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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山本部县委交通联络站旧址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山本部县委

交通联络站旧址位于中山市三乡镇大

布村西安大街 13 号。这里也是广东

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第二支队支

队长郑少康的祖居。

中共中山县委恢复建立后，即在

工人支部中物色了党员郑康明等当县

委的机要交通员。1939 年 10 月，中

山县委在大布郑少康家增设一个交通

站，负责澳门—关闸—三乡一带的政

治交通工作。交通站由郑少康负责，

其母亲林宽、兄郑世雄都参与交通站

工作。省委领导梁广、杨康华，中区

特委领导罗范群，以及县委领导梁奇

达、陈翔南、关山、司徒毅生等都先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山本部县委交通联络

站旧址外景（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1 月）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山本部县委交通联络站旧址内大厅展览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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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住过这里。郑少康还布置郑康明在

大布村口开了家经营濑粉的店铺，负

责放哨，监视来往人员。

1940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东南特

委书记梁广和中区特委书记罗范群在

三乡大布郑少康伯父的果园内召开会

议，办理领导关系的交接手续。陈翔

南、梁奇达也参加了会议。1940 年 9

月，梁奇达调到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工

作，由关山接中山本部县委书记一职。

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在大布郑少康家召

开县委领导工作交接会议。参加会议

的有罗范群、陈翔南、梁奇达、关山

和黄峰。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建立后，

此宅成为抗日部队的联络站。郑伯母

和儿媳谭明是工作人员。当时五区伤

病员总站设在大布，站长潘仲是外地

人，常通过郑伯母林宽找可靠的人家

安置伤病员。

该旧址建于民国时期，为砖木结

构，建筑面积 50 平方米；居室后杂

物间为后来所加建，面积约 25 平方

米，现建筑面积总约 75 平方米。该

旧址于 2020 年进行修缮，室内布展

有三乡抗日革命的历史及郑少康生平

简介。

该旧址于 2021 年 10 月被中共中

山市委党史研究室核定公布为中山市

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山本部县委交通联络站旧址内里屋展览一角（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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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革命母亲林宽

郑少康的母亲林宽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妇女，她不仅支持儿子参加革

命，自己也参与抗日工作。她家成为中共地方组织和抗日游击队的交通

联络站，她自己也总是热情招呼来往的同志，并悉心照料伤员。

一次，以大布学校教导主任身份掩护工作的中共中山县五区工作委

员会书记梁奇达患重感冒，高烧不退。林宽知道后立即将梁奇达接到家

里，煎药喂药，悉心照顾他。当得知梁奇达是因搞革命工作被国民党反

动派追捕，才来到大布学校时，林宽心疼不已。经过林宽无微不至的照

料，梁奇达很快就痊愈了。

郑少康担任中共中山县五区委员会书记兼中共中山县委政治交通员

后，往来的人员越来越多，林宽总是热情地烧茶做饭。尽管家里也缺粮

缺钱，但是她没叫过一声苦，总是积极乐观地想方设法筹备钱粮。中山

沦陷后，党组织在三乡活动不便，因工作需要常有人到林宽家投宿。当

时，林宽一家五口都挤在只有 40 多平方米的小屋，但她仍想尽办法让

大家休息好，在厅里垫禾草、用门板排大铺。情况紧张时，她还和儿子

们轮流站岗放哨，保证同志们的安全。

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建立后，需要在平原地区建立后勤据点，林宽的

家成为部队的联络站。1945 年 5 月 9 日，日、伪、顽军联合向广东人

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扫荡”“围剿”，

形势严峻。由于游击队员郑兴等叛变，林宽家的部队联络站暴露。接到

转移命令后，林宽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和家中的财物，而是部队

隐藏在村里的那挺重机枪和文件。他们在大布民兵的配合下，连夜将机

枪和文件转移到安全地区。

林宽不顾安危，不惜一切支持革命，深受人们的尊敬。

（郭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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