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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开中山改革开放先河的县长

李斌，1921年出生，原名李炳昆，曾用名李焜、李仲文、李剑雄，广东省中

山市南朗镇白企村人。1943年任白企乡乡长，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白企乡

抗日民主乡政委员会乡长。1948年任五桂山区区长。1949年 9 月任粤赣湘边纵队

中山独立团后勤处主任，同年 10月任中山军管会供给处副处长。1953年后历任中

山县工商科长、县财委副主任、副县长兼县委财贸部部长、县委副书记、代县长，

县委常委、县长，第六届和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主任。

李斌有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两岁丧父，家贫如洗，葬父用的棺材都是借

钱买的。有人劝李斌母亲陈兰不如将李斌卖掉。陈兰特别刚强，说：“宁可养大做

乞儿，都不卖”。就这样陈兰硬是起早贪黑，拉扯着三个孩子。李斌长兄李水生 12
岁就开始做生意，二哥李水福 9 岁帮人看牛。两位兄长的帮衬，使李斌有了读书

的机会。李斌 10岁开始读私塾，靠为墪师做饭免交学费的办法，读了 3年私墪。

此后，又通过半工半读的方式，断断续续地又读了 5 年书，为后来独当一面地开

展革命工作提供了便利。

1942 年初，抗日游击队来到白企村，这支队伍纪律严明，对群众特好，村里

还有一位叫霍淑的女老师，是个地下党员，在她的影响和带领下，李斌等群众参

加了抗日游击队，因为读过几年书，李斌被选进了宣传队，主要在村里做群众工

作和抗日宣传工作，后来又成立小剧社，在地方演出。当时，抗日游击队成立了

乡政训班，李斌参加了这个班，在几十个同学的考试中名列第三，优异表现颇受

上级领导赏识，他被派到白企乡后备队工作。1943年，22 岁的李斌被选为白企乡

乡长。1944年，在霍淑的介绍下，李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白企乡抗日民

主乡政委员会乡长。

白企乡地处五桂山的腹地，相对而言，与日寇正面相遇的机会比较少，李斌

组织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废除各种杂税，地主也只能按原租额的 8 成收租，

每亩的最高租额不能超过 6 石。而且征税实行合理负担，主要向地主征收，获得

群众广泛支持。为了保卫革命的政权，群众出生入死，平时村民们把自己的房子

让出来放置枪炮，给游击队员留宿，为山上的游击队送去粮食；敌人来扫荡时，

他们积极配合部队转移，不畏危险，收留、掩护伤病的战士。一位老伯辛辛苦苦

割了芒草拿到集市上去卖，刚到市场就发现日伪正在集结队伍，准备上山打游击

队。老伯芒草也不顾了，赶紧回来报信。要知道，芒草可是他家的主要收入。还

有一次，李斌的表哥周明被日本人抓住，要求他带路去找游击队，周明怎么也不

肯去，后来被日本人活生生地挑死在半山上。多年以后，说起表哥，李斌还是满

怀思念之情。

1944 年，日寇已处强弩之末，小股日军居然跑到白企乡抢劫群众财物。李斌

率后备队一阵猛打，日寇仓皇逃窜。后来，县抗日民主政权督导处叶向荣和阮洪

川在合水口学校开各乡代表大会，专门表扬了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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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8 月，日本战败投降，根据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所签订的《双十协定》

精神，中共领导的南方八省武装要北撤长江以北。因此，在五桂山区的珠江纵队

第一支队大部分北撤，只留下小部队及非战斗人员继续坚持工作。李斌此时仍为

白企乡乡长负责处理白企乡具体事务。

然而黑云压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在珠江纵队主力北撤后，不停地在五桂

山区“扫荡”，杀人拉人捉人。10月的一天，李斌在范屋村处理一件民事案件时，

恰逢国民党欧康部队来扫荡，没来得及转移而被捕。由于没有暴露党员身份，再

加上党组织营救，派人保释，两天后释放。释放后国民党反动派方知李斌身份，

派人包围李斌家庭（已转移），又发“通缉”令，一直到解放。在国民党反动派的

进攻面前，上级党组织确定了一个方针：分散掩蔽，坚持斗争，积聚力量，等待

时机。不设立县委，以特派员制分别领导公开的武装和秘密的地方党工作。1945
年 10月，中共中山特派室在五桂山成立，曾谷和黄旭先后任政治特派员，甘生和

梁冠先后任军事特派员。留下的原武装部队人员组成 5 个武工队，以零为整，化

整为零，依靠群众，坚持斗争。

从 1946 年一直到 1948 年，李斌经常以小学老师的身份开展革命工作。1948
年，负责五桂山区区政权，任区长。次年，任中山特派室副官，负责财务钱粮。

1949年 9 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中山独立团成立，团长梁冠，

政委黄旭，政治处主任吴当鸿，李斌任后勤处主任。10 月，解放大军的南下步伐

日益迫近，国民党守军逃的逃，降的降。石岐城处于真空状态。10月 28 日，两广

纵队后勤部长郑少康率部到达石岐，独立团派李斌率领前站工作组提前到达石岐，

筹备入城、会师、建政、支前有关事项。经过一番辛苦工作，李斌召集各机关、

人民团体和学校等有关人员，敲定会师时间为 10 月 30日上午 11点，地点在石岐

南门华佗庙车站，按欢迎行列划分工人区、学校区、商人区、农民区和机关社团

区五个区域。李斌组织得井井有条，使中山会师与解放庆祝典礼的盛大召开获得

了圆满成功。

1949年 10月至次年 8 月，李斌在中山军管会供给处任副处长。其间，到广州

中级党校学习。李斌为此非常激动，他曾说：“在中山解放前，我有两个愿望，一

个是解放后到大城市旅行，一个派我去读书，现在这两个愿望都实现了。感谢共

产党。”

1950年 8 月至 1952年，先后在河源及中山四区搞土改，任土改队大组长，由

于光荣完成了任务，获过两次表彰。

1953年至 1967年历任中山县工商科长、县财委副主任、副县长、县委副书记

及代县长等职。李斌长期抓财经工作，头脑灵活，在管理体制上还进行了改革，

为了鼓励出口，多留存外汇，他设立了完成任务提成奖和超额任务奖，这在计划

经济时代，已经走了很远，是难能可贵的。但也因此被作为“金钱挂帅”和“大

搞资本主义”的证据，在后来的“文革”中被揪斗。经常下乡、开会及工作，使

得李斌、梁坚这对革命夫妻都难以照顾家庭。据李斌之子李武彪回忆，小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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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四人在家，经常多日看不到父母。

改革开放后，李斌任中共中山县委常委、县长，中山县（市）第六届、七届

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他的财经天赋也有了用武之地。

改革开放伊始，李斌就把发展外向型经济放到突出的位置。1979 年签约促成

中山温泉宾馆的修建，是李斌的辉煌杰作。因为中山温泉宾馆非同一般，无论将

其放在中山、广东，乃至全国，作为第一家中外合作企业，都不失标杆意义。起

初，霍英东并不认为中山能建成宾馆，因为中山一缺相关人才，二缺相关技术。

甚至“省里担心搞不好，就让中山和省里一起搞，签约是在广州的南湖宾馆，当

时我是中山县的签约代表”。30年后李斌回忆说。中山县石岐建筑公司总经理周磊

明向李斌立下军令状，“如果温泉宾馆没有按质按期完成，我带着手下 1000 多号

兄弟从三乡爬回石岐。”中山温泉宾馆在第二年顺利竣工开业，开业典礼当天，霍

英东对周磊明说了这么一句话：意想不到的速度，意想不到的质量。

中山温泉宾馆建成后，掀起了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回来投资家乡、建设家乡

的高潮，他们的投资成为了中山引进外资的主要部分，为中山晋身于“广东四小

虎”之列奠定了基础。


	李斌——开中山改革开放先河的县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