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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是祖国的南疆重镇，处于北部湾畔，西邻越南，南望海南岛，背靠

大西南，面向东南亚，太平洋，水陆交通便捷，战略地位重要。她具有悠久的

光荣革命历史，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此建立组织，领导革命活动。

此后，革命浪潮虽有起伏，但革命斗争并没有停止，革命火焰一直在燃烧。

解放前的北海，外有帝国主义势力入侵，内受国民党血腥统治，政治腐败．特

务横行，经济凋蔽，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四九年，我解放军野战部队，挥戈南下，以万马奔腾之势，直捣蒋家

皇朝，势如破竹，我饵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除解放广大农村和圩镇外，

活动直逼北海近郊。国民党粤桂边区“清剿”总指挥张瑞贵所部、广东省主席

薛岳一部和地方团队，共一万多人，占踞北海市区及近郊，妄图与海南岛蒋军

互相呼应，作最后挣扎。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也大批涌入，活动猖獗。

为准备迎接解放，进行接管，建立政权，中共粤桂边区党委于一九四九年

九月，决定在六万山地委所属的广东地区，建立北海、廉州、灵山三个军政委

员会(以下简称军政会)。六万山地委一面抓紧组建，配备干部，内定领导人员，

规定入城纪律；一面举办学习班，集中准备进城接管的部分区级以上干部，学

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有关入城接管的各项政策，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

入城接管作好充分准备。

我南下野战军，在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的密切配合下，于十二月三日解放

合浦首府廉州，继续挥师，乘胜前进，另一路野战军于四日经福成挺进北海，

张瑞贵等蒋军军政头子，如丧家之犬，化装乘小船仓皇渡海潜逃，北海市区内

外一万多蒋残军，全部就歼，北海宣告解放。

中共六万山地委常委、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谭俊和王文昆同志等与四支队

所部，也于四日进入廉州后，转往北海，由徐永源、朱伟同志率领的进城接管



干部及四支队一个连队，从合浦南区经闸口、福成，日夜兼程，于五日到达北

海。邹贞业同志较早期到达北海近郊，北海解放时进城，经与野战军联系商谈

后，北海军政会于八日公开张贴布告，宣告成立。军政会主任谭俊，副主任徐

永源，委员：邹贞业、朱伟、王文昆．军政会初设在德国楼——粤南信义会，(现

市公安局)，后迁中山路原国民党广东省银行北海分行原址。

军政会刚成立，接管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加

上人民对我党政策不够了解，敌特乘机造谣，人心不安；涸洲与海南尚未解放，

支援前线任务繁重；尤其是我们处在从农村进入城市，从战争转向建设、从夺

取政权到掌握政权的巨大转变中。任务重、工作新，时间紧、人员少。这就是

当时的客观形势要求与我们的主观条件，面对这样的形势，军政会在统筹兼顾，

金面安排的基础上，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设置机构建立政权

军政会本着精简原则，设置秘书、财经、公安、文教、卫生民运和交通七

个科、科的领导多由军政会的领导兼任，他们是：秘书科长邹贞业(兼)。财经

科长徐永源(兼)，公安科长朱伟(兼)，文教科长王文昆(兼，后伍朝汉)，民运

科长姚国厚，交通科长张洵海川(后陈琪)、卫生科长谢兰仪，公安、交通两科，

设在珠海东路永济隆，民运科设在原国民党工会，其余各科随军政会一起办公。

随后，相继建立城乡基层政权，北海市区分设东、西两个镇，何国达、姚

为政分别担任镇长，镇以下建立街道委员会，近郊的高德、马拦、西塘，建立

乡政府，由李克、黄朝满、苏嘉俊分别担任乡长。涠洲岛于一九五○年三月解

放后，成立乡政府，陈铭阅、姚克鲁分别担任正副乡长。从此，由上到下。层

层建立政权。有了政权，一切工作就能够有领导，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

(二)全面接管恢复生产

由于我军进军神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放北海，国民党残军，惊惶

失措．迅速被歼；加之，我地下工作人员，在解放前夕，做了大量秘密串连和

组织发动工作，秘密散发四支队印发的传单，宣传党的政策，护厂、护场、护

校等工作，有较缜密的布置．因此，各项生产设施，没有受到重大破坏，原有

人员，大部分留守岗位，等候接收。军政会对密切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单位，



还派出代表，加强对接管工作的领导，如财经系统，派黄万吉、陈铭济到海关，

柯佩筝到白石盐场，何国达到税务局，文教系统，派伍朝汉、彭景超到一中(现

北海中学)；交通系统。派陈珙到航务局，陈铭荃到汽车站，彭福同到邮政局，

柯佩璋到电信局．蔡维中到电厂(电力公司)。柯君恕到电话所等等。由于加强

领导。接管工作顺利进行，生产迅速恢复。学校及时复课，邮电交通基本正常。

(三)宣传政策稳定人心

北海解放后，不少工人、渔民、学生，积极主动协助军政会开展各项工作，

但也有部分群众，特别是工商界、上层社会人士和居民，对我党政策不够了解，

加上敌特造谣，思想不安定，持观望态度。为使政策广泛深入人心，团结广大

群众完成各项战斗任务，军政会一面广泛散发、张贴《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深入宣传我党我军政策；一面在体育场召开有各界群众数千人参加的《庆祝北

海解放大会》，军政会全体领导成员及驻军首长出席参加，具体阐明我党政策，

号召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各安已业，建立正常社会秩序，恢复生产，会上

锣鼓喧天，鞭炮长呜，人心振奋，气氛十分热烈，此外，军政会还在戏院召开

过一次有二三百人参加的各界人民代表座谈会，军政会主任谭俊亲自主持，全

体领导成员亲临会议，与代表们亲切交谈，针对代表们提出的各种意见和询问，

——给予详细的回答，做到有问必答，出席代表进一步了解我党政策、消除顾

虑，又感到共产党工作人员平易可亲，收效很好，军政会各系统还多次召开各

阶层的各种不同类型座谈会，有区别地针对不同对象，公开政策，使政策直接

同群众见面，民运科的工作队，不时出现在街头、里巷、渔村和公共场所，运

用各种形式，进行宣传活动，对于社会上层较开明有一定影响的人士，极力争

取他们协助工作，也起到较好的作用

(四)肃清敌特巩固治安

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充斥北海各个角落，解放时，有的有计划潜伏下

来，有的仓惶来不及逃窜，是一大隐患，不及时肃清，将引起极大恶果，军政

会一成立，即抓紧开展肃清敌特工作，大张旗鼓宣传我党宽严政策，勒令敌特

主动投案自首，检举同伙，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并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揭

发。政策的威力无穷，群众的力量巨大，敌特分子处于天罗地网的包围之中。



不少敌特分子，纷纷投案自首，坦白交代，检举别人。对暗藏在市区的负责北

部湾沿海一带特务工作的头子陈天民，及时加以逮捕，其它一些暗藏的敌特和

恶霸分子，在群众协助下，也一一拿获。由于抓紧了肃清敌特工作，解放初期，

北海社会秩序基本安宁，未发生过重大事故。

(五)稳定金融平抑物价

解放前，北海和全国各地一样。国民党通货膨胀，币值暴跌，“金元券”“银

元券”等国民党货币，被群众称为“湿柴”，市场普遍以金、银、外币(主要是

港币和西贡纸)为贸易媒介，也有用棉纱、火柴等以物易物，金融市场十分混乱。

解放后，为使人民币作为唯一通币，占领市场，军政会一面取缔金、银、外币

金融市场，一面规定人民币作为唯一通币，举凡缴纳税款，市场交易．均一律

使用人民币。还组织调运大批粮食和其它物资供应市场，一律用人民币购买，

大大提高了人民币的信誉，相继又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北海支行，由徐永源兼任

行长，陈铭荃任秘书兼出纳，积极开展银行业务，稳定和活跃金融市场，平抑

物价。

(六)做好后勤支援前线

北海解放后，支前任务十分繁重而艰巨，海南岛和北海属下的涠洲岛，均

待解放。解放军驻扎北海，加紧练习海战，准备渡海，举凡征集船只，动员船

工、渔民参加海战训练、修复公路桥梁、筹措粮草物资等任务，无一不落在军

政会肩上。这一任务，初期主要由交通科和民运科负责，后因任务日益繁重，

乃另建支前司令部，伍朝汉任司令员，徐永源兼政委，姚为政任参谋长，积极

开展支前工作，保证渡海作战胜利。在解放涠洲岛和海南岛后，支前司令部又

做了大量善后工作。在整个支前工作中，特别值得赞扬的是陈琪同志，他不分

昼夜，不辞劳苦，深入船工、渔民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组

织人员和动员船只参加渡海，以后又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对伤病员的抚恤医

治，破损船只的赔偿等，抓得又紧又细，有始有终，为支援解放涠洲和海南作

出重大贡献。

北海军政会存在时间不长，距今近四十年，它所做的工作远不止此。本文

回忆仅仅是其粗略梗概，难免挂一漏万。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任务如此繁重



的情况下，军政会机构十分精简，但较好地开展工作，完成任务，主要是依靠

全体工作人员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依靠广大群众的共同

努力，是令人永远难以忘记的。

(此文蒙徐永源、邹贞业、朱伟、王文昆等同志提供不少宝贵意见和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