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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国防教育展览

中山市国防教育展览位于中山市

五桂山街道长坑中山市国防教育训练

基地国防教育训练馆 5 楼、6 楼。 

中山市国防教育展览于 2001 年正

式投入使用，军事斗争史展馆面积 600

平方米。展览主题为国防教育，主要

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山军事斗争

史来体现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展览第

一部分展示中山人民的军事斗争史，

以及在党领导下的中山人民武装建立

和发展的历史全过程；第二部分介绍

国防教育法和国内外现代兵器知识。 

中山市国防教育展览于 2003 年 6

月被公布为中共中山市委党史教育基

地。中山市国防教育训练基地于 2018

年 5 月被中共中山市委宣传部、中山

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公布为

中山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山市国防教育展览第一展厅全景（《中山日报》记者摄于 2020 年 4 月）

中山市国防教育展览设于中山市国防教育

基地国防教育训练馆内（《中山日报》记者
摄于 202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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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大力发展人民武装

1949 年 4 月下旬至 5 月初，中共珠江地委在顺德乌坭塘召开扩大

会议，就珠江三角洲的武装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普遍发展武工队，向

外围地区推开，有条件的建立骨干队，提高阶级觉悟，学习游击战术，

作胜利的小出击。建立党政军制度，加强侦察情报工作，准备反‘扫荡’。”

会议还宣布为加强珠江地区的武装斗争，上级派谭桂明回来任珠江地委

委员兼武装部书记，分工负责五桂山区。

根据会议精神，中山特派室着手大力发展人民武装，从各武工队中

选调干部战士 50 多人组建主力部队——南京队。8 月，国民党军队节

节溃败，中山县境解放在即，中山特派室党委决定：全面发展，扩大队

伍，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从劣势转为优势，发展我 5 敌 3 的比例。短时

间内，五桂山区和四、五、六区出现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

热潮。队伍还接收了一批经香港转来在广州参加学运活动暴露了身份的

大、中学生。随着队伍的扩编，县委在五桂山举办武装干部训练班，培

训新发展的武装人员。学习班结束后，县委组建“北平”“上海”“武

中山市国防教育展览入口处（《中山日报》记者摄于 202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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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广州”“沈阳”等中队和情报站、油印出版单位等，武工队发展

至 300 多人。后又发展成立“长春”“哈尔滨”“长沙”“徐州”4 个

不脱产的民兵中队。

1949 年 7 月至 8 月，五桂山、澳门等地党组织先后转来归国青年

华侨、港澳工人、广州学联学生等 20 多人参加七、八区武工队。8 月，

部队发展到 70 多人，对外称中山县特派室七、八区游击队，代号“北

海队”。

一二区区委成立后，组建了 7 人的武工队，活动于横栏、青岗、安

堂一带，进行宣传发动和策反工作。二区武工队通过港园小学女教师、

新青团员陈若策动沙溪联防队林华泮班起义。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各

乡的进步更夫队也起来参加部队。

至解放前夕，三区武装已发展到 250 多人，组成“猛虎”“北平”“飞虎”

等 6 个分队，配有轻机枪 5 挺、步枪 100 多支，冲锋枪、手枪 20 余支

以及弹药等一批；还建立了一支不脱产的起义军（即民兵组织），起义

军总部设在高沙顺安围，代号“莫斯科”。全区凡有党员的地方都有起

义军组织，共发展了 1100 余人。随后，一批党员到起义军总部工作。

1949 年 4 月，中共中山特派室派梁泰猷等人到九区配合发展武装。

5 月至 6 月，地方党组织先后派数名中共党员加强九区工作。7 月 28 日，

中共中顺边县工委执委邓永年到中山县九区，发动组织农民起义军和组

织九区抗征协会总会；继而成立九区人民武装委员会，建立了 300 多人

的不脱产民兵组织，并从各乡武工队挑选骨干六七十人，组建“纪雄”“纪

文”“纪光”3 个主力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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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4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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