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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民主政权五桂山区中心支部活动旧址

抗日民主政权五桂山区中心支部

活动旧址位于中山市南朗街道翠亨行

政村兰溪自然村兰溪正街二巷 6 号。

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建立后，抗日

民主政权建设工作随之开展，该房屋

一度成为中共五桂山区中心支部的活

动点。1944 年初，为进一步巩固抗日

根据地，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根据

上级指示，决定以五桂山区作为民主

建政的先行点，以便进一步发动和组

织群众，开展征收公粮、训练民兵、

培养干部等工作。同年 4 月 18 日至 21

日，五桂山区军民各界建政代表大会

在石莹桥村召开，选举产生了五桂山

区战时联乡办事处领导成员。10 月，

县级抗日民主政权中山县行政督导处

正式成立。为加强党的领导，县级民

主政权建立后，中区纵队党委又建立

了五桂山中心支部，由方群英担任书

记，谢月香、谢月珍、李瑞英担任委员，

下设 7 个支部。中心支部的主要任务

是：领导全区各乡党支部，宣传发动

群众，协助政权征收公粮，发动群众

拥军支前，组织训练民兵、青年和妇女，

培养干部发展党员等。方群英和谢月

香多留驻此宅，奔走于山区开展党的

工作和宣传发动群众抗日。其时，五

桂山区各乡妇女会、青年会相继成立，

整个山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包括妇女

运动）工作蓬勃发展，不少青年就是

在那时被动员参军的，各乡妇女工作

也走向高潮。

抗战胜利后，中山的主力武装大

部分转移接受新的任务。留下的 32 名

武装骨干和部分区乡民主政权人员在

党的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依靠当地群众，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

做斗争。根据形势要求，中共五桂山

区中心支部举办了两期各乡党员骨干

及民运人士参加的学习班。谢月香在

此宅分别约见了甘岳雄等各支部的负

责人，对其进行形势、前途分析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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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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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员气节教育，使大家对形势有清

醒认识，有应付最困难环境的信心和

意志。因此，虽然国民党反动派不时

到各村去“扫荡”，骚扰群众，但中

共党员仍坚持斗争，晚上抓紧机会对

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从而使在形势转

折关头中群众出现的混乱思想初步得

到稳定。1945 年 12 月，中共五桂山中

心支部撤销。

该旧址建于 20 世纪初期，为砖木

结构的两层洋房，建筑占地面积 37 平

方米。

延伸阅读

山区妇女运动掀高潮

1944 年 10 月，中共五桂山中心支部成立后，着力抓山区的妇运

工作，还在合水口举办了一期专职民运工作的妇女干部训练班，促进

妇女运动的全面开展。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的大部分乡、村也成立妇女

会、姐妹会，开办识字班、夜校等，组织广大妇女起来支援抗日游击队，

开展拥干爱兵、优待抗属的活动，在根据地形成拥军爱军优属的热潮。

抗日民主政权五桂山区中心支部活动旧址整座建筑物正面全貌（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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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 4 月制定的《五桂山区联乡办事处施政要则草案》第 8 条

明确规定：“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之社会地位，禁止压迫

与虐待妇女，普及妇女教育，鼓励妇女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确定妇女

有参政之选举与被选举权。”从法律上确立和保证了妇女的地位，许

多束缚妇女的封建习俗，如寡妇不能改嫁，童养媳、溺女婴、买卖婚

姻等陋俗也逐步得到改变；自由恋爱和集体举行婚礼，妇女参加各乡

夜校和识字班等的新风气逐步形成。整个山区呈现出一片欢乐祥和的

景象。妇女会、民兵等群众组织成为当时部队活动、发展、壮大和打

击敌人的依靠力量。部队驻扎到哪里，哪里的妇女就立即腾出房子、

用具，筹集粮食、柴草给部队；当部队出击敌人，就为部队担谷、运

送缴获物资和伤病员；当部队出击回来，就送茶送饭，护理伤员。每

逢节日，妇女们就把糕点、鱼肉送给部队，慰劳子弟兵；平时还帮助

部队种瓜种菜、舂米、找柴草、煮饭，为战士缝洗衣服；有时还主动

佃耕一些稻田，把收获的谷子全部献给部队。

在妇女骨干的带动下，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姐妹送兄弟的

参军热潮掀起。乌石乡妇女会副会长邓惠珍带头送儿子郑达明参军，

她把手表和金戒指给儿子，嘱咐他在困难时用。1945 年 3 月 8 日，五

桂山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召开妇女节庆祝大会，烈士杨日韶的母亲谭杏

在大会上发言，鼓励妇女要为抗日救亡保卫家乡贡献力量。在艰苦战

斗的岁月里，当敌、伪、顽、匪联合组织“扫荡”山区时，许多年轻

妇女和老伯母为保护部队领导、战士及伤病员的生命安全，把个人安

危置之度外。在各乡村活动的税站、粮站、医疗站、情报站的游击队员，

都被所在地的老伯母和侨属想方设法地掩护。妇女们还紧密配合部队

打击敌人，成为抗日游击队的坚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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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2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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