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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霖——重建党组立奇功 隐蔽战线显威名

李国霖（1903－2002），曾用名孙晖如，化名陈福生，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

发区沙边村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 10 月至 1937年 1月任中共中山县四区沙边小学支部书记，1937年初任

中共中山县工委会组织委员，同年 8 月任中共中山县委员会副书记，1941 年任

中共中区组织部部长，1943年 11月任中区特派员，1946年 6 月任中小学教师特

派员。解放战争时期，李国霖做党的地下斗争，紧密配合解放大军南下和迎接广

州解放的斗争。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山党组织与上级失

去了联系，共产党员孙康、李国霖也与组织失去联络。

1930 年，崇尚“五四”精神的孙子静出任沙边学校校长。不同于传统的教

书先生，在鼓励学生饱览群书的同时，他还特别重视培养他们从小热爱劳动、锻

炼体魄、独立思考和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他力排众议，大胆聘请李国霖等进步

人士任教。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共产党员孙康从

新加坡秘密返回中山，到沙边小学以教师身份开展活动，寻找党的组织，1933
年孙康任沙边学校校长后，他联系了一批进步知识青年组织学习世界语和拉丁化

新文字，并建立了中山最早的“世界语协会”，李国霖也参加了此次活动。

1936 年 3 月，孙康与广州中国青年同盟的领导成员林振华接上联系，在广

州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青年同盟。1936 年 5 月，中国青年同盟中山

支部在中山沙边成立，孙康任支部书记，已失散组织关系的党员李国霖参加了中

国青年同盟。

1936年 10 月，经中共广州市委批准，中共中山县支部在沙边学校恢复建立。

这个支部是中共中山县党组织恢复后的第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孙康，组织委员

李国霖，宣传委员陈嘶马，文教委员孙一之，隶属于中共广州市外县工委。李国

霖转为中共党员后，继而介绍孙继普、孙庆昆两人入党，不久又吸收孙绍文加入，

成立沙边支部。

1937 年初，中共中山县工作委员会在石岐成立，隶属中共广州外县工作委

员会，工委书记孙康，组织委员李国霖，宣传委员孙一之，全县党员人数已发展

到 30多人。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洛川会议提出党在抗日战争时

期的政治主张。当时中山各地的抗日群众运动正蓬勃发展，需要有一个统一和坚

强的机构来加强领导，以确保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能有效地贯彻执行，

确保群众运动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年 8月，经中共广州市外县工作委员会

批准，在石岐成立中共中山县委员会（原县工委撤销），是抗战初期广东地区中

共组织中最早重建的县委，隶属中共南方工委外县工作委员会，县委书记孙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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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书记李国霖。县委机关设在石岐民生北路中共党员梁绮卿其舅舅王棠的房子

“太原第”。中共中山县委重建后，对全县的抗日工作作出了部署：一是加强党

的建设，建立和健全各级组织机构，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力量；二是进

一步组织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为建立抗日武装打基础。

1938 年 5 月，省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中央长江局关

于大力发展党员、加强党内教育的精神，李国霖参加了会议。同月，省委同意广

州市外县工委关于成立中共中山县委员会的意见，同时决定将中山八区支部和九

区支部划归中共中山县委领导。6月，根据上级指示，李国霖先后前往八区和九

区办理接收手续。8 月，李国霖前往小濠涌接收邝任生的党组织关系。自此，中

共八区党组织从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转归中共中山县委领导，中山的中共组

织又恢复了统一的组织和领导。

1938—1939 年间，中共中山县委书记孙康（任七小校长）等一批共产党员

在七小学校里，以任教作掩护，积极组织发动群众抗日救亡，成立青年抗日先锋

队，建立抗日武装，李国霖举办多期游击队训练班和中共党员学习班，学习内容

有党的基本知识、党的纪律、形势和任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等，为

珠江三角洲乃至广东地区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抗日武装骨干，为抗日战争和解放事

业作出了贡献。

1938年 10月 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直逼广州。18 日，中共广东省委

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东南特委和西南特委，以加强敌后党的工作和开展敌后

游击战争的领导。当时中共中山县委划归东南特委领导。中山县委在东南特委的

领导下，继续抓好组织建设，发展党员，从各区抽调一批骨干，充实县委的领导

班子。1939 年 8 月，县委副书记李国霖调东南特委，梁奇达任县委副书记兼组

织部长。

不久，李国霖调中共中区特委。中共中区特委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

广东中区设立的领导机关，全称中国共产党中区特别委员会，前身为中共西南特

委，先后隶属中共广东省委、粤南省委、广东省临委。1941 年李国霖任中共中

区组织部部长。

1941 年春，为便于中区特委成员联系和秘密开展党的工作，李国霖隐蔽在

开平县水井墟村党员张丁家，化名陈福生，以贩米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42
年 3月，共产党员吴文从台山调到水井墟，张丁接受李国霖的指示，协助吴文在

水井墟筹备开设“万隆客栈”，作为粤中特委的交通联络站，李国霖当“老板”，

吴文任站长。同年 4月，共产党员李山也调到“万隆客栈”，以理发为公开职业，

专做传递情报的工作。从那时起，吴文、张丁、李山 3 人成立党小组，吴文任党

小组组长，这个党小组是水井地区第一个党组织，由李国霖直接领导。万隆客栈

作为粤中区党组织的秘密交通联络站，是中区特委成员集中开会和研究工作的重

要地点，经常接待上级领导来往住宿，既要负责将三埠、水口等交通站送来的情

报转送到抗日游击区，也要负责了解开平月山、水井等地的敌情，及时上报。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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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中区特委撤销，实行单线联系的特派员制，李国霖任中区特派员。中

共中区特委领导中区各界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促使国民党当局抗日救国，动员和

建立抗日武装，抗击入侵日军，在反共逆流中坚持斗争，保存了革命力量。

1944 年 9 月下旬，南番中顺指挥部在五桂山区召开会议，李国霖作为粤中

中共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区纵队，组织部队迅速挺

进粤中，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同年 12月上旬，在鹤山县召开中区纵队和珠

江、粤中、西江地区党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李国霖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撤销

中区纵队建制，将驻粤中地区的部队和珠江地区的部队分开，在粤中的部队采用

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番号，在珠江三角洲的部队采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

队番号，均由中共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直接领导。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成立

后，中区特委组织部长李国霖长期随队工作。

1946年 1 月底，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撤销中共广州市工委，2 月成立中共广

州市委员会，黄松坚任市委书记。市委成立后，仍以恢复组织、站稳脚跟、开展

群众工作、准备组织斗争为主要任务。1946 年 6 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

和政协协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为加强对广州的统治，国民

党反动当局企图全力消灭广州及郊县的中共力量，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治安的措

施，阴谋将广州的革命力量“斩尽杀绝”。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中共广东区委

决定，坚持贯彻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累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

工作方针，为保存力量坚持斗争，大量撤退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到香港和农村，

改变组织机构和领导方法，撤销中共广州市委员会改设广州特派员，全部改为单

线秘密联系，并租赁维新横路 6号 2 楼为秘密办公地点。由钟明任广州总特派员，

李国霖任机关职员、中小学教师特派员。

1949年 1 月 14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广州城以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受到广州人民的热烈欢迎。1949 年 2 月，广州新民主主义教育工作者协会（简

称“新教协”）成立，会员约 100人，由中共广州特派员钟明、李国霖领导。新

教协旨在团结学校教职工，维护教职工利益，保护学校财产，配合解放军接管广

州教育部门。部分因国民党当局追捕而从广州转移到香港的进步教师，也在香港

成立广州新民主主义教授协会，由刘渠担任负责人，统归钟明、李国霖领导。广

州解放后，两个新教协均结束活动。

解放战争时期，李国霖仍然坚持地下斗争。在广州解放前夕，李国霖组织发

动群众迎接解放军，并筹备出版地下油印报，不仅揭露敌人垂死挣扎的阴谋诡计，

还及时传达党中央的声音，紧密配合解放大军南下和迎接广州解放的斗争。

2001 年 3 月 17 日，李国霖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享年 91 岁。李国霖

一心为民，坚持战斗，为中山乃至广东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