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任中共南海县委书记陈道周：

指挥大沥战斗牺牲时年仅28岁
以教师身份为掩护
领导农民运动

1927年初，党组织调派陈

道周作为农民运动特派员到南海

县，在显纲村以小学教师身份为

掩护，大力发展党组织和开展农

民运动。陈道周虽然年轻，但他

开展农民革命运动的工作经验十

分丰富。到南海工作之前，他曾

任中共花县支部书记，领导花县

的农民运动。

陈道周又名陈杜，1899年

出生在广东花县仙阁村。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道周进

入由中共广东支部举办的平民教

育学校——建国宣传学校学习，结

识了谭平山等中共党员，通过阅读

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向导》《新青

年》等革命刊物，思想认识不断提

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习结束

后，陈道周回到家乡花县从事革命

活动，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

团（中国共青团的前身），1924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较早的

一批共产党员之一。

1924年国共合作后，陈道

周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

身份回到花县，开展组织农民协

会、建立农民自卫军的宣传发动

工作。他用山歌、双簧、龙舟、南

音等农民喜闻乐见的演唱作宣

传，办起农民识字班，推动了花县

农民运动的发展。1925年初，中

共花县支部成立，陈道周担任支

部书记。此后数年，尽管面临了

种种困难，陈道周等人领导农会，

团结广大农民坚持斗争，一次又

一次地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花县

农民运动蓬勃开展。

彼时，距离花县不远的南海

县，革命运动亦风起云涌：中国共

产党在南海农村发展了第一批党

员周侠生、谢颂雅、李羽吉，在第

九区铁村建立了南海农村第一个

党小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

展起来。但同时，也遭到了当地

反动势力的仇视和破坏，斗争形

势复杂。1927年，陈道周的到

来，加强了南海的党组织和农民

运动的领导。不久，在显纲村成

立了中共南海县支部，陈道周任

支部书记。

建立中共南海县
首个县级组织机构

1927年4月，正当南海

县的工农运动和党组织蓬勃

发展的时候，蒋介石于 4月

12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

变。4月 15日，广东的国民

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

广东各地的国民党反动军队

和民团大批捕杀共产党员和

革命分子，南海县的中共地方

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工会、农

会被摧毁殆尽，一批共产党

员和工会、农民协会骨干被逮

捕通缉，南海工农革命运动进

入低潮。

然而，坚毅的陈道周没有

被“白色恐怖”吓倒，继续领导

南海的党组织、工农大众进行

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他的领

导下，中共南海支部转入秘密

活动，一方面恢复遭破坏的党

组织，另一方面恢复被摧残的

农会。党组织和农会的活动

中心也从大沥大镇一带，转移

到显纲村一带进行活动。

1927年七八月间，按照

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中共南

海县委员会在显纲村成立，陈

道周任县委书记，县委委员周

侠生、谢颂雅分别负责组织和

宣传。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南

海县建立的第一个县级组织

机构，陈道周也成为了第一任

中共南海县委书记。

此后，在陈道周的领导下，

县委经常在显纲村张太仪家里

秘密召开会议，着力开展恢复

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并着手

恢复农民武装组织，为开展武

装斗争作准备。

至广州起义前夕，南海县

农村先后建立起显纲、隆庆、

滘口、龙溪、里水5个党支部，

共有党员约70人，为以后组

织农民武装，配合广州起义开

展武装暴动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南海县的革命之火在地

下星星点点汇集起来，很快又

呈燎原之势。 文/珠江时报记者杨汉坤

图/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 廖明璨（署名除外）

扫码了解红色南海的百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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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在南海狮山显纲村中和里门楼外，许多施工人员正在这里紧张施
工，对周边的房屋、巷道、河涌进行修葺改造。不久之后，这里的面貌将焕然一
新，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段段红色记忆将再向世人呈现。

1927年，一名年青的共产党员来到显纲村小学任教。在他的带领下，南海
的革命之火进一步点燃，南海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南海县支
部、中共南海县第一个县级组织机构——中共南海县委员会相继
在显纲村成立。

这位共产党员就是陈道周，第一任中共南海县委书记。革命年代，面对“白
色恐怖”，陈道周毫无惧色，领导南海的工农大众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后来，
陈道周指挥了配合广州起义的大沥战斗，在突围时不幸牺牲，年仅28岁。

■大沥革命烈士纪念碑

1927年11月，中共广东省

委贯彻执行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

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

派的总方针，决定在广州举行武

装起义。

为了配合广州起义，中共南

海县委秘密组建了农民赤卫军两

个团，县委委员周侠生任第一团

团长，原南浦农团军团长吴勤任

第二团团长，这两个团由县委书

记陈道周统一指挥。12月 11
日，广州起义的战斗打响，农民赤

卫军一团一营配合广三铁路工人

赤卫队迅速攻占了石围塘火车

站。

12月12日早晨，陈道周、周

侠生率领一支200多人的农民

赤卫军从松岗出发，谢颂雅率领

七八十名农民赤卫军从滘口出

发，两支队伍以钳形攻势胜利攻

占大沥圩，接管了反动民团的四

堡分局，并以圩内兴仁善堂和忠

义祠为驻点，在圩内开展宣传、发

动和扩充队伍工作。

由于广州起义部队遭到敌人

疯狂反扑，原来协助攻占石围塘

的几十名南海县农民赤卫军于

13日撤回大沥。国民党南海县

政府得知消息后，纠集各乡民团

2000多人，于当日傍晚包围大

沥圩，并于14日凌晨发起围攻。

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陈道

周立即召开县委战地会议，决定

由张霭泉率领70多人组成的决

死队掩护大队伍转移；由陈道周、

周侠生、谢颂雅率领农民赤卫军

主力往西北方向的松岗突围，然

后到花县与教导团部队汇合。

在决死队的拼死掩护下，农

民赤卫军主力冲出了重围。陈

道周握着压满子弹的手枪，与周

侠生、谢颂雅走在队伍后面，走

出几里路以后，仍未见张霭泉带

领的决死队跟上来，陈道周命令

队伍继续向松岗方向转移，自己

则和周侠生等少数同志又折回

大沥圩寻找张霭泉的队伍。不

料，他们往回走了半公里路，便

遇到大批追赶前来的敌人，不得

不掉头向松岗方向撤退，敌人紧

追不舍。当陈道周等人撤退到

张边河时，大队伍已顺利渡过对

岸和转移，而陈道周在抢渡张边

河时不幸牺牲，年仅28岁。

1958年8月，南海人民为

了纪念和缅怀陈道周等革命先

烈，在大沥修建立了一座雄伟的

革命烈士纪念碑。每到清明节，

就会有不少群众自发来到革命烈

士纪念碑前，缅怀这些革命先烈。

陈道周等先烈英勇献身的英

雄气概，给南海人民留下了一份

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永远教育

和鼓舞南海人民以革命先烈为榜

样，沿着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方

向奋勇前进。

配合广州起义 指挥大沥战斗

■1927年12月14日，陈道周、周侠生在抢渡张边河时不幸牺牲，

图为张边河（资料图片）

■中共南海县委旧址（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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