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辑｜革命史迹

合 浦 党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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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革命斗争的中心。

1926 年初，广东省农民协会派共产党员苏其礼到合浦发动农民。1926 年 5 月，中共

广东南路特派员黄学增及党员江刺横、简毅、李雄飞到北海，6月建立北海党支部。此为

早期党的活动。

1937 年，广东省党组织派党员张进煊、赵世尧回合浦开展地下工作，发展党员。次年

4月初，在廉州阜民南路“有生号”建立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张进煊任书记。随后廉州、

北海、西场、公馆、白石水、寨圩等也建立了党支部。11 月，中共广东省委派周楠到合浦

向特支传达省委指示，组建中共合浦县工作委员会，张进煊任书记。

1939 年初，广东省通过东南特委派李士洋回合浦，建立合浦中心县委，领导钦廉四属

的建党工作，李士洋任书记。钦、灵、防各地建立起党组织。是年 6月 16 日，“儒家巷事

件”发生，中心县委机关被破坏，县委书记李士洋等 5 人被捕。8 月，广东省委派温焯华

到合浦改组领导机构，建立中共合浦县工作委员会，张进煊任书记。

县工委成立后，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反运米资敌的“合浦米案”群众运动上。先后在

西场、廉州、南康、小江、白石水发动群众抗议。在白石水还爆发了白石水人民抗日自卫

武装斗争。

1940 年 5 月，南路特委根据形势的需要，撤销合浦县工委，恢复合浦中心县委，派黄

其江任书记，县委机关迁到白沙乡宏德小学，继续领导白石水武装斗争。在坚持了一年又

四个多月后，根据广东省委指示，停止了武装斗争。

1941 年，合浦中心县委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转移已暴露的党员。1943 年初撤销合浦中心县委，改为特派员制，南路特委常委杨甫兼任

钦廉四属特派员。

1944 年 9 月，钦廉四属特派员杨甫作为掩护职业的商店——合浦“永信烟庄”遭到国

民党特务破坏，3人被捕。特派员制改为联络员制。

1944 年 11 月，日军打通了湘桂交通线，南路特委部署钦廉四属武装起义。1945 年 2

月 3日至 3 月中旬，合浦县南康、公馆、白沙、西场、白石水、小江、龙门、灵南香山等

地相继组织武装起义，全县共有 900 余人参加起义，并建立了抗日武装一一合浦抗日游击

大队。

1946 年 6 月，南路特派员温焯华派廖铎到合浦任廉北联络员。1946 年 9 月，中共广

东区党委派陈华到合浦任钦廉四属特派员。



1947 年 5 月，合灵武装队伍、西场队伍、合东南大队和梁振威、梁式杲队伍整编为粤

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团，合浦有了人民解放军正规编制队伍。

1947 年 6 月 21 日，廉北联络员廖铎在北海被捕后叛变，供出 100 多名党员名单，致

使北海 10 名党员和 3 名进步人士被捕。

1947 年至 1948 年间，二十四团为保存实力和开辟新区，把队伍分散到各地活动。

1948 年 6 月，粤桂边区地委在合浦成立。1949 年 3 月，撤销粤桂边区地委，在合浦

县公馆成立六万山地委，合浦境内同时建立合东南、合中北、合钦灵边三个县级工委，还

建立了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四支队。8 月，第四支队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建

制。

1949 年 12 月 3 日廉州解放，次日北海解放，1950 年 3 月 7 日涠洲岛解放，合浦党组

织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使命完成。



党 史 旧 址

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成立旧址

廉州镇阜民路 52 号有生号。1938 年 2 月，中共广东省南方工委派张进煊回合浦，以

廉州中学教师的身份发展党员，筹建党组织。张进煊租住在何世权（李英敏）外婆家一一

阜民南路“有生号”。至 4 月，已经发展党员二十多名。4月中旬，中共广东省巡视员周楠

到合浦检查工作，住进“有生号”，指示张进煊尽快成立合浦县特别支部。1938 年 4 月底，

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在“有生号”建立，书记张进煊，组织委员赵世尧，宣传委员何世权。

此为合浦县第一个党组织。1984 年，“有生号”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成立旧址

廉州镇石桥街 14 号。1939 年 2 月，中共广东省委从东江派李士洋回合浦，传达中央

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同时指令建立合浦中心县委，以加强钦廉四属党组织。中共合浦县工

委在此召开工委扩大会议，并成立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李士洋任书记，组织部长张进煊，

宣传部长陈任生，青年部长韩瑶初、何世权，妇女部长伍雍娴，武工部长赵世尧、张世聪。

1962 年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机关旧址

廉州镇儒家巷蔡屋。1939 年 2 月成立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后，李士洋将县委机关转设在

此，此为李士洋舅舅家。到了 6月 16 日晚上，突遭国民党驻合浦 175 师特务连包围搜查，

逮捕了李士洋、陈任生、张九匡、利培源和叶惠清等五人。史称“儒家巷事件”，“是广东

党组织重建以来县一级组织遭受的第一次破坏。 ”1962 年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机关旧址 李协光 摄



中共合浦中心县委领导机关旧址

白沙镇宏德小学。1940 年春，中共广东南路特委派黄其江到合浦工作。不久，合浦县

工委在白石水东馆小学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三坚持、三反对”方针，布置开展

反逆流的“合浦米案”运动。同时撤销县工委，恢复合浦中心县委，黄其江任书记，谢祖

祐任组织部长，朱明任宣传部长。由“合浦米案”诱发的白石水抗日武装自卫斗争，被迫

转为政治斗争之后，暴露的党员被迫转移，合浦中心县委也迁址白沙镇宏德小学，时间由

1940 年 6月至 1943 年。1984 年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合浦中心县委领导机关旧址 袁洪 摄

中共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机关旧址

廉州镇阜民北路 10 号“永信烟庄”。1943 年 3 月，南路特委指示，撤销合浦中心县委

及区委机构，改为特派员制，组织联系为单线联系，特委常委杨甫任钦廉四属党组织特派

员。杨甫在此开设烟庄作为联络中心，以方便领导钦廉四属党员地下工作。1944 年 9 月

22 日凌晨，永信烟庄遭到国民党合浦特务机关破坏，党员伍朝汉、陈普坤、邓荣存三人被

捕，杨甫化装脱险。史称“永信烟庄事件”。1962 年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惜，

后来被拆毁重建。

莲池寺战场旧址

莲池寺位于合浦县白沙镇龙江村委龙颈村的白云山东坡，又因该寺前莲池原种有白莲，

故又称“白莲寺”。



莲池寺创建于清同治年间，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重建，坐西北向东南，东西宽

35.4 米，进深 23.6 米，建筑面积 835.4 平方米，是一座中西结合的佛、道等多种宗教混

合的寺庙，采用中轴线对称院落式结构，形制独特。

白云山一带群山连绵，易于隐蔽。从 1939 年起，莲池寺即成为中共合浦武装斗争的

革命根据地，寺庙房子曾成为游击队的营区。合浦革命地下武装隶属中共广东省南路人民

抗日游击队领导，在他们的领导下，合浦地下党积极开展地下武装斗争。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南路特委六万山地委将这一带的武装力量进行改编，把合灵

南苏显枢大队、西场大队、合东南大队、灵山梁振威、粱式杲大队整编为粤桂边区人民解

放军第二十四团（即后来的新六团），团长陆新，政委陈明景。

莲池寺战场旧址 袁洪 摄

1947 年 6 月 15 日，二十四团一共五百余人东进廉江县进行援助战斗。7月 20 日，二

十四团打了胜仗后从廉江撤回合浦，至白沙莲池寺休息时，不幸暴露了，被国民党合浦县

自卫大队、博白县自卫队以及地方武装上千人悄然跟踪，并从三个方向包抄围困于莲池寺

中，双方展开激战，二十四团顽强坚守至天黑，得以突围。战斗中，二十四团八连连长邓

振松等六人不幸牺牲，团部参谋李成受重伤。二十四团歼敌数倍，撤出战斗后转移到白石

水（今浦北县辖）休整。

莲池寺战场旧址又称“七二○”战场旧址，对于警示后人，不忘先烈为新中国而舍身

忘己的伟大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研究合浦县中共党史和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粤桂边

区纵队的革命斗争历史有重要意义。

1993 年 5 月，莲池寺战场旧址公布为合浦县文物保护单位。



革 命 纪 念 馆

为了纪念革命先辈的事迹，弘扬献身精神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合浦县先后建设了一

批红色革命纪念馆。

白沙革命纪念馆位于合浦县白沙镇田螺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以白沙籍

张进煊、张九匡等为代表的革命志士，从白沙走上革命道路。他们当中很多人为解放事业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张九匡、张书坚等。为纪念白沙地区革命斗争的历程和老一辈革命

者为党和祖国解放事业做出贡献和为国捐躯的英烈们，合浦县委、县政府于 1987 年拨款

建成此馆。

南山革命老区纪念馆位于合浦县公馆镇南山小学，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和“全区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曾经是合浦东三团抗日先锋大队、合浦县

委、钦廉四属特派员、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团、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新六团的驻

地。管内陈设有革命文物、历史照片，配备有多名小学生讲解员，详细讲解合浦地下革命

的战斗历程及其影响。

香山人民革命斗争史展馆位于合浦县公馆镇香山小学，2016 年 6 日开馆。是香山人

民为纪念支持合浦地下党组织活动和合浦解放事业而作出贡献者而设立。展馆分为七个部

分，对大革命时期朱锡昂在香山的革命活动，解放前中共合浦各级地下党组织以及领导在

香山的活动，及香山党支部、交通情报站、堡垒户活动等情况进行了记述。整个展馆，以

事实为依据，立足香山，将革命老区的历史地位、重要贡献以及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昭示

后人。

西场革命老区武装斗争史迹纪念馆 2020 年 9 月底落成，位于合浦县西场一中内。

西场镇是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合浦西部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中心，展馆里布置有丰富

的珍贵文物、图片、画作和题词等资料，武装斗争史迹丰富、类型多样，介绍了西场革命

斗争的代表人物，以及黄铸夫故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卸江炮台、作战遗址等革命斗争史

迹。

白沙宏德中共合浦中心县委领导机关旧址及斗争史陈列馆位于合浦县白沙镇宏

德村。2007 年 9 月至 2008 年 1 月，合浦县委、县政府拨款重修，在中共合浦中心县委领

导机关旧址旁边新建了一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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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馆已经于 2021 年 5 月底做好馆

址。主要介绍中共合浦中心县委领导机关驻宏德村后领导革命的各项活动。



革命烈士纪念碑 袁洪 摄

合浦县革命烈士纪念馆。为迎接建党一百周年，合浦县委、县政府决定于 2020 年 5

月动工，修建合浦革命烈士馆，选址位于丰门岭合浦革命烈士碑旁边。该馆为两层建筑物，

里面布置有党史居，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合浦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解放后合浦的社会

主义建设重要成就布展，以多种艺术手法予以展示，譬如大型全景画，结合雕塑，圆雕、

浮雕、模型，油画、连环画、照片以及投影、多媒体等艺术和科技手法再现历史场景。把

为合浦革命而牺牲的烈士展示出来，以弘扬他们的艰苦奋斗和勇于奉献的革命精神。该馆

于 2021 年“七一”前夕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