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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求实存真、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系统地记述

惠州市革命老区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由概述、志、大事记、史迹、人物、图表等组成，

以文为主。辅以图、表、照片。 ．

三、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为现行政区域。

四、本志除引用原文外，均以第三人称，直书其名。文体采

用现代汉语书面语记述。 。．

五、记事时限，上限1923年，下至1999年12月。

六、人物简介部分，收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惠州革命老

区有一定影响的已故的杰出人物。人物以姓氏笔划为序。

七、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对一些重大

事件发生的日期无法确定时，则采用比较接近的时间，如上、中、

下旬，月，春、夏、秋、冬等；几条记事时间相同的，头一条注

明时间，其余则以“△”代之。
’

八、本志采用公元纪年。

九、本志的文字、标点、数字、计量单位等使用，均按现行

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十、政区用当时名称，地名用现行标准地名，历史地名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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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地名，第一次出现时夹注今地名或今属地域。文中所用“建国

前”、“建国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十一、各项数据由各级统计局提供，统计局缺少者，则采用

主管部门或主办单位经核实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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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林国雄

《惠州革命老区志》的出版发行，是惠州市人民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喜事、大事。。这部集工具书、参考书、教科

书为一体的、文图并茂的图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求实存真、实事求是的原

则．全面系统地记述惠州市革命老区的历史、现状和发展

前景，详实地概括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个时期革命

根据地的创建发展、斗争史实、优良传统、英烈事迹和历

史贡献；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

和政府及社会各界对革命老区的关怀和帮助，记述了老区

人民发扬革命传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贫穷落后

面貌的事迹和精神风貌。这是一部对干部群众特别是年青

一代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教材。

惠州市是我省开展革命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较早，

老区人口较多的市。老区乡镇占全市乡镇总数的6l％，

老区村庄占全市村庄数的54％，老区人口114万人，占全

市总人口的45％。早在1925年2月和10月，周恩来同志

＼，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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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攻克惠阳县淡水城和惠

州城，传播了革命火种。同时，在彭湃同志领导的声势浩

大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影响下，1925年中共惠阳县秋溪乡

党支部、高潭特别支部、惠州特别支部先后相继成立。此

后，东江工农运动如火如荼。1927年11月1 1日高潭区苏

维埃政府成立，成为中国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权，高潭的

中洞被称为“东江红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东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与国民党反动派、日本侵略军、伪军进行了不屈不挠、艰

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二个胜利。在抗日战争中，

还抢救了逗留在香港的大批知名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

人士回到国内，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在漫长的血与火的

战斗中，涌现了林道文、叶挺、曾生、尹林平、王作尧、

卢伟如、周伯明、黄业、严尚民、蓝造等一批杰出人物和

优秀指挥员。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赴汤滔

火，浴血战斗。他们的崇高品德和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

们学习。在长期的残酷的革命战争中，全市牺牲的革命烈

士共有1368名。他们为了人民的解放，民族的独立，国

家的富强，英勇作战，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有的在

敌人的刑场上宁死不屈，慷慨就义，视死如归。他们的英

雄气慨，壮烈事迹，’可歌可泣，与日月同辉，永我史册。

是鼓舞和激励我们克服困难，永远向前的精神力量。老区

人民在那烽烟弥漫、艰难险恶的战争年代，拥护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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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援革命战争出钱出粮，送子弟参军，掩护革命同志，

救治伤病员，为争取革命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

大贡献。江泽民总书记说：“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老区人

民”。“要把老区的革命精神世世代代传下去”。任何淡化

老区、忘记老区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十分

重视老区工作，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有力措施，扶持

老区建设。老区人民发扬革命传统，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两个文明”取得了显著成绩，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

大提高。但是，由于多数老区处在偏僻山区，交通不便，

信息不灵，文化科技相对落后，人才不足，有的遭受过反

动派、日本侵略军的烧杀抢掠，损失惨重，经济基础比较

薄弱，经济发展步伐与先进发达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

距。革命老区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任重而道远。因

此，在面向廿一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形势

下，希望各级党委、政府以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针，进一步关心、重视老区工作，加大

对老区的扶持力度；希望各有关部门扣社会各界人士继续

关怀和支持老区建设；希望老区人民继续发扬光荣的革命

传统，奋发图强，努力拼搏，加速发展经济，推进精神文

明建设，开创更加美好幸福的未来。
(序言作者是粤赣湘边纵队老战士、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



概． 述

惠州市位于东经1130 51 7—1150 28-北纬22。247—230

57．广东省东南部，珠江三角洲东北端。地处粤东咽喉地

带。南临南海大亚湾，毗邻深圳市，与香港隔海相望，北

连韶关市和河源市，东接汕尾市，西邻东莞市和广州市。

总面积11158平方公里。现辖惠城区、惠阳市、惠东县、

博罗县、龙门县及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府派出机

构)，有83个乡、镇，8个街道办事处，，1032个村委会，

8359个村民小组，175个居委会。总人口271．82万人。

惠州自宋代以来便是粤东的重要门户。千余年来一直

是东江流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的中心。

惠州地区东南沿海平原是鱼米之乡，西北崇山峻岭和

丘陵盆地宜于林牧业发展，也利于开展游击战争。沿海口

岸多，对外通商早，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多，是中外经

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中国近代较早接触西

方各种社会思潮的地区。

惠州地区最早遭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从1840年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开始，外国侵略者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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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

惠州人民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追与

剥削，生活极端贫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惠州

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854年归善县东平·(今

属惠城区桥东)人翟火姑与三栋沙坳人何亚璜等响应太平

天国运动揭竿起义，坚持斗争10余年。1900年10月，惠

阳革命党人郑士良奉孙中山之命，于惠州三洲田发动武装

起义。1907年6月，惠州同盟会会员邓子瑜于惠州七女湖

(今惠城区汝湖镇)．举行武装起义。同时还涌现一批民主

革命家廖仲恺、邓铿(邓仲元)、邓演达等和无产阶级革

命家叶挺、廖承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亦曾在惠州

进行过革命斗争、留下了丰功伟绩。

惠州地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开展农民运动的地区之

一。早在1923年4月惠阳县第三区(高潭)就成立了农

会。5月，又成立了以彭湃为执行委员长的惠州农民联合

会，掀起了这一地区农民运动的高潮。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宣

告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广东

和全国开创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1925年2月和10月，

广东革命政府(1925年7月改为广东国民政府)先后两

次举兵讨伐盘踞在东江地区的军阀陈炯明。经过两次东征

战斗洗礼，惠州人民政治觉悟迅速提高，革命热情空前高

涨，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两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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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期间，惠州各地的共产党组织相继地建立。1925年4

月，惠阳秋溪乡党支部成立。同年5月惠阳高潭特别支部

成立。同年1 1月，惠州特别支部成立。1926年1月，惠

州特支撤销后：’又成立了中共惠州地方委员会，隶属广东

区委。它下属的党组织有惠地支耀．惠州支部、紫金特

支、龙川特支和惠阳象山特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惠州

人民的革命斗争揭开了新的一页。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惠州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及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前赴后

继、流血牺牲，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为革．

命根据地的创立提供了根本条件。

与此同时，，在中共惠州地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惠州办

事处的领导下，惠州地区的工人运动也迅速发展。1926年

6月惠州工代会正式成立。 。

正当工农运动迅速发展和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际，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辱月15日，

李济深在广州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16日，

惠州警备司令、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胡谦也在惠州捕杀

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惠州各地陷入腥风血雨之中。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大屠杀，惠州各地的工农群众奋起

反抗。为了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惠州人民高举

武装斗争的旗帜，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

为了统一领导和指挥东江各地党组织与工农武装，中共广

东区委决定成立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1927年4月)，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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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指挥全东江地区的党务、政治和军事。惠州地委隶属于

东江特委。东江特委成立后，便领导了东江人民武装反抗

国民党右派的斗争。1927年10月30日，海陆丰地区第三

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同年11月8日，彭湃以中央政治

局委员的身份兼任东江特委书记，东江人民在东江特委的

领导下，大力加强根据地的建设。惠阳的高潭区和陆丰、

海丰两县首先建立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工农

民主政权。接着，紫金、惠阳等县也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

府。其次是积极开展土地革命。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通

过的《没收分配土地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制定

的中国第一部土地法。惠阳的高潭区，也参照海丰的做法

进行分田。据1928年1月海丰县委给广东省委的统计报

告中提到，高潭焚烧地主契约73000张，租簿120本。

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和更广泛地开展土地革命，东江

特委还帮助红二师组建了第五团(500多人)。不久，由

广州起义余部改编的红四师于1928年初到达海丰，与红

二师会合，协同东江各县工农革命军共同作战，发动了声

势浩大的年关大暴动。红四师东进潮(阳)普(宁)惠

(来)；红二师北攻惠(阳)紫(金)五(华)，西图惠

州。以海陆丰为中心，包括紫金、惠阳、五华、惠来、普

宁等县，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了东江第一块革命根据

地，纵横400里，人口200多万。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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