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与

北海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

一、抗战爆发后的北海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爆发后的形势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

争。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标志着全国抗战的开始。

7月 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

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

日本的侵略。7 月 14 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部队做好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党的各级地

方组织和党员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7月底，平津失陷，日军大举向华北各地进攻。

8 月 13 日，日军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抢占有利据点，并向中国军队进攻。这就是上海八

一三事变。8月 22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讨

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进一步确定党在抗日战争

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与党

的任务的决定》，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制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

线，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这是同国民党领导集团所实行的片面抗

战路线不同的正确的抗战路线。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为了早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战，与国民党

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和推动，国民党在北平、天津失陷，日军把战

火烧到上海的危急情势下，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日的压力下被迫实行抗战，转变其对国

共合作抗日的拖延态度。8月，国共双方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

称八路军）。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

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

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国共合作抗日的实现，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以及海外侨胞的热

烈欢迎，也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压迫人民、专制统治

的基本立场并没有改变，其灭共之心不死，害怕群众运动，把抗战希望寄托在国际援助上，它

所实行的是只要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这就不能不给抗战形势的发展带来许多困难。

在北海，1937 年 9 月，国民党一五九师调离北海后，国民党一七五师进驻北海，在沿海

一带布防，以防日本帝国主义对北海的侵略。合浦一中学生到部队驻地开展慰问活动，并代士

兵书写家信和缝补衣服。9 月 25 日，一架日军飞机入侵北海上空，同时，一艘日本军舰入侵



北海海域。9月 27 日，日本军舰炮击冠头岭驻军阵地，驻军予以还击时阵亡一人。当天，北

海各界军民在中山公园集会追悼阵亡士兵，声讨日军罪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北海的侵略。

随后，合浦一中组织晨呼队，每天清早沿街奔走呼喊抗日口号，激发了群众抗日保家卫国的热

情，并成立了北海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抵制日货，为后来北海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的建立起了

鼓舞和示范的作用。

北海抗战宣传运动的兴起

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国民党在政治上有了一些进步的表现，同共产党的关系有所

改善，对群众的抗日运动有所开放，全国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气象。因此，北海地区原秘密

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转为公开合法化，重新高涨起来。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熏陶、具有强烈爱国

热情的北海地区进步青年，组建形式多样的抗战文化团体，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抗战宣传活动。

北海青年不断地走上街头，深入农村，用戏剧、歌咏、标语、漫画、刊物等多种形式进行抗战

宣传，主要是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动员群众和推动国民党抗战。

1937 年 7 月，全国抗战开始后，廉州中学的抗日宣传运动蓬勃发展，学生们纷纷参加抗

日晨呼队、歌咏队、，宣传队。每天早晨，廉州中学的学生组成一队队晨呼队，走上街头，一

面唱抗日救亡歌曲，一面高呼抗日口号。每天晚上，在十字街头、广场等处，歌咏队高唱抗日

救亡歌曲《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大路歌》等；宣传

队演出抗日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宣讲抗日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号召大家动

员起来，抗日保家乡。9月初，廉州中学成立抗日救亡工作团，下设戏剧、歌咏、漫画、文字、

口头等宣传队。戏剧宣传队首先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丰收之后》等街头话报剧，后来为演

出大型的抗日救亡剧目，吸收更多学生参加，从而把戏剧宣传队改称廉中剧团。为了纪念九一

八事变，廉中剧团从 9月 18 日晚起连续 3晚在廉州公演国难三部曲：《父子兄弟》、《梅世均之

死》、《血洒卢沟桥》。从 10 月 10 日起，廉中剧团又先后演出了《高压下》、《塞外的狂涛》、《旧

关之战》、《浮尸》等抗日救亡剧目。10 月 30 日晚，廉中救亡工作团在廉州孔庙前举行规模较

大的综合性的宣传晚会，演出凄楚而又扣人心弦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观众的情感由悲

凉而转为激昂奋发。此外还有激动人心的演讲，有雄壮的歌曲《保卫我们的北海》等。孔庙前

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民众抗日情绪高涨。以后在廉州组建起来的戏剧团还有：大众剧团、烽

火剧团、海中剧团、少先队剧团和附城小学教师戏剧队等。廉州各戏剧团进行的抗日宣传活动，

有力地推动了合浦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与此同时，北海市区的抗日宣传运动也勃然兴起。1937 年 7 月，北海进步青年赵世尧在

广州建议苏翰彦返北海组建海燕剧团，推动北海的抗日救亡运动。8月初，北海进步青年苏翰

彦、庞自、周志刚、黄人善、符平（符汝瑜）、潘伟德、何国达、林施均、刘雨帆、张文纲等

10 多人，在合浦一中召开筹备组建海燕剧团会议。9月 23 日，海燕剧团正式成立，团员约 30



多人，苏翰彦为团长兼导演。9月，合浦一中的进步学生也同时组织两个剧团：一是由高中学

生组成的怒吼剧团，耿宪修为团长。主要演出了《张家店》、《秋阳》、《林中口哨》等抗日救亡

话剧。一是由初中学生组成的少年剧团，陈祥军为团长。主要演出了《古庙钟声》、《小英雄》、

《小渔夫》等抗日救亡剧目。海燕剧团成立后，按照“演出抗日救亡戏剧，唤醒民众，投身抗

日”的宗旨，主要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黑地狱》、《血祭中秋》、《春风秋雨》、《烙痕》、

《飞将军》、《八百壮士》、《塞上风云》、《浮尸》等大、中型抗日救亡话剧，每次演出都引起轰

动，反响热烈，许多观众从远道赶来观看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是取材于东北人民沦

陷后悲惨遭遇的剧目，在全国各地影响甚广。在海燕剧团演出剧目《放下你的鞭子》的过程中，

每当到扮演工人的演员从观众席中冲上来，抓住鞭子打逼自己女儿卖唱的老汉的手时，全场观

众都产生了共鸣，齐声合唱抗日爱国歌曲《松花江上》，这时台上台下同仇敌忾，“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声连成一片，场面震撼人心，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有力地

推动了北海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廉州中学和合浦一中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和海燕剧团除了在街头演出抗日救亡戏剧外，还多

次下乡巡回演出，把抗日救亡戏剧带到北海地区各圩镇和乡村，扩大抗日宣传。廉州中学先后

分几批组织下乡宣传队，分赴党江、乾江、闸口、公馆、白沙、山口、张黄、小江、福旺、石

康、常乐、多蕉、上洋、沙岗、西场等圩镇和乡村进行抗日宣传。合浦一中也分批组织下乡宣

传队，分赴外沙、地角、高德、石康、张黄、小江、福旺、龙门、乌家、上洋等圩镇和乡村以

及灵山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海燕剧团到合浦、灵山等地义务演出，扩大抗日宣传。下乡宣传活

动除了口头宣传、唱歌、演街头剧之外，还有漫画、标语、发传单、出墙报、演讲、戏剧以及

举办识字班、夜校等，形式生动活泼，宣传的效果很好。随着各种宣传队在各地交叉频繁演出，

使抗日救亡戏剧的演出形成浪潮，荡漾在六万山地区，这对于唤醒民众团结一致抗日救亡和后

来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北海地区进步青年也利用刊物进行抗战宣传。1937 年夏，合浦一中进步学生和社会青年

捐款开设了新文书店，并筹办报社，发行四版八开的油印小报《摘报》，刊登从各类报刊上选

择的抗日运动报道、战事电讯、短评、社论，由周志刚、黄人善、傅劲才等编辑，陈业荣等刻

印，由强华学园的一批学生负责推销发行，每日早上送至茶楼、酒馆和各机关团体，市民争相

阅读。9月，将《摘报》改为《战声报》三日刊，扩大版面，改为铅印，主要由吴世光、庞自、

刘雨帆、张家保、利培源等负责。刘雨帆负责社论和社会评论，吴世光、何正三负责战况报道、

战地通讯，林树棠负责文艺副刊。《战声报》扩大了发行量，主要报道抗战消息、宣传救国理

论，是当时较有影响的抗战刊物。同时，北海进步青年还纷纷在国民党控制的《合浦日报》、

《粤南日报》上发表抗战文章，纵论抗日大势。此外，北海学生读书会组织又再度兴起，如“吴

家园”读书会、“朝阳”读书会，合浦的“战时读物”供应社等。都是七七事变后兴起的较大

的读书会组织。这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所以读书会组织已基本公开化，北海青年读的书中除



了《辩证法大纲》或《历史唯物论》等有关马列主义的基本读物外，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

著作也在社会上传阅。至 1937 年底，青年们读抗战书，写抗战文，画抗战画，演抗战戏已蔚

然成风，追求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北海抗战宣传运动的兴起，为中共北海地方组织的重建和发展准备了思想条件，并为后来

抗日群众运动高潮奠定了基础。

二、中共北海地方组织的重建与发展

党组织的重建

全国抗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主要集中在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及其他一些小块根据地，

在全国范围内，党的力量还是很弱小的。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大多数党组织被破坏殆尽，

许多地区只剩下零散的党员。这种状况，很难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和抗日斗争的需要。中共中

央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根据形势的变化，结合当前实际情况，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和

工作方法，在巩固和扩大党的秘密组织的同时，用一切方法争取党的公开与半公开，发展党的

组织。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中共中央以很大的力量加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以推动

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1936 年 7 月，中共广东组织恢复和重建。9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

会在香港成立。10 月，中共长江局在武汉成立，并要求南方各省的党组织必须大力发展南方

各省的抗日运动，迅速恢复和建立各级党组织，发展党员。12 月，中共广州市委外县工作委

员会成立，并贯彻落实中共南方工委关于大力发展广东党组织的指示，陆续向全省各地派遣党

员，进行县一级中共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

北海地区按照广东党组织的要求，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努力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发展

党员。1936 年 6 月，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合浦进步青年张进煊经中山大学学生运动领导钱兴的

介绍，加人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简称“中青”），并担任该组织所办的《时事周刊》的编辑，其

任务是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指导青年斗争。这时，“中青”成了中山大学和广东抗日运动的中

坚力量。9月，赵世尧为了躲避国民党一五九师的追捕而转移到广州。赵世尧在广州与张进煊、

杜渐蓬认真总结了自 1932 年以来，北海地区进步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他们认为

北海的抗日救亡运动有着高涨的政治热情，但缺乏党组织的领导，因此整个青年学生抗日救亡

运动还显幼稚；北海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必须要同外地（主要是指广

州）的革命运动、抗日救国斗争互相联系，加强配合；要让北海青年学生到农村宣传抗日，发

动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自此，他们在合浦留省同学会中积极展开活动，

充实自己，寻找党组织。10 月，赵世尧在广州邂逅符荣业。赵世尧向符荣业介绍了北海进步

学生活动情况，并向其表达寻找党的组织和参加共产党的愿望。符荣业答应与赵世尧一起寻找

党组织，并介绍赵世尧参加了广州地区工人运动，给赵世尧一些党的文件和书籍，其中有季米

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的报告，共产党国际远东支部书记米夫著的《中国革命问题》、



中共《八一宣言》等。符荣业还对赵世尧进行一些党的基本常识教育，如有关地下党活动的组

织纪律教育，如何在同乡同学中物色可靠的人开展组织活动等。1937 年 1 月，符荣业告诉赵

世尧已在中山大学寻找到了广东地下党组织，并介绍赵世尧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中青”的

100 多名成员也先后分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中合浦籍或后来到北海地区工作的有张进煊、

杜渐蓬、陈任生、李士洋、张世聪、粟稔等。赵世尧入党后，仍由符荣业与赵世尧单线联系。

从此，赵世尧在广州开始以中共党员身份从事发展党组织和工人运动工作。赵世尧通过合浦同

学会，联系了一批家乡的进步青年，其中有苏翰彦、黄万吉、林施均等，指导他们学习革命理

论。并串联受蒋介石排斥的第十九路军在广州的旧部，组建了抗日军人联谊会。

1937 年 2 月，张进煊受中共广州市委外县工委的派遣回合浦开展重建党组织的工作。张

进煊回到合浦后，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首先在公馆区重建党组织，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张迸

煊是白沙人，对本乡本土的情况比较熟悉，社会关系较好，开展工作有许多便利条件。公馆区

又是官僚地主比较集中的地方，人民群众遭受的剥削和压迫相当严重，生活贫困，容易接受革

命思想。公馆区的地理位置也相当重要，它背山临海，水陆交通比较发达，且与博白、廉江接

壤，靠近广州湾，是合浦往广州的必经陆路，便于与上级党组织联系。此外，合浦五中（今公

馆中学）的校长石端，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曾经受过革命思想的熏陶，是一位进步人士，同情共

产党，如果在合浦五中建立一个战斗据点，对今后工作的开展是非常有利的。于是，张进煊接

受合浦五中的聘请，出任该校的教导主任，并安排中国青年抗日同盟成员李英敏到合浦五中附

小任教导主任，一同以教书作掩护，开展重建党组织的准备工作。张进煊、李英敏到合浦五中

工作后，便积极发动学生，大搞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除了在校内发动各班出墙报宣传外，还组

织学生每逢圩日都上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利用假日到乡村演戏，到附近村庄办民众夜校，

在校内成立读书会，组织积极分子学习进步书刊。他们通过这些活动，物色对象，进一步加强

教育，于 1937 年春夏间，秘密吸收陈铭金等为“中青”成员，建立了“中青”小组；介绍李

英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经广州党组织批准）。1937 年下半年，张进煊调任中共广州市委外县

工委委员，离开了合浦。

1937 年春，符荣业离开广州到了上海，与赵世尧的联系人改为周楠。周楠向赵世尧传达

了抗战形势和广州工运意见，并在合浦同学会主持建立临时党小组，由赵世尧任组长。1937

年 9 月，中共中央派张文彬到广东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整顿和加强广东的党组织。中

共南方工委为开展各地抗日救亡工作和重建各地党组织，决定动员党员回到各自基础较好的原

籍工作。11 月，赵世尧从广州回到北海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重建北海党组织的工作。这时，

北海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合浦一中学生到北海沿海农村和合浦、灵山各乡镇宣传抗

日救亡、发动群众支援抗战。在市区，进步青年组建海燕剧团，演出抗日话剧；出版《战声报》

三日刊，传播抗战消息和抗战言论。由于赵世尧过去在北海青年学生中做了很多工作，享有很

高威信，他回到家乡后，立即受到进步青年的欢迎，大家都愿意接近他，听取他对抗日救亡工



作的意见。赵世尧便通过这些人了解北海有关情况，从参加并指导抗日救亡工作开始，便物色

积极分子，开展重建党组织的准备工作。1937 年底，赵世尧由周楠介绍，经中共广州市委外

县工委的推荐，前往香港参加党的学习班。在学习期间，赵世尧遇到中共南方工委书记张文彬，

张文彬详细询问赵世尧在广州的工作、组织和活动情况，并向赵世尧了解北海、合浦方面的群

众关系等。在香港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赵世尧认真学习和阅读了党中央的一批文件和毛泽东

发表的文章，对抗日战争新形势、民族统一战线、群众工作和党建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于

是，赵世尧急欲返回家乡开辟新的工作。赵世尧提出返回家乡工作后，张文彬同意赵世尧先返

回北海，然后再找人与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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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煊回到合浦后在廉州中学任教，并通知李英敏到廉中附小任职。2月，中共广州市委外县工委

派赵世尧回北海，继续开展重建党组织的工作。赵世尧回到北海后，张进煊即通知赵世尧到廉

州研讨重建党组织的工作，决定由张进煊、赵世尧、李英敏成立一个党支部；并商议分别在廉

州、北海发展党的组织，其中张进煊负责在廉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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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公馆发展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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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崑，还在西场发展党员罗刚、周志刚等。再由庞自在合浦一中发展党员宋家培、李焯兴等，

由郭芳在合浦一中发展党员卢传义、利培源等，并建立了合浦一中党小组；由罗刚在西场发展

党员朱明、黄模、王克、王思贤等，并建立了西场党小组。这些，为北海地区重建党组织奠定

了组织基础。

3月，中共广东省委派周楠到北海、合浦检查工作，主要是了解北海地区重建党组织工作

和开展抗日救国群众运动的情况，并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的精神以及发

展抗日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国群众运动、建立党的组织等问题的意见。

4月，张进煊到广州汇报工作后返回合浦，召集全体党员在廉州阜民南路“有生”号召开

会议，传达广东省委派张进煊负责合浦党组织工作的指示。会议根据广东省委指示，宣布成立

中共合浦特别支部，书记张进煊，委员赵世尧、李英敏。张进煊、李英敏负责廉州、西场（西

场党小组原由赵世尧领导改由张进煊领导）等地党组织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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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特支建立后，北海党组织又发展党员罗永瑛（罗

英）、岑嘉毅、张家保、苏少芝等，建立了北海、龙潭和合浦一中 3 个党小组。廉州党组织又

发展党员孙业炳、许家骅、黄锴章等，建立了廉中、廉城两党小组。随后，有条件的地方便建

立党支部，这时成立党支部的有：合浦一中学生支部、廉州支部、公馆支部、西场支部等。

8月，广东省委动员在校大学生回家乡从事建党工作。于是，广东省委派陈任生、韩瑶初

回合浦县工作，并在廉州召开特支扩大会议。会上，韩瑶初传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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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任生传达广东省委关于组织工作的意见。会议决定扩大合浦特支，具体分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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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建了廉中党支部和北海党支部。

9月，日军为了配合在华南东线的军事行动，驻华南西线部队对北部湾地区进行了侵犯和

骚扰。9 月 11 日，日军两艘浅水航空母舰驶抵涠洲横岭海面，几百名日军登上涠洲岛，大肆

烧杀掳掠，涠洲数千居民逃往北海、江洪、安铺等地避难。

10 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广东的淡水、惠阳、东莞、宝安等

地人民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游击队抗击日军。广东省委面对新的形势迅速决定了对策：

(1)省委机关撤往粤北；(2)成立中共西南特委（后改中区特委，书记罗范群，副书记冯燊）；

(3)常委分别赴各地分片领导。南路地区党组织归中共西南特委领导（部分市县如合浦等地仍

由省委直接领导）。这时，日军再次封锁涠洲海面，烧毁附近海面渔船数百艘。南路形势日益

紧张，钦廉地区面临将成为敌后的局面。广东省委根据抗战形势的重大变化，需要迅速开辟南

路钦廉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了加强北海地区党的领导力量，开辟钦廉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

广东省委指示尽快成立中共合浦县工作委员会，并派中共西南特委组织部长周楠到合浦组建中

共合浦县工委，又从广州派邹贞业、张世聪、陈业昌等回合浦工作。中共合浦特支派张世聪回

白石水任党支部书记，大力发展农村党员。陈业昌任寨圩党支部书记，领导寨圩简易师范师生

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1 月，周楠到北海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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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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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迅速准备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决定成立中共合浦县工委以加强党的领

导。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合浦县工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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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工委机关驻地设

在廉州阜民南路“有生”号。合浦县工委成立后，派出一批党员骨干加强山区农村党组织的工

作，以便开辟钦廉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增建了国民党一五九师政工队党支部和合浦一中高中

学生恩平集训队党支部。至 1938 年底，全县共有廉州、北海、廉中、合浦一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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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0 个党支部和若干党小组，

党员发展到 100 多人，以往学生读书会的骨干和抗日救亡活动的积极分子几乎都加入了党组织。

这标志着合浦、北海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已取得很大的成就，已建立起完整的集体领导机构和

遍及全县重要点线的党、群组织。

1939 年 1 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为加强南路工作，会议决定成立



中共高雷工作委员会。会后不久，日军占据了涠洲岛，并在岛上修建飞机场，作为进犯中国华

南和西南的空军基地。随后，日军占据了海南岛。广东省委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需要加强钦

廉地区党的领导，决定把合浦县工委扩建为合浦中心县委。广东省委还通过中共东南特委派中

共东莞中心县委书记李士洋（李永泉、姚永光）回合浦筹建合浦中心县委，以便进一步发展钦

廉地区党的组织。

2月，李士洋回到合浦，在廉州篓行街石桥李屋主持召开中共合浦县工委扩大会议。张进

煊、陈任生、韩瑶初、赵世尧、李英敏、张世聪、谢王岗、朱明、邹贞业、张九匡、钟高鉴、

张书坚、陈业昌、粟稔等出席会议。李士洋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独立自主放手组织抗日人民武装的方针以及中共广东省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精神。

会议根据广东省委的决定，成立中共合浦中心县委，领导合浦（含北海、浦北）、灵山、钦县、

防城四县党组织。会议选举李士洋、张进煊、陈任生为县委常委；韩瑶初、赵世尧、李英敏为

县委委员。具体分工是：书记李士洋，民运部长张进煊，组织部长陈任生，宣传部长韩瑶初，

武装部长赵世尧，青年部长李英敏，粟稔协助搞宣传工作。县委机关驻地设在廉州儒家巷蔡屋。

同时，为了加强北海党的领导，把北海党支部扩建为中共北海特支（中心支部），管辖合浦一

中党小组、青抗会党小组、妇抗会党小组、社会党小组，赵世尧兼任北海特支书记，郭芳任组

织委员，特支的机关驻地设在合浦一中图书馆。这时，北海的党员发展到 22 人。

4月，合浦中心县委为了加强公馆、西场区党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公馆区委会和中共西

场区委会，书记分别为邹贞业和朱明。并进一步发展钦县、防城、灵山党组织。与此同时，合

浦中心县委派钟高鉴去钦州师范与黄文楷发展党组织；派黄文法、谭承裕回灵山与蒙英翰组建

党组织。

8月，北海特支书记赵世尧调离北海，由郭芳接任特支书记，卢传义任组织委员，庞自任

宣传委员。10 月，针对涠洲岛被日军占领、北海内陆面临日军入侵的威胁的情况，合浦中心

县委为了加强北海内陆党的领导，决定成立廉北区委，领导北海、廉州、南康、福成、营盘等

地的党组织。廉北区委书记庞达，组织委员郭芳，宣传委员庞自。下辖组织：廉州支部、合浦

一中大石屯支部、北海学生队支部、白龙支部、龙潭支部、乃沟支部、南康三中支部、常乐多

蕉支部。

合浦中心县委的成立，标志着钦廉地区重新建立了地区一级党委，曾经遭受国民党反动派

严重摧残的钦廉地区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填补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以来，钦廉四属各地

抗日救亡运动缺乏统一领导核心的政治空白，结束了此前地区和县两级领导机构不稳定、不健

全的状况，加强了党的领导。这是贯彻党中央的全面抗战路线和钦廉地区人民抗日力量大发展

的最重要的组织保证。中共北海地方组织的恢复和重建，结束了北海进步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

的自发进行状态，有了党的坚强领导，从而使北海抗日救亡运动在党的统一组织领导下逐步走

向高涨，并推动北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和健康发展。



党组织的大发展与思想建设的加强

1938 年 3 月 15 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担负

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任务，大量的十倍百倍的发展

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决议要求各地党组织大胆地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

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坚决的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

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要特别注意在战区、在前线大

量地吸收新党员，建立强大的党组织。在后方无党组织的地区，应有计划地、迅速地去重新建

立与发展党的组织。3月下旬，中共长江局指示撤销中共南方工委，建立中共广东省委。4月

18 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中共南方工委成立以来的党组织

审查整顿、群众运动等各项工作，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和长江局要求

广东党组织发展 5倍党员的指示。会议根据广东的抗日形势和广东党组织的工作总方针：埋头

苦干，积聚力量，切实地建立起强大的群众性的党组织，准备在敌人进攻华南与持久战的最后

阶段，能有力量组织保卫华南的战争。会议确定了广东省委当前的工作任务：一是以建党为中

心，切实做好建党工作，由点到面地发展，使广东党组织发展成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党组织；二

是大力开展群众运动，争取群众团体的合法地位或派人到以当局名义组织的群众团体任职，以

便有利于开展抗日工作和掩护党的发展；三是利用广东当局部分上层人士比较开明的有利条件，

积极开展广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四是积极参加自卫团，领导地方群众抗日武装斗争。会

后，广东各地方党组织都按照广东省委的要求，将发展党组织放在了首位。

这时，北海地区的形势对发展共产党员十分有利：国共合作抗日的总形势比较好，各种抗

日团体纷纷建立，抗日救亡运动已在城乡形成群众性高潮；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得到了传播，党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深入人心，全面抗战路线为民众所热烈拥护，共产党在各阶层群众中

的威信大大提高；大批进步青年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们在火热的斗争中改造世界观，

提高了阶级觉悟并迫切要求加入共产党。

北海地区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在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迅猛展开大量发展党员的工作。

1937 年共有党员 45 人，只发展新党员 1人；而 1938 年共有党员 126 人，发展新党员 76 人：

1939 年共有党员 425 人，发展新党员 296 人。多数党员都能经常过组织生活，党的基层建设

大大加强。还有许多党的工作基础扎实的乡村，如白石水、小江、寨圩等山村以及廉北区委管

辖的白龙、龙潭、乃沟、多蕉等村；西场区委管辖的白沙头、西坡、那龙、茅山等村；公馆区

委管辖的龙颈、宏德、茅坡、浪坡、香山等村。到 1939 年底，北海地区党组织开始贯彻中共

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暂停吸收党员，进行全面整党。

在猛烈发展党员的过程中，为完成任务，曾采用了一些简单做法，如号召竞赛、进行突击

等，有些基层组织降低了党员标准，使一些觉悟不高或暂时的同路人被吸收入党，也有少数投

机分子甚至极个别的异己分子混了进来。尽管存在这个缺点，但总的方面，北海地区党组织大



发展的主流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成绩是巨大的，它充实壮大了党的力量，适应了抗战形势发展

的需要，使党在北海抗日救亡运动中有力地发挥核心作用，并在人民中间产生了广泛影响，把

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尤其是在农村建立了党的坚实基础，为北海的抗日战争及今后的革命斗

争胜利发展提供了组织上政治上的保证。

在党的组织大发展过程中，北海地区党组织按照党的干部政策和工作需要，把在实际斗争

中政治坚定，能够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有独立工作能力和负责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并有

自我批评精神的优秀分子，大胆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放手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同时给

予必要的训练和个别指导，造就了大批干部，解决了当时工作迅速开展而干部缺乏的矛盾。

北海地区党组织根据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大批增加，他们的理论、政策水

平较低，原有党员的理论、政策水平也有待提高的情况，为使党的组织保持纯洁、坚强和更有

战斗力，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党的文件、革命书籍和《新华日报》、《解放》、

《群众》等党刊为教材，结合实际开展党内教育。除基本理论学习外，以其重点不同，大体上

可分为三个阶段：

1938 年上半年为第一阶段。重点是围绕形势任务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策略方针

进行学习。主要的书籍和文件有：《论政党》、《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等，着重明确党的任务和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克服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纠正在处理同国民党关系问题上的模

糊认识。

1938 年下半年为第二阶段。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抗战“速胜论”及因厦门、南澳、武汉、

广州相继沦陷而带来的悲观情绪，均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内来。因此，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传到合浦、北海后，合浦中心县委即予翻印，并根据广东省委的部署，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学习

《论持久战》活动，克服部分同志对时局估计的片面认识，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9 年上半年为第三阶段。此时日军占据了涠洲岛，形势是趋紧张。尽管如此，合浦中

心县委仍坚决响应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健全了制度，制定了计划，使

党内教育更广泛深入开展。重点是学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和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抗日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并继续深入学习《论持久战》。

为使党员素质有一个大的提高，合浦中心县委以及各特支、区委除了平时对党员进行政治

时事、革命理想、革命气节和组织纪律教育外，还以经常举办短期训练班为基本形式，对党员

进行教育。此外，还编印各种学习资料，帮助、指导基层干部学习，推动、加强支部教育工作。

北海地区党组织克服不稳定的环境所带来的各种困难，经过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党内教

育，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抗战主张武装了全党，使干部、党员的理论、政策水平普遍提

高，确保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在北海地区党组织中得到全面贯彻执行，在干部、

党员中树立了持久战的思想，推动了抗战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较好地纠正



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增强了干部、党员的组织纪律观念和党的团结，充分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