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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然参加这一运动，率先带领师生冲进庙堂，捣毁菩萨，并参与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工作。他

还回到闸口组织农民协会，斗争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16年大革命失败，被国民党逮捕入狱

数月，获释后，先后任广东新会县立中学、师范学校教师和女子中学代理校长等职。他边教

学，边传播革命思想。18年秋，受聘予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任教，期间还创办“绿波书

社”，出售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文化。

22年秋，冯道先重返中山大学读二每，并在中山大学组织成立“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以

后又成为广州地区该组织的负责人之一。24年12月，参与组织和领导广州市大、中学生举行

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曾任纠察大队队长。25年1月13日，

著名的“荔枝湾惨案”发生，冯被国民党广州当局逮捕，7月19日被秘密杀害于广射I市郊黄

花岗。是年l】月中山大学师生员工及广州市各界爱国进步人士在本校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

会，沉痛悼念这位为民族解放运动捐躯的英勇斗士。

张九匡

张九匡(1917--】943)，又名张减军，自沙圩镇人。他小学毕业后，于民国20年在合浦

五中(今公馆中学)初中部读书。在合浦进步知识分子陈铭炎、张进煊等人的帮助和影响下，

读r许多进步书籍，接受了马歹|J主义理沦。毕业后两次前往广州。26年春，回县第五中学当

图书管理员。次年2月，经张进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公馆、自沙农村发展党的组

织。同年秋建立了自沙党支部。28年建立了公馆区委，担任区委宣传委员，发动群众进行抗

日救亡运动。期间曾多次参加党的重要会议。28年6月16日晚，合浦中心县委机关(廉州儒

家巷蔡屋)被国民党搜查，张九匿等5人被逮捕入狱，后和其他难友越狱。

29年7月，受广东省委委派到海南工作，改名张诚军，被编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自卫团

独立总队政工队。是年冬，国民党海南当局袭击美合山区，随部队转移途中病倒，留在倏县

洛基山区和大南区根据地，继续发动农民和橡胶园工人开展抗日活动。31年6月，被任命为

新成立的琼崖纵队第四支队第二大队政委。他团结于部，关心战士，率队与日军作战数十次，

打了许多胜仗。次年6月，率部进行反蚕食反扫荡斗争，在儋县洛基乡南兰村被国民党顽军

包围。他沉着指挥，多次击退顽军的进攻，身负重伤，医治无效，不幸逝世，安葬在儋县洛

基乡。

杜振蓉

杜振蓉(1 922～1 945)，南康人。抗日战争开始后，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于民国30

年加入中困共产党。入党后，在灵山县进行地下工作。同年10月与阮明结婚。34年2月参加

灵山武装起义。不久，与阮明由灵山酶往合浦大成地区(今属浦北)，途经自石水陈依村时被

合浦县保安队扣捕，关押在武利区公所，后押到灵山县府，县长亲自审讯，她俩义正词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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