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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支队简介 
 

1946 年全国内战爆发后，中共广东南路党组织集结人民武装，

积极开展自卫斗争，建立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开辟游击根据地。

国民党广东当局对此极为惶恐，调集重兵重点进攻高雷革命根据

地。1947 年冬，化吴根据地遭血腥“围剿”，人民武装遭受严重挫

折。为打破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计划，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指示中

共粤桂边地委组织两支主力部队转出外线作战，其中一支向西挺

进十万大山地区，一支东进粤中地区，其余部队留在原地坚持斗

争。 

1948 年 2 月上旬，东征支队组成，由中共粤桂边地委委员、

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主任欧初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一个

团（三个营），团长黄飞，政委罗明，副团长黄东明、涂明坤，政

治处主任陈军。第一营从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新四团抽两个主力

连和茂电信独立第六连组成；第二营从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新三

团抽两个连（内含博白二个排）和司令部警卫连组成；第三营由

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新二团两个连和新编第十二团三个连组成。

另外从各地抽调数十名干部组成干部队，随军到新区工作。东征

支队组成后开赴遂溪县北区集中整训。全支队指战员共 750 多人，

加上到新区工作的干部队，共约 800 人。配备重机枪 1 挺，轻机

枪 11 挺，长短枪 700 多支。 

1948 年 4 月 4 日至 5 日，东征支队各部进驻遂溪北区下洋村，

5 日晚在下洋村举行誓师出发动员大会，接着连夜踏上征途。沿途

经过廉江、化县、陆川、茂名等县，多次打退国民党军的追堵截

击和地方反动武装的袭扰，于 4 月中旬进抵信宜四方田，与尾随

而至的国民党军在白鸡岭展开激烈战斗，团长黄飞负重伤。击退

敌军后，东征支队转至茶山、合水一带，在当地武工队的配合下

收缴反动乡保武器，宣传发动群众，扩大队伍，攻克合水圩反动

据点，破仓分粮。继而根据中共粤中区党组织负责人吴有恒关于

东征支队速到两阳（阳江、阳春）、新（兴）恩（平）边境地区，

建立和发展以天露山为中心的广南游击根据地的通知，东征支队

由云浮县飞地西山分两路东进：一路由欧初率领直插阳春边境，



夜渡漠阳江后直抵阳春太平山，后转至恩平大陂村与吴有恒会合，

5 月 3 日在恩平县塱底圩与粤中区党组织领导机关会师。另一路由

黄东明率领，在信（宜）云（浮）罗（定）边境与国民党军周旋，

掩护第一路部队行动，期间在西山北部马头山与国民党保安队

1000 多人激战，后突围渡过漠阳江，进入阳春和恩平县北部地区，

于 5 月 23 日在阳春县北部马师田村与广阳地区人民武装主力会

师。至此，东征支队胜利完成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粤桂边地委

赋予的战略转移任务。 

东征支队历经艰难险阻，跋涉 1000 多里，作战 20 多次，共

歼灭国民党军 160 多人，缴获长短枪 50 多支，破仓分粮 12 处。

在进军途中，东征支队伤亡 17 人、失踪 4 人。1949 年 1 月，东征

支队整编为粤中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团。 

东征支队挺进粤中，是一次极具战略意义的军事行动，对于

保存南路人民武装主力、减轻高雷革命根据地的压力、支援粤中

地区革命斗争，均起到重要作用。 

 

 
◆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东征支队进军路线图 

 

 

 

 

 

 



 

 

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东征支队战斗序列表 
（1948 年 4 月 5 日－5 月 23 日） 

 

 

 

东征支队司令员  欧 初 

   政 治 委 员  欧 初（兼） 

团 长 黄 飞 

政 委 罗 明 

副团长 黄东明 

副团长 涂明坤 

政治处主任  陈 军 

下轄三个营 

第一营 

第二营 

第三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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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支队司令员兼政委  欧初 

 

欧初，曾用名梁展、梁初仁，广东中山南蓢镇左步村人，1921 年生

于广州。1937 年考入省立广雅中学，1938 年参加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广雅

支队。广州沦陷后，返回左步村教书，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7 月

任广东抗日青年先锋队中山县队横门前线抗日支前指挥部总务部长。1940

年 5 月，奉命到中山九区大南沙组建中山抗日游击小队。先后参与建立了

中山人民抗日游击中队、中山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

珠江纵队第一支队，历任中队政训员、大队训室主任、政治委员、大队长、

支队长，带领抗日游击队在中山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经历了大小战斗 140

多次。 

抗战胜利后，欧初先后任江北(东江北岸)副特派员(负责军事)、中共中

央香港分局农村工作委员会武装小组负责人。1947 年夏奉任中共粤桂边地

委委员兼宣传部长、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主任，1948 年春任粤桂边

http://baike.haosou.com/doc/5374830-5610887.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414329-438853.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5681665-5894340.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5544525-57596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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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解放军东征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领东征支队挺进粤中地区。其后，

任中共粤中临时区党委常委、中共粤中军分委第二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

军粤中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1949 年�10 月下旬，率部配合南下大军解放江

门五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粤中地委常委、粤中专署副专员，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办公厅副主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广东省政府秘书

长、党组副书记，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广东

省委顾问委员会常委等职。 

http://baike.haosou.com/doc/5407674-5645604.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6532904-6746642.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6532904-67466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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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征支队团长  黄飞 

 

黄飞，原名黄士杰，曾用名黄文升，广东花县人，1921年出生于香港。

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 10月参加香港学生赈济会组织的香港回国服

务团，任服务团中共特别支部宣传委员，先后在宝安县和茂名云潭乡开展

抗日宣传活动。1942 年 12 月转到廉江白鸽港新民小学任教，秘密开展革命

活动。1943 年 8 月，率领抗日游击队在廉江石头桥（又称拱桥）与日伪军

激战。1945 年 2 月，任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支队黄河大队大队长，转

战合浦白石水地区。1945 年夏，任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四团第一营营长。

1947 年 8 月后，任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新编第四团副团长、团长。次年 4

月，任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东征支队团长，在信宜白鸡岭战斗中负重伤。

1948年 10 月，任粤中人民解放军新恩开总队总队长，12月 28日在恩平鹏

岗战斗中牺牲，时年 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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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支队团政委  罗明

罗明，原名罗涛泾，1917 年生于茂名县曹江乡。1938 年参加抗日救亡

运动，次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1 年下半年奉调化县，先后在白南埇小学、

柑村小学教书，负责化南党组织的领导工作。1945 年�1 月，率�300 多人参

加化县抗日武装起义，任起义总指挥部成员。2 月，任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

第二支队罗明大队大队长，后任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西进白石水部队政治

部组织科长、主任。1945 年�6 月，任化吴工委委员、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

第四团组织股长。1946 年�4 月，参与中共化吴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工作。1947

年�4 月，任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新四团团长，6 月任中共化吴中心县委书记

兼新四团政委。1948 年�4 月任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东征支队团政委，后中

共两阳县委副书记、粤中人民解放军滨海总队政治处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粤中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湛江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茂名市计委主任、茂名市经委主任、茂名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等职。2004 年�4 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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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支队副团长  黄东明 

 

黄东明，原名黄庭杰，1922 年生于广东三水西南镇。在香港智用中学

就读时接触马列主义， 1939 年在香港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回广东从事

地下革命工作。 

1941 年，在化县良光小学教书，以组织读书会、同心会、办农民夜校

等形式进行革命活动。1945 年 1 月参加抗日武装起义，任化廉人民抗日武

装手枪队队长。1947 年 3 月，任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新编第三团团长（后

兼任政委）。1948 年４月，任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东征支队副团长。1949

年 7 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独立第一团团长兼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船修造部驻沪东造船厂军

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械学校校务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淮阴军

分区副参谋长。1955 年被授予中校军衔，后升为上校。1981 年转业，任广

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至离休。2012 年 1 月 9 日去世，享年 9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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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支队副团长  涂明坤 

 

涂明坤，又名涂沙，1911 年生于廉江县石角新屋村。1939 年 3 月，参

加廉江青年抗敌同志会，是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石角塘蓬中心

区委书记。1945 年春参加抗日武装起义，建立涂沙大队，任大队长兼政委；

5 月任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团第一营营长。抗战胜利后，任南路人民抗

日解放军第一团第二营营长，于 1945 年 10 月随队西进十万大山，次年 2

月奉命转入越南北部，支援越南人民革命斗争，后任越南华侨支队支队长。

1947 年 12 月从越南回廉江，先后任中共廉江县委委员、粤桂边区人民解放

军新编第三团团长。1948 年 4 月，任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东征支队副团长。

1949 年春由粤中调回粤桂边区，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四支

队新编第六团长、第四支队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湛江军分区侦察科长、广州市建委办公

室副主任、广东省统计局办公室副主任、广东教育学院总务处副处长等职。

2001 年去世，享年 9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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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支队政治处主任  陈军 

 

陈军，原名陈沛龙，广东茂名人，1925 年 9 月 15 日出生。1941 年参

加抗日活动，194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南路人民

抗日解放军电台报务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梅菉秘工区特派员、

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新四团政治处主任、中共廉江县工委委员。1948 年 4

月任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东征支队团政治处主任，后任中共新兴县委委员、

粤中人民解放军第七团政治处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独立第一团

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军管会军事科长，广东

省军区科长，广州军区群工部科长、副部长，湖南吉首军分区、常德军分

区政委，广州警备区政委。党内职务：历任中共阳春县委常委，团党委常

委，军分区、警备区党委书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第一书记，湖

南省省委委员，广州市委常委。1984 年离休后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老

区建设促进会、岭南诗社常务理事等。2005 年 1 月去世，享年 8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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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誓师出发 
 

1948 年 4 月 4 日至 5 日，东征支队各部共约 800 人在遂溪北区下洋村

集结。5 日晚上，支队全体指战员集中在下洋村朝东公祠前誓师出发。 
 

 

 
◆东征支队誓师首发地——下洋村朝东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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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战南木水 
 

东征支队离开下洋村后，于第三天上午到达廉江县南木水村。部队开

饭时，遭国民党地方武装 100 多人突袭。东征支队第一营奉命反击，首战

告捷。 

 

 
◆1948 年 4 月 8 日，东征支队南木水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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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堂嶂之战 
 

1948 年 4 月 9 日，东征支队进抵廉陆化交界的廉江县“飞地”山底乡。

午时，国民党广东省保警一部和“还乡团”共约 300 人，分两路向东征支

队进攻。东征支队抢占天堂嶂，与敌展开激战。敌军在炮火掩护下向东征

支队多次发起进攻。东征支队指战员坚守阵地，顽强战斗，机枪手张玉良

（台湾籍）用机枪摧毁敌六零炮。敌军失去炮火掩护，难以组织有效进攻，

于下午 4 时许撤退。此战，敌军伤亡惨重，东征支队 2 人负伤。 

 
 

 
◆廉江天堂嶂战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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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冲破封锁线 
 

1948 年 4 月中旬，东征支队沿陆川边境向化县北部进发，途中遭国民

党化县保警 2 个中队伏击。东征支队尖兵连沉着应战，集中火力冲击敌人，

抢占山头有利地形，掩护大部队按原定路线进军。 

 
 

 

 
◆东征支队在陆川与化县北部交界处与敌激战战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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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李坑村击退追兵 
 

1948 年 4 月中旬，东征支队在茂名西部李坑村与追击的国民党地方保

警一个大队遭遇，激战数小时后将敌击退。其后，敌军又集中广东省保警

两个营的兵力，继续尾随追击。东征支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迅速转入

茂北山区。 

 

 
◆1948 年 4 月中旬，东征支队在茂西李坑村与尾追之敌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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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白鸡岭激战 
 

1948 年 4 月中旬，东征支队进至信宜四方田，在白鸡岭与国民党广东

省保警、信宜县保警共约 300 人发生了激战。团长黄飞、政委罗明、副团

长黄东明率第一营抢占白鸡岭高地，第二、第三营分别从两侧投入战斗，

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下午 4 时许，敌军受重创溃退，东征支队追击几里

路后撤出战斗。是役，东征支队牺牲 2 人，团长黄飞等 2 人受重伤。战后，

东征支队迅速进入群众基础较好的云开山区。 

 

 
◆东征支队进驻信宜四方田的宿营地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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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4 月中旬，东征支队在信宜白鸡岭与敌激战战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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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云开山区休整 
 

1948 年 4 月下旬，东征支队进入云开山区后，利用这里有较好的基础，

对部队进行短时休整。同时宣传发动群众，开辟扩大游击区。 

 

 
◆1948 年 4 月下旬，东征支队进入云开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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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突袭合水圩 
 

1948 年 4 月下旬，东征支队在云开山区沙子、茶山、怀乡一带活动时，

获悉国民党军纠集兵力前来合围，决定立即突袭合水圩反动据点，然后转

往云浮飞地西山。驻合水圩的国民党乡自卫队遭到袭击后仓皇逃窜。东征

支队迅速占领据点和粮仓（内有 5000 多担），连夜开仓济贫。 

 

 
◆东征支队突袭信宜合水圩战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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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分兵挺进 
 

1948 年 4 月下旬，东征支队在云浮飞地西山一带活动。此时，中共粤

中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吴有恒来函，传达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有关指示，要求

东征支队迅速向粤中挺进。于是，东征支队决定将分两路进军：第一路由

支队队部和第一、第三营组成，由欧初率领，东出西山，过漠阳江，同粤

中区领导人取得联系；第二路由第二营组成，由黄东明率领，向西南迂回

牵制迷惑敌人，掩护第一路行动，然后相机进入阳春北部地区，与第一路

及粤中地区人民武装队伍会合。 

 

 
◆1948 年 4 月下旬，东征支队兵分为两路进军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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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强渡漠阳江 
 

1948 年 4 月下旬，欧初率领东征支队第一路进抵阳春陂面圩，当夜抢

渡漠阳江。在赶赴漠阳江渡口途中，尖兵捉获一名国民党乡长并令其带路。

先行渡江的第一排快速冲向酣睡中的敌兵，一枪不发地将 10 多名敌兵生俘，

控制了东岸的有利地形。接着，其余部队顺利渡过漠阳江，进入阳春县北

部。 

 

 

 
◆东征支队强渡漠阳江战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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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大陂休整 
 

1948 年 4 月底 5 月初，东征支队第一路到达阳春大陂村，与前来迎接

的粤中区领导人吴有恒等会合。接着，东征支队在大陂村进行休整，补充

子弹、药品等。 

 

 
◆东征支队第一路在阳春大陂村与粤中区领导人吴有恒等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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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连克庙龙、永宁、马贵据点 
 

1948 年 4 月中旬，东征支队第二路迂回穿插于信（宜）云（浮）罗（定）

边境，有效策应第一路部队行动。在运动中，先后攻打庙龙、永宁、马贵

等国民党乡公所，开仓济贫，造成声势，有力牵制了追踪东征部队的国民

党保安队 300 多人及地方武装 700 多人的兵力。 

 

 
◆东征支队第二路攻打庙龙、永宁国民党乡公所战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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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马头山之战 
 

1948 年 5 月 11 日，东征支队第二路在马头山遭国民党军 700 余人三面

夹攻。第二营和西山大队沉着应战，集中兵力打击敌人主力，经大半天激

战，毙伤敌 40 余人，最终击退 3 倍于已之敌。入夜，第二营向青山方向转

移，次日横渡漠阳江，击退石山堵截之敌，于 5 月 15 日进入恩（平）阳（春）

边山区。 

 
◆1948 年 5 月 11 日，东征支队第二路在马头山击退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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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胜利会师 
 

1948 年 5 月 3 日，东征支队第一路进抵恩平县塱底圩，与粤中区领导

机关胜利会师。第二路于 5 月 16 日与阳春县人民武装会合，23 日在马师田

村与广阳地区郑锦波部队胜利会师。至此，东征支队全部到达粤中，胜利

完成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赋予的战略转移任务。次年 1 月，东征支队整编

为粤中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团，结束了支队的光荣使命。 

 

 
◆东征支队抵达粤中后整装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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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9 月，香港《华商报》对东征支队的有关报道 

 

 

 

 

 
原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东征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欧初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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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军区原副司令员陈超中将题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