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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中山县委活动遗址

暨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成立遗址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中山县委活动遗

址暨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成

立遗址位于中山市中山港街道西桠村校

前路北西桠创新幼儿园 ( 原为中山县立

第七小学校 )。

1937年底张惠长任中山县县长时，

将西桠小学改为中山县立第七小学。中

共中山县委书记孙康担任校长一职，他

先后安插一批共产党员在此任教，使该

校成为县委的活动基地。1938 年底，

中山县委在县立第七小学举办第一期游

击干部训练班。学员是来自各区党支部

的干部和武装骨干，欧初、卢德耀、谭

光耀等50多人参加了这期游击训练班。

游击训练班按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管

理模式，实行军事化管理，过集体生活。

学习内容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和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

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罗瑞卿的

《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为开展

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作思想上的准备。

中山县委在该校先后开办多期党员学习

班和游击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擅长打

游击战的干部。这批干部不少成为珠江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中山县委活动遗址暨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成立遗址改建为幼儿

园，图为该园正面（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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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乃至粤中、粤北敌后游击战争的

骨干。

1938 年 12 月 9 日， 广 东 青 年 抗

日先锋队中山县队 ( 简称“抗先”) 在

此成立。当天，来自全县各区、乡的

2000 多名青年齐集西桠县立七小的大

操场，胸前佩戴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

山县队的徽章，参加“一二·九”三周

年纪念暨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

部成立大会。省抗先也派陈能兴前来参

加大会。时任中山县县长张惠长担任广

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总队长，孙

康任副总队长。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

山县队成立后，在宣传、发动群众起来

抗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共产党领导的中山县别动大队也在

此成立。孙康任队长，欧晴宇（后脱党）、

缪雨天任副队长。1939 年 7 月至 9 月

间，日军两次试图在横门登陆，中共中

山县委以“抗先”的名义，以县、区两

级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为骨干，成立横门

前线抗日支前指挥部，在各区紧急动员

了 1000 多名抗先队员和妇协会员，组

成宣传队、救护队、担架队、运输队、

慰劳队等开展紧张的支前工作。县委组

织的武装集结队、别动队与中山县守军

一起开赴前线，抗击日军，全县军民齐

心御侮，两次打退了日军的入侵。

原位于该遗址的中山县立第七小

学校建于 1912 年，由在民国政府任要

职的西桠村人朱卓文组织乡绅集资兴

学，拆毁村中的侯王庙建学校，共建有

教学室 5 间，图书馆 1 间，占地面积约

5600 平方米。该校后曾为火炬开发区

西桠小学，现为西桠创新幼儿园。原有

建筑已被拆除重建新教学楼，只保留了

当年的一棵大树。现园内的教学楼内设

有党史主题展览，园内的围墙上设党史

展示和教育长廊。

该遗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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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县立第七小学——全面抗战初期中共

中山县委在此开展活动，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

队中山县队在此成立（历史照片）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中山县委活动遗址暨

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成立遗址内

展览一角（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内文1106.indd   195 2023/11/21 星期二   上午 11:40:53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