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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珠江地委活动旧址

中共珠江地委活动旧址位于中山

市古镇镇海洲村民乐坊大街四巷 22

号。该旧址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

争时期海洲乡“白皮红心”乡长袁世

根的故居。

袁世根是中山海洲人。1941 年，

他接受中共组织的建议，辞去罗定县

民教馆馆长之职，回海洲当乡长，与

日、伪、顽军展开“有理、有利、有

节”的斗争。是时，他掌握了海洲乡

政权和自卫武装，团结当地开明士绅

支持抗日和革命斗争，使海洲成为中

共地方组织在中山、顺德和新会边界

的一个可靠的立足点。1944 年秋，中

区纵队执行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的

决定挺进粤中，途经海洲时得到袁世

根的帮助，部队在此吃饭、休整，养

足精神顺利通过了敌占区。之后，袁

世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

时期，他服从中共地方组织的安排，

就任属国民党辖区的邦平乡乡长，建

立了“白皮红心”政权，很好地掩护

党组织在这个地区的活动。1949 年春

夏间，中共珠江地委书记黄佳住在袁

世根家里领导珠江三角洲的斗争。其

间，袁世根一家成功掩护了珠江地委

召开的两次重要会议：第一次会议于

5 月召开。会上，地委书记黄佳宣布

中共珠江地委活动旧址庭院内全貌 （ 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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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委的决定：成立中共中山顺德边县

工作委员会（简称“中顺边县工委”，

其隶属中共珠江地委），统一领导中

山县的三区、九区，顺德县的九区、

十区容奇坝头（上佳）市及八区的桑

麻据点等地方党组织和武装；由方群

英任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刘云任常委

兼宣传部部长，黄有权任常委兼武装

部部长，邓永年、黄静生任执委。会

议并就如何发展武装工作进行研究和

中共珠江地委活动旧址俯瞰图（古镇镇宣传办　摄于 2023 年）

1946 年夏，三区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组织争取让袁世根当上邦平乡乡长的指示，认真做好统战

工作，使袁高票当选为邦平乡乡长，邦平乡遂成为共产党所掌握的“白皮红心”政权。图为位于中

山市古镇镇古四村邓林大街 30 号悦南邓公祠的邦平乡乡公所旧址（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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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一位海洲青年的革命历程

海洲地处中山、顺德、新会三县交界，接近中山沦陷后国民党中山

县政府的迁移地鹤山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抗日战争时期，海洲籍青

年袁世根以特殊的身份与敌人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战斗——表面上他是海

洲乡乡长，实际上他是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白皮红心”政权中的重要

一分子。在袁世根的努力下，海洲成为党组织在中山、顺德、新会边界

的一个可靠的立足点，对沟通粤中和珠江三角洲的地下交通线起到重要

作用。

袁世根（1912―1951），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16 岁入读

中山县立乡村师范学校。九一八事变后，袁世根带领部分同学到小榄、

海洲和江门等地进行募捐筹款，积极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1932 年，

袁世根从中山县立乡村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在古镇、海洲当教师。教

书期间，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七七事变后，袁世根当上海洲乡副乡长。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他与

几个进步教师一起积极投身抗日救国的宣传中。1939 年，他参加了中

山县抗日救亡先锋队，并大力动员本乡青年参加。日军第二次在横门登

部署。第二次会议于同年 7 月在袁世

根家召开，会议持续 3 天至 4 天，参

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顺边县工委的领

导外，还有李株园和张枫。会上，黄

佳宣布了珠江地委的决定：将中共顺

德县工作委员会并入中共中顺边县工

委，由方群英任书记、李株园任副书

记兼组织部部长、刘云任常委兼宣传

部部长，黄有权任常委兼武装部部长；

其隶属珠江地委，下辖 6 个区委：中

共中山县三区委员会、中共中山县九

区委员会以及中共顺德县中区工作委

员会、中共顺德县南区工作委员会、

中共顺德县西区工作委员会、中共顺

德县九区工作委员会。会议传达了上

级的指示并部署此后的主要工作。

该旧址建于 1948 年，主屋是砖木

结构的两层楼房，建筑面积约 80 平

方米，含庭院用地面积 26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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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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进犯中山时，袁世根积极发动学生奔赴前线，大力开展救护慰劳工作。

1940 年 3 月，中山沦陷，袁世根到罗定县任民众教育馆馆长兼《新

罗日报》主编，后在党组织的动员下回海洲当乡长。他按照党组织的布

置，与国民党地方部队挺进第三纵队司令袁带、副司令屈仁则及其下属

打好关系，在海洲站稳了脚跟，掌握了乡政府的权力。他运用手中的权

力坚决打击抢夺民田的地主，尽可能地为贫苦大众摆脱困境提供帮助和

保护，还亲自说服惠农农场的经理收容 100 多个无依无靠的孩子。袁世

根还兼管海洲小学，他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安排地下党员任教，培养进步

青年。

1944 年 5 月，海洲建立了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抗日民主同盟”，

袁世根和海洲自卫队正、副队长袁毅文、容辛等加入了该组织。袁世根

还征得国民党挺进第三纵队副司令屈仁则的同意，办了一份宣传抗战的

油印刊物——《持正报》，编印地点就设在袁世根家里。后因一篇评论

暴露了该报的政治色彩，《持正报》被迫停刊。

1944 年秋，中区纵队根据中共中央和省临委的指示，决定主力挺

进粤中。考虑到安全问题，中区纵队指挥部选择了途经海洲、荷塘等据

点的线路。部队到海洲前，袁世根早已布置好接应工作，使部队到海洲

后白天能隐蔽休整、晚上顺利渡江至江门的荷塘，帮助部队安全通过敌

人的据点而顺利抵达目的地。

1944 年冬，袁世根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利用乡长的身份，营救了

一批被国民党逮捕或追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45 年初，袁永等

一批共产党员被捕，袁世根从中周旋将他们保释出来，还及时通知和转

移一部分同志。

（选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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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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