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克

原名王鉴远，合浦县西场沙朗村人，1920 年 6 月出生，1931 年入廉州中学读书，1938 年

廉中高中毕业。

王克在学生时代，追求进步，曾参加廉中进步学生团体“艺宫学术研究会”，阅读进步书

刊，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廉中校长范公镇反对和压制学生参加抗日救国

活动，并提倡复古读经，实施奴化教育。廉中进步学生掀起驱逐反动校长范公镇的学潮。王克

是驱范学潮的积极分子之一。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廉中的驱范学潮取得了胜利，由民主人士

蔡振玮接长廉中。

38 年夏，王克高中毕业后返西场，一面在第二高小教书，一面在青抗会工作。同年 8月，

经罗刚、罗秉森（朱明）介绍並吸收入党，11 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次年 2 月，党组织派他

和吴华英到沙岗开展革命活动。他的公开身份是沙岗小学校长，经过近半年的努力，在沙岗发

展了王益等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他任书记。根据日寇已占领涠洲岛、地处沿海的沙岗随

时可能沦陷的形势，以及上级的指示，他布置力量打入国民党沙岗自卫大队，掌握其中两个中

队的武装，准备武装抗日。秋冬间，沙岗自卫大队长王国光以及杨秀甫勾结汉奸偷运大米、桐

油、铜元等资敌。沙岗党支部发动数百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并推动沙岗后援会派出代表赴廉，

同廉、北等地救亡团体一百多人向县府请愿，要求禁止运米资敌、惩办汉奸王国光。王国光拘

捕了沙岗进步青年学生二十多人。沙岗党支部当即发动上层人士出面营救，王国光被迫释放青

年学生。

40 年 2 月，廉北区委和西场区委联合发动了一次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大请愿。王克、庞

文隽、郭李晃等七人组成小组，负责秘密领导这一斗争，王克任书记。党组织发动数千群众向

国民党县政府请愿，强烈要求禁止运米资敌，严惩运米资敌的汪派汉奸。请愿持续了三天，县

政府被迫答应请愿代表的要求。请愿斗争取得了胜利。

从 40 年至 45 年，王克曾任中共白石水区委委员、书记、小江区委委员、西场起义军事指

挥、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西场大队大队长、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第三连指导员、团部情

报参谋、合灵独立营西场连指导员等职。

40 年春，王克被调到白石水区委工作，化名李涛，公开的职业是柑子根小学的教师。他

积极参加领导了著名的白石水武装斗争的第一、二次反“围剿”，41 年春被调到小江区委，后

又调至南路特委，被安排在廉江石岭、博教一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44 年春，南路特委常委兼钦廉四属党组织负责人杨甫，在廉州开设了永信烟庄（钦廉四

属党组织联络机关）。同年夏天，党组织调王克返西场工作。他按照杨甫的指示，把变卖家产

所得的一部分钱支援永信烟庄，其余的用来在西场开办天和庄（对外是永信烟庄的分销店，对

内则是西场区党组织联络点）。他和包恭以经商为掩护从事地下党的工作。



45 年 2 月底，南路特委关于全面武装起义的指示传达到西场后，王克和包恭、黄模等同

志，深入发动党员和进步群众，组织了七、八十人的起义队伍，一举袭击国民党驻军，全歼西

场敌自卫中队和西场警察分驻所，缴枪一百多支。起义后编为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西场大队，

王克任大长，包恭任政委。此后，西场大队汇合南路二支队及合浦各地起义部队，转战于合钦

灵边和高雷地区。抗日战争胜利后，合灵独立营开返各地活动，主克、包恭率领西场连回到西

场开展斗争。

45 年 10 月间，王克转移到越南海防，后同撤到越南的南路部队接上关系，参加了援越抗

法斗争。47 年随主力部队回国开辟滇桂黔边区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王克曾任左江地工委委员、左江地委委员、靖雷特支书记兼靖雷独立大队

政委、隆安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养利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等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作出了贡献。

解放后，王克历任隆安县委书记兼县长，平果县委书记，百色专署农林水利处处长，广西

农业厅综合试验站站长，农业厅土地利用处副处长，农业厅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党组成员，

区农科院资料出版社主任，《广西农业》主编，钦州地委委员兼农办主任，钦州地委副秘书长，

区植物研究所党委书记，区农业厅副厅长，区农科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等职，长期从事农业生产

的领导和科研工作，已经成为农业专家，为广西农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王克还曾任广西区政协委员、区科协常委、中央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广西农学会副

理事长、理事长，广西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广西科普协会副理事长等职，现任广西农业区划

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