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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档案】

袁永，1927年
7月出生于中山海
洲 ，1944年 9月参
加革命 ，1945年 3
月入党 ， 历任珠
江纵队第一支队
九区大队战士 、
班长 、 班级干部
训练班学员 ，参
与抗战；1949年在
中山三区协助地
下党区委书记组
织起义军 ， 迎接
南下部队 ， 参与
解放小榄 、 接收
小榄政权 ， 建立
人民政权 、剿匪 、
征 粮 支 前 等 工
作；1950年3月至7
月在珠江地委党
校学习 ， 结业后
先后任中山十区
区委组织委员 、
副 书 记 ， 六 区
（前山 ） 区委副
书记 ， 中山县粮
食 局 副 局 长 、
“五七 ” 干校学
员 、 大宝山基干
民兵独立营副营
长 、 南头区委副
书 记 等 职 ；1980
年调入海洲糖厂
任党支部书记 ，
至1982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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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抗战遗址
中山英雄谱

启事
9月 3 日，是中

华民族抗日战争胜

利纪念日。今年是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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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了缅怀抗战英

雄，全方位展现中山

人民抗击日本侵略

者可歌可泣的历史，

本报联合市委党史

研究室，从 3 月至 9

月，每周推出缅怀抗

战历史系列报道

“致敬！峥嵘岁月”。

敬请关注。

1944年秋末冬初，我在五桂
山珠江纵队班级干部训练班学
习。一天，我在司令部大门口站
岗，几名来自金钟村的农民要
见部队领导，反映他们村驻有
一队“大天二”萧天祥的队伍，
向当地农民征收军粮，农民交
了田租及军粮就没饭吃，生活
很苦，请求我们去消灭它，并说
他们村有人在敌营内当伙夫，
会配合我们。
在做好敌情侦察和周密计

划的准备后，部队就立即行动，
我也参加了此次行动。

出发当天，下午4时吃过晚饭
后部队集结。部队领导作了动员
讲话及分工，即从驻地槟榔山村
出发。山路崎岖难行，到达湖洲村
附近下山，隐蔽在岐关西路旁边
一片荔枝树林休息。这时，部队接
到情报：前山拱北方向有辆日本
军车要经此地驶往石岐，部队领
导决定突袭它。
等待几个小时后，午夜已过

仍不见车来。可能情报不准确，
部队便继续赶往金钟村，到达时
已经是凌晨3点。
敌人分别驻在山顶碉楼和

山下河边碉楼，山顶是敌人主
力，由敌队长亲自控制指挥，防
守严密，碉楼铁门外挖了壕沟，
并装有铁丝网。我们的第一位
爆破手通过铁丝网时被敌人发
现，当即牺牲。我们决定强攻，
以强大火力掩护第二位爆破手
冲到碉楼边把炸药点燃，只听
“嘭”一声巨响，碉楼与敌人同
时飞向空中！
经过我们喊话与内应协助，

碉楼里的敌人放下武器投降。我
们缴获了一批武器及稻谷，把粮
食发还给了群众。

巾帼英雄谢月香

谢月香 1922 年出生于南朗
镇石门村的爱国华侨家庭， 先后
就读于翠亨小学、仙逸中学、县联
合高中，1939 年加入广东青年抗
日先锋队中山县队，1940 年 6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一名勇敢的
战士。

谢月香赤手空拳活捉伪军的
故事在五桂山区是妇孺皆知的佳
话。 那是 1944 年的新春，一批日
伪军计划对五桂山区游击队进行
“十路围攻”， 企图一举消灭游击
队的主力。 谢月香和各乡的民兵
（即集结队）受命配合主力部队打
麻雀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弄得
敌人晕头转向，不知虚实，不敢贸
然深入。 夜幕降临，敌军安营扎寨
之后， 民兵们又在营房周围打冷
枪、敲铜锣，一连三天使敌人不得
安宁。 第三天一早，敌人疯狂地派
人四处搜寻粮食， 但能藏的东西
都被老百姓藏进了夹墙， 哪里找
得到半颗粮食？ 一个外出搜寻的
伪军发现了谢月香和正在放暗哨
的余华娇，扑过来要搜她们的身。
余华娇情急生智， 大声喊道：“集
结队快来啊！ ”伪军一听慌了手脚
想溜， 谢月香马上伸手抓住他的
衣领不放，余华娇也上前拖住他。
这时集结队赶到， 及时制服了伪
军， 把他带到一间屋子里进行了
教育和警告。 狡猾的伪军假意答
应， 回到敌军驻地却大喊大叫说
见到了共军游击队。 敌人连忙派
遣几十人跑步来搜捕谢月香和余
华娇。 这时，她们已经翻过了一座
山头， 在半山腰的山洞里隐蔽下
来。 敌人上山乱搜一气，根本找不
到人，只能撤回驻地。 当天下午，
敌军耐不住既吃不饱又睡不好的
日子，带着一肚子怒气，夹着尾巴
逃回南朗老巢， 谢月香和余华娇
的勇敢和机智也传遍各村。

1944年2月14日，义勇大队、逸仙大
队、刘智明集结队（民兵）联合出击汪伪
嫡系广东要塞司令部横门江防基地。出
击前，指挥部派人前往横门一带侦察
后，作出了周密的战斗部署，并集中参
战人员进行了多次模拟演习。
是晚，由谢斌率领部队，顶着寒风

冷雨，按时到达预定地点后，即分两个
梯队投入战斗。一梯队搜索前进，牵制
炮楼之伪军，阻击敌增援部队；二梯队
直扑敌营。由于敌军毫无戒备，在游击
队的进攻下完全失去抵抗能力，结果，
仅5分钟便一举攻克伪海军据点，全俘
伪海军中校主任以下200余人，毙伤10余
人，缴获迫击炮1门、重机枪2挺、长短枪
48支、电台1部、伪中储券3.5万元，以及
弹药等军用物资一大批。

中共中山东桠乡支部活动旧址位
于南朗镇东桠村大同街一巷2号 （民国
时期为中山县第四区东桠乡第17号）。

该建筑为青砖瓦房，建筑面积约
80平方米。房屋属温焕邦、温焕球兄弟
所有。
温氏兄弟是侨属，在村内算得上是

有文化的青年。抗战时期，温焕邦任东
桠乡校校长，积极支持和动员本村青年
参加抗日。时任中山县委书记的孙康在
离东桠不远的县立七小当校长，带领党
组织在四区一带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
宣传活动。不少青年踊跃参加，温焕球
与同村青年麦平仁等也加入了宣传抗
日的队伍。温焕球由于表现积极，1938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东桠乡共有4名
党员：麦平仁（伟德）、温炳伦、温若萍、
温焕球，并建立了党支部，灯笼坑的党
员贺少军也是该支部的成员。东桠乡党
支部成立后，在发动民众抗日、配合党
领导的抗日武装打击日本侵略者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的战斗堡垒作用。
1938年，当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对中

山进行狂轰滥炸时，东桠乡党支部积极
宣传发动群众，组织东桠乡抗日先锋大
队，由麦平仁、温焕球任正、副队长。东
桠乡抗先大队担负着抢救受伤群众、维
护村治安等任务。1939年7月和9月，日军
先后两次入侵中山横门，东桠乡支部在
县委的领导下，组织该乡抗日先锋队奔
赴前线，开展劳军、运输等战地服务，与
中山军民一道，齐心协力抗击日军。然
而，横门战斗结束后，当局却勒令解散
抗日先锋队，派军队前来东桠乡抓麦平
仁、温焕球等，两人被迫离开家乡。麦平
仁转移到顺德西海广游二支队，于1941
年7月17日在与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温
焕球则转移到香港，后往美国三藩市，其
兄温焕邦与抗日游击队仍保持良好的关
系。1944年，五桂山抗日民主政权建立
后，负责人阮洪川、曾谷、程志坚等到东
桠乡工作时，常在此落脚。

“我不能把枪放下”
———抗日老战士袁永讲述抗战时期的惊险经历

袭击横门
伪江防基地

中共中山
东桠乡支部
活动旧址

1945年农历四月十二，国民
党第七战区挺三纵队（实际为收
编各地土匪武装），纠集了四个
支队共2000多人勾结日寇及汪
伪汉奸，围攻我党领导的珠江纵
队九区大队（梁伯雄部），企图一
举将我部歼灭。我们事前已获情
报，事发前一晚，部队已转移过
两处地方过夜，最后转移到将军
村。凌晨2点多钟，队伍边休息边
做饭，饭后进入阵地准备战斗。
我小队据守将军村通往低沙村
的路口一个叫“六百六”的地
方。天将亮时，低沙方向首先响
起枪声，接着四面八方枪声密

集。我小队阵地背后是河涌，背
水作战地形对我不利。小队长谭
惠光（此役牺牲）命令我们游过
河对面继续战斗。上午下了一场
暴雨，人人身上湿透。不久传来
指挥部命令：因埋设在水闸顶的
炸药包被大雨淋湿不响，敌人已
从我部侧翼包围过来，要我部往
围心撤。我立即对班的战士说：
“你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很快大批敌人包围过来，我
抵挡不住就往后撤，敌人也发现
了我。很多敌人追来，可能见我
只有一人，企图活捉而没有开
枪。我利用农作物掩护（当时宿

根蔗较高较密），跑至一处两边
是荔枝基，中间是一口荒芜鱼
塘，塘头生长大片又高又密的野
水仙，毫不犹豫地跳落塘中潜入
野水仙叶丛中隐蔽。塘水不深可
以站着呼吸，敌人搜索时的说话
声和脚步声离我越来越近。敌人
以为我往前跑了，就往前追去。
就这样，我在水中躲了半天时
间，听不到敌人行动的声音才爬
上地面。此时我冷得四肢僵硬，
幸好年轻体壮，晒了一会太阳活
动下筋骨，很快就恢复了体力。
归队时，我仍紧握手中枪，子弹
一颗也没丢。

1945年是中国人民八年抗
战的最后一年，也是最艰苦的一
年。我党领导的珠江纵队九区大
队（梁伯雄部）坚持在敌后中山
九区一带活动，孤军奋战，远离
根据地，四周都是日寇、汪伪、国
民党顽固派的武装。经济没有来
源，困难很大，一切只能靠自己
解决（靠没收敌伪汉奸财产及在
战斗中缴获敌人物资，以及群众
支援捐献一点），部队伙食和武
器弹药补给很成问题。
经过侦查，我们获悉顺德汪

伪汉奸黄礼部下的一名中队长
在靠近中山九区的容桂海尾有
一个农场，养了大批肉猪。部队

领导决定夜袭把其没收，以解决
部队的经济困难。
为防止驻守不远处的敌人

前来救援，指挥员、大队长郭苏
永同志命令我带两名战士前往
一处敌人必经之路，选择一边是
小河一边是鱼塘，中间是小路的
有利地形埋伏阻击。
夜深人静，捉猪时猪的叫声

惊动了四方，驻敌很快冲过来，
我们立即阻击，战斗就此展开。
一段时间后，猪叫声逐渐远离直
至消失，我估计任务已完成，队
伍应撤退。可是尚未接到撤哨通
知，我便先后派出2名战士去联
络请示。这时只剩我孤身一人，
凭着有利地形坚持阻击战斗。子
弹即将耗尽，我边打边撤退至河

边。这时，队伍已经撤过大河对
岸，不见一人一艇。回头看时，从
敌人射击时枪口发出的闪光判
断，敌已追至围堤。前无去路，后
有追兵，怎么办？至死不能被敌
俘虏！别无选择，唯一出路是游
过大河对岸才有生存可能。我当
时只有18岁，年轻体壮又会游
泳，手中拿着的步枪若丢下可以
游得更快，但枪是同志们用鲜血
从敌人手中夺来的，绝不能丢
下！我毫不迟疑地背起枪，往对
岸游去，敌追至河滩时，我已游
至半河。敌人不停向我射击，但
黑夜瞄不准，子弹都打在我四周
水中。过了河对岸的同志发现情
况后立即派出小艇接应我。最
后，我安全渡过对岸归队。

跳进鱼塘躲避敌人追踪

深夜捉猪遇敌惊险渡河

1944年冬的一个星期天，五
桂山游击队部分后勤队伍在崧
埔村过夜（现在长江水库内）。驻
石岐的鬼子得知了这一情况，企
图秘密突袭我后勤队伍。
我部 （班级干部训练班）天

刚亮就集合练习爬山，这是每日
的必修课。部队生活比较艰苦，
每天两顿饭，经常吃不饱。驻地
门前一小块晒谷场就是我们的
露天饭堂，每人都有一个椰壳
（椰子壳锯开两半， 用铁丝穿起
挂在腰间，吃饭当碗，喝水当杯，
既方便又打不破），因为饭少不
够吃，防止快的多吃慢的没有
吃，所以规定盛好饭菜，排长吹

哨大家一起吃。
早饭开始后有些人还没盛

好饭，就有紧急情报说鬼子来
了！上级命令我们迅速登上村口
外大路两旁山上的制高点，如果
敌人进村就把敌人包围在村内，
来一个“关门打狗”。同时立即
通知群众撤离上山。敌人说来就
来！我在山顶看到山下大路上有
一股鬼子，一匹马背上驮着一门
迫击炮。这股鬼子很狡猾，静悄
悄地行进至村口就停了下来，没
有贸然进村，把马背上的炮卸
下，观察了一会，没有发现动静，
就向村内扫射一会，又向山上打
炮，进行火力侦察。

这时，我们的炊事员已把饭
送到山上，每个战士从递过来的
饭萝内握一把饭团，又把饭萝递
给下一个人，不管敌人的炮在四
周炸响。他打他的炮，我吃我的
饭，吃饱了才有力气跟鬼子拼。
鬼子的指挥官可能感觉到情

况异常，鬼子兵就在村口不敢进
村，呆了好一会。敌人来的人少，
也怕被我们歼灭，鬼子学乖了，三
十六计走为上计，来得快撤得也
快。看到敌人撤退，我们立即发起
追击，当我们从山上冲到山下时，
敌人已跑得很远。鬼子撤到长江
村外公路边时，我们才停止追击，
鬼子仓皇逃回石岐。

偷袭鬼子被反击仓皇逃窜222222222222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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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参加战斗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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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永每年都会给学生讲述抗战故事。 林伟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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