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任 生

他是我们的老党员、老领导，合浦党组织建立和发展的搭桥开路人。

陈任生，原名陈炳题，字名轩。曾用名：苏焰辉、陈实。过去身体不好，同志们叫他“亏

佬陈”。

1911 年 9 月，陈任生出生于合浦县公馆公社陈屋村。家庭比较贫苦，只有几亩水田，加

上杂粮和饲养猪鸡，勉强可以维持，家庭是下中农水平。他父亲陈源东也是廉州中学堂学生，

早年病逝。陈任生是独子，读大学是靠蒸尝田资助。

他七岁入学，读了几年私塾古书；1926 年，在公馆文治小学读了半年；1926 年 9 月，到

县城第一高等小学读了半年，考入廉州中学升中班、初中班、高中班。1931 年 9 月，他到广

州，读大中中学高中班；1932 年 9 月，考入中山大学农学系，因家庭经济困难，休学两年，

在地政所做三等办事员。1936 年 9 月，回中山大学农学系复学；1938 年 7 月毕业。他学的是

农业经济，获得农学士学位。

陈任生是在“12·9”运动以后投身革命的。1936 年夏，他在广州参加歌咏团、艺术工作

者协会等抗日救亡活动。1936 年 10 月，在中山大学由金昌华介绍，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

盟（中青），担任过中山大学“中青”支部组织委员和中大“中青”负责人。

1937 年夏，陈任生在中山大学经梁荣生（梁嘉）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从 1937 年 9 月

到 1938 年 8 月，任中山大学党总支组织委员，对中山大学党的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38 年 9 月，广东省委派他和韩瑶初回合浦党组织工作，公开职务是北海中学（合浦一

中）教师。合浦县工委成立时，他被选为委员兼组织部长。1939 年 2 月，合浦中心县委成立，

他担任常委兼组织部长，对合浦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起过重大作用。

1939 年 4 月 23 日，广西军一七五师便衣队，借口检查户口，搜查中心县委机关（廉州城

外阜民北路儒家巷蔡宅），发现党的文件，逮捕了李士洋等五位同志，陈生也在内。这就是有

名的合浦第一次党案事件。当时还是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对陈任生

等人处理，互相推诿。社会上对他们的倒行逆施，也提出责难，最后只好把他们监在灵山县石

塘中秀岩看守所。陈任生他们在狱中度过极其艰辛凄苦的日子。1940 年 4 月，日寇进犯横县

灵山，看守人员仓忙逃走，陈任生等人组织难友越狱出来。关于他被捕这段历史，经过有关部

门审查，得出的结论是：“未暴露党的任何秘密，政治上无问题。”

1940 年 8 月，南路特委按照广东省委指示，安排陈任生到海南岛敌后工作，一起去的还

有何世权、张久匡、利培源，还有罗文洪（先一个月到达）。他担任琼崖纵队政治部编辑、秘

书。美合事变时，陈任生和罗文洪、利培源担任留守处工作，十分艰苦。1941 年秋，他奉命

回广东，向省委报告工作，后来因交通线被破坏，无法回到海南，在南路特委安排下，在湛江

附近中学教书，仍然坚持为党工作。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陈任生从湛江回到海南岛文昌县，在那里找到何世权，和何世权一起

回到五指山。海南区党委分配他担任党报《新民主报》编辑、编辑部主任、社长。那时何世权

是海南区党委宣传部长。他一直在何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位革命老大哥不但没有意见，而且

非常诚恳愉快地工作，表现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从 1948 年 12 月起，他调到琼崖民主政府工作，担任过教育厅和农业厅的厅长，后来但任

副秘书长。海南解放后，担任过海南军政委员会秘书处处长。

1950 年 10 月，陈任生被调回故乡工作，任广东省钦廉专区副专员，地委常委，一度兼任

合浦县长。从 1951 年冬开始，负责橡胶种植工作，先后任广西省府垦殖处长，广西垦殖分局

办公室主任，华南垦殖局广西分局副局长，广西垦殖厅、农垦厅、林垦厅、农业厅副厅长，长

期领导农林垦殖业。

在十年动乱中，他被诬为“叛徒”等等罪名，蹲牛棚，到武鸣变相监狱，受尽折磨。他那

无踪无影的罪名，终于找不到证据，当权者只好不了了之，宣布“解放”。

从 1974 年 1O 月以后，陈任生先后担任广西农学院副院长，广西农垦局副局长兼党组副书

记。还被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广西农学会名誉理事长，广西热

带作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从 1984 年冬起，他已退居三线。

陈任生为人忠诚老实，待人诚恳，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从来不计较个人职位，党要

他干什么就干什么，生活十分艰苦朴素。他的家，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这是一位值得我们好

好学习的老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