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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山本部特派员活动旧址

中共中山本部特派员活动旧址位

于中山市南朗街道关塘行政村东桠自

然村民乐街五巷 24 号。

该旧址房屋原主人温月清是华侨。

抗战时期，党组织在东桠活动活跃。

该村的中共党员温炳伦与温月清是房

亲，其通过关系借此房用于地下党组

织活动。抗战时期，中共党员孙启明

在县立七小任教，曾在此居住以掩护

丈夫曾谷（时任中共中山县四区委员

会宣传委员）工作。1943 年 1 月，中

共中山本部县委撤销，改设特派员制，

特派员司徒毅生（曾用名胡永祥）曾

以此为据点。他妻子也住在此屋，掩

护党组织的工作，村里人称她为胡师

奶。他们的大儿子在此屋诞生，取名“照

东”，以纪念其在东桠村出生。该房

屋还一度成为部队的粮站。1944 年滨

海区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发动群众支

援部队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工作

之一，女游击队员张卿、陈雪清都在

该站工作过。

该旧址建于民国时期，坐西向东，

砖木结构，单层青砖金字瓦房，里厅

设有阁楼。

中共中山本部特派员活动旧址（右）正面（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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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珠江敌后实行部队与地方党组织分开设立制

1943 年 1 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东江军政委员会根据周恩

来关于“领导游击区及秘密党的组织和人均须区分开”的指示和乌蛟腾

会议精神，决定在珠江敌后实行部队与地方党组织分开的原则。同年 2

月，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在珠江敌后成立，指挥林锵云、政治委员罗

范群、副指挥谢立全、副指挥兼参谋长谢斌、政治部主任刘向东。中山

抗日游击大队隶属指挥部。

1943 年 3 月，省临委决定对地方党领导机构作重新调整，撤销南

番中顺中心县委，成立中共南番中顺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番中顺

临工委”）。同月，罗范群在石岐太平路良友书店召集谢创和陈翔南开

会，宣布南番中顺临工委成立，书记罗范群，委员谢创、陈翔南。谢创

分管中山县本部和八区的党组织，陈翔南分管中山县九区和南番顺边区

党组织。

南番中顺临工委根据省临委关于组织形式与领导方式实行新的、完

全采用单线形式的指示，县设特派员，个别联系，禁止任何横向关系，

与部队关系严格分开，与南番中顺地区部队的党组织关系严格分开，不

发生横向关系。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领导活动于南海、番禺、中山、

顺德的武装组织，在指挥部内成立党的总支委员会，梁奇达负责中山地

区部队党的工作。南番中顺临工委领导的各县地方党组织改为特派员制，

采取单线联系，不发生横向关系。中山本部特派员司徒毅生，三九区特

派员罗光连。中山八区仍保留区委，书记唐健（后曾谷），至 1943 年

9 月改设特派员制，特派员肖志刚。

实行部队与地方党组织分开的原则后，南番中顺临工委在敌后积极

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组织群众支援部队，在发动青年参

军等方面给部队以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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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2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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