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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海县委旧址：展现革命斗争历程
狮山镇大力推进红色印记系列工程，深入探索红色文旅与城乡融合的发展道路

狮山是一片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南海区共有14个革命老区村，狮山就占了
其中13个。中共南海县委旧址、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队部旧址、义民纪念碑等红色旧址、
遗址如星火般，共同组成狮山独特的“红色印记”。

为加强保护红色革命基地，狮山肩负起赓续红色文脉的使命。自2019年起，狮山镇结
合乡村振兴战略，投入约2亿元建设以中共南海县委旧址改造项目为代表的红色印记系列
工程，大力打造狮山镇红色旅游路线，深入探索红色文旅与城乡融合的发展道路。

全力配合广州起义
中共南海县委旧址位于

南海区狮山镇显纲社区中和

里 234号，从中和里门楼望

去，旧址隐匿于近百米长的深

巷中。

据中共南海县委旧址展

板登载，1927年，国民党反动

派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

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

命群众，南海县党组织和党领

导下的工会、农会被摧毁殆

尽。为保存实力，按照上级党

组织的指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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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南海革命活动中心由大

沥大镇一带转移到松岗显纲

隐蔽下来。

1927年七八月间，奉中

共广东省委指示，中共南海县

委员会在显纲成立，隶属广东

省委。书记陈道周，委员周侠

生、谢颂雅，后增补委员张霭

泉等。中共南海县委以村民

张太仪的家为活动据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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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县委成立以后，积极

发动农民群众，秘密组建农民

赤卫军两个团，配合广州起

义。最终广州起义失败，包括

陈道周、周侠生、张霭泉等在内

的104人在大沥战斗中牺牲。

革命先辈在显纲村传播

的革命“火种”，鼓舞着当地农

民为革命努力奋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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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成立/

两大参观线路弘扬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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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3月 16日，狮

山镇组织召开学党史·南海

红色印记展陈工作专家评

审会。会上，设计单位工作

人员详细汇报了中共南海

革命斗争史展览的参观线

路，展陈布局、展陈脉络及

设计风格，与会专家对文本

内容、语言表述、框架结构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

专业、精准、深刻的意见。

据设计单位工作人员介

绍，中共南海革命斗争史展

览通过对旧址周边六间民

居建筑的活化与整合提升，

打造成一条展览长廊，全面

地展现出中共南海革命斗

争史；同时围绕展馆群，分

别设计了两条参观动线，一

条彰显显纲村的红色历史

背景和意义，一条旨在让村

民在参观中了解中国发展

的内容和纲要。

目前，显纲社区配合参

观路线进行了一系列红色

氛围布置，包括布置村前楼

牌 坊、外 围 池 塘 栈 道 等 。

目前村前楼牌坊已建成，

村中古建进行了外立面翻

新。伴随着池塘栈道的建

成，进入展馆的沿线景观焕

然一新。

/高标打造/

打造狮山镇红色旅游路线
每一处革命遗址，都是一座

精神地标。南海红色印记系列项

目自启动以来，一直备受佛山市

委、南海区委的关注与支持。“必须

要充分利用好省级党史专家资

源，不断请教，认真思考，对党的事

业负责。”在狮山镇委书记林健看

来，用血和火铸成的革命老区村

是历史丰碑，是狮山镇乃至全省

宝贵的党史学习资源，不仅要珍

之重之，还应传承好、利用好。

2019年，狮山镇乘着乡村

振兴的东风，以中共南海县委旧

址建设项目为契机，大力打造狮

山镇红色旅游路线，以此传递狮

山镇的历史文化名片。据狮山镇

委副书记刘伟民介绍，当前红色

印记系列工程投资近2亿元，在

首期项目中谋划红色旅游子项目

共25个。如今，中共南海县委旧

址已顺利推出中共南海革命斗争

史展览；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

队部旧址的相关展陈正在稳步推

进中；大榄社区邓楚白将军旧居

修缮计划于年底动工。

“一个镇能够投入2亿元开

办党史展览、修复革命旧址、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确实不简单、不容

易。”广东叶剑英研究会会长陈弘

君表示，狮山镇打造红色旅游路

线是目前广东省绝无仅有的，在

全国范围也是罕见的举措。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狮山，这片激情澎湃的红色热土，

一边传承红色基因，一边深耕城

乡融合……期待在信仰的指引

下，狮山“燃”续奋斗星火，激发党

建活力，燎起“湾区产业高地、广

佛西部枢纽、佛山科创新城“的发

展之势。

/串珠成链/

■狮山镇投入约2亿元打造以中共南海县委旧址为中心的南海红色印记系列

项目。目前已顺利推出中共南海革命斗争史展览。 珠江时报记者/原诗杰摄

中国共产党在大沥发展了南海农村第一批党员，建立了南海农村第一个党小组，建立了
南海农村第一个区级和乡级农民协会……作为南海革命的摇篮，大沥拥有丰富的红色记
忆。今年，大沥镇创新推出八大主题，全面铺开党史学习教育，包括聆听一场红色宣讲、诵读
一个红色经典、选树一批先锋模范、打卡一个红色基地、组织一次红色研学、颂唱一首爱国歌
曲、展示一批红色作品、为群众办一批实事。其中的红色基地和红色研学，与大沥镇新推出
的“红色打卡地图”紧密相关。

为了更好地存留历史，大沥镇今年对大沥革命展示馆、钟边铁村牌坊等进行升级改造，
也在大镇、白沙等社区建设村史馆或乡情馆，并推出大沥镇党史学习教育学习点，制作“红色
打卡地图”，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大沥革命展示馆：铭刻大沥战斗印记
大沥镇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升级一批“红色载体”，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学生在大沥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缅怀先烈。 珠江时报记者/李翠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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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沥革命展示馆改造后重新开放
大沥公园内，在大沥革命

烈士纪念碑不远处，是已完成

提升改造的大沥革命展示馆，

这是佛山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大沥革命烈士纪念碑的配

套展馆。自2018年9月对外开

放至2021年3月，累计接待团

队参观学习超 300批次、超

10000人次，接待个人参观超

3000人次。

展馆于2021年6月底重

新对外开放，改造后的展馆借

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集中梳

理1927年广州起义大沥战斗

的史实和大沥红色革命的发展

历史，并陈列多件革命战士们

使用过的手枪、子弹、大刀，甚

至是革命过程中拟定的章程等

革命文物和历史影像资料，直

观地展示90多年前广州起义

大沥战斗的峥嵘岁月。

提升改造后，该馆以“革命

摇篮 四个‘第一’”、“广州起

义 大沥战斗”、“革命堡垒 星

火燎原”、“不忘初心 砥砺前

行”四个部分，充分展示大沥人

民奋发向上的精神，同时彰显

大沥在南海地方党史上的独特

地位，更能让群众体味感悟大

沥从农业小镇蜕变为商贸名镇

的改革创新实践。

目前，以大沥革命展示馆

升级改造为契机，大沥正进一

步挖掘传承大沥红色革命基

因，加大红色资源的挖掘、宣传

和利用力度，使红色资源成为

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党的理论、

党的历史的生动课堂。

/红色资源/

播下南海最早一批“红色种子”
位于广佛路旁的大沥公

园，相比以往，今年迎来更多前

来参观的市民。这里耸立着雄

伟的大沥革命烈士纪念碑，述说

着当年发生在大沥的革命历史。

1921年8月，中共广东支

部成立，梁复燃与王寒烬、郭植

生成为南海最早的一批共产党

员。1924年冬天，梁复燃在大

沥铁村建立了南海农村第一个

党小组。紧随其后，大沥革命

志士谢颂雅、周侠生、张霭泉等

加入中国共产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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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初，南海第一个农

民协会在大沥龙溪成立。随后，

大镇、钟边等相继成立了农民协

会，掀起了农民运动热潮。当年

春夏间，九区农民协会在大沥大

镇成立，会址设立在大镇乡的南

溪和念三公祠。革命同志想方

设法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

政策，散发传单，宣传革命发动

群众。大镇、钟边、铁村等村的

农民利用狮会举办之机，避过敌

人耳目，互相串联，紧紧团结在

农会周围。

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

在南海建立了第一个县级组织

机构，陈道周成为中共南海县的

第一任县委书记。在后来配合

广州起义的大沥战斗中，他们成

了关键力量。

1927年12月12日，为

配合广州起义，陈道周率领南海

农民赤卫军第一团200余人攻

占了大沥圩。13日下午，赤卫

军遭到反动民团武装2000余
人的包围袭击。赤卫军虽经浴

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至14
日，除小部分人员突围外，包括

陈道周、周侠生等在内的104
名赤卫军指战员壮烈牺牲。

/红色记忆/

升级红色载体传承革命薪火
今年4月25日举行的“铭初

心 暖民心 念党恩 跟党走”大

沥镇党史学习教育暨“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发布会上，党

史学习教育八大主题、两大平台

升级改造计划、第一批参观点、

165项为群众办实事清单相继

发布。

其中，八大主题党史学习教

育的践行需要发挥“红色载体”

的作用，为此活动还分别发布了

大沥镇委党校和大沥革命展示

馆的升级改造计划以及第一批

党史学习教育学习点。包括大

沥革命展示馆的一批“红色载

体”，均被纳入大沥镇发布的第

一批党史教育参观点中。这批

参观点分为红色基地类、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类、党建阵地类三

大类别。当中有不少属于社区

一级阵地。

此外，大沥有不少村居对红

色旧址进行活化。2020 年 7
月，铁村入选南海区第5批古村

活化工程。该村积极活化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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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进行旧址活化的还有

白沙社区。目前，白沙社区正利

用社区村史馆，打造一个红色家

风展厅。“白沙四杜”在战争年代

坚守着同样的家国情怀，他们的

事迹也将在焕然一新的村史馆

中供市民参观了解。

如今，钟边铁村、白沙等有

着历史印记的红色教育基地正

加快推进古村活化项目相关工

作。相信不久后，这些历史悠久

的红色古村必将再次焕发光

彩。随着一大批“红色载体”升

级，大沥期望让红色基因、革命

薪火得以代代传承，继续照亮奋

进前行的道路。

/红色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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