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机关旧址

（1940 年至 1943 年）一一白沙宏德三小

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机关旧址（1940 年至 1943 年）——白沙宏德三小

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机关旧址（1940 年至 1943 年）一一白沙宏德三小位

于合浦县白沙镇宏德村宏德寺旁。

该旧址于 1981 年 9月 5 日被合浦县人民政府定为革命文物重点保护单

位，1984 年 5月 25 日被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 年 9 月至 2008

年 1 月中共合浦县委、县人民政府拨款重修，并在毗邻新建了一座“合浦

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史陈列馆”，同时作为“合浦县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合浦县党员干部教育基地”。

宏德三小始建于 1927 年，有着比较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处丘陵地带，

处于粤桂两省的合浦、博白、廉江三县之间，水陆交通方便，且那时当地



党组织力量较大，群众基础好，是个很隐蔽的地方。因此，早在 1939 年 2

月中共广东南路特委在合浦县城建立中心县委领导钦廉四属党组织后，宏

德三小便成了来往于合浦中心县委与南路特委之间的交通枢纽，是钦廉四

属党组织与南路特委经常集中活动的秘密据点和联络站。

1939 年 6 月，设在县城的合浦中心县委机关被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政

治环境不断恶化。1940 年 5月，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恢复后，经县委黄其江、

谢王岗等领导同志研究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县委机关随即

迁到白沙宏德三小内的一个碉堡楼上。同年 11 月至翌年 1 月，粤桂边工委

同时设在此。

合浦中心县委机关旧址内院

中心县委在白沙宏德三小的 3 年间，曾多次在此举办党员骨干训练班

和召开重要会议。同时，还领导了著名的白石水革命根据地武装自卫斗争。



这场斗争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一场爱国抗日的、正义的斗争，是符合党中央

制定的独立自主方针和武装自卫政策的，否定了停止武装斗争，把武装转

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错误决定，肯定了武装自卫斗争的正确，从而成为

共产党领导的南路武装斗争的前奏，拉开了六万山地区武装斗争的战斗序

幕。

解放战争时期，白沙宏德三小同样是合东南地区党组织的重要活动地

点之一。

合浦中心县委机关旧址外景



合浦中心县委机关旧址全貌

合浦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史陈列馆



在陈列馆内展出的合浦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史系列图片

合浦中心县委机关旧址碑刻

合浦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史陈列馆牌匾

合浦县党员干部教育基地牌匾



合浦县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牌匾



从学校到革命据点

在白沙镇宏德村南有一座古刹叫“宏德寺”，据说其创建于明、清时期，

已有百余两百年的历史。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前来烧香拜佛的人们络绎不

绝。在 1927 年的大革命高潮中，钟军炜、张庭辉从黄浦军校肄业回乡，将

宏德寺改造成学校。不久，由于地方封建势力作祟，加上农民思想落后，

这古庙又被重新捐款修了起来，学校则另建于与庙堂相连的东面，即为后

来的“合浦县第六区区立第三小学校”简称为“宏德三小”。

1938 年春，因革命工作需要，陈廷（陈铭雄）回到宏德三小教书，并

以此为中心，把抗日救亡宣传遍布周围农村。陈廷除了给学生上课外，常

向群众宣传抗日锄奸道理，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秋，在地下党的

组织发动下，各地纷纷组织建立抗日先锋队。宏德也成立中队，隶属于合

浦抗先东三团独立支队，陈廷是中队负责召集人，学生梁成珍、叶汉东及

群众钟十二等参与其中，是年冬曾在公馆五中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学习《论

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毛主席著作。此外还分别在梅菉垌及崩岭村成立民

众夜校。当时夜校教师只有陈廷一人，既要教夜校，又不耽误白天上课，

教夜校总是当晚去当晚归。在夜校中涌现出许多积极分子，如刘守仁、钟

高球和钟建辉等，后来都是中共党员。

1939 年春，原校长陈均通弃教，后由陈铭龙任校长。学校有校役班长

陈爵卿、校役刘炳如、刘德润、钟十二等几人。全校员工加上庵堂的两三

个尼姑，亦不足十人，日常有一百多学生返校，吵吵嚷嚷，非常热闹。但

下午一放学，学校便寂静无声，别有天地。

1939 年 5 月，陈廷经陈铭金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陈铭龙也相



继加入共产党，并成立党小组，陈廷任组长。在 1940 年间先后发展了钟高

球、刘守仁、刘炳如和钟建辉等入党，成立了党支部，陈廷任支书。因当

时钟高球和钟建辉不脱产，便让他们在其村上另立党小组，由钟高球任组

长。这样，校长陈铭龙，总务钟高球，教师林文德（阮明）、陈廷、卢传义、

王朝阳，炊事员兼校役刘守仁、刘炳如等都是共产党员。因此，宏德三小

自 1940 年起就完全为我党所掌握。之后，上级就把宏德三小作为交通站。

他们既是教职员、勤杂员，又是交通员。

1940 年 5 月，中共南路特委派组织部长温焯华到白石水区东馆小学召

开合浦县工委扩大会议，将中共合浦县工委改为合浦中心县委，任命黄其

江为中心县委书记，谢王岗和朱明仍分别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会后，

县委领导机关迁到白沙乡宏德三小。

当时南路特委派杨甫同志（化名刘德才）于 1941 年间到宏德开展工作。

为了隐蔽，便以广州湾商人的身份住在梅菉村。他与刘守仁、谭德另立党

小组。杨甫直至 1944 年 9月合浦永信烟庄事件发生后才离开。

由于领导同志常住学校，同志们来往频繁，多时有十多人，少时也有

三五人。当学生来校时他们都藏在校内的东北楼或南楼，待学生放学后，

才从楼上下来。学校经济困难，缺米缺油时就向隔壁庵堂的尼姑借，经常

是有借无还，但她们却没有一声怨言，因为学校里的同志们对她们做了不

少思想工作，她们对党的事业深表同情。有时来了女同志就和尼姑吃住在

一起。在那几个尼姑中，一个叫罗其松，

她是博白猪笼村人，因丈夫娶妾被逼出来的；一个叫钟桂芳，因死了

丈夫出来的；还有一个叫二十三伯母的是庙的主持人。她们对帮助革命起



到很大的作用。

宏德三小党组织在当地的革命活动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因为有群众基

础，所以都被村民护着，遇有敌情，村民会自动来通报，党组织就会采取

相应措施。自 1941 年开始至 1944 年冬武装起义，这里都没有出现过什么

事故。

中心县委成立后不久，便决定和部署在晚上统一在全县范围内散发“八

路军通电”（即《告全国人民书》和《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等材料）。这

些材料由县委布置何国达在小江他姐夫陈锡汉（民主人士）开的印刷厂，

选用上好的白报纸和清晰的铅字印刷，细心校对，尽可能做到没有错字，

共印了数千份，印得十分精美，许多人还不相信是在本地印的。印好后，

由秘密交通运送到各区，做好准备，按县委通知，在同一个晚上于廉州、

北海、西场、石康、南康、公馆、白沙、张黄、多蕉、常乐、旧州、白石

水、龙门、小江、福旺、寨圩等地，向机关、学校、重要商店散发，在街

头、交通要道张贴，又通过邮政或其他方法分寄给知名人士或反动分子。

这样，一个晚上四处都出现了共产党的传单，国民党的专员、县长、区乡

长及各单位的负责人都十分震惊。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国民党的严密控

制、封锁和开展反共宣传，人们不能真正了解抗战的形势和国民党的种种

倒行逆施，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不知道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战的真

实情况。这些传单的散发，给社会人士一次很重要的政治教育，使他们明

白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不满和反对国民党的祸国殃民政策，对共产党有基

本的认识，提高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威信，倾向共产党。有很多青

年学生得到传单后，都认真阅读或组织讨论，这是反对反共逆流的一次宣



传和动员。

1941 年 10 月，合浦中心县委曾发动过一次反对盐警勒索群众的斗争。

起因由于六哥塘亚婆角盐工遭到盐警的敲诈勒索，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党组织动员了当地的盐工和附近的农民拿起锄头扁担，从四周蜂拥而至，

重重包围前来勒索的十几个盐警，缴了他们的武器。后来他们派人到学校

来协商，签订了协议，保证今后不再勒索盐工，才把武器还给他们。

中心县委机关设在宏德三小后，十分重视党员干部的培训工作，在全

县各地举办了多期党员训练班，学习马列主义，进行革命理想、革命形势、

革命气节和组织纪律等教育，从而提高党员觉悟，增强党性，巩固党组织。

在宏德三小就举办了二期党训班。1942 年 2月（春节前后），由杨甫同志主

持，举办了一期党员骨干训练班，学习的内容是形势、任务、党纲党章、

党性锻炼和党的政策等，学习时间 20 天。7 月，仍由杨甫同志主持，开办

了一期党训班，目的是根据党中央提出的整顿“三风”的决定，在全县各

区委各支部开展整风学习，学习的文件是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

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以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整风文

献，学习时间为 20 天。党训班结束后，各区区委和党支部都普遍开展以整

风为内容的学习。

当年合浦中心县委书记黄其江所作的《圣地吟》，把宏德三小赞为革命

的圣地，它深切缅怀了共产党人在宏德三小的艰苦岁月和人民群众对革命

的支持，坚信革命必然会取得成功。



圣地吟

黄其江

白楼屹立耸云霄，暮鼓晨钟响彻郊。

日晒山岗战士伏，月明林下蜷人翘。

小小尼庵成保姆，高高祠庙作黄窑。

他年革命成功日，圣地名传万里遥。

重修前合浦中心县委机关旧址碑刻



领导白石水人民抗日自卫武装斗争

1938 年 9 月 11 日，合浦涠洲岛被日军占领。次年初便有奸商运大米、

桐油等物资去涠洲资敌，而一些地方官僚见有利可图，就不顾民族存亡和

人民的死活，勾结奸商、汉奸，高价抢购大米资敌，大发国难财，引起合

浦地区米价暴涨，许多群众因此断炊挨饿，甚至饿死，于是合浦党组织便

组织领导全县人民普遍开展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史称“合浦米案”），

这是抗日人民在战争区域和敌后区域反对民族败类资敌卖国的抗日救国斗

争。对于这个正义斗争，当时以广东第八区专员邓世增和合浦县长李本清

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不但不予以支持，反而进行疯狂的武装镇压。他们先

是镇压了西场区（含沙岗）反运米资敌的斗争。不久，邓世增又派兵镇压

小江区的反对运米资敌斗争。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在小江区内长驱直进，

对小江的农村进行疯狂的“围剿”，大肆劫掠群众的财物，还逮捕了 2 名在

反对运米资敌斗争大会上讲话的群众。

小江区反对运米资敌斗争被镇压的第二天，合浦中心县委和白石水区

委得到邓世增将在一两天内又派兵镇压白石水区反对运米资敌斗争的情

况，立即于当天晚上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会议总结了西场、小江斗争的经

验教训，一致认为，如果白石水区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镇压不进行武装

自卫，势必重蹈小江的覆辙，招致斗争失败、人民遭殃的恶果。于是决定：

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

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进攻，坚决进行武装自卫。作出决定后，白

石水区委立即进行武装自卫的准备。1940 年 5月下旬，召开 1000 多人的“团

练”誓师大会，号召群众对国民党顽固派进攻进行武装自卫。这个号召符



合广大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得到群众的热烈响应。不久，邓世增派李本清

率兵对白石水进行军事“围剿”，白石水区委领导白石水人民对顽固派的军

事“围剿”进行了武装自卫。于是，白石水人民抗日自卫武装斗争开始了。

1940 年 6 月 8 日，李本清率县自卫队和乡保队共 1000 多人对白石水进

行第一次军事“围剿”。

李本清认为，白石水人民的反对运米资敌斗争是各乡村小学的教师挑

动起来的。因此他的进攻目标是围捕各小学的教师，于是派乡保队分路奔

袭包围各小学。各校教师早就作了准备，多数撤到山上去了，只有勾刀水

村东馆小学的罗崇德、蔡琳两名女教师被乡保队抓走。当天晚上，白石水

区委组织群众，集结队伍，顽军来后，各村四面八方吹响角螺，有 1000 多

农民拿起武器上了山。顽军劫掠财物、逮捕教师的罪行，激怒了农民群众，

他们纷纷下山，为了营救两个被捕的女教师，区委组织武装力量包围占据

东馆小学的乡保队，一面断绝其粮水供应，一面用步枪与台枪（装有炸药

的地土炮）攻打。占据东馆小学的乡保队被我方包围后，日夜无水喝，无

饭吃，又不能睡，疲惫不堪。我方派人和对方带队的乡长谈判，双方达成

协议，对方放出两位女教师后，我方才让乡保队撤走。我方农民武装队伍

尚未撤离东馆小学时，李本清率自卫队来进攻，双方发生战斗。我方派 13

名武装农民进勾刀水村保护农民财物，其余武装农民开到东馆小学对面的

山上，居高临下打击顽军。李本清所率的自卫队第二天集中兵力围攻勾刀

水村。我方派去的武装农民，3 天 3 夜据守碉堡抗击顽军，第 3 天晚上才安

全撤出。这次战斗，我方只有党员张世柏同志牺牲，顽军则伤亡 30 多人。

李本清眼见自己所率的乡保队被瓦解，自己也负了伤，只好下令焚烧勾刀



水村便率队撤走了。

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军事“围剿”后，合浦中心县委向南路特委

作了请示汇报。特委认为合浦中心县委领导白石水人民进行武装自卫斗争

是正确的，应坚持下去，并派在延安学习过游击战争的陆新同志到白石水

加强指挥。为了坚持斗争，把农民武装 200 多人编为一个大队，由在人民

群众中有很高威信的党员干部张世聪（中山大学学生）担任大队长，大队

之下编 3 个中队，其中一个常备中队（60 多人），两个非常备中队（也叫民

兵，平时在家生产，作战时出来打仗）。

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军事“围剿”失败后，邓世增电告蒋介石，诬蔑

白石水人民抗日自卫武装斗争是“奸匪暴乱”，蒋介石下令“彻底清剿”，

邓世增乃于 1940 年 10 月，再次派合浦县长李本清率兵进行第二次军事“围

剿”，兵力除县自卫队、乡保队外，还有正规军一个营，共 1000 多人。李

本清改变作法，重点奔袭我中心地区，妄图消灭我主力，打散民兵队伍，

围捕我们干部。由于我部队、民兵和干部早已撤到山上，顽军奔袭毫无所

获，在大肆劫掠后，就在中心地区驻扎，每天四出围村、搜山、杀人、烧

屋，强迫群众集体“自首”，实行十户联保，小村并大村，同时实行经济封

锁，企图扼杀我已上山的武装队伍。我方采用游击战术，日间伏击、袭击

搜山顽军，夜间打枪骚扰驻地顽军。顽军到处被动挨打，弄得精疲力竭，

士气低落。经过半个月的战斗，顽军伤亡 30 多人，我方无一伤亡。李本清

觉得不能再打了，便灰溜溜地撤走了。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军事“围剿”

又被我方打破了。

1941 年 2 月，顽固派又进行第三次军事“围剿”，由专区保安副司令陈



国勋指挥，兵力有保安队和自卫队共千余人。在军事“围剿”前，陈国勋

要求同张世聪进行和平谈判，企图实行政治诱降。在谈判中，我方提出和

平解决条件；(1)停止武装进攻；(2)惩办罪魁祸首县长李本清和乡长梁文

光、黄南滨等人；(3)赔偿人民的损失；(4)抚恤被害群众的家属；(5)保证

当地人民的人身自由和抗日权利，保证不逮捕群众。陈国勋却提出无理要

求：(1)解散武装队伍；(2)交出枪支；(3)张世聪、朱澜清二人写悔过书；

(4)张世聪、朱澜清二人离开白石水，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或到外地升学。

这是诱降阴谋，张世聪当即严词驳斥，谈判破裂。陈国勋政治诱降阴谋失

败后，准备在军事上大举“围剿”。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日军进占北海，

威胁廉州，陈国勋苦于无奈，把开进白石水的兵力全部撤回廉州，国民党

顽固派第三次军事“围剿”又宣告破灭了。

白石水武装斗争地区，包括合浦县属西北部的白石水、旧州、张黄等

乡镇纵横 100 多平公里的森林茂密山区，在武装斗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不

能进入这个地区征粮、征税、征丁，这个地区实际上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

高举抗日救国旗帜的白石水人民武装，在国民党顽同派的三次军事“围

剿”期间，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这的

确是重大的胜利。

1941 年 10 月，广东省委个别主要领导人作出关于把武装斗争转变为政

治斗争决定。中共南路特委和合浦中心县委执行了这一决定，立即停止了

白石水武装自卫斗争，把武装队伍解散了，把武器埋藏起来了，把指挥武

装斗争的主要领导干部张世聪、陆新、朱澜清和区委书记卢文等调离，白

石水人民抗日自卫武装斗争就这样便偃旗息鼓了。



主要人物简介

黄其江

黄其江

1914 年出生于广东省遂溪县城月镇平衡村。

1937 年 2 月在广州江村师范学校参加革命，1938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9 年 1 月遂溪县党组织重建后，任遂溪县中心党支部书记，后任遂溪县

中心县委书记。1940 年调任中共合浦县中心县委书记。后历任雷州抗日游

击大队政治处主任，南路抗日人民解放军一支队政治处主任，雷州地区党

组织统战委员。1946 年 4 月党组织安排同东江纵队北撤人员一起北撤到山

东烟台工作和学习，任华东军政大学干部连党支部学习委员。1947 年 11 月

党组织安排调回广东南路，先后任南路地委常委兼雷州分委书记，粤桂边

区党委常委兼雷州地委书记，六万山地委书记，粤桂边区党委常委兼组织

部长。

解放后一直担任雷州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高雷行署副专员，中共华



南分局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华南分局统战部、工业部秘书长。广东省工

业部副部长，湛江地委第三书记，湛江医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兼院长，

广东省高等教育局副局长。1983 年离休，享受副省级医疗、住房待遇。



谢王岗

谢王岗

原名谢祖□，曾用名谢晖鲁、谢翠山、谢蔚林、黄玮、黄岗。1919 年

出生于广东合浦县福旺乡碑口村（今广西浦北县）一个农民家庭。

在“七七”事变前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 年 2 月合浦党

组织重建后，由赵世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合浦最早一批党员之一。

1938 年 9 月广东省政府在恩平集训高中二、三年级学生，合浦廉中、一中

学生党员建立一个党支部，他担任支部书记。1939 年夏，中共合浦中心县

委被破坏后，成立中共合浦县工委，他被选为县工委委员，担任组织部长。

1940 年初，在“合浦米案”斗争中，他领导小江、龙门、寨圩等地党组织，

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群众运动。1940 年 6 月，合浦县工委

撤销，恢复中共合浦中心县委，他继任组织部长。1941 年 5 月调到南路特

委工作。在特委机关工作一段时间后，被指派为巡视员，到钦防指导工作。

1942 年底任钦（县）防（城）党组织特派员，后继任防城县党组织特派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防城党组织特派员，钦防农民翻身总队政委，钦廉四属

工委委员，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中共十万山地委副书记等职，一

直坚持十万山区的艰苦斗争。

解放后至“文革”前，历任中共合浦县委第二书记，南路地委组织部

副部长，钦廉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钦州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广西省交

通厅办公室副主任，广西省工业部副秘书长，广西省城市建设局党组织书

记兼局长，广西区计委副主任，广西区建委副主任，中共广西区党委候补

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诬为“大特务”、“大

叛徒”和“伍、贺、霍、谢、袁反党集团”成员，备受摧残，蒙冤受屈十

五年，直至 1983 年才公开彻底平反。平反后先后任广西区科委党组成员、

副主任，中共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