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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山第五区区委活动旧址

中共中山第五区区委活动旧址位

于中山市三乡镇大布村校前街 1 号大

布学校。 

1937 年夏，在广州从事学运的共

产党员梁奇达因身份暴露，由组织安

排转移到中山五区大布学校任教务主

任，以掩护工作，其易名梁浪舟。梁

奇达到后组建了中共中山县五区工作

委员会，其任工委书记，叶向荣任组

织委员，孙一之任宣传委员。1938 年

8 月，梁奇达调县委担任组织部部长，

区工委同时撤销，改设五区委员会，

区委书记为郑仲光（后廖铎、黄君若、

张诚美、郑少康），组织委员为叶向

荣（后黄君若、郑少康、郑超然），

宣传委员为孙一之（后廖铎、张诚美、

郑永晖）。五区的女党员较多，因此

还建立了女党员支部，下辖 3 个党小

组。当时，大布学校成为五区区委的

主要活动基地。

抗日战争时期，大布学校的领导

权一直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先后有县、

红色革命遗址

中共中山第五区区委活动旧址大布学校正门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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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党的领导孙一之、曾谷、梁奇达、

郑少康、关山、司徒毅生、肖伟华和

共产党员高苣屏（高平）、许纯、谢

月珍、温若萍等在该校任教。从延安

回来的张扬、陈雪，从香港聘来的美

术家陆无涯，从广州聘来的作家兼记

者陶亦夫等一大批进步青年也以这所

学校为阵地传授文化知识，宣传抗日

救亡，培育了一批有文化、有理想的

爱国青少年。大布村有 10 多人加入

中国共产党，大布学校先后有 60 多

名学生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其

中 7 人牺牲。五区区委先后发起组织

了谷镇文化界抗日工作团、壮丁队、

救护队、妇女大刀队等群众团体，办

起了《大布乡报》《桥头乡报》等宣

传报刊，发动海外华侨捐款支援家乡

抗日。至 1939 年底，在平岚、乌石、

大布、桥头等 10 多个村发展党员近

200 名。由于中共组织在大布村的力

量较强，群众基础好，该村被誉为中

山的“小延安”。抗日游击队的伤兵

医疗站、交通站、情报站、粮站都分

布在村中的基本群众家。大布村是五

桂山抗日部队坚实的后勤基地。

该 旧 址 建 于 1934 年。2009 年，

大布学校原有教学楼被拆毁重建，现

仅存学校牌坊门楼一座。门楼坐东北

中共中山第五区区委活动旧址航拍俯瞰图（黄春华摄于 202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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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南，砖混结构，为四柱三间歇山

顶牌楼，宽约 8 米，厚约 1.4 米，面

积约 11 平方米。门楼明间正面正中有

校名“大布学校”匾牌，为民国时期

曾任广东省省长的胡汉民于 1935 年

冬题写。现旧址所在地为大布小学，

学校建筑占地面积约 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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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山第五区区委活动旧址 20 世纪 80 年代时的校园旧貌（历史照片）

中共中山第五区区委活动旧址外墙反映当年革命斗争史的浮雕（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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