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阮 明(1920－1945)

阮明，原名阮煦南，又名阮利民，化名李德民。广东省台山县端芬乡人，1920 年出生。

历任广东抗先队某大队支部书记，广东第七区学生军总队总支书记，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宣传部

长兼公馆区委书记，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合（浦）灵（山）巡视员，中共灵山县特派员，中共钦

廉四属党组织联络员。1945 年 2 月在灵山县武利乡附近被捕，和爱人杜振蓉一起壮烈牺牲，

年仅二十五岁。阮明出身贫农家庭，父亲为生活所迫，到美国当洗衣工人，省吃俭用送子女读

书。193 年阮明在北平读中学，参加“12·9”抗日救亡运动，十五岁的阮明，受到很大的教

育启发。1938 年春天，他奔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受到很好的政治、军事教育，在

学习期间，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1938 年 6 月，阮明在抗大学习结束，受党中央的派遣到广东省委工作。6月下旬，他参加

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同年 11 月，党派他到广东南路（现广东湛江、广西钦州两地区）工

作。党组织分配他到国民党第四战区第七游击区司令张炎的乡村工作团（后改为学生总队），

职务是政治处负责人兼政治教官，组织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张炎亲自听课，很受影响。

1940 年夏，南路特委派阮明到合浦中心县委工作，他先后在合浦、灵山办了好几期党训

班，培训了大批县区党员骨干。

阮明在合浦、灵山工作期间，很重视发展壮大党的力量，特别是对农村和新区，做了很多

工作。在对敌斗争和统战工作中，也作过很大贡献。如在灵山，通过统战关系，把一批党员打

进敌人内部、，使党的工作得到很好的掩护和开展。阮明对军事工作也很重视，很有见地。他

在灵山工作，曾千方百计动员有爱国正义感的国民党旧军人梁振威参加我们游击队，担任过大

队长等职，对我游击队壮大发展起过很好的作用。阮明在艰险环境中，经过多年努力，先后协

助黄其江、杨甫等四属党组织领导人做了大量工作；他担任党组织领导人以后，又做了不少工

作，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为钦廉四属武装起义作了准备。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谭俊、

卢文、罗瑛、陈明景等，都认为他是我们党年青有为的优秀领导干部。

1945 年 2 月，灵山武装起义不久，阮明和他的爱人杜振蓉从灵山钟灵前往合浦的大成地

区（现属浦北县），途经武利、白石水间，不幸被敌人逮捕，关押在灵山的监狱中。国民党灵

山县长陈公佩妄想从阮明夫妇口中得到党的秘密，阮明夫妇受尽肉刑拷打，毫不屈服，敌人无

计可施，就在 2月 19 日深夜，将阮明和他的革命伴侣杜振蓉秘密杀害了。

阮明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他忠于党、忠于人民，是我们党优秀的党员，是无产阶级忠诚

战士。他像一支红烛，照亮了黑夜沉沉的合浦、南路、南中国，鼓舞被压迫、被奴役人民，奋

起斗争，夺取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