1944 年 6 月，南番中顺游击区指

挥部在灯笼坑举办学习班，连排干部

训练班学员和妇女、青年、卫生员等

在此参加学习。7 月 1 日，指挥部副指

挥兼参谋长谢斌根据掌握的情报，率

领逸仙大队民族队 30 多人到五桂山外

围的乌头山伏击日军第九旅团通信班

的军车。该战斗除 1 名日军逃走外，

其余 10 名日军被击毙；击坏军车 1 辆，

缴获步枪 9 支、轻机枪 1 挺和大量机

密文件，包括日军图谋“扫荡”五桂

山的计划。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当

即把缴获的日军文件送交东江军政委

员会。

该旧址建于 1930 年，坐北向南，

面积约 85 平方米，为砖木结构二层

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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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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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朗街道白企行政村灯笼坑自然村航拍全景，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及逸仙大队部旧址、中共

中山四区区委油印室旧址都在该村（黄春华摄于 2022 年 9 月）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及逸仙大队部旧址

一楼室内大厅（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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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部活动旧址

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部活动旧

址位于中山市南朗街道白企行政村石

门路 2 号。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山人民抗

日义勇大队的领导欧初、杨子江常在

此落脚。欧初和杨子江认为，香港沦

陷后，日、伪军和海盗、土匪等势力

乘虚而入，澳葡当局难以控制局面。

此时，利用澳门“中立区”这一特殊

环境开展对澳葡当局的统战工作，与

中山人民抗日义

勇 大 队 部 活 动 旧 址

正面（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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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建立一定的合作关系，有利于部队

到澳门活动。1943 年底，澳门天主教

会派葡籍安神父到五桂山区石门路村

的天主教堂传教。安神父到达山区时

正值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成立，他

感受到抗日根据地浓郁的抗日气氛，

目睹了军民一家的鱼水情，对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好感大大增加。

征得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同意后，

欧初、杨子江等与安神父接触，了解

到其较有正义感，而且与天主教徒、

三乡女西医刘帼超颇熟，便派郑永晖

说服刘帼超做安神父的工作，向安神

父说明义勇大队的意图。安神父亦表

示乐意支持和促成这件事。当安神父

返回澳门时，义勇大队派战士护送其

回去，并通过他向澳葡当局转交义勇

大队大队长欧初的一封信。信中表示，

希望双方建立联系，并愿意协助维持

澳门外围的治安。几经努力，义勇大

队与澳葡当局建立起一定的合作关系，

并在澳门开展募捐筹款、动员澳门同

胞投身抗日等活动，拓展了珠江敌后

抗战的空间。

该旧址建于 1933 年，原为天主教

堂。该建筑坐东南向西北，单开间，

高两层，硬山顶，红砖墙，面积约 46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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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部活动旧址侧面 

（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3 月）

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部活动旧址背面 

（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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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一座小教堂带出一段统战佳话

中山市南朗街道石门路村 2 号有一座天主教堂，这是一栋混凝土结

构的两层建筑。在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是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简称

“义勇大队”）的领导欧初、杨子江常开展统战工作的地方。也是在这

里，上演了一段中山与澳门合作的佳话。

1943 年底，葡籍安神父到石门路村的天主教堂传教。义勇大队通

过三乡女西医刘帼超向安神父传达想与澳门方面合作的诉求，安神父表

示乐意支持和促成。不久，安神父准备返回澳门，义勇大队派战士护送

他回去，并通过他向澳葡当局转交欧初的一封信。信中表示，如果日、

伪进犯澳门，我军愿予以支援，同时希望双方加强联系、互通情报。

通过安神父，中山、澳门搭建起合作的桥梁。五桂山游击队帮助维

护澳门外围的治安，打击土匪、海盗；澳葡当局允许五桂山部队在澳门

进行不公开的活动。澳门的富商积极帮助游击队募捐，共募得中储券

100 多万元和一批药品。义勇大队在澳门征得税款中储券 55 万元，还

得到一批急需的药品，解决了珠江地区抗日游击队的困难。

中共地下党员郭静芝、郑秀动员了一批澳门爱国青年参加游击队，

为部队购买了一批子弹、医药器材等，并将一部电台从澳门运回五桂山

指挥部，这部电台在之后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义勇大队还让卫生

室负责人邓碧瑶到澳门的医务所学习，在名医的指导下，邓碧瑶的医护

水平大大提高。澳门镜湖医院也收治了游击队的一些重伤病员，并为游

击队培训了一些卫生工作人员。镜湖医院的护士李铁、曾还、任艳华等

还加入了义勇大队医疗队。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挺起钢铁的脊梁——大革命及抗

战时期中山红色故事》，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09—111 页）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内文1106.indd   70 2023/11/21 星期二   上午 11:39:35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  71 / 南朗街道

中山抗日游击大队暨抗日民主政权中山县行政督导处  

机关旧址

中山抗日游击大队暨抗日民主政

权中山县行政督导处机关旧址位于中

山市南朗街道白企行政村合里片区瓦

屋自然村 3 号。

该房屋先后是中山抗日游击大队

队部、抗日民主政权中山县行政督导

处的办公旧址。1941 年底，中共南番

中顺中心县委做出发展中山、开辟五

桂山抗日根据地的决定。1942 年春，

中心县委先后派欧初、卫国尧、谭桂

明等人带队到五桂山区开辟抗日根据

地。同年 5 月，中山抗日游击大队成

立后，该楼房成为中山抗日游击大队

队部。1944 年春，南番中顺游击区指

中山抗日游击大队暨抗日民主政权中山县行政督导处机关旧址正面（黄春华摄于 202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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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结合珠江

地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做出

《关于政权工作的决定》，并以中山

五桂山区为珠江地区的先行点，首先

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同年 4 月 18 日—

21 日，五桂山区军民各界建政代表大

会在石莹桥村召开，选举产生区一级

民主政权五桂山区战时联乡办事处。

七八月间，五桂山区、谷镇区、滨海

区先后成立乡、区民主政府。10 月，

抗日民主政权中山县行政督导处成立，

其办公地址设于此，代号为“岳阳楼”。

中山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认真贯彻

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

施党的抗日民主十大纲领，在支援部

队抗日的同时，积极开展地方的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和群众福利等方面

建设，领导和团结各阶层人民，经过

顽强斗争，克服重重困难，巩固了五

桂山革命根据地，支援了抗日前线，

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该旧址建于 1923 年，坐西向东，

建筑物占地面积约 92 平方米。南侧建

筑为砖木结构的一层楼房，硬山顶，

青砖墙，内用木板隔成上下两层。北

侧为高两层砖混结构楼房。建筑物和

院落占地面积约 209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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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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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抗日游击大队暨抗日民主政权中山县行政督导处机关旧址周边全景（《中山日报》记者
摄于 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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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姜田鱼水情

1942 年春，中山抗日游击队奉命进入五桂山区的石门、合水口一

带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游击队初入山区时，山区群众对游击队不了解，

认为游击队与地方实力武装队伍是一丘之貉。为尽快赢得群众的信任和

拥护，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任何人不可妄取群

众一针一线、不可侵犯群众的利益，以树立人民军队的形象。部队还将

队伍编成群众工作小组，深入到群众中间，宣传抗日，并主动帮助群众

下田劳动，用实际行动逐渐打消群众的误解。部队与群众的关系越来越

亲密，很快在群众中打成一片。

由于生活十分困难，战士们常常挖野菜充饥，偶尔到河里捉点鱼改

善一下伙食。一天，几个战士从山溪里捉了一些鱼，几位乡民看见了，

就说 :“煮鱼没有生姜去腥，很难吃，这旁边就是姜田，你们拿些回去

吃吧。”说着，一个村民挖了一块姜就递过去。谁知这块姜田并不是那

几位乡民的，姜田的主人知道后非常生气，大骂游击队战士偷了他的姜。

这事传到了游击队，拿姜的战士主动向领导做了检讨。为教育部队，队

领导便把拿姜的战士关了禁闭，并立即派人向姜主人道歉和赔偿。村民

知道此事后，都埋怨姜田主人，还推举了几位代表到部队来，证明那块

姜不是战士随意拿的，而是经群众一再劝说才收下的，恳求部队免除对

战士的处分。这件事虽小，但影响颇大，很快便传遍了五桂山区，历来

饱受日、伪、顽军及土匪欺凌的山区群众对抗日游击队更亲近了。很快，

游击队不仅站稳了脚跟，还逐步向外发展，根据地因而得到巩固。

（改编自欧初：《少年心事要天知》，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63—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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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山四区区委油印室旧址

中共中山四区区委油印室旧址位

于中山市南朗街道白企行政村上贺自

然村 3 号。

1940 年中山沦陷后，中共中山县

委要求各党支部加强对周围群众的宣

传发动工作，使民众坚定抗战信心。

各级党组织通过编印油印报等方式，

宣传发动群众。根据中共中山县四区

区委书记谭桂明的指示，区委副书记

兼宣传委员曾谷和青年委员欧初在此

编印《民气》报。

该旧址建于清末民初，坐东向西，

为泥砖砌成的两层碉楼。建筑物占地

面积约 22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44 平

方米。其特点是窗户较多（10 个）、

尺寸较小，便于防护。碉楼主体结构

基本完好。

该旧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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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山四区区委油印室旧址正面（左）及侧面（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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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坚定抗日信心

1940 年，鉴于中山沦陷初期部分共产党员、群众表现出消极情绪，

县、区两级中共组织加强了对党内外的宣传教育。在加强党员、干部的

政治教育方面，开展了抗战的形势、任务、方针、革命气节和党的秘密

工作的教育等；采取的方式有以党支部为单位进行学习、交心和相互批

评，也有个别谈心教育。为配合党员、干部的学习运动，县委的机关报

《横门》先后全文转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

词》等文章和中共中央论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等有关文件，撰写了《论

气节》等文章，还编辑了一组《烈士传》，介绍杨殷、陈延年等革命烈

士的英雄事迹，教育党员、干部要有肩负革命、抗战重任的气魄和理想，

要树立革命气节和民族气节，为革命、为民族的利益出生入死。

为使广大民众认清形势，除县委编印报刊《横门》外，各区也编印

了一批宣传刊物，如二区的《铁流周刊》、三区区委的《持正报》，四

区区委的《正气报》《民气》，八区区委的《黄扬山》等小报，报道全

国范围的抗日战果和本县、本区的消息。1940 年秋，《横门》发表文

章《讨伐卢宝永》，历数该伪县长的卖国罪行，对其进行义正词严的

讨伐。群众看了拍手称快，敌伪看了深为震动。1941 年春，《横门》

发表文章《苦斗了一年》，综述敌后斗争一年来的种种成果，给群众

以极大的鼓舞。县委还通过各个党支部向周围的基本群众宣读或让他们

看这些刊物。深入、扎实的宣传活动坚定了党员和爱国群众的抗日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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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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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暨中共南番中顺临时工作委员会
机关旧址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暨中共南

番中顺临时工作委员会机关旧址位于

中山市南朗街道白企行政村合里（旧

称“合水口里”）片区剑门牌自然村

15 号。

1943 年，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

转移到中山县的五桂山区时，林锵云、

罗范群、谢立全、刘田夫及省委委员

黄康等均居住于此，并在此多次研究

作战部署，如三乡战斗、翠微战斗、

前山战斗、南朗战斗、崖口伏击战、

夜袭唐家、粉碎日伪“六路围攻”等

战斗的作战方案在此制定。1943 年，

中共南番中顺临时工作委员会在此领

导所属各县地方党组织，严格按照部

队与地方党组织分开的原则，在五桂

山敌后根据地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开

展统一战线工作，组织群众支援部队，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暨中共南番中顺临时工作委员会机关旧址所在地南朗街道白企行政村合

里片区剑门牌自然村航拍俯瞰图（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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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暨中共南番中顺临时工作

委员会机关旧址正面（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3 月）

延伸阅读

珠江敌后斗争中心转移中山

1943 年 9 月间，中共南番中顺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南番中顺游击区

指挥部遵照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东江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精神，根

据珠江三角洲的形势，决定集中力量开辟以五桂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

地，发展珠江三角洲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临工委和指挥部机关迁到中山五桂山区后，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一是抓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战斗中的政治鼓动工作。政治部对

部队普遍进行反侵略、反压迫的教育，用日、伪抢掠和屠杀群众等活生

生的铁的事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使干部战士懂得为谁当兵，

为谁打仗的道理。虽然许多战斗打得很残酷，但士气越打越高，战斗力

越战越强。

二是举办各种训练班，培养骨干力量。（1）举办 4 期军政干部训练班。

发动青年参军，先后举办多期军

政干部、青年、妇女、医护人员

学习班；此外，先后从中区各县

地方党组织抽调一批干部和党员

到指挥部机关和所属部队工作。

该旧址建于 20 世纪初，房

屋坐西南向东北，为砖木结构

二层楼房，建筑面积约 97 平方

米。前院和房屋占地面积约 108

平方米。

该旧址于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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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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边学习边实践，训练期间先后参加反敌“围攻”、反“扫荡”战斗

和袭击南朗、唐家、翠微、麻子、横门、张溪、西桠和石岐敌、伪军等

战斗。游击队小队长以上干部 95% 以上参加过训练班。（2）在五桂山

区、四区、五区和八区先后举办 5 期 6 个班的妇女干部培训班。培训班

每期 2—3 个月，每班二三十人，共培训了 100 多名妇女干部。临工委

派部队干部前来讲课，又抽调一批妇女党员骨干分别主持各期训练班。

这批女党员骨干以其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工作深入细致等优良作

风，言传身教，使学员们在独立工作后很短时间就扎根于群众中，对推

动妇运工作起了较好的促进作用。

三是抓好后勤，保障供给。指挥部初到五桂山时，队伍和解放区都

扩大了，但部队经济拮据，战士营养不良，不少人患有夜盲症，部队的

战斗力受到影响。指挥部决定扩大部队经济来源，改善部队给养。1944

年 7 月，指挥部成立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财政经济的筹措和开支，

如制订征收爱国军粮条令，建立税站，派出较强的干部做税站站长；特

派梅重清等到澳门取得某些上层人物的支持，向因避战祸寄居到澳门的

地主征收爱国军粮。一系列措施后，各地民众积极交纳抗日军粮、公粮

和税款。1944 年 1 月至 8 月，在中山县的部队收到军粮、公粮、税款

共约 500 万元（法币）；部队收储军粮、公粮 4 万公斤。与此同时，各

部队动手开荒种地，如中山抗日游击队与崖口乡开明人士合股经营耕种

稻田，每年可收稻谷 5 万多公斤。此外，游击队在战斗中缴获的日、伪

军和顽军的物资，或通过缉私等补充给养，也解决了部队的部分给养问

题。经济收入增加了，来源也较稳定，加上战争的缴获，部队的给养有

了较好的改善，部队的战斗力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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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2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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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区纵队交通总站旧址

中区纵队交通总站旧址位于中山

市南朗街道白企行政村合里片区树坑

自然村 3 号。

1943 年夏，中山抗日游击大队在

五桂山建立交通总站，容海云任总站

站长，容耀华任副总站长，总站设于此。

房主为甘良，其妻将自家最好的

房间腾出来让容海云等居住，自己和

孩子则住在楼下的尾房。甘良的大儿

子甘岳雄也参加了游击队，成为一名

交通员。1943 年 10 月，中山抗日游击

大队交通总站扩编为南番中顺游击区

指挥部交通总站，为保密，交通总站

以“白鸽队”为代号。1944 年 10 月，

白鸽队改编为中区纵队交通总站，容

海云为交通总站站长，分站站长有杨

芙、杨淑卿、杨日松、冯惠娟、潘仲、

唐惠芳、周雪贞、李子芬等。交通总

站以此宅为据点，至 1945 年 6 月广东

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战

略转移东江时才离开。

交通总站的分站分布在五桂山区

通往平原地区的主要出口处和若干乡

村据点，如长江、石门、合水口、灯

笼坑、树坑村、福获、筲箕环等村庄，

一区濠头（石岐附近），二区龙头环、

申明亭，四区崖口、白庙，五区大布、

雍陌，九区牛角围、二军等处设有分站。

各交通线从驻五桂山指挥部交通总站

向四处伸延。外线以合水口里乡为中

心，东往中山四区崖口站过伶仃洋去

中区纵队交通总站旧址正侧面

（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中区纵队交通总站旧址正门特写

（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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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与东江纵队联系；南往中山五

区大布站经雍陌去澳门，与地方党组

织联系；西南出中山三乡经岐关公路

去斗门，与中山八区抗日游击大队联

系；西北往中山九区牛角围站去顺德

西海，与广游二支队联系；还经牛角、

小榄到新会荷塘站，与粤中新高鹤地

区的部队联系。内线是五桂山区内的

部队活动区域。

白鸽队前后共 60 多人，绝大部分

是女战士、共产党员。交通站的任务

非常繁重和危险。各交通分站（点）

和经过的交通线绝大部分设在日、伪

军或国民党统治地区，沿途关卡林立，

随时要应付敌人的盘查。机智、勇敢

的女交通员凭着过人的革命胆量，有

时雨夜逆流划小艇，有时酷暑挑芒越

草丛，通过日、伪军的封锁区，一次

次完成交通联络任务。

该旧址建于 1936 年，房屋坐西向

东。建筑为前院后屋样式，砖木结构

两层楼房，二楼地板为“木地板＋木梁”

结构。主楼两层房屋的建筑面积约 185

平方米，院子、楼房合计占地约 136

平方米。

该旧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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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区纵队交通总站旧址室内大厅（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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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交通情报战线的发展

1940 年中山沦陷后，中山县委在四区的南庄、东桠等村设有情报站。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移师中山后，建立健全了交通情报机构。1943

年春，指挥部建立了交通情报总站，林锋（中区纵队成立后任交通情报

侦察参谋）任站长，陈炳、李诚、陈寿如等为助手。南朗战斗、翠微战斗、

第一次和第二次横门战斗、前山战斗、南屏战斗等，都由林锋亲自侦察。

情报站（组）几乎散布在中山县的每个区，有不少既是交通站（组），

又是情报站（组）同交通站（组）的结合。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成立

后，设立中山分站（代号“烟墩山”），黄旭任站长。黄旭、简洁、李

成、孙绩等于 1944 年调往烟墩山情报站。情报的来源主要靠地方党组织、

爱国人士、乡政人员。搜集情报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以教师、店主、小

贩、工人等社会职业为掩护在社会上搜集敌情、社情，有派员打入伪军、

伪政府内部了解敌情。如指挥部派员打入伪军第四十三师参谋部、伪江

防指挥部，或是打入日、伪军的印刷厂，掌握敌伪的军事行动和作战计

划部署，取得了战斗的主动权。情报工作人员一般单线联系，不发生横

向联系。有些情报人员被指定与某处或某人直接联系，便于部队领导及

时掌握日、伪军的情况和动向。

1944 年秋，指挥部派员设法取回中共组织在澳门提供的一部电台。

10 月上旬，东江纵队司令部派干部伦永谦、吴文辉、余绿波、李子芬

到五桂山区协助中区纵队建立电台，伦永谦任台长。同月，电台随中区

纵队挺进粤中，与东江纵队电台保持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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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2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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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虎山抗击日军战斗遗址

三山虎山抗击日军战斗遗址位于

中山市南朗街道白企行政村灯笼坑自

然村三山虎山。

1945 年 4 月， 日、 伪、 顽 军 制

订了“扫荡”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

江纵队第一支队和五桂山抗日根据地

的作战计划。5 月 8 日深夜起，日军

1000 多人、伪军第四十三师 2000 多人

和萧天祥、梁雄部等近 1000 人，兵分

六路，从灯笼坑、长江、榄边、崖口、

翠亨、石鼓挞等地进入五桂山抗日根

据地“扫荡”。另外，驻唐家、坦洲

等地的日、伪军 3000 多人同时向凤凰

山区进攻。珠江纵队根据敌情做出反

“扫荡”的战略布置：为保存主力和

保卫根据地，将一支队主力迅速转移、

隐蔽，不与敌人正面硬拼；派猛虎队、

民权队在灯笼坑三山虎山一带截击敌

人；派一支队部分小分队化整为零，

分散在五桂山区内骚扰或袭击来犯

之敌。

5 月 9 日凌晨，珠江纵队第一支队

猛虎中队 24 名战士奉命于三山虎山阻

击从灯笼坑进攻五桂山区的一路敌军

（日军 300 多人、伪军近 1000 人），

以掩护司令部及主力部队转移。当敌

人从关塘埔一直摸入灯笼坑的三山虎

山山脚，进入猛虎中队的伏击圈时，

战士们予以顽强阻击。战至上午 8 时

许，猛虎中队击退日、伪军两次强攻，

毙伤 30 多人。日、伪军又调动大队包

围过来，作第三次强攻。此时，猛虎

中队的弹药已消耗大半，便兵分两路，

一路由中队长梁杏林率领 12 人向外突

围请援，一路由小队长黄顺英率领 10

名战士向三山虎山山头转移，继续阻

击日、伪军。猛虎中队用仅存的弹药

连续多次击退大批日、伪军的进攻，

最后耗尽全部弹药，8 名战士牺牲，只

剩下 3 人继续坚守山头阵地。当日、

伪军再次发动攻击时，机枪手郑其流

尽了最后一滴血；班长甘子源身上中

三山虎山抗击日军战斗遗址航拍图（黄春华摄于 201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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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腹部被敌人用刺刀捅得

肠子全流出来，重伤昏迷；

小队长黄顺英在日、伪军冲

上来时纵身一跃，从山后坡

向下滚，在密林的遮掩下冲

出了重围。在这紧要关头，

猛虎中队向外请援的一路和

民权队的援兵赶到，日、伪

军因措手不及，伤亡甚多，

遂放弃山头，撤出灯笼坑。

身受重伤的甘子源在战斗结

束后被群众救出。在三山虎

山战斗中，猛虎中队、民权

队英勇顽强，以少胜多，圆

满完成了阻击来犯之一路日、

伪军的任务，为司令部与支

队机关转移赢得了时间。

该遗址所在地三山虎山

面积约 0.2 平方千米，主峰海

拔 99.2 米，山体为黑云母花

岗岩，部分为小斑状二云母

花 岗 岩， 黄 壤 表 土。 因 由 3

个山峰相连组成、状似猛虎

而得名。目前，三山虎山为

林木种植地，种植以沉香为

主的各类乔木。该遗址附近

的灯笼坑村民活动中心设有

抗战史迹展览。

该遗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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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山虎山抗击日军战斗遗址侧面远景（《中山日报》
记者摄于 2020 年 3 月）

图为位于三山虎山抗击日军战斗遗址附近的灯笼坑村

民活动中心外景，其室内设有抗战史迹展览（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3 月）

三山虎山抗击日军战斗遗址附近的灯笼坑抗战史迹展览

室内一角（南朗街道宣传办摄于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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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企乡政务委员会遗址

白企乡政务委员会遗址位于中山

市南朗街道白企行政村陂角头村。该

建筑为李斌祖居，原建筑已被拆改为

新房。

1944 年初，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

部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东

江抗日民主政权的原则》的指示精神，

结合中山五桂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实际，

按照“三三制”原则成立中山县民主

建政筹建处和建政党组，在五桂山中

心地区的合水口里、白企、长江、贝

头里、石门、石莹桥等 7 个乡开展民

主建政试点。经过宣传发动、充分酝酿、

反复协商，推举包括开明士绅在内的

各阶层人士代表作为参加联乡办事处

的代表、乡政权的乡长。白企乡选出

李斌为乡长。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筹

备，同年 4 月中旬，五桂山区军民各

界建政代表大会召开，五桂山区战时

联乡办事处正式成立。

白企乡政委员会成立后，通过组

织众乐剧社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减租

减息，为乡民排忧解难等，把群众发

动起来热心支持抗日。该乡的青年民

兵积极担负起巡逻放哨、保卫山区的

工作，妇女则热心支持部队，主动送

子参加游击队。乡长李斌还常带领众

乐剧社到附近的村庄巡回演出，宣传

抗日，受到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大

队长欧初的多次表扬。

红色遗址线索

白企乡政务委员会遗址所在地南朗街道白企行

政村陂角头村航拍图（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3 月）
白企乡政务委员会所在地原建筑（历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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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球集结队队部遗址

刘震球集结队队部遗址位于中山市

南朗街道合水口里村，已被日军烧毁。

刘 震 球（1908—1984）， 又 名 刘

智明，南朗合水口里村人。刘震球年

少时随父赴美国经商。九一八事变传

来，他悲愤不已。当华北告急的消息

又再传来时，他再也按捺不住炽热的

爱国之心，放弃侨居地安逸的生活，

回到家乡合水口里开办民众教育，积

极宣传抗日救亡，拥护共产党的抗日

主张。中山沦陷后，他和同村的凌子云、

甘金水等以“防匪、保家”的口号把

乡里的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刘震球

集结队，他家也成为民兵集结队的活

动场所。为取得合法地位，1941 年秋，

刘震球向国民党四区区长陈思危领取

了中山县民团第四特务大队第三中队

的番号，刘震球任中队长，邓展明任

中队指导员。

这支队伍名义上挂着国民党军队

的招牌，实际上受中共地下组织的领

导，积极支持、配合中山抗日游击队

在五桂山区的活动。队伍平时以农业

生产为主，防奸防特，维持治安；战

时则支援部队作战及不断补充部队兵

源，壮大抗日武装力量。这支队伍从

几十人扩大到二三百人，发展到贝头

里、长江等村子，各村都有一个小队。

队伍发展到哪里，党的工作就做到哪

里，党的力量在五桂山区迅速扩大。

刘震球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肝胆

相照，共赴国难，即使自己家的房子

被日军烧毁仍铁心抗日。他带领队伍

多次配合中山人民抗日游击队在南朗、

崖口一带痛击敌伪军，取得了粉碎日、

伪“十路围攻”等战斗的胜利。

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简称“中

心县委”）做出开辟五桂山抗日根据

地的决定后，合水口里村成了中心县

委和中山人民抗日游击队的重要活动

基地，中心县委委员林锵云、谢立全、

谢斌、刘向东等以及中山抗日游击队

的领导谭桂明、欧初、罗章有都先后

在他家落脚。抗日战争时期，合水口

里村先后成为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中山抗日游

击大队队部的驻扎地和中山县抗日民

主政权的机关所在地。中区纵队成立

时，刘震球集结队编入中区纵队第一

支队，代号为“孔雀队”。1944 年春，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

的指示精神，将五桂山区作为珠江三

角洲建立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

的民主政权的先行点，刘震球当选为

首任五桂山区政务委员会主席，也是

珠江三角洲地区首位区民主政权主席。

刘震球集结队队部原建筑（历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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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抗日游击大队“海燕队”训练班（第一期）旧址

中山抗日游击大队“海燕队”训

练班（第一期）旧址位于中山市南朗

街道合水口村。

1942 年 5 月，中山抗日游击大队

在五桂山成立。该大队成立后，不断

加强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政治教育

由大队政训室负责，内容包括军史课、

军纪课、人生观教育课等；军事训练

由大队长卫国尧负责，通过开展中队、

小队活动，加强战士的实地战术训练，

大大提高了干部的军政素质和指挥能

力，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1943 年 3 月下旬，游击大队在五

桂山合水口举办第一期中小队军事指

挥干部和政治干部训练班，有计划、

有步骤地开展军事技术训练，训练班

代号为“海燕队”。第二期训练班于

同年 8 月在长江乡破镬村举办，第三

期于同年 12 月在大寮和西陂举办。第

四期于 1944 年 4 月在石塘举办，办班

期间适逢日军数百人由长江至石塘，

向五桂山区发动突然袭击，以试探游

击队军事力量的虚实。驻石塘的指挥

部直属军政干部训练班指导员唐仕明

（唐明）接到敌人偷袭五桂山的紧急

情报后，即率领学员抢占山头制高点

阻击敌人，掩护指挥部撤退。唐仕明

和两名战士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刘震球集结队队部遗址及中山抗日游击大队“海燕队”训练班（第一期）旧址都位于今天南朗

街道白企行政村合里片区田心自然村附近（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3 月）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内文1106.indd   86 2023/11/21 星期二   上午 11:39:58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  87 / 南朗街道

中山抗日游击大队展览

中山抗日游击大队展览位于中

山市南朗街道白企村老人活动中心

2 楼。

抗日战争时期，此处是合水口

里村的大禾坪（晒谷场）。其右是

合水口里小学，中共地方组织派到

合水口里学校教书掩护工作的地下

党员，就以学校和大禾坪为阵地向

群众宣传抗日。1942 年初，中共南

番中顺中心县委派部队进驻合水口

里执行开辟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的任

务。在山区人民的支持下，人民抗

日武装在五桂山站住了脚，不断发

展壮大。1942 年 5 月，中山抗日游

击大队在合水口里成立。1943 年，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机关迁移到

合水口里，于 1944 年在这里建立了

抗日民主政权。

该村老人活动中心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钢筋水泥结构，建筑面

积 280 平方米，占地面积 600 平方米。

2012 年，中山市南朗镇（今南朗街

道）白企党支部、村委会和中山市

老战士联谊会于此设中山抗日游击

大队展览。展室面积约 100 平方米，

展示中山抗日游击大队与白企村人

民同心御侮、英勇抗敌的历史。

其他纪念设施

中山抗日游击大队展览位于南朗街道白企行

政村合里老人活动中心二楼（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3 月）

中山抗日游击大队展览入口处（南朗街道
宣传办摄于 2023 年 5 月）

中山抗日游击大队展览一角（南朗街道宣
传办摄于 202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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