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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广东·粤中

珠海
革命风云

把守的斗门墟仅有2.5公里，

但由于群众的保密工作严丝

合缝，直到解放，敌人都不

知道，在他们眼皮下的黄沙

坑，竟然是八区区委对敌斗

争的重要活动据点。

凤凰山区抗日根据地

1944年8月，中共中山

县委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派胡泽群到东坑任党政军领

导小组中共党支部书记，负

责筹建凤凰山区地方党组

织，成立凤凰山区党政军领

导小组。

不久，中山县民主建政

筹建处派甘伟光（又名甘宝

芳）、王河（又名王尹）到东

坑，与中山抗日游击队第一

中队政治指导员杨维学一道

成立筹建办，负责筹建凤凰

山区政务委员会。办公地点

就设在梅溪陈氏大宗祠。

半年后，东坑、梅溪、

南溪、福溪、沥溪、长沙圩、

翠微、里神前，以及凤凰山

北坡的那洲、永丰、双龙、

佛径、正坑、燕子埔和河头

距今已有近600年历史

的小濠涌村，坐落在珠江口

虎跳门水道一侧，北望 新

会、南枕鹰山。84年前，革

命先驱邝任生在这里树起

一杆鲜红的党旗，珠海地区

第一个党支部宣告诞生。

这个被称为中山八区“小延

安”的地方，点燃了珠海人

民对敌斗争的革命火种，谱

写了一曲曲动人心弦的英雄

赞歌。

第一个党支部在小濠
涌村诞生

早在1919年，斗门包括

小濠涌健民小学等在内的

40多所学校就组织师生走

上街头，宣传新文化、新思

想。1927年，小濠涌青年邝任

生逐步走上革命道路。他推

动成立了“共产主义同情小

组”，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

编写进步歌曲，在师生和群

众中传唱，激发抗战热情，

他还奔走于附近乡村，动员

教师和中山八区的文化人士

参加宣传反帝反封建活动。

1936年春，邝任生成

为斗门地区第一位共产党

员，与邝叔明、邝振大创建

了珠海地区的第一个党小

组—小濠涌党小组。1937

年9月20日，卢沟桥事变发

生后的第73天，珠海地区

第一个党支部—小濠涌

党支部宣告诞生。一年后，

中共中山县八区委员会批

准成立，区委驻地设在小

濠涌，邝任生任区委书记。

作为区委书记，邝任生不断

在斗门各地发展进步青年

入党，发展壮大党组织。到

1944年，乾务、大沙乡、月

坑、龙坛等地先后建立了11

个党支部和3个党小组，共

产党员从邝任生一人发展

到了213名。

今天肃穆的小濠涌党

史教育基地中，珍藏着一张

革命七口之家的照片，邝戈

等四兄弟先后参加过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战争，其中三人的爱人都是

抗战时期和解放初期参加

革命工作的巾帼英雄，这样

的家庭和个人在小濠涌不胜

枚举。在抗战时期，八区区

委在小濠涌村、南门村、月

坑村等斗门各个村庄举办

党员学习班和游击训练班，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

县八区区队”“八区妇女协

会”“八区工友联谊会”等

组织相继成立，抗日运动轰

轰烈烈开展。1941年1月，陈

中坚抗日游击队宣告成立，

此后抗日队伍不断发展壮

大，由原来的10人武装小组

发展到170多人。抗战期间，

不少党员为了坚守党的秘

密，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南门

党支部创始人罗建才，在运

送进步刊物去澳门途中被日

军拘捕，在严刑拷打面前，

他守口如瓶，敌 人 最后用

铁线刺穿他的双掌把他推

入海中，牺牲时年仅27岁。

1944年，作为党领导抗日斗

争重要据点的龙坛村被日

军扫荡，日军把老百姓押到

晒谷场上，威胁他们说出游

击队员的下落，但全村没有

一个村民泄露游击队的行

踪。黄沙坑作为党组织活动

的根据地，离日军和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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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等，共46个村庄、13800多

人，相继分片组建成立乡级

民主政权。在驻村干部的帮

助下，各乡级民主政权的拥

军优属和减租减息工作搞

得热火朝天。

为加强凤凰山区游击区

军政领导班子建设，义勇大

队将金钢中队副中队长冯培

正（又名冯彬、冯北初）调任

白马中队中队长，接替杨维

学之职，调缪岳任白马中队

副中队长。冯培正和缪岳协

同白马中队指导员谭生带领

游击队60多名战士和东坑村

民兵队，保卫根据地抗战成

果、扩展游击区就有了组织

的保障。

“母亲送儿打东洋，妻

子送郎上战场。”同年9月，

各界人士在东坑举行筹建

凤凰山区民主政权代表大

会，东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热闹场面。

1944年12月16日，白马

中队驻扎在坑尾村。当天

晚上，副大队长罗章有和政

治部主任杨子江率队袭击

前山伪联防队、伪警察所，

白马中队协同战斗。战斗打

响后，游击队90人分五组进

攻、阻击敌人，迅速歼灭驻

前山的伪军黄怀深部和伪

警察所的敌人。战斗结束

后，白马中队胜利归来，赶

回坑尾村宿营，麻痹大意只

设了一个岗哨。

不料，日军尾随追踪。

待次日凌晨4时许，有的日军

扮成上山割草的妇女蒙过

游击队哨兵，包围坑尾村，

趁游击队疲惫酣睡，突然袭

击，顿时枪声四起。由于敌

强我弱，冯培正、机枪手郭

西就和10位指战员在这次

战斗中牺牲。冯培正牺牲时

仍紧抱机枪，身贴石壁，凛

然如泰山不倒。

继白马中队在坑尾村

遇袭后，凤凰山区民主建政

工作又受到挫折。1944年12

月28日晚9时许，杨维学和警

卫员黎森、工作人员叶桃从

东坑出发到梅溪开会，途经

双龙山溪涧时遭日军伏击。

日军的狼狗向他们扑过来，

咬住黎森和叶桃的衣服，他

俩拼命挣脱，趁夜色潜入山

林。杨维学举起左轮手枪向

日军射击，连勾三下，却打

不响。日军扑了过来，他钻

进一个簕箭林里。

日军将簕箭林团团围

住，放狼狗去追咬。杨维学

不幸被捕。日军将他关在拱

北据点，威逼利诱，却一无

所获。日军又把他押到外沙

总部，严刑拷打，杨维学坚

贞不屈。次年1月28日，杨维

学英勇就义，时年29岁。

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山

县行政督导处将甘伟光等

全部民主建政工作人员调

回五桂山。虽然当时凤凰山

区抗日民主建政工作暂告

一段落，但在凤凰山大部分

村庄建立村抗日政权，凤凰

山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

珠江三角洲敌后抗日斗争

的屏障。

珠海“红色三杰”

被誉为珠海“红色三

杰”的苏兆征、杨匏安、林

伟民是从珠海走出去的中国

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人物，

他们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

献给了中华民族和无产阶级

的革命事业。

苏兆征，原名苏吉，香

山县淇澳岛淇澳村人（今珠

海市淇澳岛）。他曾任中华

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是中国工人

运动的先驱和著名领袖，中

华全国总工会的主要创建

人和领导人，国际工人运动

活动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重

要领导人之一。

杨匏安，香山县南屏镇

北山村（今属珠海市）人。

原名锦涛，笔名匏安。他早

年留学日本，在五四运动期

间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

义的文章。他是华南地区最

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和

史学家，和李大钊并称“北

李南杨”。

林伟民，原名林兴，香

山县人（今珠海市三灶镇），

是共和国先烈、中国工人运

动早期的卓越领袖。他在外

国轮船上当苦力期间开始受

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与苏兆

征一起积极参加民主革命

活动，并于1924年经罗亦农

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

行委员会委员长，组建了香

港海员工会、上海海员工会

等，并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

工、上海海员大罢工、省港

大罢工。

从珠海走出的“红色三

杰”，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

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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