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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档案馆藏有一张老

照片。照片中人山人海，黑压压

的人群看不到边际，场面十分“墟

撼”。照片上方赫然写着“南海县

第一区农民协会开幕纪念留影”

“九江”等字样。

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25年
12月10日在南海九江举行的第

一区农民协会开幕场景，身着戎

装的革命军和广大农民群众参加

了这场开幕典礼，折射出大革命

时期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革命

浪潮。

历史的时钟拨回1924年。

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工农运动在

广东各地农村蓬勃发展。紧邻广

州的南海县，迅速点燃农民运动的

熊熊烈火。是年8月，共产党员梁

复燃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

届学员班毕业后，作为农民运动特

派员的一员，被党组织派回南海县

开展农民运动。

彼时反动民团遍布农村，如

何在南海建立和发展党组织？

梁复燃到第九区，想到了在大镇

邮局当局长、为人较开明的欧阳

聘如及其组织的狮会，还有原来

在佛山镇开展工人运动时认识

的周侠生（当时在铁村等地开设

武馆授艺），通过狮会和武馆等

途径，对农民开展宣传教育工

作。梁复燃发展周侠生入党后，

帮助他取得了农民运动特派员

的资格，共同在南海开展农民运

动。

1925年1月，中共四大作

出《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确

定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农民协

会和发展农民自卫军。南海县迅

速响应，在第九区龙溪乡成立南

海县第一个乡级农民协会。大

镇、钟边、铁村也相继成立农民协

会。接着，便在大镇成立了第九

区农民协会。这是南海县第一个

区级农民协会。

同年5月，南海县第四区农

民协会成立，由南浦农团军团长

吴勤任会长。按照省农民协会

章程规定，要有3个（含）以上的

区级农民协会，才能成立县级农

民协会。因此，南海先成立了县

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会址设于

广州市东皋大道1号省农会内。

至1926年5月广东省第二

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南海县

有3个区（一、四、九）、84个乡成

立了农民协会，县农民协会已正

式成立，负责人为陈道周（时任中

共花县支部书记）、周侠生。至

1927年春，全县各级建立农民

协会 300多个，会员达 2万多

人。

农民协会组建以后，积极开

展减租运动，反抗民团苛捐、高利

贷和土豪劣绅，同时开展禁赌、维

护地方治安，兴办农民义校等，深

受广大农民拥护与支持。

南海县各区、乡、村在成立

农民协会以后，纷纷参照南浦农

团军的经验，组建自己的武装

——农民自卫军。农民自卫军

在保卫农会、保护农民利益和维

护地方治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取得了保卫东塘村农民协会、

支援丰岗农民协会、配合广东国

民革命政府东征军阻击叛军（滇

军）、支援广三铁路工人纠察队打

退反动武装等一系列斗争的胜

利。

率领200多名农民自卫军

支援广三铁路工人纠察队的是南

海县第九区铁村农民自卫军队长

谢伦。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谢伦

就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之一。

铁村农民协会成立时，谢伦

第一个报名参加，被选为农会执

行委员，并积极动员父亲谢泰珍，

弟弟谢荣棠、谢咏才和堂兄弟谢

植祺、谢玉山等人参加，还担任农

民自卫军队长。

一腔革命热血的谢伦，却被

地主豪绅和反动民团视为“眼中

钉”。1927年4月15日，广东

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

变。南海县的反动势力趁机向工

农革命群众下毒手，纠集民团

200多人包围铁村，谢伦等人不

幸被捕。

当敌人要求交出农军武器

时，谢伦果断拒绝。气急败坏的

敌人将谢伦及其父亲谢泰珍等人

五花大绑，押到铁村边的飞鼠塘

行刑。谢伦面无惧色，怒视敌人，

只提出“稍后老父一步而死”，送

父终后从容就义，在南海革命斗

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

事迹。

轰轰烈烈的南海农民运动

及其斗争，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

农运动的一个重要缩影。谢伦等

人铁骨铮铮的革命精神和事迹，

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文/珠江时报记者杨慧

■广东省农民协会（南海县农民协会筹备处）旧址（图片引自《南海

县农民组织志》）

■广东全省农民协会会员证（摄于广州起义纪念馆）

轰轰烈烈的南海农民运动
有了农民协会，广大农民就有了组织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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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县第一区农民协会开幕纪念留影（南海区档案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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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了解红色南海的百年故事

“等了十多年，我们小区终于

用上天然气了，大家都很高兴，感

谢政府和住建部门！”近日，看着

燃气灶上跃出的蓝色火苗，家住

领地海纳天河花园11栋7层的

杨女士满脸笑容。

领地海纳天河花园位于南海

区大沥镇盐步盐秀路，由于种种

原因，入住该小区的居民，10多

年来饱受没有管道燃气之苦。直

到2021年春节前，在南海区住

建水利局的大力协调督促下，燃

气管道终于顺利“入户”。

一波三折：
燃气入户困难重重

领地海纳天河花园于2009
年建成，由于历史原因，小区建成

时市政燃气管道未到达该小区，

直至2016年8月方才到达小区

红线。

本以为天然气“入户”有望，

然而，经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

限公司（简称“燃气公司”）勘查发

现，该小区燃气管道工程于

2009年竣工，当时参照液化石

油气的标准设计和建设。由于天

然气与液化气性质、压力都存在

较大差异，原有管道管径、材质均

不能满足天然气正常供气需求，

如果小区要使用管道天然气，需

要改造庭院管、公共立管及部分

户内设备设施。

“眼看附近小区都用上天然

气，而我们小区却一直无法使用

管道天然气，很多业主心里不顺，

多有怨言。”该小区业委会主任朱

家辉介绍，建设垃圾房、开通燃气

等问题是居民们普遍关心的痛

点。

期间，业主也多次与开发商、

物业沟通，但一直进展不大，于是

小区便在2016年10月成立了

首届业委会，并向南海区住建水

利局求助，希望困扰居民的揪心
事得到解决。

多方协力：
共解百姓民生痛点

群众事情无小事，一枝一叶

总关情。

为解决小区用气问题，南海

区住建水利局着力建设多方协调

机制。自2017年起，该局多次

组织开发商、燃气公司召开协调

会议，要求开发商与燃气公司大

沥分公司确定一个可行的开通方

案，解决居民的燃眉之急，通过开

展小区内燃气设备设施全面检

查、收集资料等工作，制订小区燃

气管道改造方案。

管道燃气要顺利开通，关键

在于完成小区燃气管道工程改造

工作，而费用如何分摊则是焦点

所在。为此，南海区住建水利局

多次召集开发商、业主代表进行

协调，最终确定了由开发商承担

庭院管道改造工程公共部分费

用，由业主承担户内燃气工程改

造涉及的设备设施费用。

2020年 7月，施工队正式

进场。为尽快推进工程落地开

工，南海区住建水利局还积极协

调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解

决工程规划报建问题、协调大沥

镇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办理施工报

建手续。

顺利点火：
提升居民幸福感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改造

工程正式开工不到半年时间，燃

气管道公共部分已全部改造完

成，而户内燃气工程改造则根据

业主需求逐步推进。

据悉，领地海纳天河花园共

有15栋居民楼，其中8栋、11栋
天然气管道已顺利“入户”。“整栋

楼的户内安装只用了2天时间，

非常快。”家住8栋的车女士说，

整个春节都过得很安心，因为再

也不用担心做饭中途熄火。

朱家辉表示，全小区的户内

安装工程预计能在 3个月内完

成，居民们一想到能用上期盼已

久的管道天然气，都兴奋不已，一

个劲儿感谢政府部门的倾心倾

力，还委托业委会向南海区住建

水利局赠送“为民办实事”锦旗。

文/珠江时报记者黎小燕

通讯员吴话俏张琼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美璇）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

师、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院

长关成华率队赴南海调研，先后

走访了千灯湖创投小镇、三龙湾

南海片区、丹灶仙湖实验室、佛

山桃园先进制造研究院等地。

他认为，南海“实验室经济”蔚然

兴起，且初具规模。

作为一种产业发展模式，

“实验室经济”已成为南海推动

区域创新发展的成功之道。近

年来，南海采用“一事一议”的方

式，引进了一批与重点发展产业

关联度高、技术先进、具有产业

化前景的高水平实验室。按平

台主体划分，主要有三类：一是

以季华实验室、广东高校成果转

化中心为代表的综合性实验室；

二是与大院大所合作共建的实

验室，如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

所、广东工业大学协同创新研究

院等；三是以阿里云创新中心

（佛山）、洛客华南研发和供应链

中心为代表的企业自建实验室。

在三龙湾南海片区调研时，

工作人员介绍，季华实验室是广

东省首批四大实验室之一，采用

“边建设、边科研、边出成果、边

转化”的方式。成立两年多来，

季华实验室全职引进中科院院

士1名、兼职院士12名，杰青、长

江学者等领军人才32人，正高

级职称134人；共引进海内外高

端科研团队28个；累计获得国

家及省部级重大项目12项，累

计项目总经费5.53亿元；累计

孵化高技术企业7家，并成立1
支成果转化基金；以唯一申请人

申请发明专利212件，累计共申

请发明专利373件。

关成华认为，南海的实验室

更像是孵化器或加速器，支持若

干个科研团队或项目组在此开

展研发工作。待某个团队或项

目组的产品趋于成熟后，便会成

立项目公司，将实验室成果进行

转化。期间，实验室通过技术作

价入股的方式，在项目公司中占

有股份，同时，还会根据发展需

要设立产业基金，对外进行投资

和并购。

这种通过引进创新要素进

行培育、在当地进行研发并转化

的“实验室经济”模式，已不同于

简单的招商引资或是对既有成

果的直接转化。这样更接“地

气”，也更具根植性，不论是技术

方面还是人才方面，都利于培养

“自己的孩子”，使实验室成果真

正发挥作用，服务于当地产业转

型升级。

随后，关成华一行参观了丹

灶仙湖实验室、佛山桃园先进制

造研究院和佛山（华南）新材料

研究院。调研组从这些平台了

解到，南海引进的实验室多以政

府投入为主。实验室在建设初

期接受财政补贴，以开展平台运

营、人才引进和载体建设。在此

过程中，政府虽起到主导作用却

往往主动放权，让创新平台探索

制订适合自身发展的体制机制，

走市场化的道路。

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科技

赋能，南海的创新势能锐不可

当。关成华点赞道：“南海创新

体制灵活、创新活力十足，相信

南海必将在创新型城市建设之

路上大有可为！”

珠江时报讯（记者/洪晓诗

摄影报道） 3月6日，由南海区

作协、顺德区作协等联合主办的

“桑园围之春”作家采风活动在南

海九江镇烟桥古村启动，来自南

海、顺德的70多名作家、文学爱

好者深入桑园围进行采风，以手

中之笔展现这个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的“前世今生”。

桑园围是地跨南海、顺德两

地，由北江、西江大堤合围而成的

区域性水利工程，历史上因种植

大片桑树而得名。桑园围始建于

宋朝，后经数次修筑完善，逐渐形

成集围垦、灌溉、防洪、抗旱、交

通、运输、养殖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大型基围水利工程。2020年

12月8日，佛山桑园围入选为第

七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成为我

国首个以基围水利为主体的世界

级遗产。

整个采风活动将历时 3个

月，通过联合采风、分散采风和个

人采风等多种形式，组织南海区

作协、顺德区作协，以及九江镇、

西樵镇、龙江镇的作家和文学爱

好者进行采风活动。参观与桑园

围形成有关的古村、古桥、古闸、

古渡、古埠、古井，参观展示桑园

围历史的博物馆、展览馆，聆听有

关桑园围历史的人和事，品尝桑

园围内特色美食等，揭开桑园围

神秘的面纱，了解桑园围的前世

今生。

当天，作家、文学爱好者一

行来到九江，参观了烟桥古村、

上西树德堂、吴家大院、探花桥、

下西大蚕房等历史景点。“桑园

围无疑是一部史诗，当中有许多

的故事，接下来该如何去谋篇布

局，做好桑园围这篇文章呢？这

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顺德

区作协副主席宋庆发表示，采风

活动给两区的作家、文学爱好者

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和认识

桑园围的机会。自己作为作家，

将用心中的笔写好这个世界级

遗产的故事。

南海区文联主席、区作协主

席吴彪华表示，启动本次文学创

作采风活动，目的就是讲好桑园

围故事，守护好这一世界遗产。

接下来，采风成果将在南海、顺德

两区的区级文艺刊物、网站以及

九江、西樵、龙江三镇的文艺刊

物、网站等平台发表。此外，拟将

成果集结出版《桑园围之春》文学

作品集，并举办“桑园围之春”优

秀诗文朗诵会，讲好桑园围的故

事。

南海区住建水利局着力打通管道天然气最后一公里，获赠“为民办实事”锦旗

燃气通了居民乐了
发力“实验室经济”
推动南海创新发展

“桑园围之春”作家采风活动在九江镇烟桥古村启动

挖掘文化亮点
讲好桑园围故事

■“桑园围之春”作家采风活动在九江镇烟桥古村启动，来自南海、顺

德的70多名作家、文学爱好者深入桑园围采风。

■领地海纳天河花园的居民在家用天然气做饭。珠江时报记者/刘贝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