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在 宁 波 党 史 一 卷 中 ， 有 一 个 名
词：坚持干部。说起这个称谓，那段
历史的记忆之门也随之洞开。

1945 年 8 月中旬，日本宣布无条
件投降。然而，内战的阴霾再起。为
了全国的和平大局，这一年9月，新四
军浙东游击纵队1万余人和党政机关及
地方工作人员5000余人，奉命北撤。

北撤的同时，党组织选派少数熟悉
地形、民情，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干部
隐蔽坚持斗争，各县区均实行特派员
制。整个四明地区，有地级特派员 2名，
县级正副特派员11名，区级正副特派员
28名。坚持干部的任务是：隐蔽精干、保
持旗帜、保存力量、等待时机。

从1945年10月初到1947年春，国
民党对四明地区发动了多次大规模

“清剿”，以“篦梳战”“鱼网战”“伏
击战”等方式，配以野蛮的并村、烧
山、联保切结，企图搜捕共产党干部。

面对严峻局面，坚持干部巧妙运
用隐蔽坚持策略，依靠群众，依靠山
地，以渡难关。

隐蔽坚持斗争的岁月，充满着艰
辛和险阻。生活上的艰苦自不必说，
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坚持干部昼伏
夜出，睡山洞、喝溪水、钻柴山、搭

“公馆”，因地制宜地创造了一套生
活、行动方式，用他们的话总结起来
说：点灯不露光，烧饭 （水） 不冒
烟，行动无狗叫，雪地无脚印。

在斗争形势略微缓和之时，坚持
干部从深山密林中走出，从小村到大
村，从山上到山下，开展党的工作，
着手恢复党的组织，并建立红色立足
点，当形势紧张时，再返回隐蔽点。
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干部常遇到危
险和不测。

然而，革命之火是扑不灭的。坚持
干部熬过了最黑暗的时日，迎来了新的
任务和使命。而隐蔽坚持斗争保存的革
命力量，为“草茅庵建军”奠定了基础。

（二）

1946 年 9 月 20 日，中共华中分局

发出对浙东工作的指示信。“指示信”
对浙东党组织坚持敌后、艰苦奋斗予
以赞扬，指示浙东党组织要发展武装
工作队，扩大活动地区，在一切有利
的可以发展的地方，到处发展组织武
工队和群众性武装。

华中分局的指示，给坚持在四明
山的共产党人注入了无限动力。而在
此之前，他们已经开始了群众武装的
组建工作，并组织开展对敌斗争。

就在同年的五六月份，隐蔽坚持
在姚南的朱之光带领武工队员，以除
奸队的名义处决了数名国民党特务，
并贴出布告：“部队北撤，还有人民，
若还不信，杀头有份”，警告地方反动
分子，不要为虎作伥。

1947 年 5 月 11 日，中共四明工委
在孔岙附近的“集中公馆”召开了一
次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帮助浙东
工作的中共淞沪工委书记顾德欢，中
共四明工委领导陈布衣、朱之光等。

孔岙会议提出了四明工作总的方
针：“争取时间，独立自主的、大胆
的、积极的发展游击战争，恢复四明
游击根据地，打通会稽，开辟台属中
心根据地，建立浙东第二战场之坚强
堡垒，为最后配合正面战场之反攻，
解放全浙东、全中国人民而奋斗。”会
议决定尽快创建主力武装，用军事打
开局面。

5 月 15 日晚，星光闪烁，朦胧的
四明山一片寂静，各县武工队员踏着
崎岖的山路，来到慈南的余鲍陈村

（现属余姚市陆埠镇） 北面山上的草茅
庵 （又名福田庵）。此处十分偏僻，敌
人不易发觉。中共四明工委在这里召
开了建立四明主力武装大会，顾德欢
和四明工委陈布衣、朱之光，以及项
耿、钱铭岐等部分县和地方干部共 70
多人参会。

顾德欢在会上讲话并宣布建立第
四中队，为利用抗日战争时期“三五
支队”在群众中的威望，对外称“三
支二大第四中队”。第四中队下辖二个
排、四个班，队长朱晋康 （蔡旭光），
副指导员黄余光 （田枫），吕民烽、韩
茂洪分别担任排长。部队建立党支
部，支部书记黄余光。部队建立之初
仅 43 名指战员，以姚南地方武装为
主，武器只有一挺轻机枪、三支短

枪、28 支步枪及数百发子弹，这些武
器大都是在“天华缴枪”中得来。

“草茅庵建军”虽然人员少，武器
装备简陋，却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四
明工委重建主力部队的开端。从此，
奉命留守浙东的共产党人由被动转为
主动，转战浙东各个战场。浙东人民
的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

“草茅庵建军”后不久，部队便
下山夜渡姚江，向三北地区挺进，先
后奔袭庄市警察所、彭王庙、中官

路、西经堂等地，缴获一大批武器，
使队伍逐步发展壮大。初战练兵，锻
炼了部队作战能力，打击了敌人，扩
大了政治影响，鼓舞了浙东革命群众
的斗志，人们奔走相告：“三五支队又
回来了！”

1947 年 7 月上旬，在草茅庵召开
的四中队全体指战员会议上，顾德欢
宣布四明主力武装番号为“四明人民
爱国自卫总队”，总队长朱之光，政委
陈布衣。

四 明 主 力 部 队 在 战 斗 中 不 断 成
长，到 9 月，指战员已从建立时的 43
人，发展到150余人。为牵制敌人对基
本区的“清剿”，四明工委决定主动出
击已形成空虚地带的姚北平原，于 10
月 16日和 19日，相继发起夜袭临山警
察所及祠堂丘战斗，毙俘敌军数名，
缴获甚丰。1947 年 10 月下旬，四明工

委决定把“四明人民爱国自卫总队”
番号改为“浙东人民游击第三支队”，
支队长刘发清，政委陈布衣。

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中共浙东
临时委员会决定建立浙东主力武装

“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由四
明、会稽两地区的主力武装合编而
成。1948年1月28日，顾德欢在慈南冷
湾坑召集四明主力第三支队全体指战
员开会，传达浙东临委决定，宣布浙东
人民游击三支队上升为浙东主力；所属
四中队、五中队合并，成为一个连的
建制，并被命名为“钢铁部队”。

1948 年 5 月，浦东部队再次南渡杭
州湾，上了四明山，编为浙东人民解放

军第五支队，并与第三支队会合，从此
浙东人民的武装力量更为壮大。

为“一举歼灭”立足未稳的浦东
部队，5 月 28 日，以凶猛著称的“浙
保”一团团长童烈率一团、五团一营
和周围七县保警队，共 2000 多兵力，
从中村出发，分两路向三五支队前沿
阵地扑来，双方在上王岗展开激战。

“钢铁部队”与五支队战士并肩战斗，
打了整整一天的阵地战，先后击退

“浙保”成排成连的7次冲锋。
上王岗战斗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

队北撤以来，规模最大、战斗时间最
长、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伤亡最
重的一次战斗。这次战斗充分证明了
浙东武装不但能打游击战，也能打阵
地战。在敌我军事力量绝对悬殊的情
况下，依靠当地群众，粉碎了敌人妄
图歼灭四明主力武装的梦想。

上王岗战斗后，1948 年 8 月，“钢
铁部队”跳出四明山，向台属地区进
军，先后进行了小万竹、黄坛、双
庙、双港、马坑墩等战斗，与兄弟部
队一起曾一度解放三门、天台县城。
1949 年 5 月 7 日下午解放了浙东名城
——绍兴，不久在绍兴与南下大军胜
利会师。这支部队为建立浙东游击根
据地，配合解放大军正面作战，最后
解放浙东立下了不朽功勋。

解放初期，“钢铁部队”整编为宁
波军分区警二团一营，继续全力配合
野战军剿匪反霸，保卫城市建设，维
护地方秩序，作出了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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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市委党史研究室
传达学习宁波两会精神

4月19日，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学
习传达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
精神，部署室干部思想作风情况调研活动。

会议指出，大会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我市各项事业
取得的重大成就，提出了今后五年发展目标、主要任务
和 2017 年政府主要工作，明确了宁波未来五年“追赶
跨越、再创辉煌”的作战图。学习好贯彻好两会精神，
对于贯彻落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的决策部署，扎实做好
当前工作，奋力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具
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会议强调，全体史志干部要深刻领会把握市两会精
神，要把学习贯彻市两会精神与贯彻落实市第十三次党
代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两会提出
的目标任务上来，坚定信心、昂扬斗志，扎实做好当前
各项工作，积极发挥党史地方志在市委市政府大局中的
独特作用。

会议部署了室干部思想作风建设调研活动，提出了
三点要求：一要高度重视调研活动。切实把思想作风整
顿作为响应中央党史研究室提出的“政治建室、研究立
室、依规治室”要求、落实本室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和市委巡视组初步反馈意见的重要举措，是“两学一
做”教育活动的延续和深化；二要组织好调研活动。每
位干部要积极配合做好调研谈话和问卷调查，客观真
实、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建议；三要统筹谋
划好整顿活动。根据调研反映的问题和干部提出的意见
建议，制定开展 2017 年干部思想作风整顿活动的整体
方案，做好动员部署会的准备工作。

鄞州区委党史办
召开党史三卷编写研讨会

4月14日，鄞州区委党史办召开党史三卷编写研讨
会，邀请市内党史研究方面的专家教授，为鄞州党史三
卷的编写建言献策。

2011 年鄞州党史二卷出版后，鄞州党史三卷的基
础工作紧接着展开，陆续编修了 《中共鄞州历史大事
记》《中共鄞县县委文件选编》 等地方党史书籍，收集
整理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党史资料。2015 年 11 月，鄞州
党史三卷正式启动。目前，党史专题已完成过半，编写
大纲再次进行修改并基本确定完成。

专家们认为，在三卷编写前应做好“把握改革开放
时期历史的发展脉络”“研读鄞州区委党史办编写的党
代会和重要文件选编，把握每编发生的重大事件”等准
备工作。同时，提出了建议：一是党史写作上，应熟悉
省的党史正文范本；二是资料准备上，除了已收集的资
料外，应重视媒体报道、人物自传以及老同志的口述资
料，以提高材料的准确度。

会议指出，鄞州党史三卷应以浙江省的党史总体规
范为框架，同时体现鄞州的地域特色和发展轨迹。

（袁静君）

奉化区志办
组织《溪口名镇志》会审

日前，奉化区志办组织奉化史志专家和名镇志编
辑，对《溪口名镇志》初稿作集体审议、会诊。

《溪口名镇志》 于 2015年入选“中国名镇志文化工
程”。在溪口镇政府的支持下，溪口镇志办组建编写小
组，用了近两年时间编写出约 30 万字的 《溪口名镇
志》初稿。志稿分镇情要览、蒋氏故里、佛教名山、旅
游胜地、剡源风情、溪上人物、武岭艺文、史事专记等
8个类目，具有浓郁的文化韵味和地方特色。

会上，区志办同志与地方史志专家就志稿的条目编
排、体例规范、文字文风以及一些史实问题，作了深入
交流。 （卢桂娟）

三北游击司令部
成立处旧址

草茅之火 燃遍浙东
——纪念“草茅庵建军”70周年

王佳 张杰 罗捷

70 年前的 5 月 15 日，在余姚
陆埠草茅庵，发生了一件让民欢
欣、使敌胆颤的大事——中共四明
工委主持召开建军大会，重建四明
武装。

“草茅庵建军”，在浙东人民革
命史上划下重重一笔。自此之后，
四明地区的革命斗争由隐蔽坚持阶
段转向游击战争阶段，也揭开了恢
复和发展游击根据地的序幕。

今年适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九十周年。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
日子，请跟随我市的党史专家，一
起去回顾70年前的这段峥嵘岁月。

解放战争时期三五支队解放战争时期三五支队““公馆公馆””天华缴枪旧址天华缴枪旧址

70年，弹指一挥间。
重温“草茅庵建军”，当年一支

仅数十人的队伍，何以能够在数万敌
军的“清剿”夹击中生存，并迅速得
以发展壮大，原因是深刻的，意义是
深远的。

依靠党的正确领导。新四军浙东
游击纵队北撤初，党指示坚持干部

“隐蔽坚持、保持旗帜、保存力量、以待
时机”，有效地保存了浙东地区的革命
火种；一旦时机成熟，形势变化，党又
审时度势，指示坚持干部“动员群众、
发展武装、扩大游击区”，在较短的时
间内扭转了局势，并一步步走向胜

利。浙东地区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了
上级党组织的斗争策略，渡过了重重
难关，最终取得胜利。

依靠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
助。无论是隐蔽坚持还是武装发展阶
段，浙东革命力量都离不开人民群众
的支持和帮助。在隐蔽坚持最困苦的
时期，是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坚
持干部送信送饭，站岗放哨，当敌人
并村、烧山、包围村庄、威迫群众说
出坚持干部去向时，不少群众强忍着
亲人被杀的悲痛，坚不吐实，有的则
指认被围革命同志为自己亲人，掩护
其转危为安。当四明山重建革命武装

后，广大群众又踊跃参军参战，不惜
献出自己的生命。诚如薛驹等老一辈
革命家所说，“没有人民群众的支
持，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们
今天的一切”，相信群众，依靠群
众，是我们党的立足之本。

依靠广大坚持斗争的同志对党坚
贞不渝的信念和坚忍不拔的斗争意
志。尽管在最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
里，坚持在四明山的革命同志坚信党
的领导，坚信革命一定能够胜利，崇
高的信念激励着他们排除万难，去争
取胜利。艰苦的生活、残酷的环境、
牺牲的危险，都不能动摇他们的意志

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朱洪山烈
士的“公馆诗”、黄明烈士的“狱中
诗”，无不是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

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取
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和宝贵
财富。今天，我们处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和平时期，早已告别了战火
和硝烟，但战争年代留下的革命精
神、优良传统，决不能丢掉。它们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对
这些精神，我们要永远学习，使之发
扬光大。这正是我们所以要纪念“草
茅庵建军”的意义所在。

（张杰 王佳 罗捷）

重建四明主力武装大会旧址重建四明主力武装大会旧址 （（草茅庵草茅庵））

本版图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处旧址 （金仙寺） 位于慈溪市
观海卫镇双湖村，是慈溪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浙东区委成立后，为了统一对浙东抗日武装的
领导，1942 年 8 月 19 日，经华中局批准，浙东军政委
员会成立，何克希任书记。同月，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
令部在慈北鸣鹤场金仙寺成立，何克希为司令，连柏生
为副司令，谭启龙为政委，刘亨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
政治部主任。司令部成立后，统一整编浙东主力部队为
第三、第四、第五支队，简称三五支队，此外还有特务
大队、新慈溪国民兵团、海防中队和特务连。部队连同
各办事处人员共有 1510人，有轻重机枪 36挺，长短枪
878支。这支部队是开创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金仙寺曾一度改为学校。1991
年，经港胞捐资修缮，学校搬迁，寺院恢复一新。2002
年8月，为纪念浙东抗日根据地创建暨浙东区党委成立
60 周年，慈溪市政府在白洋湖畔、金仙寺前立碑纪
念，碑身正面题有“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处”几个金色
大字。 （张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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