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小 联乡办事处旧址（位于狮山镇新和行政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

投降。独立第三大队奉命挺进粤北，留下

一批民主政权干部和20余人的武装队伍，

由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主任高天柱领导，

在南三边区坚持斗争。

同年11月，国民党政府加紧对原华南

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出动军队和地方民团

近2000人“围剿”南三边区，形势越来越险

恶。由于敌强我弱，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屡

遭敌人包围进攻。12月初，乡政干部和留

守的武装队伍奉命分散撤离南三边区，南三

乡政建设委员会也同时结束。

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的建立和发展，是

南海、三水两县人民抗日武装发展壮大的产

物，是珠江三角洲党组织和部队坚决执行党中

央关于抗战时期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结果，也是

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发

展武装力量，做好统战工作的重要体现。

虽然从成立到结束，南三乡政建设委

员会历时仅有短短 7个月，但它却为抗

日，为群众利益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

作，对促进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敌后游击

战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珠江地区

的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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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革命政权的支持，要想坚

持长期残酷的武装斗争是不可能

的。”1944年春，南番中顺游击区指

挥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结

合珠江地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实

际，发出《关于政权工作的决定》，明

确“革命斗争目标是为了夺取政权

与巩固。因此，政权问题也就是革

命斗争的中心问题”。随后，珠江地

区各县区相继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45年2月，珠江纵队独立

第三大队（简称“独立第三大队”）在

取得官窑战斗胜利后，便准备筹建

南三边区抗日民主政权。但由于

部队攻打三水乐平受挫，遭敌反

攻，部队被迫撤回理教地区休整

而暂停。休整期间，独立第三大队

着手地方政权的建设。理教地区

抗战初期已有地方党组织活动，人

民抗日游击队在这里活动时间长，

群众基础好。

3月初，部队率先在理教地区建

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鳌龙

吉民主乡政府，管辖杏市、吉利、河

滘、龙津、上淇、梧村、谭家、苏滘、贺

丰、理教10个村庄，各村设村长一

人。通过民主协商选举了正乡长陆

普平，副乡长伦启相，负责征粮收

税，动员青年参军，配合部队开展工

作。同时，乡政府还成立一支民兵

中队。乡政府成立以后，实行减租

减息，深受广大群众拥护。

后来，由于独立第三大队主力

重返南三边区，原留守该地区的武

装中队也于5月奉命挺进南三边，

鳌龙吉民主乡政府遭敌伪的扫荡而

解体。它的存在虽然短暂，但它却

是南海县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为以后“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的建

立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战火中诞生的南海抗日民主政权
鳌龙吉民主乡政府和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在珠江地区抗战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文/珠江时报记者柯凌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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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3月中旬，独立第三

大队重返南三边区，先后攻克了南

海的泮边、大榄、罗洞、刘边和三水

源潭等伪军据点，取得一系列胜利，

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日信

心，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4月5日，独立第三大队根据

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南海、三水

交界的边区先后建立了小榄、大榄、

小 、银岗（上述地方当时属南海

县）、源潭、沙头、桃 （上述地方当

时属三水县）等七个联乡办事处。

出任办事处主任者均由所辖村庄的

各阶层代表协商选举产生。联乡办

事处实施抗日民主政策，行使民主

政府的权力进行征收赋税，为部队

筹划给养、医药、兵源补充等。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充分调

动了南三边区人民的抗日积极性，

有力地支援了部队的抗日斗争。4
月底至5月初，珠江纵队第二支队

在番禺、顺德粉碎了日、伪军的“清

剿”“扫荡”后，由珠江纵队副司令

员谢斌率领转移到南海官窑黄洞

村集中整编，准备挺进西江开辟抗

日根据地。但由于第二支队频频

与敌作战，给养不足，到黄洞村时

所带的粮食已吃完了，及时补充给

养成了部队的首要任务。

当地民主政权干部知道这情况

后，立即各自回村发动群众借粮。

尽管当时群众的生活也很困难，但

南三人民还是想方设法积极为部队

筹集粮食。很快便筹集了4000余
斤的预交军粮，及时解决了部队整

编期间及西挺广宁途中的粮食困

难，有力地支援了部队的抗日斗争。

5月下旬，经珠江纵队政治部

批准，“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南

（海）三（水）乡政建设委员会”（简称

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在南海小榄

圩正式建立，高柱天任南三乡政建

设委员会主任，麦君素任副主任，统

一领导各联乡办事处。

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联合一切主张抗日的

人们组成的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

它的根本任务是组织群众，武装群

众，支援部队消灭敌人，保护人民的

民主权利，保卫抗日政权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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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联乡

办事处成立伊始，即设立民兵

常备队，负责维护地方社会秩

序，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

保护群众的利益。过去经常

发生的宗族械斗不再发生了，

常有土匪出没的地方也平静

了，南三边境地区呈现出一派

新的景象。

在制度建设方面，南三乡

政建设委员会辖下的区域，一

律废除日伪统治时期的各种劳

役及苛捐杂税；开展减租减息

运动，佃农与地主重新订立租

约。经过部队和民主政府的宣

传，很多中小地主和开明绅士

都乐意接受共产党的政策，广

大群众也乐意交纳公粮和税

项，支持部队的建设。

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非常

重视开展拥军优抚工作，组织

群众为部队运送粮食、弹药等

物资；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

为部队输送人员；积极组织代

耕队，帮助烈军属耕作；开办识

字班和夜校，发展民主政府的

文化教育事业，受到了广大群

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为了巩固和建设抗日民主

政权，提高乡政干部的思想水

平和工作能力，南三乡政建设

委员会在独立第三大队的具体

领导下，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

地方干部积极分子培训班。各

联乡办事处共选出60多人参

加培训班学习，结业时，有17

名学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根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

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南三乡

政建设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

结争取开明绅士和爱国人士，

教育改造改邪归正的人员，共

同推进抗日救亡运动。

三水县潘玉枢，原是国民

党桃 乡乡长，在1944年南

三大队挺进南三边区后，他

看到了这支队伍抗日的决

心。部队领导找他谈话后，

他便决心改邪归正，并愿意

为部队提供敌情，在桃 联

乡办事处成立后，被协商选

举为办事处主任。

黄七、张世良是南三边区

的地方实力派，在游击队军事

攻势和统战教育下，投奔了独

立第三大队，他们所统率的伪

联防队也接受了部队和民主

政府的改造。而后，他们被任

命为小 联乡办事处民兵常

备队正、副队长，在维护当地

治安、配合部队作战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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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旧址（小榄，旧照） ■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南三

乡政建设委员会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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