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进 煊(1908－1968)

他是合浦县党组织创建者之一，合浦县第一届县委书记，我们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忠

诚战士。

张进煊（猛张）1908 年 2 月出生于合浦白沙公社宏德大队术岩塘村，家庭由贫农上升为

地主，实际是小地主家庭。1924 年考入廉州中学，1928 年考上中山大学预科二年级，1930 年

考入中大农学院农业行政专业，1934 年毕业，在新造糖厂任技术助理。在中大读书期间结识

广西同学钱兴（后任广西省委书记，1946 年在广西被捕牺牲）以及一批进步的合浦同学陈任

生、陈铭炎、杜渐蓬等。张进煊在他们的推动影响下，读马列主义书，参加抗日进步活动，1935

年底到 1936 年初，几次参加广州学生抗日救亡大示威，思想认识有飞跃进步。

1936 年初，经钱兴同志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中青），担任该组织的《时

事周刊》编辑，他的家就成了“中青”秘密活动场所。他还通过“合浦学会”，团结大批合浦

同学，何世权、何承蔚、邹贞业、张九匡等都是他介绍参加“中青”的，许多合浦同学走向革

命，和张进煊教育帮助是分不开的，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张老师。

1937 年 2 月，张进煊受党组织的派遣，和何世权、张九匡一起，回到合浦公馆第五中学，

以教师身份开展革命活动，建立了合浦第一个“中青”小组，在学生中组织秘密读书会、时事

讨论会，开展革命启蒙工作。1937 年暑假，张进煊去广州，经钱兴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9

月，他回到五中，开展发展党的活动，介绍吸收何世权、张九匡入党。刚办完入党手续，学校

中一些反动教师煽动学潮，驱逐革命教师张进煊和何世权。10 月，张进煊又到广州，在地下

党广州市委搞宣传工作。

1938 年 2 月，广东省委派张进煊回合浦工作。他在廉州中学担任教导主任，在党内，他

会合赵世尧、何世权，建立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也称中心支部），张任书记，赵、何是委员，

分工在廉州、北海、白沙、西场发展党员。张九匡、岑月英、李华良、庞自、谢王岗、郭芳、

利培源、罗刚等，都是第一批发展的党员。不到半年，廉州、北海、白沙、西场党支部相继成

立。在党组织领导下，合浦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和革命启蒙运动，张进煊是主要领

导者和组织者。

1938 年 10 月，经省委批准，成立中共合浦县工委（即第一届县委），张进煊任书记，委

员中除赵世尧、何世权外，还有刚从广州派回来的陈任生和韩瑶初。县工委成立后，党组织发

展更快，廉州分为廉州和廉中两个支部，由张进煊、何世权负责领导；北海分为北海和一中两

个支部，由陈任生、赵世尧负责领导，此外还成立了白石水、寨圩两个支部，由张世聪、陈业

昌负责。张进煊很重视青年工作，成立了合浦县青年抗日先锋队，这个组织很快发展到全县，

还召集了全县青年代表大会，推动了全县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9 年 2 月，省委指派李永泉（即李士洋）回合浦建立中心县委，李任书记，张任副书



记。不到三个月，由于不注意遵守党的秘密纪律，麻痹大意，县委机关被国民党反动军警破坏，

李士洋、陈任生、张九匡、利培源等五人被捕（一年后逃出）。张进煊当时在小江廉中，接到

何世权报告，立即动身去找省委，途中见到省委巡视员温焯华，立即赶回合浦，会同何世权、

赵世尧弄清情况后，8月在白石水金街小学召开县委扩大会议，重新建立新县委（即第三届县

委）。在处理这个意外事变中，张进煊表现非常冷静、沉着、老练，把合浦党的组织从风雨飘

摇中安定下来。

新县委成立后第一件事，即着手建立以白石水为中心的农村根据地。张进煊派何世权担任

特派员兼白石水中心区委书记，並从廉州、北海抽调了二十多位知识分子党员，加强白石水工

作。他自己亲自参加白石水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和武装农民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白石

水（包括大成、旧州、张黄）根据地初具规模。1940 年 5 月，终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武

装起义。张进煊是花了力气，作了大量工作的。

1940 年 5 月，张进煊被调到南路特委，分配到茂名县工委任书记，做了一些发动组织农

民工作；因为身体不好，41 年 6 月回到特委负责干部训练工作。1943 年春天，因病和爱人孩

子回到家乡白沙，养病之余，还帮助区委做党组织工作。

1945 年初，合浦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张进煊动员家人，为起义武装捐款买枪，自己和

爱人余新慈带着未满周岁的孩子参加起义队伍。1945 年 2 月，和从特委派回来的张世聪会合，

组建黄河大队，张进煊担任政治工作队长，和敌人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展开激烈战斗。因敌我

力量悬殊，几经奋战，张世聪于 5月不幸牺牲，但张进煊和大部份同志安全转移了。．

1946 年 8 月，党组织决定派张进煊到越南去，担任广南省华侨中学校长。48 年夏调回六

万山地委，协助陈华同志工作。9月，他第三次担任合浦县委书记，领导合浦党员和群众，与

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最激烈的斗争。他的病日益沉重，仍然咬牙坚持下来。

1949 年 12 月，合浦全县解放了，他仍坚持工作，担任征粮总队政委。不久，因病势沉重，

党组织批准他离职休养。

张进煊的病，已有好几年了，当时认为是不治之症，病体日益沉重，使他无法担任领导工

作，但他仍然想方设法治好病，为党多做点事。可是，更大的打击等着他，1958 年夏，合浦

县委书记张杰，以莫须有罪名，把张进煊开除党籍、公职，开除出革命队伍；连爱人余新慈也

受株连，被开除了党籍、撤消了职务。张进煊被迫回到白沙家中，靠养牛赚工分维持生活。白

沙人民非常同情张的遭遇，多方设法照顾他。乡亲们说：“他们不要你，我们养你到老。”可见

真理自在人心，张进煊多年革命斗争，深受老百姓拥护爱戴。

张进煊蒙受不自之冤，他一直往上申诉。1961 年 7 月，县委才作重新处理，让张回到皮

防站当副站长，工资降五级。在他生命最后七年里，他仍然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团结教育病友，

深入基层，被评为县文教卫生战线的先进工作者。

“文革”中，张进煊继续遭受围攻迫害。地下党几个败类乘机诬陷他，使他多次受到揪斗



围攻。1968 年 2 月 11 日，他突然患脑溢血含冤逝世。

1979 年 4 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下，合浦县委经钦州地委批准，撤消 1958 年对

张进煊的处分，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是年 9月，合浦县委为张进煊举行沉痛的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有一千多人，不少人从北京、广州、南宁、湛江等地赶来参加，他们都是张进煊

的老战友、学生。

张进煊同志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将永远活在合浦人民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