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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大”学生扛枪打鬼子
—————原中山县委宣传部长黄峰回忆长洲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

中山抗战遗址

中山英雄谱

【 人物档案】

黄峰 ，中山人 ，就读广
雅中学期间受进步思想影
响，与10余名志同道合的同
学于 1937年 9月奔赴延安 ，
成为第一批抵达延安的中
山人 ，并进入 “抗大 ”学习 。
学成后回中山参加革命 ，
1939年初任中共中山县一
区区委书记，组织举办长洲
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任该
班指导员，曾任中山县委青
年部长、宣传部长。

杨丽容
杨丽容是沙溪申明亭人，抗

日战争时期， 她是申明亭抗日救
亡工作团救护队队员。 1939年7
月24日，日本侵略军入侵中山二
区叠石、全禄，涂炭生灵。 二区青
年抗日救亡工作队立即奔赴前线
开展支前工作， 杨丽容在抢救伤
亡群众时不幸中弹殉职， 牺牲时
年仅16岁。 乡人为这位保卫乡邦
而英勇献身的女青年立碑作永久
纪念。

杨丽容烈士纪念碑位于大涌
镇旗北村村委办公楼后， 始建于
20世纪40年代 ，2004年曾重修 。
碑上刻 “申明亭乡救护队员杨丽
容烈士殉难纪念碑”字样。

中山县行政督导处成立遗址位于五
桂山区石莹桥村文化中心。

1944年春 ， 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深
入，中山五桂山区的抗日力量也在不断发
展壮大，成为珠三角的抗日斗争中心。 南
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精神，以五桂山区为珠三角抗日民主政权
建设的先行点，由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刘田
夫领导该项工作，并成立中山县民主建政
筹建处，在部队抽调党员干部帮助地方建
立政权。

中山抗日民主政权是根据1943年10
月党中央提出的十项政策精神和1944年1
月31日党中央关于《建立东江抗日民主政

权的原则》，按照民主集中制和“三三制”
建立起来的。 1944年4月18日，民主建政筹
建处在五桂山区石莹桥村召开临时联乡
办事处代表大会，成立五桂山区战时联乡
办事处，按“三三制”的原则，选举民主人
士刘智明为主任，甘宝芳为副主任，中共
党员陈明、谢月香等为委员，叶向荣兼任
办事处秘书。 同年10月，县级抗日民主政
权中山县行政督导处在石莹桥村宣布成
立。 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由各区乡派出
代表参加在石莹桥村召开的中山县行政
督导处成立大会。 大会按“三三制”原则，
选举产生县行政督导处主任叶向荣，副主
任阮洪川，委员陈明、凌子云、吴孑仁、甘

伟光、曾谷等。 县行政督导处成立后，认真
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十项政策，积极支援地
方不对抗敌，做好后方群众工作；开展地
方政治、文化教育、群众生活福利等方面
的建设，千百年来受压迫的中山人民第一
次享受到民主权利。 民主政权的建立，对
巩固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今，该遗址主题已毁，仅剩一处断
壁残垣。 2008年在原址上改建为村的活动
场所———石莹桥文化中心。

该遗址于2006年6月被中山市委核定
公布为中山革命遗址，并定为中山市党史
教育基地。

人才济济
训练班成培养干部摇篮

我们部队在频繁而残酷的战
斗中，培养出大批优秀的指战员。
曾在训练班工作和学习过的同志
中，黄江平同志担任过南三独立大
队大队长，以英勇善战闻名，威震
南海、三水两县；黄鞅同志曾任南
番中顺指挥部直属的逸仙大队（主
力大队） 大队长，机智勇敢，但不
幸于1944年1月31日在五桂山牛爬
石反日、伪“十路围攻”战斗中壮
烈牺牲；黄颉同志任二支队群众工
作队政治指导员、支部书记。二支
队队长郑少康曾来信谈到他，高度
评价和赞扬他。他不幸于1944年7
月26日在广州日军奔袭禺南植地
庄时战斗牺牲；杜广同志任中山人
民抗日义勇大队民权中队中队长，
转移东江和粤中，1946年在同国民
党反动派作战时不幸被俘，坚贞不
屈，坐穿牢底，1949年肇庆解放时
才出狱；黄社雄同志任地方党领导
的长洲中队队长，长期潜伏在日、
伪重兵驻守的石岐近郊活动，1944
年10月28日被土匪头子雷雄杀害；
黄衍枢同志随部队挺进粤中，活跃
在台、恩、开一带，任广东人民解放
军一团二中队指导员，于1946年1月
在恩平县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长洲乡查明并已领有烈属证
的黄颉、黄鞅、黄社雄、黄衍枢、黄
伟贤、黄伟畴、黄鉴明、黄耀钦、黄
川佬、黄社鸿、黄佩兰、黄锦生、黄
桂航等13位烈士中，曾在训练班学
习过的就占绝大多数。

1939年初，中共中山区区委在长洲举
办了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该班设在长洲
西堡大祠堂，由叶蔚文（即叶向荣） 以抗
先县队部特派员的身份担任班主任，我任
政治指导员，高平任政治助理员，杨牧任
军事教员，黄颉管文体生活。学员均由一
区区委通知石岐及各乡党支部选派党员
和群众积极分子前来参加，共有六七十
人。全体工作人员和学员均自带伙食，集
中食宿，以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只有极
个别生活有困难的外乡学员只来听课，不
集中食宿。在教学内容和教材方面，由于
我从延安学习回来不久，就照搬陕北公
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那一套。那时
从陕甘宁边区，要经西安、郑州、武汉才回
广东，沿途会受到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检
查，不能把教材带回，却把笔记本带回来
了，还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和
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带了回来。于是我们

着重教好中国革命运动史、统一战线、游
击战术、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几门课程，
学习时间约为两个月。

这个班的中共党员占了学员总数的
三分之一以上。班建立了党支部，分队建
立了党小组，还在训练期间发展了几个党
员。训练时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抗战，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发
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民族气节
等。在学习方法上，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
学风，边学边实践，全班人员经常到石岐
或乡下向群众宣传抗日，激发群众的抗日
热情，取得群众的信任。石岐遭受日机轰
炸时，全班人员齐出动，奔赴受灾现场，冒
着敌机扫射的危险，搬砖挖瓦，抢救灾民，
深受市民的好评。我还带过班里的骨干经
石岐华佗庙，入龙斜口，过新庵，到达五桂
山的石鼓挞乡 （当时这些地方属一区范
围），视察地形，了解民情，准备在这一带
打游击。杨牧负责的军事课也抓得很紧，
在大祠堂门前的地坪上，进行单兵教练和
班排教练。我们的学习、生活很艰苦。孙康
同志在西桠县立七小办的游击干部训练
时，我去上过课。那里还有课室可利用，有
台椅供上课使用。而我们则在空荡荡的一
间大祠堂里。教员只有一块黑板上课，学
员们没有台椅，就坐在砖头、木头上听课，
晚上睡在地板或干禾草上。有一次，区长
刘逸平来视察，我们正在吃午饭。他见到
我们人人捧着半边椰壳做饭碗，自削竹枝
作筷子，只有青菜或大头菜，但个个精神
抖擞，抗日情绪饱满，也很受感动。

抗日战争的炮声刚打响，1938年8月
上旬日寇就占领了中山县荷包岛，第二年
2月又占领了三灶岛并建了机场。日寇的
飞机经常从三灶岛起飞经石岐轰炸广州
和韶关，有时还对石岐进行轰炸和扫射。
1938年10月21日广州失守，紧接着佛山、三
水、番禺、顺德、江门、新会相继沦陷，中山
县实际上已经四面受敌。
根据省委“全党抓武装”的指示，在

中共中山县委的领导下，我们从发动群众
入手，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
武装力量。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如话剧协
社、中中别动队、小学教师战时服务团、抗
敌后援会、战时工作队、壮丁队、大刀队、

救护队等，如雨后春笋，遍及城乡。军民积
极备战，建碉堡、挖战壕、掘公路。国共合
作保卫中山的态势逐渐形成。
1938年12月9日，广东青年抗日先锋

队中山县队宣告成立，国民党县长张惠长
出任总队长，当时中共中山县委书记（不
公开） 孙康同志任副总队长；各区抗先的
区队长都由国民党区长担任，各区区委则
选派中共党员担任副区队长。如一区抗先
由区长刘逸平担任区队长，四区区长孙海
筹、五区区长孙子静等也分别担任该区的
抗先区队长。这就有利于抗先开展工作，
减少阻力，使全县抗先工作大大活跃起
来，成为当时中山抗战的一股中坚力量。

日军占领上海后 ， 决定进一步攻
占南京 。 1937年12月1日 ，日军大本营
下达“大陆第8号令”，命令华中方面军
与海军协同，兵分三路，攻占南京。

12月7日，日军兵临城下，中国守军
与日军展开了空前的拼死决战。 因敌我
力量对比悬殊，南京各城门先后被日军
攻陷，守军节节抵抗，牺牲无数。 仅雨花

台一地守卫将士就有6000多人全部英
勇殉国。

12月12日 ， 守军奉蒋介石命令撤
退 ，各部因撤退失序 ，多数滞留城内 ，
被日军大量屠杀，损失惨重。 13日 ，南
京沦陷， 日军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
大屠杀。

中国抗战经典战役

南京保卫战

中山县行政督导处成立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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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训练班 培养适应抗战优秀人才2222222222222222222

1939年秋两次横门战斗，在训练班
学习过的同志几乎全部奔赴前线。或参
加集结队作战，或参加救护队，或参加
运输队，或参加慰问队，与当地驻军和
其他抗先、妇协战友，共同战斗了20多
个日日夜夜，终于把日寇赶回海上去，
取得横门战斗的胜利。只可惜前线打胜
仗，后方起内讧，反共逆流到来了。国民
党顽固派先是解散妇协，后又限制以至
停止抗先活动，通缉孙康同志，为日寇
占领中山扫除障碍，铺平道路。1940年3
月7日中山县沦陷了。但是，我党领导的
各区乡抗日队伍，仍高举抗日的旗帜，
坚持活动。趁敌立足未稳，郑少康率队

袭击崖口伪乡长和伪自卫队。我也亲自
部署长洲游击小队，夜袭该乡伪维持会
和伪自卫队。运用班里学到的游击战
术，我方不损一兵一卒，就全部缴了他
们的械，打死了伪维持会长。我们把队
伍开到大南沙，与梁伯雄部和谭桂明率
领的崖口乡警队会合，组建和扩大由中
山县委直接领导的骨干武装队伍。随后
这支队伍划归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领
导，转战南、番、中、顺四县，与其他兄弟
部队一起，保卫西海，攻打浮墟，袭击市
桥。在一系列战斗中，队伍得到锻炼和
发展，为1942年春回师五桂山，建立五
桂山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奔赴前线 抗日战场起到中坚作用3333333333333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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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自黄峰《忆长洲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一文）

在南京保卫战中，当时的国军也有大口径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