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一、白沙革命烈士纪念碑

白沙革命烈士纪念碑

白沙革命烈士纪念碑位于合浦县白沙镇龙颈村。

碑体分三级，高约 8 米，钢筋水泥砖石结构，表石米。在碑体上刻着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白底红色的大字；在碑座上刻着英烈们的名字。

在纪念碑的正前方两侧还各建有个小亭子。整座碑园占地面积约 300 平方

米。



1947 年 7 月，香港分局和南路特委指示在廉江活动的合浦二十四团返

回合灵，加强六万山地区革命斗争。于是，中共钦廉四属特派员陈华率领

合浦二十四团离开廉江返回合浦，并于 7 月 20 日回到合浦县白沙乡龙颈村，

把合浦二十四团二连和八连驻扎在龙颈村里及附近村庄。7 月 21 日，由于

部队渡过白沙河开进驻地时暴露，瓦窑岭反动保长杨善崇向白沙乡乡长林

家伟报告。林家伟电告国民党合浦县、博白县当局，当局立即派国民党合

浦县、博白县两个自卫大队和当地反动武装共 500 多名敌人，向驻扎在龙

颈村和白莲寺的连队进攻，当天下午 2 时，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持

续两个多小时的战斗中，共毙伤 20 多名敌人，但驻扎在白莲寺的八连连长

邓振松、排长刘贵以及战士劳亚保、沙产李（外号）、轻机手（无名氏）在

战斗中光荣牺牲，团参谋长李成负重伤。为纪念这些英烈，由白沙地方的

老同志发起，于 1979 年 4月在战斗地的龙颈建立这座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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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物简介

邓振松

邓振松，合浦县南康镇（今属铁山港区）雷田村人，1924 年出生，1946

年 2 月由陈符隆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 年 7 月在白沙龙颈的白莲寺与

国民党博白县自卫大队的战斗中光荣牺牲。年仅 23 岁。

邓振松 1945 年 2月 3日参加南康武装起义，在起义队伍撤退时，他与

队伍失去了联系。3 月初，他同一批同志到廉江地区，与南路其他起义队伍

取得联系，后又与合浦东撤高雷的南康部队汇合，开展游击战争。抗日战

争胜利后，他随合灵独立营南康连回师南康，坚持在南康、白沙、公馆等

地进行艰苦斗争。1946 年秋，合东南各地的队伍合编为合东南游击大队，

他任第二中队长。1947 年夏天，粤桂边纵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团成立，他

任八连连长，即随二十四团挥师东进廉江。7 月下旬，二十四团撤返合浦，

途中驻白沙乡白莲寺，被合浦、博白两个自大队和当地的保安队袭击。战

斗打响后，邓振松带领八连全体指战员抢占对面高地，力图阻击敌人，在

战斗中他和另外 4 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