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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10 月，中共东莞中心县委率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挺进大 岭山，建立抗日游击基地。

1940 年 9 月，上下坪会议后，曾生率领第三大队挺进东莞大岭 山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解放战

争期间，边纵一支三团主力两进大岭山，为解放东莞打开了局 面。图为大岭山全貌。



1940 年 11 月初 ， 第三大队在黄潭首战日军 ， 毙伤敌数十

名 ， 为建立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黄潭战

场 。

1941 年 6 月 11 日，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第五大队一 部 ，

在当地几百名民兵的配合下 ， 于大岭山百花洞重创前来"扫荡"的日军，

毙伤敌大队长以下几十人。因为百花洞战场 。



1941 年 10 月 5 日，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 大队在大岭山更

鼓楼击退顽军 1000 余人 的进攻。因为更鼓楼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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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设 在大王 岭的干部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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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边纵东江第 一支队第三团战斗在东宝地区 ， 取

得了辉煌的胜利 ， 这是当 时〈华商报〉的报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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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纵 一支三团取得怀德战斗大捷。图为战士们对缴获的

重机枪进行试机。

三团战士在行军 途 中 。



1949 年 10

月 17 日，边纵一

支三团指战员浩

浩荡荡开进东莞

城。从此，东莞

全境获得解放。

为了缅怀先

烈，弘扬革 命传

统，激励 后人，为

建设社会主义而

继续奋斗，大岭山

建立了革命烈士

公墓和革命烈士

纪念碑，让革 命精

神发扬光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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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岭山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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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崎山是著名的东江拭 E 根据地.

1938 年 10 月，自本侵略军登陆大亚湾，中共东莞中心县委领

导的抗吕潜击战争即在石龙、擂花、大岭山一带打响. 1940 年 10

月，中共广东省临委混出广东人民抗日潜击队第三大队开赴大岭山

区，与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共南开辟拉宫根据地，展开艰苦卓绝

的敌后潜击战争，为华南拉吕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抗战胜

利后，大岭由根据地军民又投入了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经过抗

吕战争和解放战争洗礼的大怜山，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史

邃，成为东莞大地上的一座革命丰碑.

今年是"七·七'卢沟桥事变 60 周年，中国人民解鼓军建军

70 题年.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大崎山镇委，收集了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砖期大峰山革命斗争史料，联合主编了这本《大岭

出丰碑>> ，这是很有意义的.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在

东莞 E 益繁荣，人民日益富裕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茄史.这些功

勤卓著的前辈伯回顾当年斗争历程的文字，是我们极为宝贵的精神

财富.邓小平同志提出"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前辈

们精风沐雨，血洒疆场的岁月，是今天幸福大厦的奠基石.我们要

饮水思源，继承革命传统，励精围治，续写历史新篇，要让前辈信



为之奋斗的强国富冕的伟大理想，在我的的手中变为现实.

? 
』

大岭山的革命精神来远是我的心中的丰碑i

〈苦:>1í r(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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