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过显纲村一条长长的窄

巷，记者来到了中共南海县委

旧址。这是一座清末砖木卷棚

顶建筑，面积56平方米。走进

旧址，鲜红色的党旗挂在房屋

的显眼位置，两侧墙壁陈列着

大量的照片、资料，让人仿佛走

进时光隧道，回到那段红色岁

月。

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

变后，国民党反动军队和民团

大批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

分子，南海县中共组织和党领

导的工会、农会被摧毁殆尽。

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中

共南海县支部书记陈道周、农

民运动特派员周侠生和部分党

员、农会骨干，将革命活动中心

由第九区大镇一带转移到第五

区显纲村一带，党的活动由公

开转入秘密。

1927年 7、8月间，中共

南海县委员会在显纲村成立，

陈道周任书记，委员周侠生负

责组织、谢颂雅负责宣传；后增

加委员张霭泉、杜敬枝，候补委

员邝少孚、梁通。南海县委成

立后，便以村民张太仪家（即中

和巷 234号）为活动据点，经

常在此召开会议，张太仪的家

实际上就是县委旧址所在地。

“张太仪不是党员，只是普

通村民，但他自告奋勇，在反动

派四处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

众的背景下，仍然敢提供场所

让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他是

村里了不起的人物。”今年 73
岁的老党员张达良是中共南海

县委旧址的讲解员，他说，南海

县委成立后，党员骨干深入农

村积极发动农民群众参与革

命，显纲村不少村民都参加农

民赤卫军，成为革命斗争的一

份力量。

事实上，在国共合作的大

革命时期，不少革命先辈就在

显纲村传播革命“火种”。

1925年，张云峰作为佛山

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和秘书，

兼任佛山工农商学联合会书

记，回到显纲村协助开展农民

运动，并在村中农民协会会址

对面墙上写下“努力奋斗”四个

大字，以鼓舞农民为革命努力

奋斗。

1925年7月，受中共广东

区委委派，中共党员、农民运动

特派员周侠生以传授武术为掩

护，在显纲村筹备组建农会，开

展农民运动。显纲村农民协会

成立后，将村内的小学改名为

农校，农民子弟可以免费入学。

1927年春，陈道周被调到

南海县任农民运动特派员，他

在显纲村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为

掩护，与周侠生等人开展革命

工作。同期，在显纲村成立中

共南海县支部，由陈道周任书

记。

正是在一批批革命先辈的

影响下，显纲村的人民群众纷

纷支持和庇护共产党，1927
年，显纲村成为了中共南海县

委机关的所在地。而隐匿在深

巷中的南海县委旧址，也仿佛

是对历史的隐喻：无论环境如

何变化、挑战多么严峻，共产党

人总会找到并走出一条路！

在奔流不息的历史洪流中，一些重要时间节点、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因影响深远被世人永远铭记、缅怀。位于狮山镇显纲村的中共南海县委
旧址，正是见证南海革命进程的重要存在。

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在严峻的考验面前，1927年7、8月间，中国共产党在南海县显纲村建
立首个县级组织机构——中共南海县委员会。

自此，南海的革命之火在风雨摇曳中再次熊熊燃起。在中共南海县委的领导下，南海重新恢复党组织和农会，组建农民赤卫军，配合广州起义
组织大沥战斗……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在南海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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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照历史，方知来路。红色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为弘扬

先烈们的革命精神和英勇事迹，

1985年，南海县政府拨款对南

海县委旧址进行维修；1994
年，中共南海县委旧址被列为南

海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被

列为南海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6年，被列为佛山市文物保

护单位；2018年，被列为佛山

市党员教育基地。

张达良介绍，自2005年担

任讲解员以来，旧址每年接待党

员、群众和青少年学生逾万人，

成为了党员群众接受革命传统

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思

想阵地。这些来访者中，不乏来

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其中来自湖

南衡阳的老教师在参观后，还在

留言本上写下藏头诗：“张氏人

丁旺，云海永无边，峰高过泰山，

时代永向前。”

岁月流逝，初心未改，英雄

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

后人砥砺前行。为让这些红色

印记及其蕴含的爱国精神薪火

相传，狮山镇于2019年启动红

色印记系列工程。

根据规划，中共南海县委旧

址及其周边的6间民居将进行

修葺改造，改造完成后，这里将

围绕中共南海县委旧址形成一

条展览长廊，更全面地展现中共

南海革命斗争史，包括南海从

1919年到 1949年的革命活

动、中共南海县委的发展和斗争

历程、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南

海志士及其革命故事等。

此外，狮山镇还将结合乡

村振兴，把13个红色革命点串

珠成链，以“一村一特色、一村

一品牌”为理念，重点打造显纲

村中共南海县委旧址、黄洞村

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队部旧

址、大榄将军村展馆等，通过打

造红色旅游线路，提升红色文

化影响力。

燎原之势 配合广州起义英勇战斗

播下火种 在深巷中成立南海县委

革命星火一旦被点燃，便

能照亮前路，指引胜利的方向。

自1927年7、8月间成立

南海县委后至广州起义前夕，

短短数月，南海县委便先后建

立起显纲、隆庆、滘口、龙溪、里

水等一批党支部，恢复和发展

党员约70人，并组织成立了南

海农民赤卫军第一团和第二

团，为配合广州起义开展武装

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7年12月11日，震惊

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

12月 11日上午，南海农

民赤卫军第一团由黄谦率领一

个营与广三铁路工人赤卫队一

起攻打石围塘火车站。经过一

个小时的战斗，石围塘火车站

就被起义的工农武装占领。

12月 12日凌晨，南海农

民赤卫军第一团兵分两路进攻

大沥圩，一路由南海县委书记

陈道周、县委委员周侠生带领，

另一路由县委委员谢颂雅带

领，两支队伍作钳形攻势，迅速

攻占大沥圩。

12月 12日晚上，南海农

民赤卫军第二团在吴勤的带领

下，占领了普君圩。

然而，广州起义的爆发和

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极大

地震惊了中外反动势力。12

月13日，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

联合勾结，广州起义军遭到了

疯狂反扑。

国民党南海县政府也在12
月 13 日纠集各乡反动民团

2000多人包围了大沥圩。面

对10倍于己的敌人，陈道周紧

急召开县委战地会议。会上，县

委委员张霭泉主动请缨，提出由

驻忠义祠的70多名队员组成决

死队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向松

岗圩方向突围转移。14日凌

晨，突围战斗打响。在张霭泉率

领的决死队掩护下，陈道周、周

侠生带领的大部队突破了敌人

的重重包围，成功安全转移。然

而，由于寡不敌众，决死队全部

壮烈牺牲。而陈道周、周侠生因

未见决死队与大部队汇合，便带

着数名同志折回，途中遭遇大批

追赶前来的敌人，在抢渡张边河

时不幸牺牲。在这场战斗中，南

海农民赤卫军共牺牲104名指

战员。

广州起义失败后，南海县

委遭到严重破坏而停止了活

动。然而，南海的共产党员和

革命群众并没有被吓倒、被征

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

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

伴的尸首，默默地集聚力量以

待时机继续战斗。

修葺旧址
传承革命薪火

文/珠江时报记者黎小燕

■1927年12月14日，陈道周、周侠生在抢渡张边河时不幸牺牲，

图为松岗张边河。 （南海区档案馆供图）

■学生瞻仰大沥革命烈士纪念碑。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 摄

■大沥革命历史展览厅。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廖明璨 摄

■1927 年广州起义大沥战斗使用过的手枪、大刀等武器。

（南海区档案馆供图）

■中共南海县委旧址。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 廖明璨摄

燃起革命之火 照亮前行道路
中共南海县委员会1927年在显纲村成立，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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