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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山四区区委油印室旧址

中共中山四区区委油印室旧址位

于中山市南朗街道白企行政村上贺自

然村 3 号。

1940 年中山沦陷后，中共中山县

委要求各党支部加强对周围群众的宣

传发动工作，使民众坚定抗战信心。

各级党组织通过编印油印报等方式，

宣传发动群众。根据中共中山县四区

区委书记谭桂明的指示，区委副书记

兼宣传委员曾谷和青年委员欧初在此

编印《民气》报。

该旧址建于清末民初，坐东向西，

为泥砖砌成的两层碉楼。建筑物占地

面积约 22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44 平

方米。其特点是窗户较多（10 个）、

尺寸较小，便于防护。碉楼主体结构

基本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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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山四区区委油印室旧址正面（左）及侧面（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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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 南朗街道

延伸阅读

坚定抗日信心

1940 年，鉴于中山沦陷初期部分共产党员、群众表现出消极情绪，

县、区两级中共组织加强了对党内外的宣传教育。在加强党员、干部的

政治教育方面，开展了抗战的形势、任务、方针、革命气节和党的秘密

工作的教育等；采取的方式有以党支部为单位进行学习、交心和相互批

评，也有个别谈心教育。为配合党员、干部的学习运动，县委的机关报

《横门》先后全文转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

词》等文章和中共中央论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等有关文件，撰写了《论

气节》等文章，还编辑了一组《烈士传》，介绍杨殷、陈延年等革命烈

士的英雄事迹，教育党员、干部要有肩负革命、抗战重任的气魄和理想，

要树立革命气节和民族气节，为革命、为民族的利益出生入死。

为使广大民众认清形势，除县委编印报刊《横门》外，各区也编印

了一批宣传刊物，如二区的《铁流周刊》、三区区委的《持正报》，四

区区委的《正气报》《民气》，八区区委的《黄扬山》等小报，报道全

国范围的抗日战果和本县、本区的消息。1940 年秋，《横门》发表文

章《讨伐卢宝永》，历数该伪县长的卖国罪行，对其进行义正词严的

讨伐。群众看了拍手称快，敌伪看了深为震动。1941 年春，《横门》

发表文章《苦斗了一年》，综述敌后斗争一年来的种种成果，给群众

以极大的鼓舞。县委还通过各个党支部向周围的基本群众宣读或让他们

看这些刊物。深入、扎实的宣传活动坚定了党员和爱国群众的抗日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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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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