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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二区青年抗日救亡工作队队部旧址

中山二区青年抗日救亡工作队队部旧址，内设申明亭革命史迹展览（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中山二区青年抗日救亡工作队队

部旧址位于中山市沙溪镇申明亭村大

街 116 号（翠峰杨公祠）和 118 号（杨

玉维故居）。

1938 年 10 月，共产党员杨子江回

到二区，召集原“七八剧社”（七七

事变第二天，二区共产党员缪雨天与

杨子江在永厚、申明亭联系了青年学

生杨少希、缪菁等组成“七八剧社”，

走上街头演抗日话剧、歌剧，其宣传

活动遍及谿角、坎溪、永厚、龙聚环、

龙头环、象角、申明亭、下泽、沙溪、

横栏等村庄）的 20 多名青年社员，在

申明亭乡翠峰杨公祠成立中山二区青

年抗日救亡工作队（简称“区青队”），

杨希吾任队长，杨子江任副队长，以

翠峰杨公祠为活动基地。杨玉维家在

翠峰杨公祠旁，他也借出自家的房子

作为队部活动用地。区青队很快发展

到 100 多人。队员缪洛莎被派到申明

亭乡学校，发动教师和高年级学生，

组织申明亭乡抗日救亡工作团。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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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 沙溪镇

中山二区青年抗日救亡

工作队队部旧址申明亭革命

史迹展览一角（黄春华摄
于 2021 年 11 月）

中山二区青年抗日救亡

工作队队部旧址前院一角

（黄春华摄于2020年11月）

中山二区青年抗日救亡

工作队队部旧址杨玉维故

居内屋外景（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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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叠石阻击战

1939 年 7 月，日本侵略者把战火烧到中山内陆。7 月 9 日上午 9 时，

日军 500 余分乘登陆艇 3 艘、橡皮艇数十，在飞机、炮火掩护下，进犯

中山县境叠石、全禄。中山守军奋力抵抗，二区各乡民众自卫队伍集中

候命，一部分即开赴前线。日军登陆全禄、叠石两村，焚毁民房 210 余间，

复向特沙、锣鼓山、三沙等处偷袭，焚毁茅屋 50 余间。别动队于特沙、

锣鼓山抗击来犯之敌，守军谭振基、梁胜保、高保权阵亡。敌机轰炸二

区时，中共中山县二区支部即发动二区青年抗日工作队的队员分别动员

民众抵抗日军的入侵，各村救护队、工作团纷纷出动，奔赴灾区。不少

商民和群众把鲜鱼、鲜肉、鲜菜等副食品捐献出来劳军。申明亭抗日工

作团副团长杨少希带领救护队员，奔赴现场抢救挖掘伤亡群众之际，敌

机再向灾场投二弹，救护队员杨丽容中弹殉职。翌日，二区举行追悼会，

群众团体千余人参加。叠石村人在村口立碑勒铭，以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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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页］

由该校校长杨铁坚担任团长，副校长

杨少希担任副团长。1939 年 7 月 9 日，

日军在飞机掩护下，乘橡皮艇和登陆

艇横渡西江，向中山第二区叠石、全

禄村发动突袭。中山守军奋力抗击，

二区各乡自卫队开赴前线增援。杨子

江等火速动员和指挥中山二区青年抗

日救亡工作队组成担架队、救护队等

上前线开展战地服务，与守军一同为

保卫家园而英勇战斗。

该旧址 116 号建筑是翠峰杨公祠，

建于清末，原为砖木结构，建筑面积

约 120 平方米，占地面积 170 平方米。

2020 年 11 月翠峰杨公祠重新修缮并设

置申明亭革命史展览，主体建筑外观

保持原貌，对外开放参观。该旧址 118

号建筑是杨玉维故居，建于 20 世纪 20

年代，是杨玉维的父亲赴澳大利亚打

工赚钱回乡所建，为砖木结构两开间

两层楼房，建筑面积约 110 平方米，

占地面积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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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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