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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事
9月 3 日，是中

华民族抗日战争胜

利纪念日。今年是抗

日战争胜利 70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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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沟桥事变爆发37天后， 日本侵略
军又向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中国军
队英勇抗击，进行了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
战。 1937年8月9日，日本海军中尉大山勇
夫等两人驾车闯入上海虹桥机场挑衅 ，
被驻军保安队击毙。 日军借此事件派军
舰游弋黄浦江及长江口，作进攻威胁。 为
抢得战争主动权， 我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张治中奉令率领第87、88师等部向上海
推进，并于8月13日奉令向日本驻沪海军
陆战队虹口基地发起围攻， 试图赶敌下
海。 “八一三”淞沪抗战由此展开。

日军大本营随即组建了上海派遣
军，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率两个师团开
往上海增援，9、10月间，又相继增兵计达
30万。 中国方面也不断向淞沪战场增兵，

先后调遣了70多个师赴沪参战。 中国军
队英勇抗日，不畏牺牲，战事空前惨烈，
其中尤以四行仓库保卫战名扬中外。 中
国官兵以血肉之躯抵挡日军猛烈炮火 ，
舍命卫国， 坚持到11月初， 粉碎了日军
“三月亡华”的妄想。 后因日军从杭州湾
金山卫等处战场侧翼登陆， 对上海战场
形成合围之势，守军为避免更大牺牲，于
11月8日起撤离上海。 11日，上海沦陷。

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中日双方都相
继投入重兵，死伤数量堪称巨大，为抗战
开始后正面战场上第一次大规模交锋。 此
役改变了中日战争战略局势，成功吸引侵
华日军主力从华北战场南下华东，我方夺
取了战略主动权， 更为我国工矿内迁、保
存民族工业实力赢得了宝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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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权：巩固胜利成果的坚强依托
—————抗日老战士郑永晖回忆中山的民主建政工作

中山抗战遗址

中山英雄谱

【 人物档案】

郑永晖，1915 年 2 月
出生，1938 年参加中国共
产党。 抗战时期， 历任广
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
第五区队副区队长， 中共
中山县五区区委宣传委
员，三乡联乡办事处主任，
谷镇区民主政权筹委联乡
会主任、区政权党组书记、
区独立中队 （后改名雪花
队）指导员，县行政督导处
委员。 1946 年随部队北撤
山东烟台。 1951 年毕业于
中央马列学院。 曾任中南
局宣传部干事、 第二机械
工会中南办事处副主任、
广东省总工会生活部长、
省劳动厅副厅长、 中国劳
动学会常务理事、 广东省
劳动学会常务副会长。 著
有《毕生征途实录》一书。

杨子江
白手起家建队伍
杨子江是沙溪镇申明亭村人，

在县立中学读书期间成绩优异，但
“七七事变” 的枪声打碎了他的大
学梦 ，于是他毅然投笔从戎 ，走上
抗日救国的道路。

1938年，他到桂山小学教书，
在黄石生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1941年春，他受命到中山二
区组建部队。 当时一没钱，二没枪，
三没权，任务艰巨。 杨子江领命后，
细心研究了当地的具体情况，决定
把家乡沙溪作为据点。

当时沙溪有一股松散的武装
力量，头目是国民党的联防办事处
主任，刚好被人暗杀，群龙无首，他
们就推举了一个名叫郑健驲的人
做了新的主任 。 郑健驲上任的时
候，手下只有30来人 ，杨子江认为
这是一个发展队伍的好机会，于是
找到郑健驲毛遂自荐说 ：“日本人
来了 ，我失业了 ，你这里是否需要
我这样的人？ 我会尽力做好工作，
帮你发展事业的。 ”郑健驲以前听
到过杨子江的名气，很干脆地答应
了他：“行！ 在我这里想发财没有，
要吃饭还是有饭吃的。 ”于是杨子
江被任命为二区联防办事处特备
中队副中队长兼第一小队队长。 他
将手下十几个人分成两班，说明了
今后的任务和要求。 其中有几个抽
鸦片的兵一听说以后要出操训练，
怕辛苦就自己离开了。 杨子江一面
动员进步青年参军，一面请党组织
派有经验的党员协助开办训练班，
组建起了一支有实力的“挂国民党
招牌，办共产党的事”的队伍。 这支
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后来发展成为
中山抗日游击队杨子江中队，成为
中山抗日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珠江特别委员会机关遗址位于
石岐区卖鸭街22号。

1943年12月， 南番中顺临时工委撤
销，成立中共珠江特别委员会（下称“珠
江特委”）书记梁嘉，委员陈翔南、谢创，
设址石岐卖鸭街22号黄峰姨妈家。 珠江
特委领导中共中山本部县委， 中山县三
九区、八区区委，番禺县、顺德县特派员
和南海县联系人，新会县委员会，中（山）
顺（德）新（会）边县工作委员会。 梁嘉通
过黄峰的关系， 住在此宅以卖故衣为掩
护，以行商形式活动于石岐、沙溪一带。
当时， 珠江特委在中山县城石岐及近郊
设立了5个交通情报站。 实行部队与地方
党组织分开的原则后， 地方党组织在敌
后积极发展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组
织群众支援部队， 在发动青年参军等方
面给部队有力的支持。

珠江特委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抗日武
装部队工作，采取各种方式，支持部队，
包括人力、 物力甚至情报工作； 宣传抗

日、组织群众抗日；时机成熟时建立地方
党组织。

该房屋原为中共中山县委委员黄峰
的十一姨的住宅，其丈夫萧玉辉以养猪、
卖猪仔营生，赚钱后买入此屋。 该宅为两
进两间，两层楼房，砖木结构，建筑面积
约80平方米。 新中国成立后，房子已易主
人并拆毁重建。

1943年以后，中山的抗日武装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为进一步巩固抗日根据地，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解决部队的给养、医疗、兵源等问题，迫切需要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当时五桂山区的爱国军民经过几年的抗战
洗礼，也纷纷要求建立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以巩固抗日成果。因此，继 1944 年 4 月
18 日在五桂山区成立了“五桂山战时联乡办事处”后，又逐步建立了五桂山区、滨海区、谷镇区、凤凰山区等
区一级民主政权。当年，我受珠纵一支队的委派，在中山县五区筹备组建谷镇区民主政权。1944 年 5月间，在
五桂山区游击队主力部队全歼了三乡伪联防大队，并活捉了伪联防大队队长“飞天鸭”郑东镇，又解决了附
近的敌伪军事据点等有利军事形势下，我部队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不断扩大。谷镇区民主政权也从灰色的三
乡联乡办事处，转入公开的谷镇民主区政委员会。

淞沪会战

中共珠江特别委员会
机关遗址

支援后勤工作
解决部队的后顾之忧

向部队输送兵员和骨干。区乡民主政权宣传、
动员青年群众参军，采用直接输送和通过先到区
集结队和自卫队培训后再输送等办法，先后向部
队输送兵员两三百人。
解决部队的给养。区乡政权积极为部队管好

粮站工作，发动群众做好公粮的征收，选择民房做
好粮食的储藏和运输入库工作。为了保障部队的
给养，区乡政权协助部队税站工作人员做好税站
工作。区乡政权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并及时向
他们提供敌情和经济情报。当时，部队在翠微、南
溪、上涌等地设有税站，并派出黄日、蔡族、雾生等
同志采用定点和沿路向运载货物的单车客商以及
货担商贩收税。在收税过程中，都得到区乡政权和
群众的帮助和支持。

区乡政权的集结队和民兵协助部队做好交通
运输、联络和情报工作。区组织的集结队武装和乡
政权的民兵，经常协助部队做好安全保卫、防奸反
特等工作。当部队出击敌人时，组织单车运输队突
袭敌人和运输缴获的物资；在部队军事行动需要
时，配合部队做好警戒或协同作战。
解决部队缺乏后方医院的困难。区乡政权发动

群众和动员医生为部队伤病员做好医病养伤和掩
蔽工作。优秀爱国民主人士刘帼超医生，利用自己
设在三乡的医局，为游击队伤病员赠医送药。后来，
为了更好地配合革命工作，刘医生夫妇还出资开设
“桂园”医局。部队的伤病员都被安排到那里看病留
医。刘帼超医生还担负了抚养烈士遗孤的重任。

谷镇区地处平原，交通方便，且靠近澳门，商品经
济比较发达，所以地主和地方实力派较强，民族资产
阶级较多。如何团结各阶层人士，特别是上层开明乡
绅和地方实力派，争取他们支持抗日尤为重要。因此，
我们在建政初期就十分注意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凡
建立新的乡政权，都坚决贯彻执行统一战线的组织原
则和“三三制”的办法。如我们吸收了较进步的伪三
乡乡长郑济民、乌石乡圩仔商会主席陆绍田等加入乡
民主政权。同时，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
策，团结、教育一批民族资产阶级、乡绅、开明地主和

爱国民主人士，如对岐关公司董事长郑芷湘、桥头乡
郑伯苓、乌石乡郑匡济、平岚乡郑康绵、乌石乡开明乡
绅郑静心、平岚乡绅林晏清以及学者陈负天、医生刘
帼超、国民党同盟会员、孙中山先生侍从室武官郑卓
轩等，采取各种形式动员他们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如
邀请他们参加县督导处召开的国是座谈会、区政权组
织的参政会以及各种不定期的乡政会议等，达到了团
结他们的目的，从而壮大了抗日的力量。
这些统战人物在部队困难的时候，肝胆相照，积

极相助，对抗日起到积极的作用。

日军占领中山后，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百姓饱受
侵略者蹂躏，加上土匪恶霸欺侮，苛捐杂税繁多，生产
受到严重破坏。且由于战争，侨汇断绝，人们处于水
深火热之中。成立民主政权后，我们一方面着手搞好
政权的各项建设，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各种社团，引导
群众抗日，如发动青年、妇女、知识分子等组织妇协
会、青年会、教师联合会、体育会、歌咏会等，通过演
剧、歌咏、扫盲等形式，提高群众的抗战热情。
另一方面，建立区乡政权民兵武装。区级政权成

立集结队武装，乡级政权成立更夫队、自卫队等民兵
组织，还动员群众筹集经费购买枪支弹药，武装保家

卫国。还积极兴办教育文化事业，如筹建区政权办的
桂山中学（由原桂山高小学校改办为桂山中学），创办
和复办一批各乡因战争已停办了的高、初、小学，以提
高谷镇区儿童就读机会。同时，花大力气服务群众，
为他们排忧解难。

在部队的支持下，开展锄奸反特，镇压土匪恶霸
等地方反动势力，对郑东镇的伪联防大队遗留下来的
坏分子的勒索强占，霸田霸耕行为加以镇压，并禁烟禁
赌和打击偷窃行为等。发动群众开展抗缴伪军粮、“禾
票”等反“三征”活动；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对各阶层
群众的经济纠纷，采取公开合理的办法进行调解。

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武装斗争与政权建设，都是在
我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因此，它们是两位一体、互
相促进、密切配合的工作。抗日游击队在打开了三乡
的局面后，就配备和充实政权机构和部队两套班子。
公开成立谷镇区民主政权后，即建立了区政权党组
织，党组书记由我担任，成员有郑吉、郑迪伟。后地方
党又派郑文流参加了区政权的领导工作。在军事方
面，成立了谷镇区独立中队（后改名为雪花队），中队
长郑兴（后叛变），副队长郑吉，我任中队指导员，并在

中队建立了党支部。同时，在建设民主乡政权中，乌石
乡还派出郑康明，平岚乡派出郑文滔等中共党员加入
乡一级的政权，配合中心工作，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
宣传发动群众，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日。此外，抗日
部队除了加强对这一带敌伪的攻势，连续拔掉敌伪多
个据点，还派方群英、周敏玲、李子英、梅仲清等人，协
助开展群运、教育和税收等工作，从而使我党在谷镇
区的力量得到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思想建设大大加
强，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

做好统战工作 团结一切可团结力量

广泛发动群众 努力为抗战汇聚力量

加强党的领导 不断巩固抗日根据地

中国军
队在淞沪会
战中奋勇抗
敌。

（本文整理自
《谷镇区民主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