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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暨中共南番中顺临时工作委员会
机关旧址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暨中共南

番中顺临时工作委员会机关旧址位于

中山市南朗街道白企行政村合里（旧

称“合水口里”）片区剑门牌自然村

15 号。

1943 年，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

转移到中山县的五桂山区时，林锵云、

罗范群、谢立全、刘田夫及省委委员

黄康等均居住于此，并在此多次研究

作战部署，如三乡战斗、翠微战斗、

前山战斗、南朗战斗、崖口伏击战、

夜袭唐家、粉碎日伪“六路围攻”等

战斗的作战方案在此制定。1943 年，

中共南番中顺临时工作委员会在此领

导所属各县地方党组织，严格按照部

队与地方党组织分开的原则，在五桂

山敌后根据地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开

展统一战线工作，组织群众支援部队，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暨中共南番中顺临时工作委员会机关旧址所在地南朗街道白企行政村合

里片区剑门牌自然村航拍俯瞰图（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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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 南朗街道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暨中共南番中顺临时工作

委员会机关旧址正面（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3 月）

延伸阅读

珠江敌后斗争中心转移中山

1943 年 9 月间，中共南番中顺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南番中顺游击区

指挥部遵照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东江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精神，根

据珠江三角洲的形势，决定集中力量开辟以五桂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

地，发展珠江三角洲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临工委和指挥部机关迁到中山五桂山区后，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一是抓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战斗中的政治鼓动工作。政治部对

部队普遍进行反侵略、反压迫的教育，用日、伪抢掠和屠杀群众等活生

生的铁的事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使干部战士懂得为谁当兵，

为谁打仗的道理。虽然许多战斗打得很残酷，但士气越打越高，战斗力

越战越强。

二是举办各种训练班，培养骨干力量。（1）举办 4 期军政干部训练班。

发动青年参军，先后举办多期军

政干部、青年、妇女、医护人员

学习班；此外，先后从中区各县

地方党组织抽调一批干部和党员

到指挥部机关和所属部队工作。

该旧址建于 20 世纪初，房

屋坐西南向东北，为砖木结构

二层楼房，建筑面积约 97 平方

米。前院和房屋占地面积约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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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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边学习边实践，训练期间先后参加反敌“围攻”、反“扫荡”战斗

和袭击南朗、唐家、翠微、麻子、横门、张溪、西桠和石岐敌、伪军等

战斗。游击队小队长以上干部 95% 以上参加过训练班。（2）在五桂山

区、四区、五区和八区先后举办 5 期 6 个班的妇女干部培训班。培训班

每期 2—3 个月，每班二三十人，共培训了 100 多名妇女干部。临工委

派部队干部前来讲课，又抽调一批妇女党员骨干分别主持各期训练班。

这批女党员骨干以其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工作深入细致等优良作

风，言传身教，使学员们在独立工作后很短时间就扎根于群众中，对推

动妇运工作起了较好的促进作用。

三是抓好后勤，保障供给。指挥部初到五桂山时，队伍和解放区都

扩大了，但部队经济拮据，战士营养不良，不少人患有夜盲症，部队的

战斗力受到影响。指挥部决定扩大部队经济来源，改善部队给养。1944

年 7 月，指挥部成立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财政经济的筹措和开支，

如制订征收爱国军粮条令，建立税站，派出较强的干部做税站站长；特

派梅重清等到澳门取得某些上层人物的支持，向因避战祸寄居到澳门的

地主征收爱国军粮。一系列措施后，各地民众积极交纳抗日军粮、公粮

和税款。1944 年 1 月至 8 月，在中山县的部队收到军粮、公粮、税款

共约 500 万元（法币）；部队收储军粮、公粮 4 万公斤。与此同时，各

部队动手开荒种地，如中山抗日游击队与崖口乡开明人士合股经营耕种

稻田，每年可收稻谷 5 万多公斤。此外，游击队在战斗中缴获的日、伪

军和顽军的物资，或通过缉私等补充给养，也解决了部队的部分给养问

题。经济收入增加了，来源也较稳定，加上战争的缴获，部队的给养有

了较好的改善，部队的战斗力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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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2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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