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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学增 

黄学增（1900—1929），小名阿贵，曾名学曾，广东省遂

溪县乐民镇敦文村人，中共早期党员，广东四大农民运动领

袖之一，南路革命的火种，中共深圳地区党组织创建者，琼

崖苏维埃和琼崖红军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0 年秋，黄学增考进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在穗

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宣传

员养成所活动。1921 年冬，黄学增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

中共广东党组织和广州地区青年学生运动的早期骨干，先后

在广州、花县、宝安、广宁、高要等地开展青运、农运和建

党工作。1924 年国共合作后，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

年由中共广东区委选派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学

习，结业后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运特派员。1925 年相继

任广东省第一届农协执委兼秘书、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

委员会顾问、中共广东区委农委委员、中共宝安县支部第一

任书记。1926 年 1 月，与毛泽东、董必武等一道出席国民

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主持农

运议案审定工作，为推动农运深入发展、营救工运领袖刘少

奇等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会后，被派回广东南路，负责农运、

建党和改组国民党地方组织等工作，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南

路特派员、广东省农协南路办事处主任、中共广东南路地方

委员会书记，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南路特别委员会委员、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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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职，出色地领导了南路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被誉为“广

东四大农运领袖”之一。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

命政变后，调任中共西江特委书记，发动和领导了西江地区

的农民武装暴动。1928 年 6 月，黄学增以中共广东省委委

员和巡视员的身份，到海南岛领导和恢复起义受挫后的琼崖

斗争。他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为整顿琼崖党组织、建立琼崖

苏维埃政权和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等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琼崖期间，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常委、

常委等职。 

1929 年 7 月，因叛徒出卖，黄学增在海口市被国民党

当局逮捕，备受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同年 7 月英勇就

义于海口市红坎坡，时年 29 岁。 

 

 

 

韩  盈 

韩盈（1901—1927），笔名寒萤，广东省遂溪县城南门

圩人，钟竹筠的革命伴侣。韩盈是南路农民运动先驱，共青

团雷州特别支部创建者、中共广东南路党组织主要领导人之

一。 

1920 年秋，韩盈考入广州铁路专科学校，1922 年 3 月

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参与组织“广东新学生社”、

“雷州留穗同志会”等革命团体。1923 年 10 月当选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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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1 月补选为

委员，任会计和出版物经理，经常与彭湃、谭平山等人一起

活动，1923 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韩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5 年夏秋间，受中共党组织派遣返回南路，开展农民运

动和组建党团组织工作，七八月间主持恢复“雷州青年同志

社”在遂溪的活动，任主任，10 月，在黄学增的指导下，与

黄广渊等人组织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雷州特别支部(简

称“团雷州特支”，代号“雷枝”)，任书记，是年冬，任国

民党广东省党部南路特别委员会委员兼青年部长，同年与钟

竹筠结为革命伴侣。1926 年 3 月任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

事处书记（秘书），10 月与黄广渊等组建中共遂溪县部委，

任部委书记。1927 年 1 月任中共南路地方委员会委员。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4 月 24 日韩

盈在遂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狱中备受摧残，始终坚贞不屈，

5 月 21 日被杀害于遂城竹行岭，时年 26 岁。 

 

 

 

黄广渊 

黄广渊（1903—1927），字安敦，广东省遂溪县乐民镇

海山村人，中共雷州地区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创建者和领

导人之一，遂溪农军和工团军的主要创建者和最高领导人。 

https://baike.so.com/doc/7217154-7441885.html
https://baike.so.com/doc/7217154-74418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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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夏，在黄学增的带领下，黄广渊与黄宗寿、刘

靖绪等数十名青年，在敦文村成立“雷州青年同志社”。1923

年，黄广渊考入广州第一中学，同年 7 月，与黄学增、韩盈

等人在广州组织成立“雷州留穗同学会”。1925 年 1 月参加

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7

月任南路农民运动特派员，返回雷州半岛开展农运和建党工

作，8 月任“雷州青年同志社”副主任，在乐民镇海山村成

立遂溪县第一个乡农民协会，并以海山村农民武装为基础，

组建了一支 70 余人的联乡武装预备队，10 月，与韩盈等人

创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雷州特别支部(简称“团雷州特

支”，代号“雷枝”)，任委员。1926 年 4 月任团雷州特支

遂溪县支部(代号“遂枝”)书记，6 月任中共遂溪县支部书

记，10 月任中共遂溪县部委委员。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后，黄广渊主持中共遂溪县部委工作，5 月任

南路农民革命委员会委员，6 月发动震撼南路的乐民农民武

装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率先打响了广东南路地区以革命

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枪声，7 月任中共南路特委委员。 

1927 年 9 月 10 日，黄广渊率部转战中在河头镇水妥村

被敌人包围，在掩护战友撤退时，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

年 24 岁。 

 

 

 

https://baike.so.com/doc/6266690-6480112.html
https://baike.so.com/doc/1964777-2079230.html
https://baike.so.com/doc/1964777-20792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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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竹筠 

钟竹筠（1903—1929），女，原名秀贞，又名祝君，广

东省遂溪县杨柑镇忐忑塘村（今祝君村）人，韩盈的革命伴

侣。钟竹筠是南路农民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先驱，南路最早

的女共产党员，广西防城中共党组织的创建者。 

钟竹筠幼年丧父，家境贫困，随母流落廉江县安铺，曾

就读于安铺安雅高级小学堂。1921 年秋负笈北海贞德女子

学校，开始接受新思想新文化。1925 年 5 月参加广州农民

运动讲习所第四期学习，期间结识周恩来、彭湃、恽代英、

阮啸仙等共产党人，并在农讲所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

广东南路地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农讲所结业后，任中国国

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国民党广东南路特别委员

会委员兼妇女部部长、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干事等

职，在南路地区建立发展中共地方组织、改组国民党基层党

部和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同年与韩盈结为革命伴侣。1926

年先后担任遂溪县妇女解放协会主席、国民党遂溪县党部执

委、中共遂溪县部委员会委员。同年 10 月，奉命到钦廉地

区指导开展工运、农运、妇运、青运和建立中共地方组织工

作。1927 年 1 月任中共广东南路地方委员会委员，同年春

创建防城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东兴支部，并任支部书

记。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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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全国各地的大革命运动遭到血腥镇压。是年 9 月，钟

竹筠被国民党防城县当局逮捕，继而囚禁于北海市监狱。在

狱中，备受各种威迫利诱和酷刑折磨，始终坚贞不屈，于

1929 年 5 月在北海市西炮台刑场英勇就义，年仅 26 岁。 

 

 

 

陈光礼 

陈光礼（1904—1931），又名光理，广东省遂溪县乐

民镇乐民城人。中共遂溪党组织、遂溪农军和工团军主要创

建者和领导人之一，斜阳岛农军主要领导人。 

1924 年，陈光礼考入广东甲种工业学校。1925 年 9 月

参加广州革命青年联合会，任执委，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 年冬，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返回遂溪，与韩盈、黄广

渊等在乐民等地组织农会，建立农民自卫军。1926 年 4 月

参与改组国民党遂溪县党部，任县党部常务委员，同年 4 月

15 日遂溪县农民协会成立，被选为农协会执委，6 月任中共

遂溪县支部委员，10 月任中共遂溪县部委委员。1927 年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于 6 月 25 日与黄广渊等人发动了震撼

南路的乐民农民武装起义，任副总指挥。随后率领农军先后

奔袭江洪、纪家等地民团局，6 月 29 日据守乐民城，与反

革命武装激战三昼夜，9 月下旬率领部分农军撤至斜阳岛，

建立根据地，改造土匪，整编农军，任总指挥，先后多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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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农军回师内陆，袭击反动武装据点。1928 年 4 月任中共

遂溪县委书记，在岛上率领农军与敌人坚持战斗。 

1930 年 11 月，陈光礼赴海南岛联系琼崖党组织，遭敌

人逮捕，1931 年春在海口市被杀害，时年 27 岁。 

 

 

 

陈式垣 

陈式垣（1891—1923），又名陈光翘，字继东，广东

省遂溪县遂城镇后坑村人。少时在家乡边耕边读，辛亥革命

后，先后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汉陆军中学堂、河北保定

陆军军官学校。1918 年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派到段

祺瑞属下边防军当见习军官，后任排长，参加直皖战争。1919

年返广州投身国民革命，在粤军第一师第三旅第四团二营一

连任连长。1920 年参加驱逐桂系军阀岑春煊、陆荣廷的斗

争，拥护孙中山回粤任非常大总统。1922 年 4 月参与孙中

山为准备北伐而发动的赣州战役，荣立战功，升任第二营营

长，后又先后参加讨伐陈炯明、进攻陈德春、围攻黄振邦、

征讨冯葆初等战斗，屡立战功，1923 年升任副团长。同年

10 月下旬，陈炯明叛军进犯广州，陈式垣率部扼守要冲，在

观音阁、杨村、柏塘一带与陈炯明的林虎部激战，战斗中陈

式垣中弹负伤，抢救无效壮烈牺牲，时年 32 岁。孙中山大

元帅为表彰其功勋，特追晋为上校，并亲自为其墓碑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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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凌氏 

黄凌氏（1880—1931），广东省遂溪县河头镇水妥村

人，遂溪县农民运动的先驱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是黄广渊、黄仲义、黄广荣 3 位革命烈士的母亲。 

黄凌氏 18 岁嫁到乐民镇海山村，先后产下黄广渊等 4

个儿子。她不仅是女中豪杰，还是一位革命的母亲，大儿子

黄广渊是遂溪县早期中共党员，中共遂溪县党组织和农民运

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二儿子黄仲义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共

党员，三儿子黄广荣是乡农会和农军骨干，中共党员。1925

年秋，黄凌氏在儿子的影响下投身革命洪流，担任海山乡农

会会长。1926 年春当选为遂溪县第六区妇女解放协会主席，

10 月任广东省妇女解放协会遂溪分会主席，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任支部书记。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凌氏

与儿子黄广渊一起率领农军发动乐民武装起义，乐民城失守

后，与三儿子黄广荣率领农军转战于东海岛等地，手持双枪，

杀恶除害，威震敌胆。 

继三个儿子先后为革命牺牲后，1931 年 9 月，黄凌氏

在东海岛调那村遭敌包围被捕，同年被杀害于遂城傍塘岭，

时年 51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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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成球 

邓成球（1902—1927），又名邓足恒，广东省遂溪县界

炮镇同文村人。遂溪县农民运动的先驱，中共遂溪党组织、

遂溪县农民协会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 

1910 年，邓成球进入本村私塾读书，1922 年前往广州

求学，1923 年 7 月加入黄学增、韩盈等人在广州组织成立

的“雷州留穗同学会”，1925 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

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南征后，被派回南

路从事农运和建党工作。1926 年 1 月，邓成球先后在遂溪

县第二区成立了一批乡级农民协会和农军武装，2 月 5 日组

织界炮一带农会会员举行示威大巡行，并痛打区民团局长，

随后主持成立遂溪县第二区农民协会，4 月 10 日参加改组

国民党遂溪县党部，被选为执委，负责工人部工作，4 月 15

日在城月圩主持召开遂溪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委员

长，10 月中共遂溪县部委成立，任县部委委员。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4 月 24 日邓

成球在杨柑圩参加部分党员和农会骨干会议时，遭遂溪国民

党当局派兵包围会场逮捕，5 月 21 日被杀害于遂城竹行岭。 

 

https://baike.so.com/doc/6266690-64801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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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道生 

余道生（1902—1932），广东省遂溪县乐民镇余村人，

1925 年参加“雷州青年同志社”，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余道生善于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和农军，余村农会成立后，被

推选为农会和农军领导人。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

命政变后，余道生遭通缉。同年 5 月，余道生率领余村农军

参加海山暴动，6 月，响应黄广渊、陈光礼等县部委领导人

的号召，又带领农军于米昌塘参加乐民起义誓师，任起义军

第三中队长，先后率部参加奔袭江洪港、纪农民团局和围攻

烟楼子据点、据守乐民城等战斗。1927 年 9 月，余道生与

陈光礼、薛经辉等农军领导率领 100 多名农军战士撤至斜阳

岛，1928 年 5 月任斜阳岛农军第二营副营长，多次率领农

军回师内陆作战。1932 年 11 月，国民党重兵攻陷斜阳岛，

余道生战至弹尽粮绝，最后坠海牺牲，时年 30 岁。 

 

 

 

陈同德 

https://baike.sogou.com/v124209.htm
https://baike.sogou.com/v645109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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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同德（1920—1945），广东省遂溪县遂溪城镇城内人。

1938 年 8 月参加“遂溪青年抗敌同志会”，1939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39 年冬在国民党麻章乡政干部训练班结业后，

被派往国民党黄略乡公所任武装乡队队长，1940 年夏由中

共遂溪党组织派赴遂溪南区开展抗日救亡和建党工作，1942

年秋任中共遂溪南区特派员。1943 年 3 月，参与组织成立

卜巢山抗日游击中队，任指导员。1945 年 2 月，与莫志中

组织成立遂南抗日游击大队，任指导员。同年 5 月，奉命率

遂南大队配合县主力部队攻打下担村敌据点，后遭顽军包

围。陈同德战至弹尽粮绝，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受尽各种酷

刑，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敌人剖腹取肝而牺牲，时年 25 岁。 

 

  

 

支仁山 

支仁山（1916—1950），曾名朱强，浑号“土打支”，

广东省遂溪县黄略镇支屋村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遂溪县党

组织主要领导人、遂溪人民抗日武装主要创建者之一。 

支仁山青少年时在遂溪读书，从 1934 年起，先后在寮客

小学、觉民小学、温良小学、遂溪县立第七小学教书。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参与组织成立七小抗日宣传队和一、

三区抗敌会。1938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发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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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溪青年抗敌同志会，任干事。1939 年 10 月任中共遂溪中

心县委委员，同年底调任中共电白县委书记，1940 年 5 月

任中共遂溪县委书记，1941 年 5 月任中共雷州中心县委委

员，主管遂溪工作，1942 年秋任中共遂溪东中片特派员。

1943 年 3 月与陈恩等人组建了遂溪县第一支由共产党直接

领导的抗日武装——卜巢山抗日游击中队。1944 年 9 月参

与组织和领导老马抗日武装起义，成立遂溪人民抗日联防大

队，10 月任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1945 年

1 月任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5 月

任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团团长兼政委。1945 年 8 月任

中共雷州党组织核心成员，1948 年 4 月任粤桂边区人民解

放军第二支队司令员，1949 年 8 月任中共雷州地委委员兼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后，任南路

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兼任中共高雷地委委员。 

1950 年 11 月，支仁山因积劳成疾，抢救无效而逝世，

享年 34 岁。 

 

 

 

曾国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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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武（1959—1979），广东省遂溪县下六镇基头村人，

1979 年 1 月入伍，53566 部队 87 分队战士，参加对越自

卫还击战，在战斗中克敌阵，如猛虎。2 月 27 日，曾国武

所在三营奉命攻打越南同登西北侧无名高地，由八连实施正

面突破，八连进至半山腰时，三面受敌火力阻击，在危急关

头，曾国武肩炮射击，两发炮弹精准摧毁敌人两个火力点，

再准备发射第三发炮弹时，不幸中弹牺牲，时年 20 岁。战

后被追记一等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