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兵在五桂山

□伦永谦 青山 黄梅

1943 年，在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统一领导下，珠江三角洲及中区抗日武装斗争迅速

发展，指挥部从禺南转到中山五桂山后，部队日益壮大，开创了新局面。遵照中共广东省临

委和军政委员会的决定，遣派主力武装开辟云雾山区抗日根据地，并决定从东江纵队电台派

出参加第一期报务培训班的吴文辉、李子芬（他们 2 人是中山派去培训的）、余绿波 3 位学

员，以及伦觉（伦永谦）等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中区纵队，建立电台。伦永谦等到达中区

纵队后，首要的任务是建立电台，准备随队伍挺进粤中。

伦永谦第一个到达五桂山区，其主要任务是与东纵司令部总台联系，并抄收延安新华社

新闻电报，供部队领导参考。伦永谦到达时准备装机建立电台，当时想从部队缴获的战利品

——收音机中取其零件装收发报机，可是打开机器一看，全是采用交流电，部队经常流动，

且无电源，不适合游击队使用。没有建台的通信器材怎么办？于是领导决定派伦永谦前往澳

门购买。

从五桂山区去澳门，需要经过日军岗哨严格检查，非常困难。要采取秘密行动，伦永谦

只好化装成一个商人，由一位女交通员带着走出山区，越过平原，搭上自行车，经过日、伪

军层层关卡盘问，终于抵达澳门。在澳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支持下，购买了建台之零配件，

并多准备了一些备用配件。当他完成任务后，领导指派了武装在澳门边境处接运护送回五桂

山。

伦永谦被任命为电台台长，吴文辉为指导员（兼电台机务工作）。买回了零件，伦永谦

与吴文辉两人紧张地装配收发报机，装好机后，余绿波和李子芬也从东江纵队调来五桂山电

台。由于形势发展需要，又从部队及地方党组织挑选了一些同志到电台学习和工作：有张健、

曹水、杨铭、汤建平、黄磊等人。这些同志都是经过部队和地方党组织认真审查才到电台学

习的。此时成立了学员班和摇机班。学员班除了要学习报务外，还要给摇机班的同志上政治

课和文化课。摇机班的同志文化水平低些，但都是从连队中挑选表现比较好的同志来担任，

需要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进步。电台建起来后一共有 17 人之多。

1944 年 10 月在五桂山槟榔山一个华侨住宅楼下的一间房子里，架设好天线，收、发报

机开始进行工作了。第一次就收到从革命圣地——延安新华社用非常清晰而又漂亮的手法发

出的电讯新闻，我们将这些电讯新闻及时送给领导，从此我们听到了党中央的声音。

根据上级指示，我们电台的任务主要是建立联络电台和新闻台，联络台与广东军政委员

会联络，新闻台主要抄收新华社电讯。现在新闻台建立起来，联络台工作遇到困难，由吴文

辉组装的发报机由于天线和发射机输出的部分不匹配，我们只能听到东江电台呼叫讯号，但

东江电台却听不到我们的讯号。有一次，东江回答：已听到。后来我们日夜抓紧试验发射机

呼叫“东江”……

由于形势发展需要，中区纵队一部分部队要挺进粤中，开辟新的根据地，至此，初生的

电台也跟随部队离开五桂山，接受新的任务。

（选自《中山党史》2005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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