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電台
遺址標誌牌豎立儀式，昨日在香
港新界沙頭角烏蛟騰抗日英烈紀
念碑園舉行。中學學生代表、青
年團體代表、東江縱隊後人代表

等數十人出席儀式，深切緬懷抗日戰爭時期英勇犧
牲的革命先烈。

出席儀式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立法會議員
李慧琼表示，銘記歷史是開拓未來
的重要依據，通過學習抗戰歷史，
可增強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李慧琼
透露，特區政府正緊密部署一系列
活動，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

大公報記者 李慧妍（文） 何嘉駿、融媒組（視頻）

結合愛國教育與歷史傳承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電台遺址標誌牌豎立儀式昨日

莊嚴舉行，明愛馬鞍山中學、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
德紀念中學學生，香港湖南青年會、豐年服務中心、香港
工商總會青年網絡代表，東江縱隊後人代表及各界人士數
十人，抵達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園出席活動。奏唱國歌
後，全體人員默哀並獻花，以此表達對抗日戰爭中犧牲的
革命先烈的深切緬懷。隨後，參加儀式的青年和學生以青
春之名莊嚴宣誓： 「牢記先烈的豐功偉績，傳承偉大的抗
戰精神，青春生生不息，奮鬥永不止步，為祖國和香港的
未來，作出最大的貢獻！」

李慧琼接受採訪時表示， 「緬懷先烈意義重大，這不
僅是對歷史的尊重，更是對年輕一代愛國情懷的培養。」
她指出，通過學習抗戰歷史，年輕人能更深刻地了解國家
從 「站起來」 到 「富起來」 再到 「強起來」 的歷程，從而
增強國民身份認同。此外，她對特區政府在愛國主義教育
方面的努力給予肯定，希望未來能推出更多紅色旅遊和研
學活動，將愛國教育與歷史記憶傳承相結合。

村民為游擊隊提供後勤支援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後，八路軍駐港辦事處的電台

撤往東江游擊區，由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接收。1942年
2月，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下屬的港九大隊在西貢成立，
大隊長蔡國良率隊進駐烏蛟騰村，並將其發展為根據地。
1942年4月，總隊電台進駐石水澗村，該處位於烏蛟騰村
附近，地處山林，位置偏僻隱蔽且交通比較便利。

電台當時有工作人員20多人，村民成為港九大隊交
通員，經常划船為游擊隊傳送情報、接送人員往來，還承
擔採購糧食和日用品等後勤工作，成為抗日游擊隊的重要
根據地及通訊樞紐。直到1943年2月，電台撤離石水澗
村。

抗戰勝利80周年

學生代表及東縱後人深情緬懷抗日先烈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電台遺址豎標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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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儀式上豎立電台遺址標誌牌，旁為當年抗日游擊隊使用的同款電
台設備。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珍稀貓頭鷹「褐林鴞」再現
嘉道理農場封路保護

【大公報訊】記者陳杰報
道：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前晚
（24日）於社交平台宣布，經過
四年的等待及努力，再次成功繁
殖非常珍稀的貓頭鷹品種 「褐林
鴞」 （見圖）。不過園方表示，
由於許多觀鳥愛好者湧入保護
區，為保護褐林鴞安全，決定暫
時封閉相關道路，限制遊客接近
該幼鴞及其父母。

從嘉道理農場在社交網站發
布的相片，可以見到褐林鴞幼鳥
頸部及身上都長有白色羽毛，圓

圓大大的雙眼炯炯有神，樣貌可
愛。幼鴞出生的消息，吸引許多

觀鳥愛好者紛紛湧入自然保護區
拍攝。農場方面因而決定暫時封
閉相關道路，以保護牠們安
全。

農場強調，首要責任是保護
鳥類並管理遊客，確保觀鳥活動
不影響牠們的正常生活，同時嚴
加留意遊客有否使用雷射筆或播
放鴞鳥叫聲來拍攝理想畫面。

園方表示，明白封閉道路可
能對攝影愛好者造成不便，但希
望能獲得理解，重申鳥類的福祉
永遠是園方的優先考量。

【大公報訊】政府上周公布，
首階段九個旅遊熱點落實項目，包
括重點推廣 「四山」 旅遊。文體旅
局局長羅淑佩昨日（25日）身體
力行，率先體驗大帽山，行了約
15.5公里，合共五小時，形容 「滿
足感大得無比」 。

羅淑佩表示，從大帽山郊野公
園停車場出發，經「甲龍古道」行到
雷公田再返回起點，沿途見到小黃
麖，青蛙，毛毛蟲等不同動物，十
分有趣，回程最後兩公里，不斷從
山路往上行，甚具挑戰性，途中路
經大帽山連姐茶水亭，與老闆娘連
姐合照留念。

羅淑佩率先體驗「四山」旅遊熱點

「曾聽家人講述爺爺的抗日故事，他堅決
不肯向日軍供出包括今次電台在內的游擊隊據
點而壯烈犧牲，我感到非常痛心也非常感動，
他的精神讓人無比敬佩。這段歷史對我們家來
說意義重大。我爸爸因為當時年紀太小，今日
對爺爺的樣貌已經模糊，但我們始終記得這份

家族的榮耀。近年來我感受到政府越來越重視這段歷史，立碑紀念，
這讓家屬們感到十分欣慰。現在國家強大了，我希望更多人能夠了解
這段歷史，珍惜今天的繁榮安定。」

抗日烈士李世藩孫女李妙玲：

要珍惜今天的繁榮安定

「參與默哀活動後心情十分沉重，對先輩
的犧牲與奉獻有了更深的感觸。我此前曾去貴
州遊學，參觀了遵義會議會址及當地博物館，
對抗戰歷史有了初步認識，也激發了我更深入
了解香港烈士英勇事跡的興趣。參與今次活
動，我感到更加珍惜如今的和平生活，也希望
其他同學能多了解先輩的付出與犧牲，從而更好地理解和傳承這段重
要的歷史。」

理大大二生黎胤祺：

對先輩的犧牲奉獻感觸更深

大公報記者 李慧妍（文）何嘉駿（圖）

「以前對抗戰歷史了解不多，但後來隨學
校遊學團參觀北京的抗日紀念館，對館內的一
個玻璃台階印象深刻，下面展示着抗戰時期戰
士們使用的槍支、頭盔和背包等物品。我感受
到一種不可名狀的壯觀和震撼。參觀結束後看
到一些軍人在紀念館內獻花，這一場景令人感

動，令我深刻感受到前人為保家衛國所付出的努力和犧牲。今次來烏
蛟騰默哀及獻花，不僅是對先輩的尊重，也能讓自己和朋友更加珍惜
今天來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中四生陳奕杭：

參觀紀念館認識抗戰歷史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電台遺址的找尋歷
經數十年，得來不易。該電台遺址位於石水澗
村，曾是抗日戰爭期間的重要據點，但因戰爭

摧毀及歲月流逝，村落早已荒廢，其具體位置長期成謎。此
次發現背後，是老游擊隊員、村民及研究人員多年不懈的努
力。

香港回歸後，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多次組織尋找行動，
惟在幾十年地貌巨變、原有地標消失的情況下，尋找過程十
分艱難。據介紹，2007年研究會成員攜帶烏蛟騰村村民李
貴仁繪製的石水澗村示意圖，深入山區搜尋。然而，由於村
落荒廢多年，道路被灌木叢和雜草覆蓋，隊伍雖然披荊斬
棘，但最終未能找到舊址。此後，雖有零星搜尋行動，但均
未確認準確位置。

水源成為「破案」關鍵
多年後，新一代有識之士接過接力棒。東江縱隊歷史研

究會副會長程前表示，他雖然較晚加入研究會，但深感肩負
歷史研究的使命，決心徹底找出遺址。程前結合前人提供的
線索，綜合地理定位與現地資料，確定了大致方向。

程前帶領隊伍沿着山澗方向展開搜尋，他推斷有人居住
的地方必然靠近水源。過程中，隊伍發現了村民舊時開墾的
梯田遺跡，這一石砌田埂成為關鍵標誌。在進一步散開搜尋
後，終於有人興奮地呼喊： 「找到了！找到了！」 核對文獻
後，隊伍確認了電台舊址的位置。研究會後續再與多個機構
合作，通過結合客家建築的結構特徵，最終確認了遺址的真
實性。

程前指出，當年東江縱隊孤懸敵後進行獨立自主抗日游
擊戰爭，電台就是唯一與上級黨組織和黨中央溝通的工具。
另外，電台還可以接收新華社時事新聞，了解國家與世界狀
況，並與分屬在東江流域的部隊保持聯繫。雖然遺址如今只
剩廢墟，但作為歷史遺跡，具有非凡的紀念和教育意義。

大公報記者 李慧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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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電台遺址位於新界沙頭角石
水澗村。當時，村內只有一戶林姓人家，大小房屋合共
五間。電台的運作得到村民的大力支持。林戊、林傳叔

侄二人擔任港九大隊交通員，負責保障電台人員的食宿、情報交換
及護送工作。

石水澗村鄰近港九大隊的根據地烏蛟騰村，兩地多次遭到日軍掃
蕩。1942年，日軍包圍烏蛟騰村，威逼村民交出武器及供出游擊隊據
點。村長李世藩及一眾村民堅決不屈，最終村長李世藩壯烈犧牲。

由於局勢日益緊張，東江縱隊政委尹林平指示電台隨部隊轉
移，不得固定安置。1943年2月後，電台撤離石水澗村。然而，電台
撤離後日軍在石水澗村發現遺留的電台廢電池及電線，遂對當時村
中僅剩的居民、林傳兄長林生嚴刑逼問。林生守口如瓶、寧死不
屈，拒絕向日軍透露游擊隊半點消息，慘遭日軍殺害，壯烈犧牲，
村中五間房屋也被日軍焚毀。1998年，林生被香港特區政府列入港
九大隊115位抗日英烈名單，以紀念其貢獻。

多名村民為保護游擊隊犧牲
話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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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台遺址
▼▼電台遺址位於石水澗村電台遺址位於石水澗村，，但因戰爭摧毀及歲月流逝但因戰爭摧毀及歲月流逝，，村落早村落早
已荒廢已荒廢，，現在只餘一些建築基座現在只餘一些建築基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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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淑佩路經大帽山連姐茶水亭，與老闆娘連姐合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