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 下 尖 兵

在对敌斗争中，为了夺取胜利，我们党派了一些党员到敌人的机关、团体、部队，以至敌

人的特务机关中去。这些无名英雄为了完成任务，往往是抛头颅、洒热血，置生死于度外。他

们的事迹十分可歌可泣，但往往不为人所知道。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帮助支持国民党抗日，党委指示，要我们派党员到国民党组织中工作。

后来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在国民党组织中工作的同志，跟这些豺狼进行过你死我活的斗争。就

合浦这个地区说，张进煊曾担任过县抗敌后援会总干事，何世权曾做过《合浦日报》编辑和抗

敌后援会谍报股长，赵世尧担任过一七五师情报员和北海抗敌后援会总干事，王文昆、朱兰清

担任过《合浦日报》编辑，李华良、岑月英进入过妇女壮丁队。王资桐．庞继业、郭李晃、谢

王岗等参加一七五师谍报队是县委指派的，庞继业担任国民党县党部主任干事，陈耀琪由党派

到国民党“淮海”司令部任少尉电务员，陈琪是利用其父亲陈国勋（原保安团长、后任保安副

司令）为党做情报工作。还有反动头子邓世增的家中，就有好几位共产党员，专员公署机要邓

松就是一个。现在惊险小说很流行，我们这一些事迹足够写好几十万字。

这里，我介绍 1944 年 9 月 22 日，国民党军警一千多人，包围合浦县委通信联络机关永信

烟庄，即有名的烟庄事件，也就是合浦第二次党案事件。

在搜查烟庄中，逮捕了“工友”伍朝汉、邓荣存和陈普坤，但国民党特务和军警的主要目

的是要逮捕钦廉四属党组织领导人杨甫。那天晚上杨甫住在“平园”（我们党的一个秘密点），

敌人抓不到杨甫，死不甘心，便在城里城外密布岗哨，大批军警和保甲人员逐家逐户进行搜查。

杨甫想离开县城，可是难上加难。

这时候，在敌人“淮海”司令部当电务员的陈耀琪找到“平园”来了。他向杨甫报告外边

情况，大家研究应付办法，当时决定，必须设法让杨甫离开合浦。陈耀琪说：“戒严部队上午

十二时以前收缩岗哨，这么多兵还没有吃早饭，现在各部队各自为政，大南门只留一个哨兵，

平园通南康马路上戒严的都是‘淮海’兵，不少还是南康人，我可以掩护三叔（杨甫）出去。”

这样，杨甫身穿灰中山装，白通帽，化装成国民党地方官员，陈耀琪全套军服，腰插手枪，用

单车搭着杨甫过小南门，沿城基公路，又过大南门，穿过定海桥，那些兵见是自己长官，不但

不盘查，而且肃立致敬。杨甫就是这样在千余军警重围中脱险的。

在搜查烟庄的过程中，虽没有党的文件，但联络信件不少，是国民党特务决不肯放过的，

其中有王克、包恭给杨甫的几封信。幸亏在场搜查的，有县府承审员陈业昌。他本是我们的党

员，脱党后仍然和我们有联络，经常给我们送情报。他发现这些信，急忙放在口袋中，连夜派

人回西场，通知王克、包恭离开。

在烟庄被逮捕的伍朝汉等三人，没有什么证据，敌人只好把他们关在狱中。后来日本人打

到县城，国民党看守人员逃光了，他们只好“自我解放”。



国民党特务陈干才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结果什么也捞不到。

可惜在十年动乱中，陈耀琪、陈业昌都被诬为特务、叛徒，被暴徒活生生打死；陈琪、赵

世尧、王资桐也死得很惨。国民党办不到的事，他们却办到了。

但是“公道自在人心”。我们完全相信，一百多万合浦人民，总是要理清这个冤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