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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企行政村

中共中山本部县委旧址

中共中山本部县委旧址位于中山

市南朗街道白企村贝里片区上徐自然

村 2 号。

1940 年 3 月中山沦陷后，中共中

山县委机关先后转移到四区贝头里和

翠亨隐蔽。1940 年 6 月，中共南（海）

番（禺）中（山）顺（德）中心县委成立。

出于有利于之后斗争的考虑，中山县

的组织划分为两个片进行活动：中山

本部和三九区。同月，中共中山本部

县委在四区贝头里村成立，书记兼组

织部部长梁奇达（后关山）、宣传部

部长黄峰、妇女委员郑迪伟，驻港澳

工作组负责人阮洪川。本部县委书记

梁奇达居住在此继续领导斗争。当月，

本部县委在此召开敌后工作会议，研

红色革命遗址

中共中山本部县委旧址正面（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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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区特委的指示。

会议提出中山敌后斗争的四项任务：

一是县、区级党组织既要迅速恢复联

系，又要认真做好隐蔽和巩固工作；

二是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教育，继

续开展对群众的抗日宣传，坚定党员、

群众对抗战的信心和决心；三是探讨

党组织在敌后条件下的斗争方法；四

是建立党的主力武装，为开展敌后游

击斗争创造条件。会后，中山本部县

委安排一批中共党员到五桂山区当教

师，发展巩固阵地；出版油印报《横

门》；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教育；

建立一支独立自主的游击小队。各个

党支部还按照本部县委的布置，组织

党员进行了一次“永不叛党，永不叛国”

的宣誓。

该旧址建于清末民初，房屋坐南

向北，建筑面积约 61 平方米，建筑物

和院子占地约 139 平方米。建筑分为

东西两间：东侧房屋为两层结构，西

侧房屋为一层结构。门前有院子。

该旧址于 2012 年 1 月被中山市人

民政府核定公布为中山市不可移动文

物；2008 年 6 月被中共中山市委核定

公布为中山市革命遗址，并作为中共

中山市委党史教育基地。

中共中山本部县委旧址周边全景（黄春华
摄于 2023 年 3 月）

延伸阅读

中山本部县委的敌后斗争方法

中山沦陷后，中共中山本部县委（下称“本部县委”）在做好隐蔽

的同时，以积极的态度坚持斗争，有计划地安排了不少党员到五桂山区

及周边地区以教师等职业掩护工作，宣传发动群众，发展自身力量。五

区区委按本部县委的指示组织了一支战工队，有 10 名队员，驻扎在社贝，

做马溪村的群众工作。这些都为五桂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前

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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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县委力争在一些受革命影响较大的地区组织抗日的合法力量。

一、二区工委书记杨子江在石岐郊区的基边村建立起秘密的区委工作机

关，领导石岐、长洲、张溪，二区的申明亭、永厚、水溪、岭后亨等地

的 30 名党员坚持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黄旭、郑志德在石岐和二区

做挑街叫卖的小贩收集情报。二区女党员黄石芬、杨淑卿等团结一班周

崧小学校友在龙头环乡开办相宜商店，公开售货，秘密坚持开展救亡工

作。中山本部县委在不断地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工作的同时，联系了一大

批进步群众。党员梁北（柏）等在石岐人力车工人中组织起兄弟会（又

名“大食会”），并发起与盘剥人力车工人的公司老板展开面对面的反

对加租斗争，取得胜利。一天夜里，梁北将一个醉酒的日本军官从人力

车上推下河涌淹死。此事引起日军的震惊，其大举搜捕，但一无所获。

后来，随着党领导的二区部队的建立，他们利用拉人力车作掩护，收集

敌、伪军的情报及监视敌伪的各种动态，如对日军司令部、警备司令部

和伪县政府、伪军彭济华部的驻地情况等，都能了解得一清二楚，并每

月将这些情况上报给县委。五区区委书记郑少康派部分党员去新塘和荔

枝埔等村建立新点，安排党员经营小杂货店，建立联络站。

中山本部县委设法派人打入伪政权、伪地方团队工作，既当钉子，

又当耳目。当时，不仅派出一批党员干部打入县、区、乡三级伪政权，

而且还做攻心、策反工作，争取一些具有爱国心而被迫为伪政权卖命的

人士，转过来暗中为我效劳，支持抗日。如 1941 年初，中山本部县委

通过统战和社会关系，派梁绮卿进入国民党中山县伪警察局当秘书。梁

绮卿利用工作之便，为党组织收集敌伪情报，还提供不少路条以掩护地

下工作者的进出活动。

本部县委及时调整斗争策略，一手抓武装斗争，一手抓群众工作的

实践，很快站稳了脚跟，党的组织建设和武装斗争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选自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中山地方史（第一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09—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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