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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园——黄石生中队队部旧址

a　周增源故居位于中山市沙溪镇龙头环村上街 82 号。

肇园——黄石生中队队部旧址位

于中山市沙溪镇港园村塔园小组塔园

大街 26 号元洞黄公祠。

1940 年，中共中山县委派一批共

产党员利用统战关系组建地方武装。

此时，国民党中山县当局开始注意敌

后工作。部分区政府及有影响的人士、

地方武装实力派纷纷组建武装，国民

党地方部队挺进第三纵队大量收编游

散武装、地方头子等以扩大其力量。

中共中山本部县委和八、九区区委抓

住这一机遇，派干部和党员参加其武

装，或设法领取其番号，逐步掌握或

建立、发展人民抗日武装。1941 年，

国民党中山县政府向敌后任命和派遣

了各区区长。其中一区区长周克明、

二区区长周守愚均为二区龙头环村人。

周守愚的儿子周增源a和周克明的义子

红色革命遗址

肇园——黄石生中队队部旧址正门全景（《中山日报》记者摄于 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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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生均是共产党员，受组织委派，

黄石生帮助周克明，周增源、张矛帮

助周守愚筹建区署。黄石生、周增源

分别担任一区和二区国民兵团的常备

中队队长。黄石生时任塔园村冠华小

学名誉校长，而冠华小学位于肇园（元

洞黄公祠）前方，乘邻近地利之便，

黄石生中队以此祠堂为活动据点之一，

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黄石生中队与杨子江中队、周增

源中队等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活动在二

区及城郊西北部一带，逐步形成了民

田地区与沙田地区相呼应，建制部队

与民兵武装力量相结合，以及发展武

装队伍与开展青年群众运动相结合的

形势，成为共产党所掌握的中山抗日

肇园——黄石生中队队部旧址内元洞黄公祠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肇园——黄石生中队队部旧址二楼纪念室

陈列一角（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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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重要的一翼，为党在县城近郊的

工作打下了深厚的根基。1943 年 3 月，

活动在中山二区的杨子江、黄石生、

周增源三个中队合编为二区中队（对

外仍用原来三个中队各自的番号），

编入中山抗日游击大队，由黄石生任

中队长，杨子江任指导员。为提高战

士们的政治素质和军事作战能力，二

区中队在此祠堂开展政治教育和军事

训练。中队长黄石生亲任教官，身先

士卒，与战士们一起参加训练，风雨

无阻。

该旧址建于 1929 年，由黄族旅港

乡亲捐资，仿南京总统府结构建造。

整体建筑包括门楼、庭院和元洞黄公

祠，总面积约 827 平方米。正面门楼

设三个拱门，穿过门楼进入庭园后是

塔园黄族的四传孙元洞黄公祠。该祠

堂为两层楼高祠堂，两边是厢房。整

座建筑以灰、白为主调，雕绘精巧，

古朴典雅。

肇 园 于 2009 年 9 月 被 中 山 市 人

民政府公布为中山市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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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园——黄石生中队队部旧址内庭院及周边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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