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夫故居位于象山县大徐镇大
徐村，是象山县文物保护单位、宁波
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浙江省党史教
育基地。

殷 夫（1910—1931），原 名 徐 祖
华，象山县大徐镇人。1920 年入象
山县高等小学。1925 年入上海民立
中学，积极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的斗
争。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在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
被逮捕，关押 3 个月后出狱。同年
秋入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不久转
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 年再次被
捕，出狱后回乡。1929 年 2 月重返
上海，从事共青团和工人运动工
作。同年 5 月因组织上海丝厂工人
罢工第三次被捕。出狱后在团中央
宣传部工作，担任青年反帝大同盟
刊物 《摩登青年》 和共青团中央机
关刊物 《列宁青年》 的编辑，撰写

和翻译了不少政治论文。1930 年 3
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
发起人之一。1931 年 1 月 17 日，在
上海东方旅社参加党的会议时被英
国巡捕逮捕。2月7日被秘密枪杀于
上海龙华。

殷夫故居建于 1876年，为一正
（5间）、二横 （各3小间） 砖木结构
的三合院平屋，屋后有小院。故居
由著名书法家沙孟海题写匾额。故
居东厢房开设了 6 间烈士陈列室，
敬放着殷夫生前照片、百余首诗、
数十篇文章和纪念殷夫烈士的诗
文、著作等。2010 年 6 月 11 日殷夫
烈士诞辰 100 周年，象山县委、县
政府和大徐镇党委对殷夫故居进行
了全面整修，并把故居拓展成“殷夫
公园”，在公园中间竖起一座汉白玉
殷夫塑像，并从北京、上海等地征集
有关殷夫史料 30 余万字，对殷夫烈
士史迹陈列室重新进行设计布展，分

“清丽的故家”“一生的曲序”“带香的
夏风”“灼人的青春”“憧憬的火轮”

“裸热的胸怀”“时代的尖刺”“猛烈的
火焰”“历史的长子”“永远的纪念”等
10个部分。

（张伟杰）

殷夫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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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理想信念坚定理想信念
铸就浙东丰碑铸就浙东丰碑

(一)

1941 年 4 月，日军以精锐之
师发动宁绍战役，仅半个月，绍
兴、镇海、宁波、余姚等城相继
沦陷，浙东人民遭受空前劫难。
在民族危亡之际，1941年 5月至 9
月 ， 中 共 浦 东 工 委 根 据 中 共 中
央、中央华中局的指示精神，派
遣我党所领导和控制的浦东游击
纵队和灰色隐蔽部队共 900 余人，
在蔡群帆、林达、朱人俊、姜文
光 等 率 领 下 ， 分 七 批 南 渡 杭 州
湾。为了灰色隐蔽，浦东部队先
后取得驻三北地区国民党“宗德
指挥部第三大队”、“淞沪五支队
第四大队”和“苏鲁战区淞沪游
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的番号。浦
东部队南渡后，与浙东当地党领
导的抗日武装进行整合，掀起浙
东军民抗日斗争的高潮。

初入浙东，部队就在首战相公
殿战斗中获胜，打破了日军不可战
胜的神话。当时，国民党散兵游勇
从不敢在正面打击日本人，相公殿
打了一仗后，老百姓都说，终于有
敢打日本人的部队来了。胜利的
消息很快传遍了三北大地，大大振
奋了浙东民众抗日的必胜信念。
在相公殿大捷的当天，就有多名当
地群众要求参军。

在“宗德三大”大队长姜文
光写给妻子的一封家书中，他这
样描述道：“我们来到‘三北’，
大家情绪高昂，一切顺利。我们
每 到 一 地 ， 就 和 老 百 姓 打 成 一
片，帮助种田、挑水、打扫，联
络感情。由于我们的不断努力，
所到之处，深受大家欢迎，当地
青年也踊跃参加开垦事业，现在
已有数百人矣！”

为打击日军嚣张气焰，部队
转战三北，先后经历横河战斗、
梅园丘战斗等多次血战。特别是
在横河战斗中，大队长姜文光、
副大队长姚镜人、军需主任姜文
焕等 29 名战士壮烈牺牲。姜文光
大队长牺牲时只有 32 岁。他是在
右臂被打断的情况下，用左手握
住手枪指挥部队撤退，日本鬼子
又在他身上猛刺了13刀。

初创浙东，那些坚守共产主义
理想、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
而来的热血青年从此长眠在了浙
东大地上。但是，烈士的血没有白
流，怀有理想信念的部队、荡气回
肠的战斗、革命英烈的热血，让老
百姓终于看到了敢打日军的军队，
民众的抗日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
在浙东大地播下的抗日火种成燎
原之势，不可阻挡。

（二）

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1942
年6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派遣谭启
龙、何克希等到浙东地区主持工
作。7 月 28 日，经中共华中局批
准，在慈北宓家埭成立由谭启龙
任书记的中共浙东区委员会。8
月，又建立以何克希任司令、谭
启龙任政委的三北游击司令部，
将浙东地区的武装力量统一整编
为三、四、五支队和司令部特务
中 队 、 海 防 大 队 、 新 国 民 中 队
等。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就此建
立。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
部成立后，把发展和壮大抗日武
装 ， 坚 持 武 装 斗 争 作 为 首 要 任
务，并作出“坚持三北，开辟四
明”的战略部署。

当 时 ， 部 队 的 条 件 十 分 艰
苦，武器严重缺乏，不少战士没
有枪，只有大刀，有些甚至拿着
柴刀、木棍也上战场了。就是这
样一支队伍，在兵力、武器等严
重不足的艰难形势下，依靠坚定
的理想信念和顽强作战、不怕牺
牲的勇气，与日、伪、顽势力开
展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1943 年 4 月 23 日，三支队、
特务大队、教导队攻克下有浙东

“马其诺防线”之称的梁弄。从
此 ， 梁 弄 成 为 敌 后 抗 战 的 党 、
政、军指挥中心。随后，队伍又
历 经 极 其 艰 险 的 第 二 次 反 顽 战
役。这场持续9个多月的战斗，是
整个浙东抗日根据地发展中最艰
难、最危急的阶段，部队多次转
移，减员超过三分之一。但部队
依 靠 坚 定 的 理 想 信 念 ， 不 怕 牺
牲、英勇作战，通过灵活的游击
战，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最终

取得了第二次反顽战争的胜利。
在 正 面 战 场 上 ， 1944 年 8

月，海防大队在岱山的大鱼山岛
经 7 小时血战，毙伤敌 70 多人，
43 名勇士壮烈殉国。在这场气壮
山河的“海上狼牙山之战”中，
海防大队的战士们坚守阵地，视
死如归，与敌人战斗到了最后一
刻。在弹尽粮绝之际，指导员严
洪珠高喊道：“同志们，我们要做
一个光荣的革命者，不做俘虏，
留下最后一颗子弹，为革命流尽
最后一滴血！”头可断，血可流，
新四军的战士不可辱。10 月 11
日，延安 《解放日报》 头版报道
了新四军血战大鱼山的事迹。

浙东区党委在 1944 年 9 月、
1945 年 1 月先后召开浙东首届军
政大会、浙东敌后临时各界人民代
表大会等重要会议，确立新的武装
斗争方针，并相继取得第三次反顽
战争等重要胜利。1945 年 8 月，新
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对浙东敌伪发
起了大反攻，使浙东区全境除几个
主要城市外，全部获得解放。

在浙东抗战的四年多中，浙
东区党委领导浙东军民经历大小
战斗643次。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
在 理 想 信 念 的 指 引 下 ， 英 勇 作
战、坚如磐石，使鲜红的旗帜始
终飘扬在浙东大地上，最终夺取
抗战的全面胜利。

（三）

浙东抗日根据地在发展过程
中 ， 十 分 重 视 团 结 各 方 面 的 力
量，时刻向各个阶层传播正确的
理想信念。

浙东区党委首先想方设法打
入敌伪内部。1942 年 8 月，区党委
建立敌工委员会，专门从事敌伪情
报工作。特别是打入日军宁波宪
兵队的“400”小组，依靠超人的胆
识和坚定的理想信念，与敌周旋，
为我所用。他们经常提供敌伪情
况，营救被捕同志，对我军进行反
扫荡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起到积极
配合作用。坚持在隐蔽战线的同
志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埋伏在敌
人的心脏，忍辱负重，洁身自爱，入
污泥而不染。他们心怀理想、坚守
信仰，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
风格品行和高风亮节。

为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
线，浙东区党委十分重视做好统
战工作，积极向爱国民主人士、
国民党官兵以及各界乡绅名士宣
传党的理想信念。朱祥甫、毛契
农、邵子炳、李纪佑、沈镜澄等
一批知名爱国民主人士纷纷支持
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浙东抗日根据地还十分善于
做群众的思想工作，部队每到一
地，就主动帮助当地百姓开荒种
地，发展生产，教育民众。部队
严格遵守各项纪律，不拿群众一
针 一 线 ， 与 群 众 秋 毫 无 犯 。 同
时，部队还积极向当地群众开展
理想信念的教育，赢得了群众的

信任，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
极支持和热烈拥护。

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理想信
念，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
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拥护和支持，
并最终结成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
战线。所有这些，汇聚起浙东抗日
的强大力量。在坚定的理想信念
面前，终将迎来胜利的曙光。

（四）

面对民族危亡、国家危难，
一批又一批的热血儿女，齐聚浙
东。在这批人中，有不少是富家
子弟、青年学生甚至是国民党的
军政要员。

浙东抗日根据地领导成员中
的何克希、顾德欢等同志，出身名
门，家境殷实，但他们靠着坚定的
理想信念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蒋
介石“文胆”陈布雷的外甥女郁文，
家族都是国民党的高官。可她不
惜与整个家庭决裂，依然选择共产
党，在浙东参加革命。

无数革命先辈，以坚定而正
确的理想信念为支撑，为国家、
为民族、为人民献出了自己宝贵
的生命。

陈洪，原籍浙江浦江的他早年
就投身革命斗争。1943年春，华中
局和新四军军部派陈洪等一批干
部到浙东地区工作，陈洪被任命为
中共四明地委书记。1943 年 11 月
26日，陈洪在姚南紫龙庙牺牲。陈
洪也是抗日战争时期浙东抗日根
据地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干部。

曾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五
支三大七中队长的观杰，以善于
指挥作战，时刻冲锋在前而广受
赞誉。在 1944 年夏的东埠头战斗
中，观杰壮烈牺牲，浙东游击纵
队司令部将他所率领的第七中队
命名为“观杰中队”。70 多年后，
当我们隆重举行抗战胜利阅兵式
时，“观杰中队”的旗帜高高飘扬
在天安门城楼前，成为对浙东纵
队官兵最好的铭记与致敬。

曾任中共樟水区委书记、鄞
江区委书记的李敏，被捕后面对
敌人的威胁利诱和严刑逼供，始
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恼
羞成怒的敌人把她绑在樟村街的
屋柱上，在她身上一连刺了整整
27 刀，牺牲时年仅 20 岁，被誉为

“浙东刘胡兰”。
在浙东四年多的抗战里，朱

学勉、李敏、王志祥、王三川、
曾 平 、 雷 泽 、 陈 洪 、 蓝 碧 轩 等
1200 余名新四军指战员献出了宝
贵生命。为实现民族的独立、国
家的解放，他们始终坚守理想信
念，并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犹
如一座座丰碑屹立在浙东大地上。

巍巍四明，正是有了共产党
人坚定的理想信念，才使这片土
地始终高举旗帜，涌动着时代发
展的滚滚热流。70 多年过去了，
抗战的烽火硝烟已渐渐远去，坚
定的理想信念世代延续。

红色记忆

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0周年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7
月 13日，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市委
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举办“不能
忘却的记忆——浙东革命精神”学
术研讨会。施惠芳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 6 位论文作者代表进行了
交流发言，分别回顾重温了亭旁暴
动、草茅庵重建四明武装等在全省
有重大影响的革命事件，追忆了王
家谟等革命烈士的光辉足迹和对浙
东革命的伟大贡献，并对浙东革命

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以及革
命遗址和红色资源的保护开发进行
了深入探讨。

会议指出，浙东革命历史是一个
丰富的历史宝藏，值得去深入研究、
深入挖掘，为宁波的改革发展提供更
多的精神力量和历史智慧。尤其是当
前全市上下正在深入贯彻落实省、市
党代会精神，加快推进“名城名都”建
设，我们更要大力弘扬浙东革命精
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推动宁波改
革发展再创新辉煌。 （王益）

浙东革命精神学术研讨会举行

日前，我市召开首批市级部门
（行业）志编纂动员会，部署首批 32
家市级部门编纂部门（行业）志工作。
许亚南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审时度势，进一步
增强编纂部门（行业）志的责任感、使
命感和紧迫感；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坚持质量第一，依法修志，精心雕
琢；要统筹协调，上下联动，加强部门

（行业）志编纂工作的组织保障，努力
编纂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
愧于历史的精品佳志，为我市“名城

名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要求，32 家市级部门要高

屋建瓴，注意突出特色，坚持志体
规范，坚守志书质量，消除各种硬
伤；要精心谋划，遵循修志规律，
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精挑细
选组织好编修队伍，科学严谨地实
施编纂工作，力争在 2020年全面完
成编纂出版任务。

会议对《甬江志》等 21部优秀部
门（行业）及“十佳”市级部门（行业）
志进行了表彰。

首批市级部门（行业）志编纂动员会召开

由余姚市委党史研究室、余姚
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余姚市梁弄
镇委员会共同编写的 《浙东延安·
梁弄》 正式出版。该书突出了梁弄
作为红色革命圣地的历史地位，系
统整理了梁弄的革命史料。其中，
浙东抗日根据地中的红军将士、浙
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名录等资

料系首次公开出版。
全书分“革命胜迹”“魂归四

明”“会聚梁弄”“先烈丰碑”“红军
将士”“家乡骄傲”“战场硝烟”“鱼
水深情”“峥嵘岁月”等九章，全面
系统介绍了梁弄的革命胜迹、革命
英烈、战斗战役以及地方党群组织
发展等情况。 （张望望）

《浙东延安·梁弄》一书正式出版

近期，北仑首部党史口述史料
《在鲜红的党旗下》 顺利编印成册。
本书以口述的形式，记录下曾在北
仑建区初期工作过的 40 多位老领
导、老同志的亲历、亲闻、亲见，
地域范围涵盖北仑区域的“三区一
岛”（北仑区、开发区、保税区、大
榭岛） 及大工程单位。

全书展现了在艰苦的环境中老
领导、老同志面对北仑创业阶段的百
般艰辛，怎样秉承党旗下的庄严宣誓，
满怀激情、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叙述
的故事可歌可泣，催人奋进，谈及的人
物栩栩如生，令人起敬。言语中满含着
对党的赤胆忠心，也充满了对北仑发
展远景目标的憧憬和希望。

北仑党史首部口述史编印发行

历史不会忘记，曾经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
75年前的7月28日，中共浙东区委正式成立；8月，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统

一整编浙东的主力部队为第三、四、五3个支队。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的建立，使
浙东地区的敌后抗战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和武装力量，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
础。4年间，浙东区党委领导浙东军民开展敌后抗日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

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创建、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一直闪亮着一盏明灯，那就是对理想信
念的坚守。

那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什么？习近平同志在多次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他说，这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浙东抗日根据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但因为孤悬敌后，创建的过程充满艰险，能最终“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
国19个解放区之一，靠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

4年间，一批批仁人志士心怀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前赴后继，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在浙东大地上谱写下一曲曲理
想信念的凯歌。

前 言

撰文 罗捷 图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中共浙东区委员会旧址

“不能忘却的记忆——浙东革命精神”学术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