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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 珠江地委在石岐镇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发

动群众参加议政，积极投入恢复生产、减租退租、防洪救灾、整理

基层等运动，为民主建设奠定基础。

1月14日—17日 石岐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讨论解

决各界认购胜利公债、禁用外币等问题，选举产生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协商委员会，谭桂明当选为主任。

2月28日—3月5日 中山以区为单位，分别召开农民代表会议，

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加强人民政府与农民的联系，把基本群众动员

起来；商定完成秋征和春耕水利两大任务的办法；提出揭露残余反

革命势力造谣破坏阴谋的斗争方向。其间，农会筹备委员会、水利

委员会、自卫武装队相继组织，中山农民协会组织章程草案颁布。

3月 20日 中山县人民医院成立。该院由县公立卫生院、侨立

医院、平民医院与善堂、保育善会等机构合并而成。

4月25日—28日 中山县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代

表408人，其中妇女24人，选举产生中山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常务委员会。至1954年3月，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召开八次。中山县

正、副县长由上级派任。

4月 中山县被广东省列为特等县。

同月 中山县人民政府挂牌办公。

5月24日 中山县广播站启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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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 石岐镇中国少年儿童队成立（同年改名为中国少年先

锋队），成为珠江专区首个建立起来的少年儿童队。

6月12日 珠江地委发出《关于整党工作指示》，决定该次整党

分地委、县委两个层次进行：地委吸收县级干部参加，时间为10天；

县委吸收区级干部参加，时间为5天至7天。内容主要是反对官僚主

义、命令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

夏 工会、农会、妇联、学联、教联等全县性群众团体先后筹

备成立。

7月17日—22日 中山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选举产

生第二届人民委员会。

7月23日 林川任中山县委书记，副书记为谭桂明（兼县长）、杨光。

8月 28日 中共中山县直属机关总支召开党员大会，宣布公开党的

组织和人数，结束长期秘密工作的状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9月22日 石岐镇人民政府成立，镇长为卢克诚。

10月10日 珠江地委、专署、军分区决定在县、区建立人民武

装委员会，作为整顿和建设民兵及协助政府公安机关处理民间武器

的最高领导机关。11月，中山县人民武装支队部成立，支队长为谭

桂明，政委为林川。

11月3日 中山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县长谭桂明作

《中山县解放一年来施政概况》的报告。

11月25日 县委部署抗美援朝工作，成立中山抗美援朝支会，

定期油印《抗美援朝报》和举办抗美援朝展览。

12月1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中山独立团奉命改

编，一部分编入珠江军分区炮兵团，一部分改编为珠江军分区中山

县武装支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