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和

中共合浦县工作委员会机关遗址

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和中共合浦县工作委员会机关遗址位于合浦县城

廉州镇阜民南路 48 号，此处当时称为“有生号”，是一幢二层楼房私人住

宅兼店铺。它背靠西门江，处于廉州比较繁华的街道。该遗址于 1984 年被

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和中共合浦县工委机关遗址（1938 年）——廉州“有生号”

（廉州镇阜民南路 48号）

1926 年 6 月，江刺横等在北海建立了合浦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北

海支部。1927 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合浦也陷入了

腥风血雨中，江刺横等一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被敌杀害，致使合浦党组

织遭到了完全破坏。直到 1937 年合浦才逐渐有党员恢复活动，共产党员张

进煊、赵世尧首先回到合浦开展重建党组织工作，1938 年 4 月建立了中共



合浦县特别支部，同年 11 月成立中共合浦县工作委员会，机关驻地都设在

廉州“有生号”内。1938 年底，合浦全县共有党支部 10 个和若干党小组，

党员已发展到了百多人。

合浦党组织就在“有生号”开展领导全县党的工作：一是迅速发展党

的组织；二是开始注意向山区农村发展党员；三是开展革命理论的学习，

扩大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的传播；四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

动；五是开展反对顽固分子的斗争。



合浦县人民政府关于将“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旧址”和“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机关

旧址”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



中共合浦“特支”和“工委”的建立

大革命时期，合浦就有党员活动。1926 年 6 月，江刺横在北海建立了

合浦地区的第一个党组织“北海支部”后，合浦的革命有了统一的领导。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我共产党人。在短短

的二三年中，在北海就逮捕并杀害了江刺横、李雄飞、冯慕周、冯五其、

钟辉廉、潘铁汉、潘国鼎、易一德、钟竹筠等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致使

合浦县的党组织遭到完全破坏。

1937 年春，中共广东省组织先后派共产党员张进煊、赵世尧回合浦开

展党的工作。张进煊回到合浦后，在合浦五中（即公馆中学）以教书作掩

护，同时安排当时是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简称“中青”）成员的李英敏（何

世权）到合浦五中附小任教导主任，开展重建党组织的准备工作。1937 年

春夏之间，就发展和吸收了一批有志青年加入了“中青”，建立了“中青”

小组；同时，李英敏在张进煊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下半年，张进煊

调任中共广州市委外县工委委员，离开了合浦。

1938 年 2 月，中共广州市委外县工委再次派张进煊回合浦开展重建党

组织的工作。张进煊回到合浦后，在省立廉州中学任教，张进煊到任后，

随即通知李英敏到廉中附小任职。同月，赵世尧也被中共广州市委外县工

委派回合浦，和张进煊一起继续开展重建党组织的工作。赵世尧回到合浦

后，张进煊即和赵世尧在廉州研究讨论重建党组织的工作。经研究决定，

由张进煊、赵世尧、李英敏成立一个党支部。支部商议分别在廉州、北海

发展党的组织，同时三人作了分工：张进煊负责在廉中、李英敏负责在廉

州镇、赵世尧负责在合浦一中和北海发展党员。张进煊在廉中发展的党员



有钟高鉴、孙炳业、张文纲，并在公馆发展张九匡等。李英敏在廉州镇发

展的党员有伍雍娴、岑月英、李华良等。赵世尧在合浦一中发展的党员有

庞自、郭芳（郭李晃）、谢王岗等，在社会抗日救亡团体中发展的党员有黄

人善、王文岜等，还在西场发展了罗刚、周志刚等。一时，党组织的力量

大大增强。第一批发展的党员又陆续发展了其他人加入党组织：在合浦一

中由庞自发展的党员有宋家培、李焯兴等，由郭芳发展的党员有卢传义、

利培源等，并建立了合浦一中党小组；在西场由罗刚发展的党员有朱明、

王克、黄模、王思贤等，并建立了西场党小组。党员队伍的壮大，党的基

层组织的增加，为合浦地区重建党组织奠定了组织基础。

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的建立。1938 年 4 月，张进煊在廉州阜民南路“有

生号”召集全体党员开会，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宣布成立中共合浦县特

别支部，张进煊任书记，赵世尧、李英敏任委员。会议决定张进煊、李英

敏负责廉州、西场等地党组织工作；赵世尧负责北海党组织的工作。特支

机关设在廉州阜民南路“有生”号内。特支建立后，积极培养发展党员，

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上层人士和各界民众，掀起波

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宣传队伍遍及全县城乡。

8 月，中共广东省委动员各校大学生回家乡从事建党工作。在广州的陈

任生、韩瑶初受广东省委委派回家乡合浦县工作。陈、韩回到合浦后，即

在廉州召开合浦特支扩大会议。在扩大会议上，韩瑶初传达中共广东省委

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确定的建党精神和工作总方针、广东省委关于华南政

治形势与任务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陈任生传达省委关于组织工作

的意见。会议决定扩大特别支部，加强党的领导骨干。具体分工为：书记



张进煊，组织委员陈任生，宣传委员李英敏；韩瑶初负责青年学生工作，

赵世尧负责统战工作。陈任生还任广东省抗日先锋队驻南路办事处主任。

在这次扩大会议上，决定增建廉州中学党支部和北海党支部。

中共合浦县工作委员会的建立。1938 年 10 月下旬，广州沦陷。中共广

东省委根据抗战形势的重大变化，为了加强合浦地区党的领导力量，迅速

开辟南路钦廉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指示尽快成立合浦县工作委员会，并

派中共西南特委组织部长周楠到合浦开展组建中共合浦县工委的工作。同

时派邹贞业、张世聪、陈业昌等从广州回合浦工作，增强党的领导骨干。

这批人回合浦后，中共合浦特支派张世聪任白石水党支部书记，大力发展

农村党员；陈业昌任寨圩党支部书记，领导寨圩简易师范学校师生开展抗

日救亡活动。派邹贞业到公馆工作。到 11 月，已先后在廉州、北海、西场、

公馆、白石水和寨圩建立党支部，党员发展到 96 人。

11 月，周楠到合浦后，在北海中山东路朝阳里“桂园”主持召开中共

合浦特支扩大会议。张进煊、陈任生、赵世尧、韩瑶初、李英敏、张世聪、

郭芳、张书坚、王文岜、张九匡、利培源、林朗天、罗刚、伍雍娴等出席

会议。会上，张进煊、韩瑶初和赵世尧分别作了工作汇报；周楠传达了中

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指示，指出日军可能随时在广东沿海登陆进犯中国，

合浦有沦为敌占区的危险，合浦必须迅速准备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为此，

合浦要加强党的力量，决定成立中共合浦县工作委员会。中共合浦县工委

就在这次会议上产生了。第一届中共合浦县工委选举产生书记张进煊、组

织部长陈任生、宣传部长李英敏、武工部长赵世尧、青年部长韩瑶初、妇

女部长伍雍娴，候补委员张世聪等。县工委机关驻地仍设在廉州阜民南路



“有生号”。

中共合浦县工委的建立，增强了党的领导，有力地推进抗日根据地发

展。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县工委派出一批党员骨干加强山区农村党组织

工作的同时，还在国民党一五九师政工队和合浦一中高中学生恩平集训队

分别增建了党支部。直至 1938 年底，合浦全县共有党支部 10 个，分别是

廉州、北海、廉中、一中、西场、公馆、白石水、寨圩、一五九师政工队、

合浦一中高中学生恩平集训队党支部。另外还有若干党小组，此时的党员

已发展到 100 多人，曾经是学生读书会的骨干和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

普遍都加入了党组织，这是一支党的有生力量，标志着合浦党组织的恢复、

重建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已建立起完整的集体领导机构和遍及全县重点

线的党群组织。



建立西场青年抗敌同志会

——合浦特支领导下西场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开篇

西场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西场青抗会）是合浦县民众抗敌后援会在

西场的分支机构。西场青抗会的建立，是在中共合浦特支领导下西场抗日

救亡群众运动的开篇。

抗战前，西场进步青年骨干罗刚、罗秉铨、石起、王贵德、林国奋等，

在早已参加进步政治活动的黄铸夫的影响和带动下，秘密成立读书会。当

时，在合浦廉州中学、海门中学、合浦一中读书的陈业昌、黄人善、王克、

陈家熙等也分别在各自学校，参加了读书会及抗日救国有关的宣传活动。

抗战开始，1937 年秋冬之交，石起、黄模、王贵德等组织部分青年成

立了一支抗日宣传队。1938 年 4 月合浦党组织重建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发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这时，合浦特支派一批共产党员

参加国民党主办的合浦民众抗敌后援会。是年 6 月西场党支部建立，在“抗

敌后援会”名义下，于 7 月间经合浦县抗敌后援会批准，组建了合浦第一

区西场青年抗敌同志会。党支部党员罗秉铨、黄模、劳锦、鲁秉贵、王克、

石起、王贵德、吴华英、林国奋、张乾德等人进入到青抗会去，壮大青抗

会，同时利用这个合法组织，放手发动群众贯彻党的抗日主张。青抗会实

质上是西场党组织掌握和领导的抗日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青抗会联

合西场御侮救亡二七工作团工作，很快发动西场爱国青年（包括教师、学

生、市民、工人、农民在内）开展了广泛的爱国抗日活动。

青抗会总会设在西场菜市附近观音塘畔的广州会馆内。青抗会制作了

会徽、会章、臂章。胸章是该会会徽，图案是圆圈内有一个青年扛着旗，



吹着号角，旗上有“西场青抗会”字样，图案还有“团结、紧张、严肃、

活泼”八个字。臂章上印有蓝色的“青抗”二字。

西场青抗会主要骨干除了党支部的党员外，还有陈家熙、包恭、黄裕

起、陆国强、陈禄纪、包兴文、庞殿勋、温国成、吴际棠、庞玉全（女）、

王禄安、黄人川等（这些人除包兴文外，其余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总会分政治部、军事部、妇女部和少年先锋队。总会负责人是罗秉铨。包

兴文、王禄安负责办理日常事务；罗刚、黄模负责政治部，主要负责指导

政治学习，组织分会，组织抗日救亡宣传；包恭、庞殿勋负责军事部，庞

殿勋主管青抗会会员的军事训练、军事演习和防空演习等，包恭负责制造

地雷炸弹，准备敌人登陆时使用；庞玉全负责妇女部，廖惠明、黄达英、

陆华英协助，主要任务是发动妇女参加救亡活动，办夜校，学习关于妇女

解放的理论和抗战有关知识；陈国强、区呈禧、李弟思负责少年先锋队；

李和、封钊爵组织少年儿童队，主要任务是组织小学高年级学生参加抗日

救亡宣传活动，并负责维持社会秩序、防空、锄奸、查缉日货等。青抗会

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第一步是会员上街头、下农村、到海边，办夜校、写

标语、演讲、唱救亡歌曲、演话剧和街头剧等，以各种形式广泛开展抗日

救国工作。

毗邻的沙岗乡青抗会属于西场青抗总会的分支会，由西场青抗总会统

一领导。因中共西场支部管理范围包括沙岗乡党组织，所以在西场、沙岗

两地的街道、重点村庄，如西场的白沙头、芋地坑、茅山、九指囊、野狸

水、坑口、上那隆、下那隆、卸江、官井、文屋、裴屋；沙岗的下屯、双

文、大山、白沙江、珊瑚岭等村庄都有青抗会宣传队写的标语，画的漫画，



出的板报、壁报，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在屋墙、大树、电线杆、桥栏杆

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汉奸！”“起来，宁死不当亡国奴！”“抗

日救亡，匹夫有责！”等标语口号比比皆是。

每逢西场、沙岗集市日，青抗会经常组织街头演说，对日本侵略者的

罪行进行愤怒控诉，激发群众对日寇的仇恨，号召民众誓死保家卫国，不

当亡国奴。除了西场、沙岗外，他们还不时到乌家、上洋等地去演说。

唱抗战歌曲，也是青抗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平时除会员集体大唱抗日

救亡歌曲外，还分组分批在夜校、街头及演出的幕前幕后进行独唱合唱，

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激动人心的歌曲。

少年先锋队的歌咏队也用清晨或晚间，成群结队地高唱抗日歌曲，高呼口

号，进行晨呼、晚呼。儿童们纯洁天真的稚音，嘹亮的歌声，雄壮的口号

缭绕在寂静的夜空和晨曦中，显示出少年英雄的抗日气慨。

西场青抗会组织剧队不时上街演街头剧、独幕剧、活报剧，话剧《放

下你的鞭子》是主演节目，还有许多剧目都是自编自演的。因在不同角度

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意志，而又适合地方情境和群众熟悉的乡土人情，

所以能够引起群众共鸣，受到欢迎。戏剧队除到分会所在地作重点演出外，

还不时到沙岗、乌家、上洋以及钦县的那丽等圩场巡回演出。1938 年上半

年，在小型戏剧队的基础上成立了“晓钟剧社”，能够演出大型话剧。第一

次在西场镇演出反映东北军抗日不屈精神的大型话剧《凤凰城》，竞招来人

山人海的观众，后到合浦县城廉州骊珠戏院挂牌公演，为前方抗日将士募

捐寒衣，演出成功，轰动全城。

西场青抗会结合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通过开办夜校，把一般流



动性的宣传转入固定的深入系统教育。充分发动农村青年和部分村民上夜

校，参加文化学习和时事政治学习。内容以讲解抗战形势、抗战前途为主，

主要讲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侵略上

海的“一·二八”事变和北平“七七”事变，揭露日本要灭亡中国的野心，

日军在各地的侵略和暴行使大家认识日寇的凶残本质，懂得中国人民必须

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最基本道理。说明抗战最后

胜利是属于中国的，讲清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必须全民动员起

来，同仇敌忾。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

反对倒退。通俗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讲中国共产党在全

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国革命主体是中国老百姓，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要

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寇赶出中国去。号召大家要学习革命

理论，懂得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通过夜校，很多人都领悟了中国共产

党的主张，他们纷纷要求加入青抗会，用实际行动抗日救国。

随着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中共西场支部（后是区委）分别派出部分

党员骨干占领乡村小学阵地，或到重点村庄开办夜校，负责组织青抗分会。

从西场二小调出王克、会员吴华英到沙岗小学分别任校长和教师，并组织

沙岗青抗分会；莫质卿往西场小学任校长；庞殿勋、王贵德往大坑口村建

立青抗分会；吴际棠往白沙头村建立青抗分会；王禄安、黄裕起往芋地坑

建立青抗分会；黄人川往白水井村建立青抗分会；叶崇业往西坡岭建立青

抗分会；周杏往茅山建立青抗分会；石起往野狸水村建立青抗分会。这样

便由原西场圩的青抗会员 60 多人发展到 1939 年上半年的 10 个分会，会员

400 多人。



各分会成立后，派到每个分会的党员骨干，都在自己分会的会员中积

极培养发展党员，并将培养的对象安排到分会的领导班子，经过周密的考

察和锻炼，培养成熟，先后吸收入党。1939 年上半年，西场建立了党的秘

密支部 4 个，党小组 6 个。在西场，青抗会会员的中共党员共有 83 人，占

青抗会会员的 21%，而青抗会的党员占当时中共西场区委所辖党员 95 人的

87%。

西场青抗会的 400 多会员，是一批活泼的进步青年，满腔热血，热爱

祖国，仇恨敌人，是抗日战争中足以依靠的力量，经过考验培养，其重要

骨干基本上都是党员。这样，党的组织就建立在党直接领导的有战斗力的

外围组织之中，为我党领导当地抗日运动和以后的革命斗争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组建合浦青年抗日先锋队

——党组织把全县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

合浦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是中共合浦地下党直接领导下的

一个抗日救亡团体，从属于广东省抗先。

1937 年 12 月，南京失陷，日军准备向华南进攻。为了打击侵略者，组

织青年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广东需要组建一个半军事性质的坚强的统一的

青年团体，以便统一全省青年运动的步骤与工作。于是广州中大抗先、附

中抗先、留东学会、平津同学会、救亡呼声社、学抗、青年群社等 7 个团

体联合发起组织广东抗日先锋队，成立临时工委，于 1938 年元旦在石榴岗

举行大规模露营活动，在露营中举行广东抗先成立大会。此后，在广东抗

先的统一领导下，全省各地抗先队相继组建起来。

1938 年 8 月，中共广东省委派广东抗先驻南路办事处主任陈任生回合

浦工作。陈回到合浦后，通过党组织着手开展合浦青年抗日先锋队的组建

工作，并把合浦抗先建队的任务交给李英敏。而在合浦建立抗先有着较好

的思想基础。在此之前，合浦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很活跃。特别在 1938 年 4

月中共合浦特支建立之后，就派了一批党员骨干参加县属各地民众抗敌后

援会，以党员或进步青年为核心组成青年抗敌同志会、妇女抗敌同志会等

团体，在北海组成的各种抗敌同志会就有 10 个之多。廉州的妇抗会出色地

发动了数百妇女参加救亡活动，并组织了六七十名女青年进行军事训练。

西场地区的青抗会员共有 400 多人，遍布农村，活动广泛。从 5 月至 8 月，

中共合浦特支在廉州、北海领导了两场较大的斗争：一是发动廉州数千群

众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反对散布托派言论和压制抗日救亡运动的国民党



一七五师政训处长李焰生的斗争，结果逼使其上司将他调离合浦；一是发

动合浦一中学生、廉中学生和廉州文化团体向合浦县政府请愿，反对叶天

一接任一中校长，结果政府被逼答应这一要求，使一中继续成为我党活动

的主要阵地。暑假期间，特支举办了廉中学生夏令营，为抗日救亡运动培

训了大批骨干。

1938 年 9 月 11 日，日军侵占涠洲岛，惨杀我同胞 100 多人，对合浦沿

海渔民实行惨无人道的烧杀、奸淫、虏掠。涠洲沦陷后，数千同胞逃离家

园，四处流浪。敌人的暴行进一步激发合浦青年的爱国热情，“保卫大广东”

“保卫大北海”“保卫家乡”的呼声日益高涨，他们纷纷要求参加抗日先锋

队，练习杀敌本领，准备迎击日军的进犯。

9 月间，在中共合浦特支的领导下，共产党员李英敏、王文崑、黄文楷

等首先在廉州建立合浦县青年抗日先锋队。接着，均安（现总江口一带）、

乾体（今乾江）、石康、白沙、小江（包括廉中、一中分校）、寨圩、龙门

等地的抗先队也相继组建起来。

10 月的一个晚上，均安乡抗先队和乾江抗先队联合举行夜行军演习。

均安抗先队负责人事前征得乡长的同意，在乡公所借来 30 多支步枪分给队

员，进行练习。两支队伍约定时间分别从两地出发，按夜行军的要求在漆

黑的夜里行进，准时于晚上 11 时许在宝塔山上会师，大家兴奋地振臂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去！”口号声震憾山野，响

彻夜空。

各地抗先队由当地党组织指导组建，因此各地抗先的名称和建制也略

有不同。12 月，在廉州建立合浦县青年抗日先锋总队（总队部设在廉州中



学），领导全县抗先组织。此时，全县共有抗先队员 2000 多人。为有利于

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推举国民党一七五师政治部主任林增华任总队长，国

民党合浦县党部书记周胜皋任副总队长。林、周系挂名的正、副总队长，

不管实际工作，实际领导权则掌握在总队政治部主任李英敏手中，共产党

员王文崑、黄文楷、洪廉光、陈传赞、伍雍娴、岑月英和王资桐等都是总

队的领导骨干。受抗先总队领导的各地抗先组织有：廉州抗先队，共 300

人，队长黄文楷、副队长陈传赞。下设大刀队，黄文楷兼队长，陈德佑任

主教练；均安乡抗先支队，共 100 多人，名誉队长罗光熊（均安乡乡长），

支队长韩雪洲，孙业炳、孙业武、王惠澜等分别负责组织、宣传、救护各

项工作；乾江抗先队，共 45 人，队长严福远；石康抗先队四五十人，队长

韩师琪；合浦东三团抗先支队（在公馆），共 100 多人，支队长范汝超，副

支队长李汉业，秘书邹贞业，陈德新、张九匡为政治部正、副部长，彭景

睿为军事部部长，下设公馆、上廉、六湖、白沙等抗先队；合浦一中长塘

山分校（在小江）抗先支队，共 100 多人，队长谭志伟，秘书谢王岗；合

浦县简师（在寨圩）抗先队，共 130 多人，负责人黄平、曾庆彪、蒙英翰、

黎善团、谢善炳等；龙门抗先月铲队，共 100 人，大队长刘学凯，副大队

长谢兰仪，指导员廖世儒，第一中队长徐海川，第二中队长谭家驹。此外，

从属于抗先的还有西场、廉州等少年先锋队，共有三四百人。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组织大纲草案》规定：“抗先是一个实行高度民

主集权制的半军事性质的队伍，队员必须随时随地学习军事知识和技能，

并要武装自己及武装群众。”合浦抗先正是按这一规定，把军事训练作为活

动的中心课题。



廉州抗先大刀队积极练武。每天晚上，东镇中心小学的操场上点起几

盏明亮的汽灯，大刀队队员怀着对侵略者的义愤，在汽灯下扎马舞刀，只

见寒光闪闪，刀声嗖嗖。教练耐心传授武术，队员顽强苦练，尽管秋风萧

瑟，仍汗流浃背。练武场周围常常站满观众。大刀队的练武活动，鼓舞了

群众，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9 年春节刚过，东三团抗先支队集中 30 多个抗先骨干到公馆合浦五

中，向当地自卫队借来 20 多支枪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政治学习由共产党

员邹贞业、张九匡等讲课；军事训练由国民党退伍军官负责。生活严肃、

紧张，队员集体膳宿，行动军事化。每天清晨和傍晚，五中校园回荡着：“枪

口对外，齐步向前，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

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的嘹亮歌声。人人同仇敌忾，随时

准备迎击侵略者。

龙门抗先月铲队是在原来武术会的基础上改组而成的，向来就有练武

的习惯。抗先建立后，请铁匠打了几十把月铲作为武器，认真练习杀敌本

领。

合浦简师抗先队同样也开展军事学习的活动。

合浦抗先队员戴臂章、背挎包、束皮带，还有不少队员佩带手枪和手

榴弹等武器，英姿勃勃，斗志昂扬，所到之处，群众向他们投去敬羡的目

光。

组织文艺宣传队、举办民众夜校和战地救护等，也是合浦抗先的主要

活动内容。为了动员民众抗日救国，抗先宣传队不怕长途跋涉，不辞辛劳，

经常徒步下乡宣传。



廉州抗先宣传队在李英敏、王文岜等带领下，自筹经费前往福成、南

康、闸口、石康、石湾等圩镇演出，演出了《送哥去打鬼子》《四龙聚会》

《狠打鬼子》等救亡节目，并同当地的救亡团体交流经验，推动各地救亡

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有一次，在巡回演出归途中，路经白花塘到达鬼地沙

滩时，敌机突然来袭，发现列队行进的宣传队，误认为军队，便轮番俯冲

扫射，幸好抗先队员练习防空有素，迅速卧倒，虽然不少子弹从队员身旁

掠过，却没人中弹受伤。

1938 年底，廉中抗先队员组成 12 人的宣传队（钟高鉴任队长兼党小组

长），他们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情，奔赴全县各圩镇，先后前往石康、常

乐、多蕉、旧州、张黄、龙门、小江、北通、古立、三合、福旺、寨圩、

土东、乐民等地巡回演出，每到一地都在墙上刷写抗日大标语、画漫画，

上街头演讲，晚上演出《火焰》《太阳旗下》《夜之歌》《放下你的鞭子》等

话剧。巡回宣传演出历时两个多月。

合浦一中长塘山分校抗先队在共产党员陈任生、韩瑶初、宁文、谢王

岗的指导下开展活动，经常深入小江农村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演出

救亡话剧，出壁报，办农民识字班。分校党组织通过抗先活动做建党工作，

首先在茅坡的农民中发展了党员，建立农村党支部。

公馆、白沙抗先队通过在农村办夜校组织担盐会、兄弟会、同心会，

培养和发展一批党员。寨圩简师抗先队通过办农民夜校，在农村建立起秘

密交通和情报站。

1938 年冬，广州、武汉沦陷后，敌机经常轰炸廉州、北海，许多房屋

被炸毁，不少民众受伤、死亡。在这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廉州抗先队组成



救护队，由岑月英、伍雍娴、陈传赞等带领，冒着生命危险做救护工作。

每次敌机轰炸后，立即奔赴被炸地区，为负伤的群众包扎，把重伤者送进

医院。救护队多次救护受伤的民众，曾从崩塌的房屋中挖出 10 多人，使之

脱险。救护队还积极做好受害者家属的慰问和抚恤工作。为了减少群众的

伤亡，在每次防空警报发出后，抗先救护队员在各街头催促群众疏散，如

发现有人留在屋里，便动员他迅速离开，并在街上巡逻放哨，防奸防盗。

此外，少先队也做了许多救亡工作。西场少先队员共 270 多人，建立

大队，由共产党员朱明任辅导员。下设锄奸、缉私、防空、军事、募捐、

宣传等组。锄奸组对形迹可疑的人暗中跟踪、监视，常到客栈检查，严防

汉奸、日谍混入。缉私组设卡检查日货，曾缉获“美人鱼”黑布、煤油和

火柴等十几担走私日货。防空组发防空警报和指挥群众疏散等。少先队员

人小志气大，劲头足，受到群众的称誉。

中共合浦党组织利用“抗先”形式，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阶层

民众，把合浦抗日救亡运动推向史无前例的新高潮；通过“抗先”的活动，

积极培养发展党员，特别是深入农村发展了一批农民党员，发展了党组织，

为建立农村游击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主要人物简介

张进煊

张进煊，1908 年 2月出生于合浦县白沙乡木岩塘村，1924 年考入廉州

中学，1930 年考上中山大学农学院农业行政专业。在中大读书期间，张进

煊认识了中山大学学生运动领导人钱兴，并与钱兴一起积极投身抗日救亡

运动。1936 年 6 月，经钱兴介绍，张进煊加入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简称“中

青”），并担任该组织所办的《时事周刊》编辑，1937 年 1 月，由钱兴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进煊

1937 年 2 月，中共广东省组织先后派张进煊、赵世尧回合浦开展党的

工作。张进煊回到合浦后，在合浦五中（现公馆中学）以教书身份作掩护，

开展重建党组织的准备工作。1937 年春夏之间，发展和吸收了张九匡等一

批先进青年加入“中青”，建立“中青”小组。同时，张进煊还介绍李英敏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下半年，张进煊调任中共广州市委外县工委委员，离



开合浦。

1938 年 1 月，中共广州市委外县工委再次派张进煊回合浦开展重建党

组织的工作。张进煊受邀在省立廉州中学任教。张进煊和赵世尧、李英敏

三人按分工分别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张进煊在廉中发展了钟高鉴、

孙业炳、张文纲三人加入党组织，同时还在公馆发展党员张九匡等。4 月，

张进煊在廉州阜民南路“有生号”成立中共合浦特别支部，张进煊任书记。

特支成立后，不到半年时间，党员人数就发展到近百人。先后在廉州、

北海、公馆、西场、白石水、寨圩等乡镇和一部分中学建立了党支部或党

小组，造就了一大批能够带领群众战斗的骨干力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

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1938 年 11 月，张进煊在中共西南特委组织部长周楠主持召开的中共合

浦特支扩大会议上，当选为合浦县工作委员会书记。会后，中共合浦县工

委决定把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点放在合浦北部山区，张进煊即随廉州

中学分校迁址一起到小江，直接领导合北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

1939 年 2 月，合浦建立中心县委，张进煊任常委，负责民运工作。6

月，中心县委遭破坏，8 月在白石水金街小学召开县委扩大会议，重建合浦

县工作委员会，张进煊任书记。他随即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着手建立以

白石水为中心的农村根据地，从廉州、北海抽调了 20 多位知识分子党员，

加强白石水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白石水根据地初具规模。

1943 年春，张进煊因病情严重，组织上决定让他回家乡休养。在养病

之余，他从不停止为党工作。1945 年 2 月，钦廉四属举行全面武装起义，

张进煊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发动了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并说服年迈



的母亲，卖了盐田积存的盐，买了两支崭新的七九步枪，带上父亲留下的

左轮手枪，毅然和妻子余新慈一起背上刚出生四个月的婴儿，走了 100 多

公里的山路前往白石水参加武装起义。后任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合浦大队

副队长，南路人民解放军政治部民运科长等职。

张进煊故居旧址（位于白沙镇木岩塘村）

张进煊同志之墓（位于白沙圩沿 325 国道往公馆方向约 2公里处的公路旁）

1946 年 8 月，党组织派张进煊到越南，担任广南省华侨中学校长。1948



年夏调回六万山地委，协助陈华工作，9 月再次任合浦县委书记，领导合浦

党员和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激烈的斗争。

张进煊墓志铭

1950 年 1 月，张进煊任合浦县征粮总队政委。这是一项新的、极其繁

重的工作，他病弱之躯又重新焕发出旺盛的精力，废寝忘食地工作，保证

了征粮支前任务的胜利完成。

解放后，张进煊一直疾病缠身，但仍带病为党工作，1968 年 2月病故。



赵世尧

1917 年出生于广东省合浦县北海镇（现广西北海市），排行第二，参加

革命后，人们尊称他为赵二哥。

赵世尧

1929 年小学未毕业的他便考入合浦一中（现北海中学），1936 年 7 月

高中毕业。在中学期间，受进步老师冯道先、杜君慧影响，接受革命思想

启蒙，和同学黄铸夫、苏觉民、冯廉先等一起，秘密阅读共产党、马列主

义书报，组织“未名”读书会，参加校内外抗日爱国活动，并和廉州中学

何承蔚、何世权领导的“艺宫”联系配合，使廉中、一中成为抗日进步活

动中心。参加活动的同学，后来大部分参加革命参加党。

1936 年 8 月，他动员北海抗日青年积极支持抗日军队，掀起北海的抗

日浪潮，惩办了日本间谍中野顺三，是中国革命史上有名的“北海九三事

件”的参与者。同年他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奉命从广州回到合浦

北海，开始重建党的工作，发展一批党员。中共合浦县工委成立后，他当



选为委员，负责领导北海党组织工作。1940 年调离北海，先后在湛江、化

州、廉江等地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工作。1944 年参加南路人民抗日武装

起义，担任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一支队三中队副队长；1945 年后在澳门、

香港进行革命活动。1949 年任粤桂边纵队侦察参谋。

解放后先后在湛江市公安局、广东省公安厅工作，“文革”前担任广东

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副主任。“文革”中被诬为“大特务”，1970 年 2 月

逝世。打倒“四人帮”后，广东省有关部门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李英敏

1917 年 1 月出生于广东合浦北海镇（现广西北海市）。原名何世权，又

名何肇生，笔名李毅生。1929 年考入省立廉州中学。在校期间，和一些进

步同学组织一个叫“艺宫”的学术团体阅读进步书刊，讨论时事政治，出

墙报等进步活动。

李英敏

1937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中青），后接受张进煊安排到

合浦五中附小任教导主任，以教书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同年 9 月加人

中国共产党。1938 年中共合浦特支建立后，被选为委员；1939 年 2 月成立

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后，任青年部长；6 月中心县委遭破坏，8 月重新成立中

共合浦县工委时被选为委员兼任中共白石水区委书记。1940 年奉命调到海

南岛敌后工作。

先后担任党报主编、社长，乡总队宣传部长，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

海南区党委宣传部长。1952 年 8 月调到北京，曾在文化部电影局、社会文



化局、中央群众艺术馆担任领导工作。1957 年被划为右派，长达 20 年，受

尽折磨，直到 1978 年才得到平反，调回北京分配到中央宣传部担任文艺局

副局长，兼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常务书记，中国作家

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委员。也是世界笔会中国北京中心成员，中国电影

文学学会理事，《民族文学》编委等。长期从事文艺创作，主要作品有《南

岛风云》《椰林曲》《十天》等电影文学剧本，其中《南岛风云》获文化部

1956 年优秀电影奖；中篇小说《椰风蕉雨》《夜走红泥岭》等数十篇，其中

《夜走红泥岭》获 1981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3 年离休，享受副省级待遇。



陈任生

原名陈炳题，字名轩，曾用名苏焰辉、陈实。1911 年出生于合浦县公

馆镇陈屋村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26 年考入廉州中学；1932 年考入中山

大学农学系，后因家庭经济困难，休学两年；1936 年回中大复学；1938 年

毕业。

陈任生

他于“12·9”运动以后投身革命。1936 年夏在广州参加歌咏团、艺术

工作协会等抗日救亡活动。1936 年 10 年月参加“中青”，担任中山大学“中

青”支部组织委员，后任中大“中青”负责人。1937 年夏由中大梁荣生（梁

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 9月至 1938 年 9 月任中大党总支组织委

员。

1938 年 9 月，由广东党组织委派和韩瑶初回合浦开展革命工作，公开

职务是合浦一中教师。中共合浦县工委成立时，被选为委员兼组织部长。

1939 年 2 月，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成立后，他担任常委兼组织部长。同年 6



月合浦儒家巷事件发生，和县委书记李士洋等五人一同被捕入狱，后越狱

逃出。

1940 年 8 月，南路特委派他和李英敏、张九匡等五位同志到海南岛敌

后工作，在此期间，先后担任琼崖纵队政治部编辑、秘书。“美合事变”时，

他和罗文洪、利培源担任留守处工作。1941 年秋，奉党组织命令回广州向

省委汇报工作，后因交通线被破坏，无法回海南，只好在南路特委安排下，

在湛江附近教书，坚持为党工作。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才从湛江回到海

南，担任《新民主报》编辑、编辑部主任、社长等。1948 年 12 月，他调到

琼崖民主政府工作，先后担任教育厅长、农业厅长、政府副秘书长。海南

解放后，担任过海南军政委员会秘书处处长。

1950 年 10 月调回六万山地区工作，先后担任广东省钦廉专区副专员、

地委常委兼合浦县县长。1951 年，负责种植橡胶工作，先后任广西省垦殖

处长，广西省垦殖分局办公室主任，华南垦殖局广西分局副局长，广西垦

殖厅、农垦厅、林垦厅、农业厅副厅长，长期领导垦殖工作。十年动乱，

他被诬为“叛徒”。1974 年后，他先后担任广西农学院副院长、广西农垦局

局长兼党组副书记，是广西第五、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广西农学会名

誉理事长，广西热带作物学会名誉理事长。1984 年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