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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珠江特委整风学习班旧址

中共珠江特委整风学习班旧址位

于中山市沙溪镇康乐行政村水溪自然

村 中 大 街 5 号、57 号、59 号 等 多 所

房屋。

1943 年 12 月中旬，按照上级关于

开展党的干部整风学习运动的要求，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与中共珠江特

委在五桂山举办部队中队级以上党员

干部和地方县委级以上党员干部整风

学习班，参加干部共 100 多人。学习

内容包括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和调

查研究的两项决定，毛泽东关于《整

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

我们的学习》《反对自由主义》等报告，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

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 10 多

个文献。该班的目的是通过整风学习培

养中层以上干部，恢复和发展中区地

方活动，扩大游击根据地，为迎接即

将到来的新的抗日高潮打好思想基础。

但整风学习班举办不足 10 天，即因敌

伪围攻五桂山抗日根据地而被迫暂停。

12 月下旬，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

会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委派在东江地区

领导过整风运动的黄康前来中山指导，

继续进行整风学习。由于五桂山抗日

根据地的反围攻斗争战势正酣，整风

学习班改在二区的水溪乡陈嘶马祖居

举行。因参加人数较多，其间分散在

村中几处民居中开展。整风学习班从

1944 年 1 月 4 日恢复，至 1 月 23 日止，

共 20 天。地方党组织和部队党组织派

出关山、叶向荣、陆华、黄峰、黄昌羲（黄

云）、郑惠光、黄江平、司徒毅生、

梅重清、郑秀等 20 多名干部参加。整

风以自学为主，辅导为辅，按照理论

联系实际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的方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顿

中共珠江特委整风学习班旧址（中大街 5

号碉楼）正面顶部（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9 月）

中共珠江特委整风学习班旧址（中大街

57、59 号）正面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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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革命饭”与“英雄虱”

中山人民抗日武装部队从建队之初，中共中山县委及中共南番中顺

中心县委就先后派欧初、谭桂明、梁奇达、杨子江等负责部队的政治思

想工作，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对队伍的整训，利

用战前动员、战后休整或战斗间隙对指战员进行形势教育、爱国主义教

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抗战、团结、爱民”的宗旨教育和“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教育等，指战员们更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树立为

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思想，对争取抗战胜利充满信心。

各级党委、党支部十分注重在艰苦环境条件和战斗中发现积极分子，

通过培养和训练发展党员。1944 年，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党委共发

展党员 200 名。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哪里有困难就不顾危险奔向哪里，

成为部队艰苦奋斗、遵守纪律和英勇杀敌的模范。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中，部队经常处于给养缺乏的极度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只能吃杂粮甚至

以蕉头野菜充饥，穿的是补丁加补丁的破衣服；寒冬腊月不仅没有鞋穿，

也没有棉袄、棉被，只以甘蔗叶、稻秆御寒。

由于生活艰苦，营养不良，许多指战员都患上夜盲症和疟疾，身上

长虱子。部队根据实际情况，积极想办法到国统区做生意，带领战士开

办小农场等解决给养困难；同时进行经常性的艰苦奋斗教育，讲红军长

征、爬雪山、过草地的优良传统，使指战员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革命

人生观更加明确，在艰难困苦中毫不动摇，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

士们风趣地说：“我们吃的是‘革命饭’，生的是‘英雄虱’。”

（选自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挺起钢铁的脊梁——大革命

及抗战时期中山红色故事》，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98 页）

三风，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水平，

增强党性。

该旧址 5 号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

是一幢三层楼高的碉楼；57 号、59 号

是陈嘶马的祖居，建于清末民初，为

砖木结构，建筑面积共约 120 平方米。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内文1106.indd   184 2023/11/21 星期二   上午 11:40:46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