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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广东党政军当局对抗 日的态度

����年 �月
�

在蒋介石国民党的强大的军政压力下
，

陈济棠被迫 下台
，

广东半独

立的局 面结束
，

还政 中央
。

蒋介石坐镇�一州 �个月
，

又布置蓝衣社人 员监控各要害部

门
，
�。 月对广东党政军进行改组

，

由国民党中央令派广东省党务特派员 �余俊贤 �
、

各县
、

市国民党党部
，

亦同时改组
，

由省党部选派人员充任县
、

市党部特派员
，

从事各

级基层党部之控制与整理
。

中央政府任命黄慕松继林 云 咳担任广东省政府 主席 �黄

����年 �月 �� 日在广州病逝
，

由吴铁城继任 �
，

省政府进行改组
，

各绥靖区和 县政府

也都进行 了改组
。

最重要的军事大权由背弃陈济棠
、

投靠蒋介石中央的余汉谋负责 总

之
，

由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
、

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会已控制 了广东党政军大权
，

而广东

的党政军当局也必须贯彻执行中央党政军的方针
、

路线
、

政策
、

指示和命令

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后
，

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提出 了
“
不

屈服
、

不扩大
”
和

“
不求战

，

必抗战
”
的方针

一 。 一
方面

，

在军事 上准备应战 � 另 方面

又急欲 与日本政府交涉
， “
期事件之早 日和平解决

。 ‘ ’ �

同时
，

还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

干涉 上
，

但事与愿违
。

“
七

·

七
”
事变刚过 �个多月

，
�月 ��� 口

，

日军 又在 仁海发动了进攻
，

打到
一

�国民

政府的心腹要地
，

直接威胁着他们的统治地位 �� 日
，

中国政府发表 《 自卫抗战声明

书 》 ， 井�月 �� 日
，

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 《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

言 》 ，
�� 日

�

蒋介石发表 《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 》 ，

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
，

事实

上承认了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

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成立
。

这也是国民党从反共内战

到联共抗 日的路线
、

政策上的
一

个重大转变

在武汉保卫战时期
，

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关系最好的时期
。

���招 年 �月
，

国

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 �

�月 �日通过了 《抗战建国纲领 》 。

此纲领在
一

定

程度上接受
一

了中共的 一些建议
，

采纳 了人民群众的
‘

娜合理要求
，

在政治改
一

革
、

开放民

主方面作了
一

些让步 国民政府并成立 了 一些抗战机构
、 一

度开放 了党禁
�

有限度地给



人民 以某些言论
、

出版
、

集会
、

结社等权利
，

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进步
。

“ 一

七一匕
”
事变和

“
八

· 一

三
”
事变后

�

�
‘ 一

东党政军 当局 的抗 日态度与中央相一

致
，

从反共内战转变到努 力贯彻执行其中臾的联共抗 日政策
，

并有
一
些主动的要求和行

动

�，��年 �月 �� 口
�

�一东绥靖公署
、

第四路军总 司令部在广州 中山纪念堂举行纪念

周
�

少校以上均参加
，

余汉谋报告华北形势和国难严重情形
，

并准备抗 日之动员
。

第四

路军副总 司令香翰屏在福建漳州发表讲话
�

为抗 日救亡
，

四路军枕戈待命
。

�月 �鑫日
�

第四路军总 司令部在广州发表 《告将士书 》 ，

表示要
�‘

加紧抗敌的准

备
，

期 以找们最后的一滴血
，

为国家民族挥洒
一

于战场
�

收复东北失地
，

打倒帝国主义
，

完成国民革命
� ”

了月 �� 日
，

广
一

东党政当局 主持的广 东民众御侮救亡会在广州 召开成立大会
，

大会

通电谓
� “

百粤民众
�

誓以热血同赴艰危
。 ”

表示
�’

誓为抗战的后盾
” 。

并请中央抗战

及慰劳在华北抗战的二 十九军 当天晚 七
，

�一州市各界民众团体共 �万多人举行了保卫

广东的火炬示威大游行 栩 日
，

该会决定山广东国 民党负责人余俊贤
、

方少 云任正
、

副主任
，

分函各团体派定代表充任委员
�

许多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加入
，

使之成为

一 个广泛的抗 日救国的统 一战线组织
。

之后
，

全省各县市纷纷建立御侮救亡组织
，

开展

轰轰烈烈的抗 日救亡运动
，

为广东抗 日救 亡最兴盛时期
，

也是广东以 国共为首的抗 日民

方欠统
一 �
钱线最好的时期

�月 ��日
，

省党部公布 了 《广东民众御侮救亡会
�

〔 作团组织大纲 》 ，

要求在统一

指导下普遍增进工作效率
，

将全省民众组织起来并实施训练
。

次 日
，

省党部常会后
，

党

政军长官会商御侮救
一

亡大计 接着
，

广东省各 界御侮救亡会开始办公
，

设总务
、

宣传
、

筹募
，

调查
、

组织等部
�

不少共产党 人和进步 人 士参加各部工作 广东的抗 日救亡组织

工作从此进入 了一个新阶段
、

在此期间
，

中共广东省组织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
，

加强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

战工作
，

共商国共两党在广东具体合作事宜
，

国共合作取得新的进展
。

在中共广东地方

组织的推动和大力协助下
，
�月 断 日

，

由广 东御侮救 亡组织出面
，

组织和发动 了广州

��万 民众 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御侮救亡示威大游行
。

这是 自
“
七

·

七
”
事变 以来广东最

大的
一

次抗 日救亡游行活动
�

它的影响和作用相当大

在广东党政军当局的认可支持下
、

广东各县组织 民众抗 日自卫团
，

全省共分 ��个

区 在尔后各地开展的抗 日斗争中
�

不少民众抗 日自卫团发挥了作用
。

�月 �� 日
�

广
一

东民众御侮救亡会致 电中 央务请 即 日动 员并召集广东工农 团体开

会
，

研究发动工农群众参加抗 「�救 亡的工作
。

同 日
，

余汉谋电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

表示为其后盾
� 又电蒋介石委员长

�

条陈抗敌救亡意见多项
。

国民党中常委兼国立中山

大学校 长邹鲁电京请蒋介石委员长对 日宣战

�月 � 日
，

�一东各界在中山纪念堂举行联合纪念周
，

有 ����人参加
，

余汉谋
、

吴

铁城
、

罗 卓英均报告华北问题 余汉谋要求大家
一

齐奋起
，

实行自卫
。

抗战空气弥漫全

场
。

广东省
、

广州市国民党党部电清国民党中央动员抗战
，

集中力量
，

驱除暴敌
，

复我

失地
，

誓率百粤民众听候驱策
。

各区行政 专员来省请示非常时期之政策措施
，

渴吴铁城



州返各��
� ‘

交排杭 州救 �
’ �

�
一

作 吞翰屏发 表�份面游话
�

人明油 夫引
� ‘

个小弃夕�

全川本人 � 有了毛何要求
�

离暗矿按后人

� 月 � 日
�

余汉 某抵 京述职褐 浦介 石等 并发表要 戈杭 日的讲话 � 川
、 ‘

己铁城 件

集行政 冬员训小 卞问交卜
�

若今联 �场
了

日
�

引 汕
一

了�
�

��
�

珍巾师长 李 父理 知口
‘

一 �
�

御 ‘汀
�

川
』

固

潮油囚防
�

日
�

长汉 嵘从南 宁 返汀
�

对记 者汪
� ’ 。 敌 为红明自沙牛 户

‘

八执刊讨沃绍必
‘�’ �

我 同 日
�

厂 勺
、
省各界举 ，�

一

书
、 一

人纪念 周
，

吴铁 城于川
’、

一

书 日
、���洲氏 众�

�

认有冈 贾�轰，梢冲咬杭

战 己志
、

协 日
�

余汉谋双各将领训 不
�

我军扣
，�认决 亡�刹细抵扣

，

峪忍沉 斤 最
�‘

一、 ’件刊

必属 于我 �
、 ‘

州 ，�川仃长钟养南刊
一

个市保 长训话
�

积极 难
�

备杭敌救国

，’�
�、 ·

一
”
�
一

海抗战爆 发后
，

余汉 谋陆续术 派 仪 �
� ， 、

卜四
、

人 � 各
一 ‘

山卜岭

寿翰八�
� 、

勺�龙光
、

李汉魂 竹率部 沈 �一 誉 ’石松洲
�

众 �可
、

陇而
、

南衍 爪 火没
一 ‘
� �

日
�

�
一

尔�电泛党妇�关报
· ，
山川 �报

，

发表衬
� ‘
仑

一

匹 坪
声
�了补�州 � 泣个川找 代

‘

卜
� ‘ � ，

群众救 广团沐
”
救 �“ 呼声社

‘ ’

�戎
�

份
� �

�
’ 一

东 古件
。

形 朽记 长�从小岑江讨拼
�

� ‘
�
，
红

、

勺
‘

泊 阳巡
‘

鱿

产、 �负 �丈实山
、

�
�

作 �爪 日
�

汕 失 ��了囚民党党 部 川
一

会商 �寸策功 四 邓农 民救 亡 �
‘几 ��

内�泞时纪 忿周
‘
�
‘ �

余汉 谋报告抗战 自 ��
�

维护 国家民族生存
�

曰
’ ，

犷利 益
�
·

石 �
�

川 ‘

日
�

�
’ 一

州铁 甲 乍以
、

汗始汁卜巡 连 ��宁引
、

汉奸 卜
。

余 人 �
‘

日 钾
、

土庙 方 �、 �， 理
一

伙 众

书 号召杭战救 �
’ �

书�
，劝路军 户

、

伟 举办 存 耳 军 人今 记
�

本
一

沂
�
���员六 乡 爪 人 琴战

， ’ ‘

�琳

���国民党党部加紧抗
�钱“

’ ，�

传 曰�
一

丈决定绷
一

祝
’

京川 期
‘

敬员�报务川
‘
��曰 ��

�

中山 ���仗
一

发 衣社论 长奋起勺叭�务项执战 �
�

作
一

井 日
�

名
·

只 �川
‘ 一

�民

党党部集中抗战 工作
， ‘

觉员报到 多已办竣 川 月 � 日
，

�
、 一

州 民众御侮救 厂
�

二州导�、 价 ”
�

部举仃
� ‘

保 几广
‘

州
”
运 动

�

积极进行 各
�页 卜价 �。 日

·

第四战�‘ 动 员委 员会录取 卜，‘川

佘青年 卜部 �大部 分是共产党 人和进 牛爱 户如份袂 �
�

加 日人首 集中
�

日问 即 ��
‘

发 �

作 竺 日
�

余汉 �某
、

吴铁城
、

曾养 �片等电各县 加紧 劝篡救国公债 到 �� ���
一

�

句
，

第洲��

路军 曾部起川在野军官达 七
，

劝万 ，��、

个
‘
�
“ �

丸训令
，

组组 本省党政军联席会汉
�

讨周 少卜去

�次
�

�席 山余汉 谋及 吴铁城分汗
，

省救亡会取 消
�

各姜如�、救 广 全噢��归该全统级�
一 ‘ 一

��一吴铁城在省府纪念周报甘。指出
，

淞沪组渐沦 敌 手
�

们 犷期杭战
�

公欢最厂砂�刊 要 水

允实 长期抗
�
钱的圣件 】 �月 川 日

�

省党政讯
一

世 咭余汉 汗始 �价一 守琳余汉 谋
、

副 州洁

吴铁城 此 为 ��三常时 明�
’ 一

力
、

鼓高村�又 曰 ��� 阴
�

劣党政军联 会等 条组织 个省民众
，

川

办 全省 民众 训练班
、

于， 日
，

有 欲政军联 会民运部决定 �
一

价
一

纲领
�

统
一

个省 �吃众杭敌 了��

织
、

� 日
�

广 尔古
、

广州市党部发 农 丫告 民众 “
�

策动民 众救 国 卉党政场
二
‘

联 会
‘
�
’

洲人

部成
、

�后
�

如
’

人救国言 �专 宵 传部 仁任钟大心
�

继 佘俊
’�
疑仃古党 务特派 员 � �

�

朽定在 走艺

组 内设编辑
、

戏剧
、

电影
、

音乐等 �股
，

积极 耳
一

展抗 ��救 �
� ‘

汀 传 卜作 �卫 �」‘
�
‘
丁小 古

’ ‘
�局组织全省抗战 自 �州封 省党政军联 会民运 部决定 少卜放 民 应

�

增强 力 ��� �����
， “ �

�

山 日报 》 发 表社 论 《热 卜杭战
�

奋 牛到底
丫

加 日
�

省党政军联 会决定推动农村功

员 义拍
�

定陈馅枢
、

蒋 光络��
、

蔡廷错
、

李描林
、

徐维扬 及香翰屏 �
二

持其 事
�

发动个民于庄

打
，
寨敌 �� 日

，
叹中山 日报 又发表千�论 《持 久杭战

、

保 牡
’

华南
、

次 ��又发 表钊 沦

《消灭 敌人南犯的 企图 州 日
�

余汉谋发衣讲话
， ，
收如南犯哲率军民妞

� 卜杭
�
钱

、

城

��省党政军联 会议决动员民众抗拒毕敌 川 ��
�

余汉 谋发才
、
子广 东民 众武 装起 米

灾
，

指 小 要准 务四 儿 卜万民械向敌瞄准 日标
，

保 以大厂 尔
�

负起神圣 的使介 ��日
�



《中山 日报 》 发表社论 《一致动员保卫大广东 》 。

����年元旦
，

吴铁城在省政府
、

省
、

市党部联合庆祝元旦大会致词 《 以身作则的

导民抗战 》 。 、

� 月 �� 日
，

省党政军联会宣传部扩大抗 日自卫宣传
，

订定宣传要点
，

各

县市遵照执行
。

�月 � 日
，

在省府纪念周中
，

吴铁城斥敌造谣阴谋
，

我军民始终为抗战

到底坚垒
，

服从中央
，

拥护领袖
，

无懈可击
。

�月 �� 日
，

吴铁城在省府纪念周上作题

为 《广东全省人民应一致为全面抗战努力 》 的演讲
。

勺� 日
，

省绥靖署
、

省政府连衔印

发 《告全省工友书 》 ，

勉励全省工友抗战
。

�� 日
，

省党政军联席会议奉令改组为省动

员委员会
，

该会主任委员指定余汉谋担任
，

吴铁城
、

香翰屏
、

曾养甫等为委 员
。

各县市

成立动员分会
，

党政军联合会改组
。

此项改组对推动民运有利
。

�月 � 日
，

广东省
、

广州市党部电中央党部表示遵守国民党临全大会决议宣言
，

余

汉谋
、

吴铁城通电拥护临全大会决策
。

�� 日
，

余汉谋
、

香翰屏发出 《告第 四路军前线

抗敌将士书 》 ，

号召坚持抗战到底
。

�� 日
，

省政府令各区执行肃清汉奸资匪办法
。

�月

下旬
，

省动员会拟定清奸绝仇计划
。

�月 � 日
，

广州各界举行雪耻大会
。

吴铁城阐述雪

耻及兵役的意 义
。

各县也举行雪耻兵役宣传
。

次 日
，

省动员会公布肃清汉奸办法
。

�月 � 日
，

余汉谋助勉粤民忠勇抗战
。

日军于 �� 日发动进攻 南澳岛之后
，

�� 日
，

第 四路军总司令部发出布告
，

号召发扬广东精神
，

粉碎暴敌的残酷威胁
。

为纪念
‘ ’

七
·

七
”
抗战节

，

广东省国民党党部发表 《告 民众书 》 、 《告同志书 》 �
第四战区司令部

政治部发表 《告民众书 》 ，

号召民众和国民党员起来投身抗战
。

为纪念
“
八

·

一三
”
抗

战一周年
�

广东成立
“
八

‘
一三

”
献金会

，

聘余汉谋
、

吴铁城
、

曾养甫为会长
，

共产党

人也积极投 人实际工作
，

在全省及港澳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献金运动
，

取得很好

的成绩
。

�月
，

广东当局发布 《广东省开放民众运动的决议案 》 ，

接着又公布了 《广东

民众武装五项保证 》 。 二

总的来说
，

上列种种事实 �不完全 �表明
，

从 ����年
“
七

·

七
” 、 “

八
·

一三
”
事

变以来
，

广东党政军当局在外敌进犯
、

国难当头之秋
，

对团结一致
、

共同对敌的抗 日态

度是鲜明坚决的
，

也有实际行动
。

这一时期也是广东国共合作
、

共同发动各阶层人民大

力开展抗 日救 亡运动的最好时期
，

广东被称为
“
统一战线的模范省区

” ， “

这是应该充

分肯定的
。

二
、

国民党当局在粤的应变措施
“
七

·

七
” 、 “

八 一 三
”
事变发生后

，

全国性抗战开始
，

全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

化
。

面临大敌当前
、

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
，

在中共民族抗 日统战政策的推动下
，

国民党

从
“
先安内后攘外

”
的反共内战政策转变为联共抗 日的政策

。

广东国民党党政军当局的

方针政策也随之作了转变
。

对抗 日的准备虽仍有许多不足之处
，

但较前已有较大的进

步
。

首先
，

在政治上
， “ 一

七 一七
”
事变后不久

，

应蒋介石 的邀请
，

广州地 区 的大学校

长
，

部分教授赴庐 山谈话
，

征 询对国是的意见
。

之后
，

广东军政高级官员
，

各大报社

长
，

也相继应邀赴庐山
，

商谈国是
。

对抗战动员起了促进作用
。

前面已谈到广东当局进行思想上
、

政治
�

�的动员
，

在此不重复
。

�月下旬
，

外交部两广外交特派员定 日内赴南洋劝销公债
，

并宣传国内战事情形
，



以动员厂
‘

大爱国华侨支援祖国抗战
。

����年 �月 �� 日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奉命南下抵广州
，

访

余汉谋
、

吴铁城
，

报告中央最近前线抗战之意旨及会商各要务
。

�月 � 日
，

国民党中央 民众动员视察指导员第 �，� 团 ��� 余人 �抵粤
，

将赴广东各

地工
�

作
。

�月上旬
，

中央军委会政治部筹设广州战地文化服务分处
，

以加强战时文化宣传 工

作
。

����年 �月 � 日
，

广东省府指令加派各县长兼任该县市社训总队长
。

省府积极规

划编组全省保甲
。

当局为筹划维持治安
，

伤转令各乡举办联防
。

�月上旬
，

省政府主席召集各行政专员训示行政区筹办联防
。

为维护地方治安
，

要

求各县组织民团
。

省府指示国难时期县长应赶办事项
�

开办保甲
、

修理县仓库
、

广植杂

粮
、

根绝烟赌祸
。

省府令民政厅长令发广东省各县市妇女救护队训练办法
。

随着 日机轰炸广州加剧
，

省府下令广州市区之 老弱妇孺 市民
，

一律限期迁 回乡间
。

教厅开会协商推进战时教育
。

为避敌空袭破坏
，

广州中山大学等 �间大学拟迁校上课
。

其次
，

在军事上
。

广东国民党军政当局也开始面对危急的形势
，

在军事方
一

面作出积

极的反应和行动
。

�娜�年 �月 � 日
，

广州行营代参谋长罗卓英北上渴蒋介石
，

报告华南防务情况
。

�

月 �。 日
，

中央军委会重新划定战区
，

以何应钦为第四战区 司令长官
，

余汉谋为副司令

长官
，

统辖两广军事
。

余汉谋又兼第 四战区第 �� 集团军总司令
‘ ， 。

同 日
，

中央军委为

加强广东的空防力量
�

派中央飞机队开到广州
。

不久又调桂机来粤协防

�月底
，

省府伤令各县政府督促建筑防空壕并派员宣传防空常识
。

��月 �日
，

省府

令各地知消极防空应有之准备
一 。

�� 月中旬
，

中央军政部在粤设军需局
。

��月 � 日
，

该部在韶关设立办事处 �在韶州师范内�
。

����年 �月 �� 日
，

蒋介石派西南行营参谋长程泽润来广
一

州
，

会晤第 �� 集 团军

正
、

副司令余汉谋
、

香翰屏
、

广东省政府主席昊铁城商讨保卫华南计划
。

�月 �� 日
，

中央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抵粤布置工作
。

� 月 �� 日
，

中央军委会因见 日舰增开南海
，

伤令余汉谋加强防务
，

并召广州行营

参谋长程泽润北 上
，

面授机宜
，’ 。

粤东是广东的海防前线
，

李汉魂于 ����年 �月 �� 日渴广州行营代参谋长
。

罗卓英

报告防务
。

“
七

·

七
”
事变后

，

广东各县组织民众抗 日自卫团
，

全省分 ��个区
「 。

为 �增强广东抗战空军的力量
，

广东省航空建设分会筹务成立
，

�‘、��年 吕月 ” 日

正式成立
，

会长吴铁城
，

并筹设各县市支会
。

����年 �月 �� 日
，

日机 �架出现于虎门上空
，

首次试探北 仁袭广州市
，

我空军出

发截击
�

广州发出空袭警报
，

敌机逃遁
。

自此后
，

广州市内妇孺即纷纷离市返 乡
，

各行

商业顿觉冷落
。

余汉谋即令第四路军参谋长谬培南兼任广州市警备司令
，

林时清为警备司令部参谋



长
。

勺 � 日起
，

全省实行警戒灯火管制
，

各县市与省会一致进行
。

为
一

了防备 日机轰炸广东
，

加强防空工作
，

省府于 �月 �� 日聘请张惠长任本省防空

协会副会长
，

代行会长职权
，

专职负责防空工作几 广州市举行灯火管制
，

并举行联合

防空演习
。

�月 �� 日
，

日机 �架首次袭广州
，

在 白云机场投弹
，

为我空军高炮击落 �架
，

重

伤 �架
。

同时
，

敌机 �架飞韶关
。

敌机图袭击汕头
。

余汉谋总司令向空军将士嘉勉
。

我

空军在东莞击落敌机 �架
，

焚毙敌军 �名
，

击伤敌机 �架
。

全省各重要市县同时施行灯

火管制
〔

当日省府令各地迅速成立救护分会
一 。

为
一

�增强空防力量
，
�� 月 �� 日

，

由余汉谋
、

吴铁城发起的广东人民购 �飞 � 机委

员会成立
，

并筹设各县分会
。

省军事当局令各县组递步哨队
。

����年 �月初
�

中央军委会嘉奖粤防空
。

为了解决广东的国防经费之不足
，

�月

份
，

国民政府批准广东发行国防公债
，

债额为 ����万元 气 �月初
，

全省防空司令部成

立
，

余汉谋
、

吴铁城兼正
、

副司令
，

积极进行防空建设
。

广州市郊积极增建防空壕室
，

郊外地洞限 �个月内竣工
。

至 �月 �� 日左右
，

本省购机捐款已达 ����万元
，

对增强防

空力量起 了积极作用
。

第三
，

在经济建设方面
。

首次抓紧粮食工作
。

广东历来缺粮
，

抗战时期粮食问题更

为严重
。

为促进粮食生产
，

决定 ����年度暂贷款 ����万元
，

举行 ��� 万元蚕农贷款
。

又贷款 �。 �，万元拨作杂粮生产建设费
。

����年 �� 月初
，

战时粮食贷款处成立
。

中央准

贷款以 发展本省农村生产 ����年 �月 下旬
，

省银行贷款部成立
�

举办春耕贷款
，

放

款额可增至 ���� 万元
。

�月下旬
，

吴铁城决定增加农村贷款额
，

蚕农贷款 ���万元
，

蔗

农贷款 ���� 万元
。

全年共有农 业贷款 ��。 余万元
，

中央贷款 �� 万元
，

共 ���� 余万元
。

省调节民食会为商定购运粮食应付非常时期
，

呈请省府令各县协查 民食
。

我国每年

购人舶来 �进 口 � 粮食约 ���。 万担
，

粤省占 ��� 余万担
，

约占 ���
。

省府伤知继续严

禁谷 米等出省出 ��
’ ，

又颁发 了督种杂粮管理办法
。

由于 国事 日巫
，

省府要求各县储

粮 当局派员督种杂粮
，

强迫冬耕 省府通令各县储粮备荒
，

每人应 ��市斤
，

每县最

少囤 ������市担 粤粮 食会即将成立
，

由吴铁城兼任该会主席
。

为防止奸商以粮资敌
，

于 ，月 �� 日
，

省府令发食粮资敌治罪暂行条例
。

为了增加粮食产量
，

农林
、

地政两

局 召开 垦荒会议
。

省府拟订移垦 计划
，

省府又组织桂米粤盐互运
。

省府令各县成立储谷

仓
、

储盐备荒
、

禁止酿酒
，

停 止种茄 �年
，

改种粮稻
。
����年早造丰收

，

但晚造欠

收
，

省府特组设战时粮食委员会
。

农村局督种杂粮
，

提倡冬耕
，

成绩优异
。

华南米业公

司共购洋米 ��。 万担
�

调节本省粮食
。

后 又再免洋米税
，
��万公担洋米运粤

。

�月初
，

省府会议通过提倡粮食生产节约
。
� 日

�

建厅召农业专家开生产会议
。

省府决定发展战

时农业
，

奖励农产畜牧
，

厉行 垦荒种杂粮
。

为救济粤粮
，

本省设农产促进会
�

各县成立分会
，

并推广优 良稻种
。

省主席兼任省

粮食委员会主任
。

弓月 � 日
，

粤湘赣桂 �省国米营运公司正式成立
，

又规定邻省运粤农

产品免征人 口税
。

�月份广东各属干旱
，

米价奇涨
，

省发放存粮二分之一
。

�月上旬
，

本省奉令设立

粮食管理处
。

�月 中旬
，

当局推行 全省 垦殖
，

省农林局改 良稻种
，

产量甚丰
。 一

�月上



旬
，

省银行组织战时农村服务团
，

从事农业技术指导
。

�月 � 日
，

中央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在广州设立办事处
，

顾诩群为主任
，

杨润德为副

主任
，
已筹备成立开始办公

。

�月 �� 日
，

省主席决定提前举行强迫冬耕运动
，

伤主管机关遵办
，

并筹办本省冬

耕水利贷款 ����万元
。

省府公布督导杂粮管理办法
，

并于 ��� 月 � 日召开全省冬耕 会

议
。

�� 月初
，

粤战时粮食管理处成立
。

金融方面
。
����年 �月 �� 日

，

中央经济委员会常委宋子文 由汉 口抵广州
，

与余汉

谋
、

吴铁城
、

曾养甫等商谈稳定金融办法 几 中央
、

中国
、

交通
、

农业 理大银行在广州

成立联合办事处
，

准备推销救国公债
。

本省银行界集资 ����� 万元储粮
。

救国公债劝募会

广东分会成立
，

各县市劝募支会亦先后成立
。

粤省销售 ���。 万元
，

准备 四分之 一 为省

防用
。

中央
、

中国
、

交通
、

农业 �大银行拨毫券 ����万元调剂券币比率
，

再进 一 步调���

港汇
。

省银行将发行毫券 ����万元
，

调剂国币
、

毫券供求
。
�月中旬开始筹备纪念

“
八

·

一三
”
献金运动

，

各县市设献金台
，

在国共两党和粤港澳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

在
“
八

·

一三
”
前后大约 �� 天时间达到高潮

，

以广州
、

香港尤为热烈
，

献金总数超过百万

元
。 升

在工交贸易电讯等方面
。

中央资源委员会广东钨矿业管理处扩大组织
，

积极开发矿
�

藏
。

钨锑是战略物资
，

省府令伤严缉偷运出 口资敌
。 洲

非常时期积极推进蚕丝事业
，

举办 ���万元蚕农贷款
。

粤省生丝畅销安南 �即越

南 �
。

日货绝迹后
，

广州小工业复兴
。

建厅拨款 �� 。 万元
，

增加省营工业出产品
，

计划

在湘桂鄂赣设推销处
。

建厅与省行订约
，

发展省营工业
，

实业银行与丝业银行归并省

行
。

上海失陷后
，

广州为唯一与国外交通 贸易之商埠
，

地位 日益重要
。

根绝仇 川
�

货
、

经济绝交两会同于 ����年 �� 月 � 日开始检查仇货
。

广州市面仇货渐见绝迹
。

财厅

为了防止敌方吸收内地的资金
，

开征侵占区货物人 口特税
。

上海失守后
，

本省对外贸易

激增
。

为了备战的需要
，

省公路处加紧修筑公路
，
����年度筑路费仍为 ����� 万元 本省

统制交通车辆委员会亦 已成立
。

战时电讯十分重要
。

省府决定本省无线电话改归国营
，

有线电话仍由省办
，

建设厅

赶速完成各县长途电话
，
以应战时之用

。

总起来讲
， “
七

·

七
” 、 “

八
·

一三
”
事变后

，

国民党当局在广东作出 �一些抗战的

应变措施
，

对于动员全省军民起来抗战作 了一些准备
，

比前大有进步 � 但由于国民党当

政者普遍认为广东靠近香港
，

英国
、

法国在广东均有利益关系
，

日本会有所顾忌
，

未必

会很快进攻广东
�
蒋介石又不断从广东抽调部队到华中战场 � 又因战火只在华北

、

华中

进行
，

日本尚没有力量向广东进攻
，

故有麻痹侥幸思想 � 更重要的是
，

由于国民党当局

有片面抗战的指导思想
，

不想
、

也不敢真正放手发动和武装广大群众
，

特别是广
一

大
�

�农

群众
，

准备与 日本侵略者作 一决战 � 对准备抗战也没有 一个全盘的
、

周密的
、

切实可行

的计划与部署
，

在军事上的具体准备也很不够
。

所以当 日军于 ����年 ��� 月 �� 日从大



亚湾 全面发动进攻广
一

东时
，

就显得慌张失措
，

兵败如 山倒
，

仅 �� 天时间 ��� 月 ��

日�就失守广州了
，

这是值得我们牢牢记取的惨痛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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