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合浦位于广西南端，北部湾东北岸。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设

合浦郡合浦县，以后一直都是郡、州、县的治所所在地，至今已有 2000 多

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前，合浦（辖北海、浦北）属广东省管辖，新中

国成立后的 1951 年合浦县辖的北海镇独立设市，1952 年合浦改属广西省钦

州专区，同时将县辖北部析置浦北县。1958 年合浦县改属湛江专区，同时

又将北海市、浦北县归并合浦县。1965 年，北海市、浦北县复设，与合浦

同属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专区。1987 年，合浦县划归北海市管辖，1988 年

3 月列入沿海经济开发区、对外开放县。

合浦人杰地灵，历史源远流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也

是著名的“南珠”之乡，从唐代开始，就是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

地区。合浦既有悠久的历史，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就

有共产党员在合浦活动。从抗日战争初期起直至解放战争时期，合浦是中

国共产党在合浦、钦县、防城、灵山四县（称钦廉四属）开展革命斗争的

策源地和中心基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产党人的足迹遍布珠乡大地，他们和合浦

人民一起，大义凛然，前仆后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合浦地区的胜利谱

写了光辉的篇章，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人物，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组成

了一幅幅丰富的、感人的历史画卷，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革

命遗址遗迹。

合浦革命遗址遗迹见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合浦党组织的发展历

程，反映了合浦光辉的革命岁月，体现了革命前辈和合浦人民追求真理、



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豪迈气概。新中国成立后，合浦县先后修建了革命

烈士纪念碑 7 座、革命烈士墓 2 个、革命纪念馆 1 个，同时还对一些革命

遗址遗迹进行了重修和保护。这些革命遗址遗迹，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

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是宝贵的革命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这些革命遗址遗迹，对于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思

想文化阵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红色旅游，促进合浦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书所收录的革命遗址遗迹，主要是指现合浦行政区域内，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在合浦进行革命斗争中所留下的历史印记，包括重要

的会议旧址、机关旧址、战斗遗址，纪念碑、纪念馆和烈士墓等。以图文

并茂的形式，采用纪实的手法，详细介绍每一个革命遗址遗迹的历史由来

和保护状况等，同时介绍一些与该遗址遗迹相关的事件与人物。

一处革命遗址遗迹就是一座红色丰碑。翻开《红色记忆——合浦革命

遗址遗迹》，品读革命故事，追忆峥嵘岁月，体味革命前辈们的信念、意志

和精神，思想会在震撼中升华，情感会在感动中点燃。让我们追寻红色记

忆，不忘革命历史和党的优良传统，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永远缅怀

逝去的英烈们，永葆爱国情怀。同时牢记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职责，让

红色的记忆成为推动我们永远前行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