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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一下，了解红色

南海的百年故事

9

这里诞生南海农村第一个党小组这里诞生南海农村第一个党小组，，涌现出一批革命英雄涌现出一批革命英雄。。
““铁打江山父兄辈翻天覆地铁打江山父兄辈翻天覆地，，村辉宝树后来人换物移星村辉宝树后来人换物移星””，，一座一座““革命堡垒革命堡垒””牌坊巍然矗立在牌坊巍然矗立在

南海区大沥镇铁村村口南海区大沥镇铁村村口，，向往来的民众诉说着这条红色古村的故事向往来的民众诉说着这条红色古村的故事。。穿过牌坊穿过牌坊，，让人似乎又回让人似乎又回
到那段历史场景中到那段历史场景中。。

铁村曾因打铁而得名铁村曾因打铁而得名，，后因后因““铁血铁血””红色基因而闻名红色基因而闻名。。这里是南海这里是南海
农村革命的红色沃土农村革命的红色沃土，，诞生了南海农村第一个党小组诞生了南海农村第一个党小组，，谢颂雅谢颂雅、、谢泰谢泰
珍珍、、谢伦等铁村儿女在党的哺育下谢伦等铁村儿女在党的哺育下，，在大革命洪流中作出了积极的贡在大革命洪流中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献。。虽然战争的硝烟早已远去虽然战争的硝烟早已远去，，但铁村的红色基因却像一颗种子茁壮但铁村的红色基因却像一颗种子茁壮
成长成长。。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是新时代铁村儿女的新使命是新时代铁村儿女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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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和革命精神，1997年10月，村

口建成一座“革命堡垒”牌坊。

红色基因植根于铁村儿女用

鲜血染红的泥土中，世代铁村人对

红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让红色基

因得以代代相传。自新中国成立

后，铁村人就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

导支持下，加强对革命遗址的修复

和保护。进入新时代，革命遗址焕

发新生机，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汲

取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的活力

源泉。

2020年7月，铁村入选南海

区第5批古村活化工程。铁村坚

持党建引领，将先辈保家卫国的情

怀投入到美丽家乡建设当中，积极

活化古建筑、革命先烈遗址等，打

造铁村红色文化馆等党建、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让红色资源焕发新生

命力。

存著小学校原址、谢颂雅故

居、铁村原生产队队部室……走

在铁村里，依旧能找到许多保存完

好的古建筑。这些红色革命遗址

发挥着教育作用，让铁村的红色基

因深入人心。每年，都有党员群众

到铁村参观学习、缅怀先烈。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今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

对有红色基因的铁村来说是一大

机遇。3月 24日，大沥镇召开

2021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

提出要做好红色历史文化研究，发

挥好铁村等村居的红色资源作用，

讲好、宣传好大沥革命历史故事。

如今，铁村正加快推进古村

活化项目相关工作。相信不久后，

这个历史悠久的红色古村必将更

焕光彩。

文/珠江时报记者杨慧 图片由南海区档案馆提供(署名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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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匾上写着，这里是中共南海县第一届县

委（1927年）宣传委员谢颂雅故居。”两名游客路

过谢颂雅故居时，不禁停下了脚步，驻足细看门

上的牌匾，从青砖绿瓦中感受这古村的红色魅

力。

铁村之所以得名，缘于南宋时期迁至此处定

居的铁村先民确实以打铁为生，故取名铁村。正

如村名一样，铁村人身上具有“铁血”特质，他们

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饱受地主豪绅的剥削欺压，

但乐于接受新生事物，深受进步、革命风气熏陶。

1924年，铁村农民为了反抗封建势力的压

迫，自卫防身，在村中开设了武馆，聘请佛山武术

师周侠生来铁村授艺。开馆授徒期间，周侠生与

共产党员梁复燃相识。在梁复燃的启发和引导

下，周侠生积极投身工人、农民运动。不久后，梁

复燃还介绍周侠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周侠生的协助下，梁复燃积极在南海县第

九区（今大沥一带）建立和发展党组织。1924
年，除了周侠生外，梁复燃还发展了谢颂雅、李羽

吉入党。同年冬，周侠生、谢颂雅、李羽吉三人在

铁村成立了党小组，周侠生任党小组组长。这是

南海农村第一个党小组，他们三人也是南海农村

第一批党员。

三人中的谢颂雅就是铁村人。在南海县加

入共产党后，谢颂雅就调到番禺县任农运特派

员。1927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南海县

农民运动活动中心自大镇一带转移到显纲村一

带，谢颂雅也奉命调派回南海县显纲村，配合陈

道周等开展活动。经过谢颂雅等人的积极活动，

党的组织又重新秘密发展壮大起来。1927年七

八月间，中共南海县委员会成立，谢颂雅任县委

委员，负责宣传工作。

铁村不仅建立起南海农村第一个党小组，还

是南海县最早建立农民协会的村庄之一。在党

的方针政策感召下，越来越多铁村人积极投身革

命，谢伦就是其中的代表。

出生于铁村贫苦农民家庭的谢伦，长期遭受

地主豪绅的欺压剥削，但他富有正义感，好打抱

不平。在梁复燃、周侠生等共产党员的教育和影

响下，谢伦逐步树立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求解放

的思想。

1925年4月，铁村农民协会成立时，谢伦第

一个报名加入，还动员父亲谢泰珍、弟弟谢荣棠、

谢咏才和堂兄弟谢植祺、谢玉山等人参加。谢伦

被选为农会执行委员，负责武装工作，并担任农

民自卫军队长。

铁村谢氏宗祠入口处的树荫

下，一块写有“谢泰珍 谢伦 谢

植祺烈士壮烈就义处”的碑石就

立于此。碑石后面的一片农田，

就是曾经的“飞鼠塘”——三人

的就义之地。

回望近百年前，铁村农民自

卫军成立以后，谢伦立即领导农

民群众进行减租减息、禁烟禁

赌、取消民团苛捐、维护地方治

安等工作，有时还会支援邻近各

村农民协会打击反动民团，赢得

广大群众的支持和认可。

1927年 1月，反动军队联

合对广三铁路工会进行袭击，谢

伦率领 200多名农民自卫军支

援广三铁路工人纠察队。一夜

激战后，农民自卫军成功打退敌

人。战斗结束后，谢伦还带领农

民自卫军30多人留下常驻石围

塘火车站，协助广三铁路工会纠

察队开展工作长达3个多月。这

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胜利传

开后，谢伦和铁村农民自卫军声

威大振。

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

谢泰珍、谢伦父子等人被捕，被

押到铁村“飞鼠塘”前执行枪

决。谢伦在牺牲前，面无惧色，

提出“稍后老父一步而死”，以膝

行父前，向谢泰珍叩首行礼，以

送父终，然后从容就义，表现了

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的大无畏

精神和谨守孝道的优秀品质。

说起铁村儿女参与的铁血斗

争，就不得不提谢颂雅在配合广

州起义中的突出表现。

1927年12月12日凌晨，谢

颂雅带领30名赤卫军队员从龙溪

出发，划小船到大沥滘口，和汇集

在那里待命的几十名赤卫军队员

一起向大沥圩进发。陈道周、周侠

生等则率领另一支200多人的赤

卫军队伍从松岗出发，两支队伍作

钳形攻势向大沥夹击，顺利攻占大

沥圩。这一役的胜利，激发了当地

群众加入赤卫队、参与战斗的积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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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沥铁村：
刻入红色基因的“革命堡垒”

■大沥铁村谢泰珍、谢伦、谢植祺烈士就义处。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黄永程摄

■大沥铁村“革命堡垒”牌坊巍然矗立在村口，让铁村红色

文化得以传承。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黄永程摄

■为铭记铁村人的革命历史功绩和革命精神，1997年10

月，村口建成一座“革命堡垒”牌坊（资料图片）

■铁村旧照（资料图片）

■1927年2月8日，南海农民自卫军保护广三工友凯旋

合影（资料图片）

■大沥铁村谢颂雅故居。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黄永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