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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老战士郑卫标深情讲述抗战时期军民鱼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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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档案】

郑卫标 ，1925年 11月出
生 ， 中山张家边东桠村人 。
1942年4月参加革命，1971年3
月入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
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孔雀队”
战士；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山独立
团九连副连长；解放后先后在珠江

专署公安处、中山三角税所、珠海县
府、珠海百货公司、珠海物资局、珠海南水

供销社、五桂山区公所工作，历任警长、业务
主任、下放干部、供销社主任、区公所副经理。
1986年5月离休，享受副司局级医疗待遇。

联合主办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山日报报业集团·中山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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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英雄谱

黎源仔原名叫黎锦源，火炬区大环村
人，“源仔”是战友们对他的亲切称呼。1939
年7月他抱病参加横门保卫战，出色地完成
了战斗任务，不久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
作战勇敢，机智谨慎，是县委的秘密交通员。
在多次战斗中，他的侦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底，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下令

攻打南朗安定学校的伪军据点，敌人在这
里严密布防，称其为“攻不破的金汤”。为
了打破这座“金汤”，需要周密详细的部
署，黎源仔和战友就一连几天化装到敌人
的据点外围勘察地形，摸清敌人的防御部
署和哨兵活动规律。指挥部根据他们提供
的情报设计好从队伍驻扎的合水口里村到
安定学校的路线，侦察员们又沿着这条路
线走了一次，以精确计算所需时间，预测可
能会发生的问题。当他们走到安定学校附
近时，发现有一家农户养的狗凡遇到陌生
人经过都会狂吠不止，敌人在据点能清楚
听到狗吠，他们立即上报了这一情况。副
指挥谢立全当机立断，于出击前派人扮作
收破烂，到附近投放有毒的肉包将狗毒死，
待战斗结束后，找到狗的主人说明情况并

赔偿损失。黎源仔他们还侦察到一个情况，
近来敌人采购的副食烟酒比平常多很多，
此时临近元旦，他们推测敌人将趁着节日
来临狂欢痛饮。敌人的放松就是机会，指
挥部决定在12月31日晚发起夜袭。正是依
靠详尽的情报，指挥部才做出了最佳的攻
击策略。
夜幕降临，战斗开始了，手枪队队长黎

源仔打前阵。只见他身内藏着一支左轮短
枪，一手提着照田鸡用的壁灯，一手拿着一
把长柄铁叉，扮作捉田鸡的乡民，若无其事
地走近哨棚，同时侧耳细听楼上伪军的动
静。只听楼房内断断续续传出麻将声、争吵
声和猜拳行令声，看来敌人正在寻欢作乐。
机会来临，黎源仔迅速靠近哨棚，在哨兵还
来不及用行动阻止他时，他就向哨棚内连
发一梭子弹，解决了门口的哨兵。随后，杨
日璋等人迅速砍开木栅门，身后的战友向
敌营投掷手榴弹。楼下浓烟滚滚，乱作一
团，楼上狂欢的伪军终于回过神来，以机枪
封锁了楼梯口，负隅顽抗。黎源仔在冲到楼
梯转弯处的时候，全身暴露，不幸被机枪扫
中，当场牺牲，年仅23岁。

大环村，当年是横门地区的腹地，地
处水、陆交通要冲，当日军入侵中山县
时，这里往往首当其冲，最先遭殃。1939
年9月和10月，日军在这里犯下了不可饶
恕的罪行。
1939年7月，日军入侵横门地区，被

中山县军民打退，还被打死打伤了30多
人，炸沉了一艘运输舰。日军为了报复，
于9月7日再次入侵横门，发动了更大规
模的进攻。据老人们回忆，日机轰炸大环
村，约有10天，每天投下炸弹8、9颗，共投
弹80多颗，炸毁民房39户，其中不少是有
厅堂、楼房的华侨住宅。在日军的轰炸
下，大环村死伤多人，损失惨重。与此同
时，日军步兵也已逐渐逼近小隐、大环，
终于在9月20日上午攻占了大环村。
进村之后，日军野性大发，肆意杀人

放火，抢夺财物。他们用刺刀活活捅死了
村民关亮清、兴记打砻店老板和搭棚铺
一名工友，还在渡头一带放火，烧了近半
条村。

接着又特地走到三四百米外时任县
长张惠长的花园大院门口放了一把火，邻
居黎建南的大屋跟着遭了殃。华侨李庆祥
的母亲，因为年纪大而留在家中，结果被活
活烧死。海外归来的华侨张顺廉老人，房屋
被烧毁，侥幸从火海中逃出，但被烧伤了。
村里的长生寿板店、搭棚铺起火后，大量的
木头、竹杉、葵笪等物资，化成浓烟、烈火，
直冲云霄，方圆十里，烟雾弥漫。后来清点
损失，日军一共烧毁民房、店铺106户。
10月7日，又有一拨日军从横门地区

登陆，在黎明前就到达大常山西坡，占据
了有利地形，控制了大环、神涌、西桠的
开阔地带。天刚亮，大环村民扶老携幼，
从南闸口向山里的树林方向逃难。日军
见状，残忍地用机枪对着树林扫射。村民
张惠廉老人中弹，倒在了河堤上。不少人
已经藏在树林里，但机枪的子弹穿过他
们的身体，哭泣声、惨叫声响成一片。虽
然后来日军暂时退出了石岐，但给中山
人民带来的灾难还在继续。

1943年10月的一天傍晚，南番中顺游击
区指挥部及中山抗日游击大队的领导集中
在五桂山合水口开会时，获悉伪军四十三
师彭济华部一个营正护送千多人从石岐去
翠亨，参加“军官训练团”。指挥部当机立
断，决定速战速决，给这伙敌人一个迎头痛
击。谢立全、谭桂明、欧初、肖强等人即带领
队伍在崖口村外公路旁设伏，集中力量突
袭敌人的先头部队。担任伏击任务的是大
队警卫班和手枪队20多人、刘震球民兵集
结队员30多人。傍晚，伏击队伍按计划迅速
到达崖口附近的伏击点后，分3个小组埋伏

等待敌人。不久，敌人松散的队伍到了。走
在前边的是敌人尖兵排，当他们全部进入
伏击圈时，指挥员打响了信号枪，伏击队战
士以猛烈的火力给敌人尖兵排以迎头痛
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乱作一团，游击队
趁势转移撤出阵地。这场战役共毙伤敌伪
20人，缴获步枪10支、日式轻机枪1挺、掷弹
筒1具，以及弹药一批。游击大队副大队长
肖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崖口伏击战行动果断，速战速决，以少

胜多，破坏了敌人的军事训练计划，在群众
中影响很大。

当年大环村的风在悲泣

崖口伏击战

热血斗士黎源仔

珠江纵队战略转移时，我跟着部队
去了东江，当时我在“孔雀队”。部队在
宝安黄田上岸，驻扎到燕川。当时在沙井
驻扎了一支伪军———陈培伪军。他们经
常抢群众的牛和家禽，无恶不作，群众最
痛恨他们。我们的部队一到那儿，就有群
众前来请愿，请求我们赶走这支伪军。
部队指挥员欧初、罗章有立即组织

部队进行研究。经过研究，我们戒严了燕
川，然后开始练兵，练习打巷战、打攻坚
战，练习用两头尖的锄头凿穿墙，由屋背
跳过屋背，练了7天。沙井那边产蚝，陈培
伪军的碉堡都是用蚝壳筑的，实心的，很
坚固。敌人人多枪械好，我们人少，只有
110多人，还有部分是非战斗人员。只好找
来当地的民兵一起作战，让他们守外围。
要攻下敌人阵地，始终还是要用炮

轰。我们没有携带重炮，就在当地找了一

门清朝时留下的土炮，炮手还是请的当
地人。我们将这门土炮推到村子对面的
荔枝园山，第一炮打断了伪军驻守的祠
堂门口一条柱子，第二炮开始就不行了，
老打不中。怎么办？战斗开始前，我们在
当地还找到一门迫击炮，但是没有炮弹，
部队就派人开船回崖口运炮弹。1944年
我们在五桂山打江防队 （即汪伪广州要
塞司令部横门江防基地）时，缴过一门迫
击炮，当时我们把它放在船上，随着水流
漂走了，炮弹还在，埋在崖口的沙滩上。
炮弹运回来后，却由于埋的时间太长，潮
湿了，打不着，要干燥得好多天。后来，我
们的部队摸到碉堡边的一个闸门，放置
了炸药包，“蹦”一声炸开了，第一个闸
门就被我们攻了进去，进到里面的祠堂，
解决了里面的人。

守在外围的民兵却被逃跑的陈培伪

军突破了一个口。民兵跑来报告，说陈培
跑了。由于情报并不确切，我们不敢立刻
大胆追。当了解清楚后追出去，只见伪军
一两百人沿着荷塘边如丧家之犬逃跑。
我们在两三公里外开枪已经无济于事。
就这样，战斗打了3天3夜，终于为民除

了一大害。战斗结束后，老百姓捉了陈培的
小老婆，带去她家农场，全部拿回被抢去的
牛和家禽等。当地的老百姓盛赞我们“珠
江部队，好也！（好样的）”。以前东纵部队
没有彻底解决陈培伪军，我们却打跑了他
们，因此在老百姓当中威信非常高。
这场战斗打完后，部队在燕川整训。

那时中山的武装已经撤走，留在中山的
只有地下党、宣传员等非武装人员。形势
需要一些有群众基础的人回撤中山，就
这样我被抽调回去，开始潜伏下来，等待
新的任务。

五桂山并不是很大。我们部队的活
动范围一般在五桂山、凤凰山一带，黄杨
山去得比较少。日、伪军想尽办法要消灭
我们，对游击队发动了“十路围攻”、“五
九扫荡”、“六路围攻”等，每次围攻都纠
集上万人，真正的鬼子兵并不多，大多数
是伪军。但是，日、伪军对我们围攻这么
多次，为什么消灭不了我们？根本原因就
是人民群众帮助我们。
居住在五桂山的多数是客家人，他

们思想觉悟很高，绝大多数拥护共产党。
敌人来围攻我们，有多少人来，从哪里
来，群众都会给我们报信。我们的作战方
针是，能打则打，不能打则避，不跟敌人
硬碰硬。敌人一进入五桂山，我们先避其
锋芒。敌人一走，我们就小股骚扰。骚扰
敌人时，有时把鞭炮塞进罐子里，噼里啪
啦假装子弹吓敌人。进入五桂山后，鬼子

一般不敢在山里过夜。敌人发现不了我
们，经常扑空，最多持续两三天就撤退，
每次围攻均以失败告终。
有一次，我和3名战士每人一支短枪

到外沙收税遇险，多亏群众帮忙才得以
脱险。那天大概下午五六点钟，有一个中
队的伪军围攻我们。我们4个人兵分两路
突围，我和另外一人往淇澳沙滩方向跑。
另外两人往其他方向跑，他们一出公路
就被发现，牺牲在马路上，我们后来才知
道。我们两个一路跑到海边，躲进了红树
林。敌人沿着我们的足迹追寻而来，但不
敢下林搜索，就在外围开枪扫射，我们躲
在林子里看到沙滩上人头涌涌，泡在水
里一动不动，一直到晚上11点左右。
11点左右，我们趁着涨水漂走了。到

岸后，一直上到翠亨现在烈士陵园旁的
那座山，从山上往下，看到很多敌人。但

我们又冷又饿，全身是泥，不得不冒险到
石门近山边的一条村，叫群众拿了盒火
柴给我们，又上山了，在山坑洗了澡，取
了暖。后来继续沿着山脉往上，到了贺婶
那条村。贺婶见到我们，骂我们“太大
胆，到处是敌人，怎敢这么早跑出来”。
她帮我们准备了点冷饭，吃完我们便匆
匆离开，沿途向群众打听部队下落，后来
安全归队。
五桂山每条村都有支援游击队的事

例，白石岗的贺婶是其中的代表。贺婶名
叫贺带，是个华侨眷属，一个人在家里，
丈夫在外谋生，她经常支援我们粮食，帮
游击队掩护和护养伤员，对待战士像母
亲对待自己的孩子，我们也像对母亲一
样对待她。可惜的是，1949年，她与丈夫一
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没能亲眼看
到新中国的成立。

连续作战赶走燕川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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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相助躲过敌人追杀

2013年 8 月 24 日， 珠江纵队的老战士
们相聚（从左至右：郑卫标、郭光、冯永、吕
胜、林兆满）。 记者 夏升权 摄

火炬区大环村内，村民三三两两坐在大树下乘凉。 抗战时期，大环人积极抗敌
御侮，拥军支前，不少村民为抗日游击队搜集情报、掩护伤病员，帮助游击队顺利开
展斗争。 刘诗觉 摄

历史如一条绵延不绝的长河，而南朗崖口村这条河涌，却见证了崖口伏击战以
少胜多、速战速决的辉煌历史。 张广洋 摄

少年时期已知国仇家恨

我的家乡是中山县张家边东桠村。
日军入侵中山后，进出村子的路口都有
鬼子把守。16岁那年，我以上山砍柴换钱
买米为生。每次进出村口，都要向鬼子鞠
躬，不鞠躬不让行，夜晚更加不敢出来。
在自己家门口受欺凌，经常使我感到耻
辱和愤怒，那时我已经品尝到国仇家恨
的滋味。
1939年日军曾经两次进攻横门。在

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中山军民奋起抗击，
连续打退日军入侵的故事时常激励着
我。而“抗先”（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
山县队）对我的影响最大。因为“抗先”
队员很多是华侨子女，家庭条件都不错，
他们都拿着命去抗日。我经常想：“我是
穷苦人家的孩子，又是五桂山人，如果能
参加抗日，我有什么可害怕的。”
有一天，我的同乡麦红军回到家乡

（他此时已参加了革命），看到我以砍柴
过活，就让我跟他一起进山区。虽然当时
没说去革命，但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就
这样，我抓住了保家卫国的难得机遇，在
1942年4月17岁这年参加了革命，到了五
桂山区。
刚到部队时，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后来才慢慢了解。我参加的部队叫“孔雀
队”，驻扎在大寮周屋，刘南是教官，他很
早就参加革命。刚进去时这支队伍有30
来人。进去后学军事，操练，学用枪，当时
没打过什么仗，经常打仗是在1943年后，
打翠微，打江防队，打南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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