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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民兵显神威

青年一直是中山民兵的基本构成，中山县党组织一直都十分注重民

兵组织的发展。1924 年青年党员梁桂华、萧一平等在中山四区（今南

朗街道）麻子乡成立了中山县第一支农民自卫军队伍。到 1925 年下半

年，全县 9 个区先后成立 12 支农民自卫军，共 3000 余人，还成立了中

山农民自卫军，青年中共党员李华炤任队长。1926 年，中山各行业工

会工人自卫军纷纷成立，共 600 余人。这些都是由中共组织所掌握的民

“民兵”一词，迄今在中国所见最早的记载是南北朝时期。这是一

种区别于正规军队的民间武装力量。在中山的革命历史上，民兵发挥了

极其重要的作用。

间武装力量。

1941 年秋，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山四区合水口村成立了民兵

集结队，共 50 余人，青年刘震球任中队长，主要任务是为游击大队补

充兵源。这是中山县较早称为“民兵”的队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中，中山民兵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山的共青团在民兵建设工作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据不完全统计，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团员青年积极带头参加民兵，全县有团员 2034 人

参加民兵（缺两个区的统计数据），占适龄团员的 88.5%，a他们按照

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维持社会治安，协助、配合部队、公安部门开展

剿匪、肃特斗争，有力地保卫了“土改”运动顺利开展。随着反内潜、

外逃的需要，中山民兵于 1951 年初建立了第一个海防民兵哨所，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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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青年团中山县工作委员会：《中山县青年团两年来工作总结及今后工作任
       务报告》，1953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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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起到 1980 年，全县先后共建民兵哨所达 28 个，在巩固海防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1952 年中山县成立了民兵支队部，组建支队 1 个，大队 15 个，中

队 64 个，小队 305 个，民兵总人数 17350 人。1958 年 10 月，根据毛

泽东关于“大办民兵师”的指示，于是年 11 月成立中山县民兵师，辖

下建有民兵团 68 个，民兵营 305 个，民兵连 1584 个，民兵排 5180 个。

民兵分类有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两种。民兵总数 305872 人。1959 年初，

按中央军委关于“民兵师整顿、调整、巩固”的组建方针，对全县民兵

师组织进行了整顿、调整，以公社建立民兵师。是年底统计，全县共建

民兵师 27 个，民兵团 40 个，营 435 个，连 1758 个，排 5274 个。a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沿海的国民党残兵以及台湾的国民党反

动派，对大陆的武装偷渡活动仍然很猖獗，不断派遣武装特务，潜入大

陆进行爆炸、暗杀等恐怖活动，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威胁。在保卫沿

海边防安全，歼灭偷登特务，打击国民党特务进行的恐怖袭击等斗争中，

民兵组织配合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保卫部门，取得了重要战绩。

1962 年 10 月至 1965 年 1 月，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公安

部队和民兵密切配合，连续打击敌特，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共歼灭

国民党武装特务 594 人，击沉和缴获各种船艇 24 艘。b

中山近南海，亦是台湾国民党当局特务机关破坏的目标之一。中共

中山县委、县人民武装部在深湾设立前线指挥所，组织青年民兵与驻地

边防军紧密配合，日夜坚守在海防阵地上。1963 年 6 月 22 日凌晨 2 时，

一股代号为“一德计划”的武装特务乘坐橡皮艇潜入神湾海面，被我海

军舰队和岸上守军双重夹击，敌橡皮艇被击沉，敌少校等 5 人被击毙，

其余特务跳水逃窜。民兵配合守军在海面和沿岸开展大规模搜捕，抓获

少校司令、少尉船长和电台台长等 5 人，同时又将内潜特务及其组织的

反革命组织一网打尽。1963 年国庆节前夕，另一股武装特务又企图偷

a 本段主要数据引自中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山市志》，广东人民出

版社 1997 年版，第 495 页。

b 本节关于当时全国形势的史料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一卷）》，

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年 1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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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中山一带。中共中山县委、县人民武装部组织斗门大濠涌、小濠涌、

马山、网山、夏村青年民兵，在崖门口严阵以待，配合新会、台山县的

部队和民兵，于 10 月 1 日将这群特务全歼在台山东海面附近。a

与此同时，广大的青年民兵还配合公安部门，侦查破获了一批潜入

中山的台湾特务阴谋爆炸案件。

除设立海防民兵哨所外，中山青年民兵还肩负起重要的桥梁、仓库、

工厂、水闸、水库等值班、保卫工作。直至 1986 年，内保工作移交各

相关单位，各民兵哨所才撤销。

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山青年民兵亦发挥了重要的生力军作用。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兴修水利、联围筑闸，60 年代的兴建电动排灌站、

抗旱排涝，到 70 年代大办小水电和农田电动机械化等生产建设中，青

年民兵成为突击大军，开赴治水战场。据统计，参加的民兵共 30 万人次，

完成石方 8 亿立方米，土方 25 亿立方米，农田受益面积 68 万亩。兴建

电动排灌站 1385 座，小水电站 41 座，围海造田 39227 亩。兴建山塘、

水库 147 个，大型水闸 3 座。1974 年中山县委把扩宽横门口水道的工

程交给张家边公社的民兵团，团党委把 1000 基干民兵组成 12 个突击队，

仅用 58 天的水下作业，完成了 12 米深、6 米宽的石竖井一口，120 米

长的导洞 9 条，容积 207 立方米的放药室 11 个，一次装炸药 1266 吨，

炸掉顽石 5 万多立方，创造了广东省双侧抛掷法大炸破的新纪录。

奋战在工业战线的青年民兵，大力发展小农机，办起农机或农机维

修站 45 个，使全县农机小修不出队，中修不出社。1970 年在战备期间，

进行“三线”建设，中山先后组织三批基干民兵 4150 人次，参加韶关

大宝山和湖南 2348 工程和河排水电大会战。

中山青年民兵在保家卫国、经济建设等方面都做出重要贡献。

a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中山历史（第二卷）》，中共党

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07—208 页。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中山青年运动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