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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十二勇士——舍身显大义 英名万载传

“铁流十二勇士”，即珠江纵队第一支队铁流中队 12 名指战员，中队指导员郑新，队长

梁杏林，史上又称之为“塘敢十二勇士”。

郑新（1921―1945），原名柳兆槐，广东省香山县前山造贝村（今属珠海市）人。出身

于农民家庭，幼丧父。小学毕业后到香港做工。1940 年回到家乡，投入抗日救亡洪流，翌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 年冬到五桂山参加抗日游击大队，任中队指导员，1945 年 1 月任

珠江纵队第一支队铁流队指导员。1945 年 5 月 28 日牺牲，时年 24 岁。

梁杏林（1923—1945），广东省香山县六区下栅乡（今属珠海市）人，早年丧父，家境

清贫。1943 年参加抗日游击大队，1945 年 1 月任珠江纵队第一支队铁流队队长。1945 年

12 月在博罗牺牲，时年 22 岁。

1945 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天平已经明显倾向反法西斯联盟。苏联、美国、英

国军队分别逼近德国本土，德国法西斯覆灭在即，德、日、意法西斯侵略轴心土崩瓦解。为

挽救危局，日本法西斯决定建立其本土及中国、朝鲜等占领区的防御体系，准备与反法西斯

盟国军队进行决战。在华南战场，日军调派第一三 0 师团重兵进驻中山县境内，制定了“扫

荡”珠江三角洲平原和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的作战计划，以保证广州、香港及其附近地区的水

陆交通畅通。4 月，日、伪、顽军迅速在中山县境内集结，积极准备执行“扫荡”计划。从

5 月 9 日开始，日军联合伪军及拉拢的地主武装对五桂山区及周边区域进行大规模、长时间

的“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极其残酷。叛徒郑兴更是助纣为虐，带领日军在三乡一

带大肆搜捕游击队员、民主乡政干部、抗日军属，杀害无辜百姓。

“五九扫荡”后，为了坚定群众坚持抗战的信心，打击敌伪、叛徒的气焰，珠江纵队一

支队副支队长罗章有与政治处主任杨子江商量后，决定抽调十二名精干勇敢而又熟悉三乡一

带情况的战士，组成一支宣传工作队——铁流队，到滨海、谷镇平原地区活动，一方面宣传

发动群众，坚持抗日斗争，一方面监视敌情，伺机打击敌伪。

1945 年 5 月 27 日上午，珠江纵队第一支队铁流中队在石门宣布成立，全队共 12 人，

中队长梁杏林、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郑新。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稳定群众情绪，密切注视

敌情，机动灵活与敌周旋。当天晚上，铁流队即出发到三乡附近的雍陌乡进行抗日宣传。夜

宿旗岭，翌晚到雍陌继续宣传活动。雍陌驻有日军据点，又是伪区长郑屈和国民党区长郑星

池的家乡。到此地宣传，实为摸老虎的屁股。然而，只有这样敢于摸老虎的屁股，才能扩大

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起到震慑敌伪、稳定群众情绪、提高斗争信心的作用。

铁流队在雍陌村利用祠堂、庙舍等场所向群众宣传抗日成果和思想，宣传共产党的政策，

赢得了群众的普遍好感。5 月 28 日晚，12 名铁流队战士从三乡雍陌活动完毕，转而到塘敢

村头一间空置的华侨屋隐蔽歇息，被敌人发现。

驻三乡的伪军收到情报后，立即出动“挺三”肖瑞豪、巢添林部和国民党中山县特务大

队高宋保部及五区伪联防大队数百人，由叛徒郑兴带领，迅速赶至塘敢村，把铁流队宿营的

两层楼的小洋房团团围起来，并死死地堵住了唯一的进出口小巷。完成包围后，一股伪军急

切地冲入巷口，企图一举消灭这些铁流勇士。负责放哨的铁流勇士发现了外面黑压压的包围

圈，向沉睡的其他战友大声呼喊：“同志们，快起身！我们被包围了！”

铁流队员一跃而起，冲往朝向小巷的窗口。队长梁杏林、指导员郑新镇定地观察了周围

环境：三面是民房，只有前面这条 30 米长的窄窄的小巷，是通向此屋的唯一通道。“想出去

难，想进来也不容易”，于是，他们决定利用这种有利的地势尽可能多的消灭敌人。郑新等

人拿起机枪对着窗外一轮扫射。那些急切往里冲的伪军再也不敢往里硬闯了，屋外暂时恢复

平静。郑新与梁杏林交换了意见，对全体队员说：“战友们，虽然我们的处境很被动，但不

能连累群众，我们要利用地形与敌人决战，死也要多拉几个垫背的！绝不投降！”

“绝不投降！”十二名勇士异口同声。“你们被包围了，快投降吧！”外面传来了一阵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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嗷嗷狂叫。“呸！有胆的就上来尝尝老子的利害吧！”共产党员郑楷狠狠地回答。双方就这样

对峙着，大家心里都明白：形势险恶！“队长、指导员，我们突围吧，冲出去跟他们拼了！”

好几个铁流队员都按捺不住急躁的心情。梁杏林没有出声。这位在战火中锤炼出来的武工队

长，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默默地转过头来，望了一眼身旁的指导员郑新。郑新领会他的意

思，轻轻地点了点头，给大家分析道：“敌众我寡，身陷重围，硬拼是不行的。现在地形对

我们有利，我们要凭险据守，尽量争取坚持到天黑！”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新提拔的指导员，

对军事斗争显然也有一定的经验。

“那我们就紧紧封锁住巷口。敌人来一个报销一个，绝不能让他们向

前一步！”队员李权坚定地说。敌人在拐角处架起机关枪，又一轮猛烈的扫射，掩护着

一群伪军往巷里冲。铁流队员则坚定的利用有利的地形对敌人进行有力的还击。巷口则堆积

了越来越多的尸体。

就在胶着状态继续僵持的时候，指导员郑新欠身起来，欲观察敌机枪阵地，以便消灭他

们的火力点。可他刚站起来，一颗子弹“嗖”地从窗口飞进来，穿进了他的左肩膀，他摇晃

了一下，倒下了。一名战士赶快爬过去扶着他，只见他脸色刷白，血如喷泉般从伤口涌出。

此时，他仍坚强地对战友说：“别管我，注意监视敌人……”。队长梁杏林撕开了自己的上衣，

替郑新把伤口包扎好，随即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下午三点多，敌人仍无法越过小巷接近洋楼。但是洋楼的墙壁已经留下了无数的弹孔，

队长梁杏林、战士郑佳等也先后负伤了，大家仍然咬牙坚持着。

这时外面传来了叛徒郑兴的劝降声：“我最后提醒你们，成千的军队已经把你们紧紧地

包围了。识时务的，赶快缴枪投降，可免一死，皇军不会亏待你们的！”

“不知羞耻的叛徒！想我们投降？别白日做梦了！我们这里没有第二个郑兴，你有本事

就冲进来！”负了伤的郑新大声地回应道。

此时，眼见劝降无效的敌人想出了新的一招，从毗邻平房的墙壁炸开了一个大洞，搬来

稻草等可燃物，浇上煤油，放火烧楼。到下午四时左右，坚守战斗岗位的铁流勇士们到了弹

尽粮绝的地步，只剩下手榴弹和炸药包各一个。屋外的敌人在加紧攻击，把楼房围得水泄不

通，突围已是不可能的了。情况万分危急，这时，受了伤的郑新把战士们集中在一起，他用

低沉的语气坚定地告诉大家：“同志们，现在，只有一条路了！”他一只手扶着墙，炯炯有神

的眼睛里闪烁着坚毅的光芒。“突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狼牙山五壮士就是我们的榜样！我

们不能苟活当俘虏，考验我们的时候来了，共产党员要带头，以身作则！”“宁死不当俘虏！

与他们拼了！”队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随后，12 名宁死不屈的战士，决定把仅剩的一颗手榴弹和一个炸药包留给自己。他们

把枪支砸烂、文件烧毁，然后大家围着在一张八仙桌旁，桌底放着那剩下的手榴弹和炸药包。

熊熊烈焰已经卷到了他们的身边，屋外敌人的进攻更加猛烈，夹杂着无耻的叫嚷：“投降免

死！”

围坐在一起的战士们高唱着《国际歌》、抗战歌曲，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声遏行云。看到敌人逼近了，共产党员贺友仔拉响了手榴弹，引爆了炸药包，轰隆、

轰隆巨响，楼房崩塌了大半。贺友仔、梁标、郑楷、郑福培、李权、李光等 6名勇士当场壮

烈牺牲，其余 6 人重伤，落入敌手。在被押往三乡途中，指导员郑新和另一名战士因伤势过

重而牺牲，队长梁杏林等 4 人被押往三乡。

押往三乡后，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梁杏林等铁流勇士坚贞不屈，后经地方党组织和

当地群众的多方营救，才脱离虎口。虽然铁流队只存在了短短的三天时间，然而，十二勇士

宁死不屈的英勇气概与日月同辉，为民族独立勇于献身的“铁流”精神彰显了共产党员的本

色，坚定了当时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为中山人民的抗日斗争史写下了壮丽的一笔，不失为

与狼牙山五壮士相媲美的五桂山铁流十二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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