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百计塱很多人都是

王老师的学生，我就是王仲华

当年的学生之一。”现年 87 岁

的张以华（张伯）回忆道，已经

在小榄、百计塱一带教书超过

三年的王仲华，通过讲学革命

思想吸收了很多党员，并组建

了党支部。

据张伯说，早期王仲华在

大榄村村民张欢的家里住，王

仲华白天在村里教书，晚上到

村里面访问群众，传播革命思

想。后来日本鬼子来了之后，

王仲华的革命活动越来越频

繁，“为了掩护身份，无法固定

住所，于是就找了些学生不定

期帮忙煮饭，我是跟他最久的

后勤人员了。”

张伯依稀记得，每天早上

王仲华给钱张欢帮忙去小榄

圩买菜，而自己就负责煮饭。

王老师吃完早餐就去黄洞、沙

头等地方参加抗日活动，有时

也会去广州。“一般他不会向

外人透露自己的行踪，除了一

些特别信任的学生。”

1941 年秋，中共前北江特

委改为特派员制，特派员黄松

坚，副特派员邓楚白，下属组

织不变。同时，受中共前西江

特委领导的共产党员高柱天、

罗钊分别在小榄开办“福昌茶

楼”、“惠民医社”，以做生意、

行医售药职业作掩护，进行抗

日活动。

翌年，中共粤北省委遭受

破坏，西江特委执行中共中央

南方局关于国统区党组织暂

时停止活动的指示，实行撤退

转移。特委书记冯燊、委员龙

世雄、麦昌隆、云昌遇等先后

到小榄、百计塱隐蔽，惠民医

社、福昌茶楼成为他们的秘密

住宅和活动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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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地下党员的革命历程

红星社区（百计塱）

后 记

珠江纵队独立第三

大 队 ，在 1942 年 冬 至

1945 年 冬 的 3 年 时 间

里，由 20 余人发展到近

500 人 ，转 战 于 珠 江 三

角 洲 和 粤 北 山 区 ，历 经

大小战斗 40 次（其中与

兄 弟 部 队 联 合 作 战 8

次），俘 敌 200 余 人 ，毙

敌 350 多 人 ，缴 获 机 枪

13 挺，长短枪 700 余支，

弹 药 、物 资 一 大 批 。 在

极 其 艰 苦 的 条 件 下 ，这

支 部 队 始 终 高 举 抗 日

的 旗 帜 ，驰 骋 敌 后 ，浴

血 奋 战 ，为 广 东 抗 日 救

国 的 伟 大 事 业 作 出 了

应有的贡献。

到 今 日 为 止 ，共 13

期 的 佛 山 高 新 区（狮 山

镇）“传承红色基因，讲

好 红 色 故 事 ”专 栏 已 经

全部刊登完毕。

本专栏的编写是在

佛 山 高 新 区 党 群 工 作

局 、狮 山 镇 组 织 工 作 办

公 室 的 指 导 下 进 行 ，我

们 在 众 多 征 研 工 作 的

基 础 上 ，力 图 客 观 、完

整 地 叙 述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狮 山 人 民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下 救 国 图

强 的 历 史 。 但 由 于 年

代 久 远 ，史 料 不 全 ，水

平 有 限 ，难 免 有 错 漏 之

处 ，恳 请 读 者 批 评 指

正。

撰文/摄影 何万里

1939 年冬，广游二支队
司令部中的中共组织派遣党
员干部黄友涯到南海沙溪、滘
口、凤溪、西漖、步滘、十三
围、平洲、鸭仔田等地建立党
的活动点，安排一批党员以教
书职业做掩护，到各活动点开
展工作。他们在一些村庄组织

了俊杰抗日同志分社、读书小
组；动员青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吸收了一
批进步农民加入共产党。1940
年2月，中共番禺工作委员会成
立，工委指示黄友涯继续在南
海开展工作。

1941 年二三月间，中共前

北江特委先后派党员王仲华、
廖鉴铭、江伯平（邝达）等人
到官窑小榄、百计塱开展活
动。他们在群众中进行抗日
宣传，吸收进步青年林绍仪加
入共产党。还在当地建立中
共党支部，江伯平任书记。其
后，林绍仪、江伯平相继调走，

王仲华仍以教师身份继续在
百计塱开展工作，先后建立了
教师联谊会、抗日儿童团等群
众组织，并吸收当地青年张
绍康、青年学生张贤康加入
共产党，1942 年底重建了中
共百计塱支部，王仲华任书
记。

“有一次部队的女卫员霍

云给伤员换药，几个伪军闯入

村来，一位人们称之为六婆的

妇女发现后，立即叫卫生员到

她家，躺在房内的大床上。当

伪 军 来 查 问 时 ，老 人 镇 定 地

说，这是我媳妇，因怀孕有病

卧在床上。就这样把伪军打

发 走 了 ，卫 生 员 安 然 无 事 。”

朱阳明写道，医治伤员需要有

医 生 ，当 时 大 队 没 有 专 职 医

生，除了在小榄开医馆的地下

党员罗钊医生秘密地为部队

医治分散掩蔽的伤员外，还有

不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帮助

部队，给伤病员治病。

此外，还有一个人们称之

为四婆的六十多岁老太婆，当

时她无儿无女，只有夫妻两老

相依为命。为生活所迫，把居

住的房子拆分，大厅卖掉，只

余 下 偏 房 居 住 ，生 活 艰 苦 贫

困。但是当他们得知部队要

找地方建立交通站时，就主动

从偏房中搬出来在门廊居住，

把 偏 房 让 给 部 队 做 交 通 站 。

不但如此，还常常到处采摘九

干菜、莲叶、桑叶等作凉茶煲

给 战 士 喝 ，甚 至 在 每 次 煲 饭

前，都先抓起一小把米结余下

来，待积累到三几斤米时，就

把米炒了糖一起制成炒米糖

送给战士吃。

以教师身份作掩护
发展新生力量

村民自动加入革命队伍
1944 年 7月，中共领导下的

南番中顺指挥部把南海独立中

队扩编为南（海）三（水）大队，

部 队 成 立 后 随 即 向 狮 山 挺

进。部队初到狮山，最迫切需

要的是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

系。几经辗转，部队才与中共

党员高柱天联系上，并凭借高

柱天的关系在狮山稳定了下来。

“他们鬼仔队（南三大队）

过来我们村就聚集在村里的

祠堂，他们时来时走，晚上走

的时候，会在路边插上几炷香

做标注，让后面的部队知道他

们的去向。”当时只有 15 岁的

张伯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了

鬼仔队，帮忙王仲华、高柱天

他们送信，也见证了革命队伍

逐渐壮大，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和拥护。南三大队获得地方

党组织的支持和群众帮助，朋

友交得更广，信息来源更多，

粮食筹备更易，初步形成了几

个比较稳定的活动据点。

为部队提供住所建交通站

百计下社村宗祠百计下社村宗祠，，现在已经被荒废现在已经被荒废。。
负责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负责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
军需的王仲华军需的王仲华。。

百计下社村村民张以华百计下社村村民张以华。。

珠江纵队部分队员合影珠江纵队部分队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