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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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

县佛山镇共产党员梁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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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传播马克思主

义，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和

发展党组织。

彼时反动民团遍布农

村，如何在南海建立和发展

党组织？在当时的背景下，

于梁复燃而言，这并非易

事。梁复燃分析了南海的

实际情况，决定先从饱受地

主豪绅剥削欺压，但乐于接

受新生事物，深受进步、革

命风气熏陶的农民青年入

手。此时，大沥铁村农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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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有正义感、好打抱不

平的周侠生在开馆授徒期

间，与梁复燃相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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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在南海农村发

展的第一批党员和建立的

第一个党小组。他们以大

镇邮局为阵地，在大镇、钟

边、铁村等地广泛发动农

民，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

民武装力量。在国共合作

的推动下，南海农村大地掀

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热潮。

在南海区档案馆，一张张照片、一段段文字，记录着南海革命先辈们在峥嵘岁月中顽强抗争的英雄事迹。拂去史书案卷中的尘埃，革命先辈播
撒的革命火种、那汩汩跳动的红色脉搏依然鲜活。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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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全省农民协会会员证。 （摄于广州起义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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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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于铁村贫苦农民家庭的谢伦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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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敌人要求交出农民自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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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协会深受广大农民拥护支持

诞生了南海农村第一个党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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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

农村革命运动深入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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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洪流中
涌现出一批革命英雄

文/珠江时报记者杨慧 付艳霞柯凌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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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复燃。（南海区档案馆馆藏）■南海县第一区农民协会开幕纪念留影。

（南海区档案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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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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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工农运动 掀起革命浪潮
1924年，南海县成立第一个区级农民协会，掀起农民运动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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