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 王 岗

谢王岗，原名谢祖祐，曾用名谢晖鲁、谢翠山、谢蔚林、黄璋、黄岗，绰号“阿粒”，浦

北县福旺石碑口村人。1919 年出生于贫寒之家。27 年入福旺镇脚小学读书，32 年考上合浦二

中（现浦北福旺中学），36 年就读于合浦一中（现北海中学），后借读于廉州中学，直至高中

毕业。

“7·7”事变前后，他就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38 年 2 月，合浦县党组织重建后，经

赵世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5月转正，是合浦最早一批党员之一。

38 年 9 月，广东省政府在恩平县集训高中二、三年级男生，廉中、一中参加集训的学生

党员成立一个支部，谢王岗任书记。集训期间，党支部团结学生同反动的军训教官作斗争，并

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同年 10 月，广州沦陷后，党支部组织大家冲破当局的阻挠，集体回到合

浦，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39 年夏，中共合浦中心县委被破坏后，广东省委于 8月间派温焯华来合浦审查党案事件，

并主持成立合浦县工委，选举张进煊、何世权、谢祖祐、朱明等为委员，书记张进煊、组织部

长谢祖祐、宣传部长朱明。何世权任特派员兼白石水区委书记。这次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

转移至山区和农村，开辟农村根据地；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同时加强四属党组

织的发展工作。会后，谢王岗认真贯彻会议的决定，先后派宁德棠、黄翠英、黄翠玉等回东兴

重建党组织；派罗永瑛、张家保等去灵山建立灵山特支；派庞自、岑月英、罗永莹等到钦县建

立钦县特支，并加强对各区党组织整顿工作的领导，进一步纯洁了党的队伍，党的思想建设也

大大加强了。

40 年初，合浦县工委召开工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方针，部署各区党组织开展反汪反逆流的

斗争。此后一段时间，谢王岗着重领导小江、龙门、寨圩等地党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

奸商运米资敌的群众运动，并把米案斗争同反汪反逆流结合起来，进而揭露合浦顽固派的丑恶

行径，唤起群众的觉醒。

40 年 6 月，合浦县工委撤销，恢复合浦中心县委，书记黄其江，组织部长谢王岗，宣传

部长朱明（不久，朱明调走，由阮明接任）。

41 年 5 月，谢王岗调到南路特委工作，唐才猷接任组织部长。

谢王岗在特委机关工作了一个时期后，被指派为巡视员，到钦、防检查指导工作。42 年

11 月底，谢王岗任钦、防党组织特派员，继任防城县党组织特派员。

解放战争时期，谢王岗曾任防城县党组织特派员、钦防农民翻身总队政委、钦廉四属工委

委员、第三支队司令员、十万山地委副书记等职，一直坚持十万山区的艰苦斗争，为开辟、巩

固和发展这块游击根据地，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全国大陆解放后至“文革”前，谢王岗历任合浦县委第二书记，南路地委组织部副部长，

钦廉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钦州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广西省交通厅党组成员、办公室副主任，

广西省委工业部副秘书长，广西省城市建设局党组书记兼局长，广西区计委副主任，广西区建

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二部党总支副书记，广西区党委候补委员、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文革”期间，谢王岗被诬陷为“大叛徒”、“大特务”和“伍、贺、霍、谢、袁反党集团”

成员，备受摧残，蒙冤受屈十五年，直至 83 年才公开彻底平反。谢王岗得到平反后，先任广

西区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后任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