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人 （王任叔） 故居位
于奉化区大堰镇大堰村，是
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宁波
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宁波
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巴人 （1901—1972），原
名王任叔，奉化大堰人。著名
文艺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曾主
编《新奉化》《译报大家谈》，曾
任《四明日报》编辑，著有小说

《疲惫者》，短篇小说集《监
狱》，翻译《苏俄女教师日记》、
日本长篇小说《铁》等。1924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6 年 转 为 中 共 党 员 ，
1926 至 1935 年间 3 次被捕，
1937 年重新入党并任中共江

苏省文委委员。与许广平、郑
振铎、胡愈之等共同编辑《鲁
迅全集》。1941 年先后前往香
港、新加坡任星（新加坡）华战
时宣传部长。是新中国首位驻
印度尼西亚大使，曾任人民文
学出版社社长。

巴人故居建筑面积 45 平
方米，为木结构两层楼房，
包括卧室、书房、用餐室、
陈 列 室 。 室 内 摆 设 均 为 原
物，陈列室内收藏有巴人塑
像一尊，以及毛泽东、周恩
来的任命书，巴人著作 49
册、相关书籍 21册、原始照
片28幅及手稿等。

（张伟杰）

巴人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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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2 月 27 日，市委党史研
究室召开全体机关干部会议
和 理 论 学 习 中 心 组 扩 大 会
议，学习传达中纪委十九届
二次全会、省纪委十四届二
次全会、市纪委十三届二次全
会和市委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
会、全市“六争攻坚”动员会
精神，部署学习贯彻意见。

根据部署，全市史志系
统要深化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懂学透，学以致用，真正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铸入灵魂、融入血

液，把握好党史地方志正确
的政治方向；要充分认识市
委“六争攻坚”的部署和布
局，主动思考，积极融入，
结合党史地方志的特点，创
造性地开展工作，为“六争
攻 坚 ” 发 力 出 力 ； 要 以

“争”的精气神抓好党史地方
志工作的落地，按计划定任
务 、 定 责 任 人 、 定 完 成 时
限，驰而不息抓好落实；要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锲
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全面加强纪律建设和党
风廉政教育。

（毛利丹）

市委党史研究室开展专题学习

日前，中共宁波市委办公
厅发文公布第五批市级中共
党史教育基地，横街镇革命史
记陈列馆、宁波开明街鼠疫灾
难陈列馆、桃花岭战斗纪念碑、
梅山盐场纪念馆、下应街道湾
底村、奉化抗日战争纪念馆、江
口争夺战纪念碑、新四军浙东
游击纵队北撤点（红色十六户）
主题公园、浙东敌后临时行政
委员会余上县办事处成立地旧

址（成之庄）、中国共产党慈溪
历史馆、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
师部旧址纪念馆、梅花村会议
旧址、南田暴动纪念碑亭和中
共宁海县委、县政府诞生地纪
念碑亭等 14处场所为宁波市
第五批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截至目前，市委已先后公
布 78个市级中共党史教育基
地，初步构建起多层次的党史
教育基地体系。（童薇静）

我市第五批党史教育基地名单出炉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进一步挖掘保护革命
遗迹，着力打造慈溪红色传
承、复兴之路，2 月 22 日，
慈溪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市
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全面
启动“先锋传承”薪火引领
工程。

该工程旨在打造一批红
色 资 源 丰 富 、 时 代 特 色 鲜

明、社会影响广泛的红色教
育基地。工程力争在 2018年
建成建好“先锋传承”示范
基地 15 个，引导广大党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
动群众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
引 领 力 ， 为 开 展 “ 不 忘 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打
牢阵地基础。 （方湘敏）

慈溪启动“先锋传承”薪火引领工程

日前，宁海柔石故居（纪
念馆）提升工程竣工，重新向
公众开放。

柔石故居位于宁海跃龙
街道西大街，为宁海青年革命
作家、“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
石童年和少年时代居所，由宁
海县人民政府于1960年初拨款
维修，恢复原貌，后分别于1992
年、2001年、2011年进行三次大
修。柔石故居以柔石生平陈列
为主线，展出图片69幅、实物70

多件，展线长120米。
由于柔石故居部分设施

老化，宁海于 2017 年 11 月启
动柔石故居提升工程。该工程
以馆内陈列室及陈列展品为
重点，对纪念馆进行改造，包
括陈旧展架置换、陈列照片替
换、书画作品装裱、老照片电
子档案建立等，同时对场所电
线线路、烟感器等部分消防安
全设施予以增设和改造，提升
安全系数。（邵颖玢 葛佩玲）

柔石故居修整后重新对外开放

本版图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三面环山，中间是块小平原，
有条大路从梁弄经过这里通向峰峦
叠嶂的四明山，一条横溪由东向西
沿村而过。”

这是曾在浙东行政公署工作的
张苏描述的“浙东红村”横坎头
村，他和同志们常在那溪边洗脸、
洗衣。暮春时节，山坡上杜鹃花盛
开，田野里麦苗青青，油菜花一片
金黄，处处充满着生机。

70 多年前，这片红色土地给浙
东人民带来的正是光明和希望。

1943 年 4 月 22 日晚，新四军浙
东游击纵队分三路奔袭梁弄，23日
拂晓前发起进攻，经过 17个小时的
激战，解放梁弄。不久，浙东区党
委、三北游击司令部先后进驻梁
弄，从此，梁弄成为浙东抗日根据
地的指挥中心。而横坎头村，正处
于根据地的核心位置。

“ 根 据 地 孤 悬 敌 后 ， 充 满 艰
险。”张苏在回忆文章里写道，一次
日军到四明山扫荡，到处烧杀，有
的村庄变为灰烬，横坎头村就有 3
名群众被杀害，8 间民房被烧毁。

“敌人的残酷、环境的险恶，并没有
动摇人民群众跟共产党走的信念与
决心。”

黄梅芬的娘家当年是梁弄镇上
的大户，经营着一个酒作坊。“自从
日本兵来了后，大家的生活就陷入
了痛苦与灾难。”在黄梅芬的记忆
中，新四军打鬼子，纪律又严明，
很快赢得了乡亲们的拥护。

那时，根据地的生活非常清
苦，“我们吃的基本同当地村民一
样，穿的是粗布衣和根据地妇女做
的老布鞋，睡的是稻草铺，点的是
蜡烛或菜油灯。”“人民生活极为贫
困，吃粮、吃盐都很困难。”为了减
轻群众负担，张苏和同志们常翻山
越岭到晓岭粮站背粮食，到农村或
基层工作时，吃了饭每人每餐支付
根据地可通用的一斤饭票。

“物质生活虽然贫乏，但精神很
愉快，大家团结有爱，亲如兄弟。”
在张苏看来，横坎头村这个小村，
山美，水美，人更美。

有一次，浙东行政公署要在横
坎头村召开浙东抗日根据地各地、
县负责人会议，张苏被委派做会议
服务工作。为解决与会者的住宿问
题，要设一个临时招待所，没有此
类经验的张苏感到有些为难，于是
向老同志请教，找当地农会会长商
量，请求帮助借房子、借门板、借

桌凳。
这位朴实的老农当晚就召集村

民开会商议。第二天，村民送来了
几十块门板、数十条长凳，送到一
座已腾出的民房楼上，随手搭好了
20多个床位。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在血与火的革命征途中，这片红色
土地孕育出患难与共、血肉相连的
鱼水亲情。在第二次反顽自卫战
中，横坎头当地百姓筹集了 20多万
块砖头、5 万多公斤毛竹，帮助搭
建战事工程，与新四军一起挖战
壕；在许岙战斗中，当地 100 多位
村民组成担架队，在日落前整队出
发，当夜赶到前线，将伤员安全送
到后方。

“军民同心，这就是我们的优
势。”浙东军民在敌后与日伪军展开
了广泛的游击战，沉重地打击了日
本侵略者，留下了一页页光辉篇章。

到 1945 年 8 月抗战结束，浙东
抗日根据地的范围已扩大到北起黄
浦江两岸、南达东阳、西至浙赣
线、东濒东海及海上部分岛屿，拥
有 4 个地区级政权组织、16 个县级
政权组织，400万人口。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财
经工作、文教工作、兵工生产等都
做出了一定成绩。”浙东区党委书记
谭启龙曾经这么说过。

的确，梁弄镇上，红色印迹，
一步一景。横坎头村，便坐落着中
共浙东区委旧址、浙东行政公署、
浙东抗日军政干校、浙东银行、浙
东报社等红色旧址。

粉墙黑瓦，红廊飞檐。浙东区
党委旧址设在几幢老房子里，里面
陈列着 600 多件珍贵文物和历史照
片，翔实地反映了浙东抗日根据地
从创建到巩固发展的全过程。

从这些展出物中，可以看到共
产党人将社会管理得井然有序，设
立了教育、文化、艺术机构。在浙
东行政公署里，还设有文教处，文
教处将教育分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
育，前者教育对象是儿童，后者教
育对象为成人。

在展出物中，有多本“的笃
戏”剧本。剧本的背后，是一次非
常成功的文艺改革。“的笃戏”是流
行于浙东的地方戏曲剧种。1943 年
7 月，在四明山袁马村露天草坪上
举行的一次活动中，中途下起了
雨，但因会后有“的笃戏”可看，
群众在雨中坚持到了最后。这一情
景给了当时负责文教工作的领导人
很大的启示，决定对这一戏曲形式
加以改革，用来做宣传工作。浙东
行政公署文教处组建了社教队，指
导民间艺人，帮助他们提高认识，
排练反映爱国抗日内容的新戏。

在浙东区党委旧址旁的浙东银
行旧址里，展出了当时各种各样的
抗币。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和掠
夺，浙东行署报经中共中央华中
局同意，于 1945 年 4 月 1 日在梁
弄镇成立浙东银行，资本总额为
抗币 200 万元，相当于食米 100
万公斤的价值，在区域内设立四
明、三北两个分行和鄞县、余
姚、上虞、南山 4 个支行，主要
工作是发行抗币、经营政府金

库、兑换货币、办理浙东抗日根
据地范围内的各种生产贷款等。此
外，还有行政公署交办的春荒赈
粮、工商业拨款等其他事项。1945
年 9 月浙东游击纵队北撤时，浙东
银行停业，抗币兑换收回，不让老
百姓受损失。

浙东行政公署旧址的后院，当
年是浙东抗日军政干校教导大队的

驻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军政基
层干部。旧址内还留有当年新四军
战士绘制的壁画数幅，其中一幅题
为“到宁波去”，画着一队新四军战
士背包荷枪、向宁波进军的英姿，
展示了战士们抗战到底、解放浙东
的必胜信心。

临近的浙东鲁迅学院，是浙东
抗日根据地“最高学府”，为根据地
培训了 700 余名有较高政治素质和
文化水平的经济、文化人才；还有
培养专业人才的“电训班”“卫训
班”等教育机构。

“那时，大批爱国青年怀着革命
热情，从敌占的大城市和浙东各地
汇集到此，经过短期紧张学习培
训，又从这里奔赴抗日前线。”市委
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说，行走在这
片土地，一定会深深感受到，70多
年前这里的火热与奋进。

2003 年 1 月 29 日，时任浙江省
委书记的习近平，视察到访过中共
浙东区委旧址，而彼时，那里是仅
有一个主展厅的纪念馆。

2015 年，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
基因，余姚市委、市政府对浙东

（四明山） 抗日根据地旧址群进行了
新一轮改造提升，对浙东区党委旧
址、浙东行政公署旧址进行了重新
布展，新建了浙东抗日根据地总序
厅、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军史陈列
馆，整个旧址群的展陈更加完善、
方式更加多样。

在旧址群讲解员蒋青青的记忆
中，那一年，红色旅游大热。事实
上，从 2004年起，余姚市、梁弄镇
两级政府先后投入资金对浙东抗日
根据地旧址群进行了保护性修缮，
通过拆迁，对旧址周边环境作了改
造提升，同时，还修缮红色旧址、
新建游客中心、建设配套设施、开
展红色主题教育，红色旅游产业进
一步壮大。

看着这个全国首批十大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的成长，黄志光满心欢
喜。2004 年，住在浙东抗日根据地
旧址内的黄志光搬家了。接到旧址
开发建设的通知后，黄志光带头在
搬迁协议书上签字，并四处奔走做
动员工作。“讲老区精神，没有实际
行动怎么行？”曾多年担任红色景区
讲解员的他，为宣传红色文化也是
费尽心思。

让红色文化“活”起来，“近”
起来，是横坎头村村民的共识。村
里利用旧址群等红色资源，创建了
全市首个红色村史馆；组织开展形
式多样的以“弘扬红村文化”为主
题的村落文化艺术节。村里的“道
德讲堂”，多次邀请梁弄“红色之
光”宣讲团成员为村民作道德讲座。

近年来，旧址群与同处该镇的
浙江省委党校四明山分校、浙江四
明山干部学院、健峰培训城、余姚
市中小学实践基地等实现资源共
享、互动共融，使旧址群成为全省
最主要的红色教育基地之一。

去年11月11日，为了宣传红色
文化，余姚梁弄红色电台正式开
播，这是全国第一个红色电台，以
传统媒介的怀旧方式，结合新的媒
体传播渠道，每周一期，每期都有
不同内容。其中，每周的周三、周
五、周六，游客可以来到直播间，
朗诵红色诗歌，分享对红色文化、
红色记忆的感受。

红色基因，深植在这片土地的
血脉中，为这片土地的振兴提供着
不竭的动力。巍巍四明，孕育了红
色的种子；青山绿水，阅尽了沧海
桑田。新时代的振兴，会传承着这
份“红色”再出发！

——余姚梁弄镇横坎头村的红色印迹

梁弄镇位于余姚四

明山革命老区，该镇横

坎头村是浙东抗日根据

地的中心所在地。

2003 年春节前夕，

刚刚担任浙江省委书记

的习近平专程到梁弄镇

和横坎头村考察调研，

提出了建设“全国革命

老区全面奔小康样板

镇”的殷切期望。近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梁

弄镇横坎头村全体党员

回信，勉励他们同乡亲

们一道，再接再厉、苦

干实干，努力建设富

裕、文明、宜居的美丽

乡村。

喜讯传来，巍巍四

明，群山欢腾。总书记

回信的消息，振奋了这

个正在绿色发展道路上

奋力迅跑的革命老区。

这片红色土地，曾

是全国 19 个抗日根据

地之一，新四军战士和

游击队员在此浴血奋

战，被人们称为“浙东

延安”。丰富的红色资

源，“锻造”了这片土

地；绵延70多年的红色

故事，历久弥新。

传传
承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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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报记者 王佳 通讯员 罗捷 张伟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