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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群英——机智果敢的抗日救亡女副团长

方群英（1914—1998），原名方秀英，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田边村人。1937
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四区妇女抗日救亡工作团副团长兼总务。1949年 5
月任粤赣湘边纵队顺德独立团政委，顺德解放后，留在顺德工作，领导建立民主

政权、恢复经济和土地改革工作，1998年病逝。

方群英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父亲与长兄因生活所迫，很早就到海外谋生，

从此却音信皆无。12 岁时，母亲去世，小小年纪的她毅然承担起照顾弟弟的责

任，以砍柴割草替人放牛来维持姐弟二人生活。当时南朗农村的土豪劣绅欺压弱

小氏族。田边村方姓是小姓，被视为“村奴”。所有方姓男女，不准入学校读书，

禁止进入大姓氏族人的祠堂。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使方群英自幼就深为不满，

形成了坚强不屈的个性。与她要好的邻居程志坚（其父亲是民国时期省司法机关

的审判员和中山县参议员）知道她很想读书，深为同情，就鼓励她：“上学读书

吧，不要怕。我带你去，没有书，我和你坐一张台，两人一本书”。二人得到校

长支持，成为田边“村奴”家族第一个进入乡校的女孩。后来，方群英又进入区

立小学读书，她的学习和生活，常常得到程志坚的资助，因此，方群英非常珍惜

受教育的机会，她比别人学习勤奋，成绩比别人好。方群英与程志坚亲如姐妹，

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亦是亲密的战友。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的步伐，特别是

1937 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大规模侵华，全国人民奋起抗

战。为了救亡图存，方群英主动联络一些姐妹，成立了妇女救亡宣传队，积极开

展抗日宣传活动，她们高唱抗日歌曲，到商店和大户人家募集捐款，还缝制棉衣

慰劳前线官兵。由于方群英活动积极，组织能力强，很快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

同年 10 月，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委任为四区妇女抗日救亡工作团副团

长兼总务。上任伊始，她挑选了十多人组织救护队，自任队长，和大家一起学习

医药救护知识。平时她常带领救护队为群众治病，注射防疫针、种牛痘，日寇飞

机轰炸时，立即率队抢救被炸伤的伤员群众。

1939 年初，按照上级党委指示，方群英被调派到顺德县均安圩沙头村开展

妇女工作。她与著名的抗日领导人林锵云联系，林叮嘱她：在沦陷区工作是艰苦

的危险的，要事事谨慎小心，胆大心细，冷静机智，切勿急躁，要忍耐，坚持斗

争。她牢牢记着革命前辈的话。当时，抗日游击队的生活十分艰苦，男队员住小

祠堂，方群英等女同志住在猪舍。冬天没有棉被，仅盖一张被单，夏天没有蚊帐，

任由蚊子“狂轰滥炸”，吃的是稀饭，每天有三两米算是好的，桑叶，番薯叶，

芋头茎，生大蕉掺和着煲粥，由于营养不足，方群英长了满身癣疥，奇痒难忍，

但她毫无怨言。白天她和战士们摔爬滚打，帮乡亲们摘桑、除草。夜晚为百姓家

担水送柴，访贫问苦聊家常。乡亲们采生草药为她治好毒疮，往她兜里放熟鸡蛋，

端午节还给她送来粽子，方群英置身在热情的群众之中，感到充实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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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群英工作积极，得到林锵云的充分肯定。不久被调到新会县负责一个中共

地下党支部的工作和联络中山县三区海洲乡、顺德县八区昌教乡一些地下活动的

党员。当时，党组织在沙头建立了秘密交通联络站，所有密件都直接由她送到林

锵云处。在做地下工作中，她积累了不少经验。有一次，她携带几十本抗日宣传

资料，从均安圩坐船到东马宁，船驶过莺哥咀海面时，突然遇上土匪，盘问方群

英所带的是什么。她沉着地说：“是唱戏的书”。土匪动手拆包，情况十分危急，

她冷静、机智地主动拆开一包，并将其中的一本交给土匪，这个土匪目不识丁，

没看两眼就把书丢了，另一个土匪拾起来看，果然是唱本。原来这是方群英事先

准备应付检查、掩护过关的唱本。她护送革命同志，也有一套办法。与被护送的

同志接上头后，详细讲述沿途所经过的路况，以及对付敌人盘查的方法，要做到

大胆、冷静、不慌张，每个同志之间，要保持一定距离。凡是遇上土匪收保护费，

要故作大方，以免触怒土匪，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就这样，她护送的同志，从未

出过问题。同志们称赞她：“方群英的秘密联络站是安全站。”

1942年，日寇用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对抗日游击区进行大“扫荡”。方

群英被调到西海组织姐妹会，带领妇女党员、干部，组织群众“坚壁清野”。日

寇“扫荡”之后，有几百名群众无家可归，党组织和方群英同志一面设法安顿群

众，一面组织人力抢修被烧毁的房屋，发动各乡的党员、妇女、干部捐款救济，

使群众渡过难关。后来，上级通知方群英火速赶回司令部，林锵云司令员对她说：

“林头激战的伤员很快会送到，你赶紧做好救护准备。”方群英报告林司令员：

止血和消毒药品不多了，必须要到三洲购买并主动请缨。当时天气恶劣，风大雨

大，但方群英顾不上这些，立即划艇去购买药品，小艇顶着风浪前行。突然一个

大浪打来，把方群英摔倒了，鲜血从牙缝流出来，左手也被削伤，她咬紧牙根，

忍住疼痛，重新站稳，奋力划到了三洲，买了一批急救药品后，迅速赶回司令部

抢救伤员。抢救过程中，方群英见到一个被敌人弹片打入眉心的伤员伤势严重，

必须立刻动手术，取出弹片。医疗队打破常规，马上布置简单手术室，在板床上

铺上棉被作手术床，用几支手电筒权充无影灯，方群英大胆操作，很快把伤员的

弹片拔出，手术成功了。

1945 年，日寇“扫荡”五桂山区，上级党组织决定，把方群英调到中山县

九区，负责 15 个党组织的工作点。这时的九区牛角乡形势十分严峻，敌人围攻

游击队，抢割了农民所有的水稻，抢走了群众的塘鱼，造成群众生活严重困难。

在白色恐怖下，群众对敌人的残暴心有余悸。方群英的出现，使接头的党员都吃

了一惊，熟悉她的群众或疏远躲避，或佯作不见，远远走开。方群英面对这种困

难情况，没有灰心，她先到党员苏英家里住下，化装成农妇，和苏英家人一起劳

动，和群众谈话，鼓励大家开展生产自救，经过几天的工作，群众的顾虑消除了。

为了恢复党组织活动，方群英在敌占区四处奔走，寻找失散的党员干部，整

整花了半年时间，把每个地下党员都联系上，通过党员团结了近百名干部及群众，

迅速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此后，方群英在坝头市建立秘密联络站。工作中，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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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接近群众，关心群众，时常帮助困难户，有一个盲人病了，方群英像对待亲

人一样，一口一口给这位盲人喂药，盲人感动得流出泪来说：“你真是好人啊！”

方群英深受群众的爱戴。一次，群众打听到敌人要袭击联络站，立即通知方群英

和其他同志转移，使敌人扑了空。联络站接待过许多地、县委的领导同志，由于

有群众的帮助，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珠江纵队副司令谢立全称赞她：“方群英

像一块磁铁，能把男女老少群众吸引在她自己的磁场周围。”

1946 年夏季，中山九区低沙田一带，遭受洪水淹没，农民损失很大，国民

党政府还强迫农民交田赋。有 3个农民因交不出田赋被拉走。方群英闻讯，立即

与当地党员商讨对策。会上，有的党员提出“组织请愿斗争”。方群英同意这一

意见，她要求：请愿组织工作一定要做好，党内外同志都要发动，一齐行动，还

要做好保长、甲长的思想工作。之后，将军庙、滘心、孖沙、南头等乡的 1800
多个农民被发动起来，向国民党九区政府提出要求：1、立即释放被扣留的农民

兄弟；2、每亩免征 77斤田赋；3、保证以后不拘捕农民。经过近八小时的斗争，

终于迫使区长答应了群众提出的条件，3 个农民获得释放，抗征田赋获得了胜利。

1949 年 5 月，粤赣湘边纵队建立顺德独立团，方群英担任团政委。独立团

成立初期，困难重重，方群英了解后，通过中山九区、三区党员及群众团体，募

集一批钱粮支援部队。

方群英为了人民的解放，到处奔走，因工作的需要，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她

忍痛把出生仅半个月的孩子送给群众抚养，后来孩子没了下落，接着，一个个病

魔不断地折磨着她，严重的疟疾、胃溃疡出血和心绞痛威胁着她的生命，但她强

忍着失去孩子的痛苦和病痛的折磨，顽强地坚持工作。顺德县解放初期，方群英

担任军管会主任，领导建立民主政权。有些粮商受坏人唆使囤积居奇、抬高粮价、

牟取暴利，群众怨声载道。面对严峻的形势，方群英一面组织力量，从外地运来

粮食供应市场、稳定物价，一面召集粮商开会，她带病拖着沉重的脚步参加会议，

严厉批评了不法粮商的做法，并当即把首要分子扣押法办，很快就把粮价稳定下

来。此后方群英参加领导了顺德县恢复经济、发展生产、镇压反革命、学校复课、

土地制度改革运动。

1998年，方群英病逝，享年 84 岁。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建设

事业毕生奋斗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今天的共产党员敬仰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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