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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县行政督导处成立遗址

中山县行政督导处成立遗址位于

中山市五桂山街道石莹桥村文化中心，

原为石莹桥村祠堂。

该遗址所在地也是五桂山区战时

联乡办事处成立遗址。1944 年春，随

着抗日游击战争的深入，中山五桂山

区的抗日力量也在不断发展壮大，成

为珠江三角洲敌后抗日斗争中心。南

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的

指示精神，以五桂山区为珠江三角洲

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先行点，由指挥

部政治部主任刘田夫领导该项工作，

并成立中山县民主建政筹备处，在部

队抽调党员干部帮助地方建立政权。

中山抗日民主政权是根据 1943 年 10

月中共中央提出的十项政策精神和

1944 年 1 月 31 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

东江抗日民主政权的原则》，按照民

主集中制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

各抗日党派成员和群众代表各占三分

之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

1944 年 4 月 18 日，民主建政筹备

处在五桂山区石莹桥村召开临时联乡

办事处代表大会，成立五桂山区战时

中山县行政督导处成立遗址航拍俯瞰图（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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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乡办事处，按“三三制”的原则，

选举民主人士刘震球为主任。会议发

表了《五桂山区军民各界代表大会宣

言》《五桂山区战时联乡办事处施政

要则草案》，从政治、经济、生产、

文化、社会地位等方面，给予人民正

当的权益。同年 10 月，各区、乡按民

主建政“三三制”原则，选出 100 多

名区、乡代表参加在五桂山区石莹桥

村举行的县级抗日民主政权中山县行

政督导处成立大会。中区纵队司令员

林锵云、政委罗范群等到会祝贺。大

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山县行政督导处。

督导处组成人员由中区纵队党委提名，

并经代表大会通过。组成人员有：主

任叶向荣（1945 年 2 月调出，阮洪川

接任），副主任阮洪川，委员陈明、

刘震球、凌子云、吴孑仁、郑永晖、

甘伟光、曾谷。中山县行政督导处成

立后，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十项

政策，积极支援地方部队抗敌，做好

后方群众工作，开展地方政治、文化

教育、群众生活福利等方面的建设。

民主政权的建立，对巩固根据地起到

了重要作用。

该遗址原为石莹桥村祠堂，祠堂

建筑已毁，仅剩一处断壁残垣。2008

年在原址新建为石莹桥村的活动场

所——石莹桥文化中心，现为石莹桥

党群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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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县行政督导处成立遗址新建筑正面（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2 月）

中 山 县 行 政 督 导 处 成 立 遗 址 周 边 环 境　

（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中山县行政督导处成立地原建筑（历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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