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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张 人 亚 （1898 年 5 月
——1932年 12月），北仑区
霞浦街道霞南村人，是中国
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央苏
区检察工作和出版发行事业
的重要领导者，上海金银业
工人运动领导人，为保存中
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等党的
早期文献作出了重要贡献。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
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
海中共一大会址时，询问起
张人亚同志相关情况。

今年，是张人亚同志诞
辰 120周年。省委副书记、
市委书记郑栅洁在出席纪念
活动时指出，张人亚同志的
一生虽然短暂，但在我们党
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平凡的印
记。张人亚同志的一生，是
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
光辉的一生，是共产党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
斗的生动写照。张人亚同志
的革命事迹和崇高精神，是
激励我们开拓创新、锐意进
取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值
得我们学习和弘扬。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一个世纪前，张人亚为了革
命事业隐姓埋名奉献了自己
的一生。一个世纪后，我们
要做的就是擦亮张人亚党员
教育的红色品牌，让广大党
员群众在学习对标的过程中

“牢记使命”，做不忘“初
心”的红色继承人。

革命先烈的付出，不会被人民
群众所忘记。

在宁波这块红色热土上，早在
十年前就有党员群众在大众媒体关
注下，悼念张人亚这位在历史长河
中默默无闻却又轰轰烈烈的先烈。

在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村长山
岗南侧两棵高大的冬青树下，半米
来高窄窄的墓碑乍看毫不起眼，凹
凸不平的石板上刻的是“泉张公
墓”几个字。这里，是张人亚的

“衣冠冢”，里面没有骸骨，只是作
为一个山穴，为如今唯一存世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原始中
文文本提供了安身之处。

“第一次听说张人亚，是他耄
耋之年的侄子张时华拿着厚厚一塑
料袋的材料来找我那天。我们身
边，竟然有这样一个人物！老实
说 ， 我 的 第 一 反 应 ， 是 不 敢 相
信。”贺霁是霞浦街道文化站的站
长，也是成立张人亚纪念馆和党章
学堂的参与者之一。

2009 年，张人亚的侄子张时
华等人将他的事迹发到北仑当地最
大的论坛上，立即引发了网友的热
议。“这样的一名共产主义者，不应
该被湮没，他是宁波的骄傲，他为革
命付出了很多，我们应该纪念他，
多来看看他。”网友“京华”说。

从此，每年清明，这个数十年
无人问津的坟墓，总会迎来一批批
的祭奠者，他们满怀敬意，带上一

束黄菊，新添一抔黄土，寄托的是
对一位革命者的敬仰和哀思。学生
亲手叠好的小白花，网友献上的黄
菊花，静静地躺在坟前，表达着后
人的敬意，诉说着今人的哀思。

如今，在长山岗对面张人亚出
生的霞南村故居，已开设了陈列
室，在那个不起眼的小小四合院，
里面被整饬得很干净，种了一院子
的花草。

“有了信仰，就不会被历史所
磨灭，不会被后人所遗忘！”在院
子西侧几平方米大的展览室里，在
橘黄色的灯光下，一批批来自全市
各地的党员群众自发前来参观。

故乡的人民，一直在等待着这
位“故人”。

直到今年5月15日，在纪念张
人亚诞辰 120周年活动现场，张人
亚的铜像正式揭幕——他以这样的
方式，最终回到了家乡。

那一天，张人亚党章学堂前的
人亚广场，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
人。数百名党员群众自发前来，有
的牵着孩子，有的带着党员徽章，
缅怀着这名在一个世纪前从这里走
出去的革命先驱，并面向铜像深深
地鞠躬致敬。

“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坚定
宗旨信仰，弘扬奋斗精神，追寻初
心之源，扛起使命担当！”同是北
仑人的十九大代表胡朝霞，现场向
全体基层党员发出倡议。

不被忘却的纪念

感受“初心”的有力脉搏

该如何还原“初心”的“模样”，
让先烈的精神可以代代传承？解答
这个问题，必须先做好张人亚革命
事迹的挖掘和整理这一环。

大约和民间的自发性悼念同
步，北仑区在之前张人亚家属研究
的基础上，开始大力推动党史部门
对其事迹进行权威、系统的研究和
梳理，通过考证文献资料、相互印
证，将其生平一点点细化和丰富。

其间，调研组一行专门前往江
西瑞金中央苏区旧址、上海中共一
大会址和二大会址、芜湖市委党史
和地方志办公室、安徽省委党史研
究室、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

市总工会、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
档案馆、国家博物馆等单位进一步
补充和挖掘史料。

“在张人亚身上，我们看到了
极其宝贵的革命精神，这一份创业
维艰的坚持和对革命的坚定信仰，
就是我们寻找张人亚的原因。”来
自北京、上海、江西、安徽等地的
党史专家，因张人亚而聚，就如何
进一步挖掘好张人亚事迹、凸显其
时代价值而建言献策。

从霞浦接受启蒙教育，到上海
做学徒领导工人运动，从加入中国
共产党参加秘密工作，到芜湖负责
经费筹措工作，从瑞金从事党早期

的出版发行工作，到积劳成疾英年
早逝……当一块块事迹残片剥离了
历史的尘埃拼凑在一起，我们看到
了一个坚决而勇敢的共产党人，看
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革命志士！

“对于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英
雄，时隔近一个世纪终于重新回到
了大众的视野。这件事本身就令人
欣喜，也让我们觉得，自己做了应
该做的事情。”浙江省委党史研究
室一处处长包晓峰说，2014 年编
纂浙江党史人物时，他就坚持把尚
未广为人知的张人亚放入其中。

“我们认为，张人亚同志舍生
忘死、守护党章的感人事迹和丹心
捍卫初心、使命重于生命的担当精
神，是浙江红船精神的有机组成部
分，是宁波红色文化重要代表，具
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时代价
值。我们要不断提炼、总结和弘扬
张人亚精神，服务于宁波‘六争攻

坚、三年攀高’行动，推动宁波走
在高质量发展前列。”市委党史研
究室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去年 12 月初，在北仑霞浦街
道新浦老屋，以张人亚名字命名的
党章学堂正式挂牌。学堂共分为学
堂展厅、初心学苑、霞浦会堂、人
亚广场 （铜像） 4个板块，展示了
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复制的
张人亚保存的珍贵文献 34 件、中
共党章演变历史以及张人亚的革命
事迹等内容。一本本泛黄的遗物文
献，一段段历经沧桑的事迹片段，
诉说着张人亚传奇的一生。

如今，这里已是宁波市党员教育
示范基地、宁波市干部教育培训现场
教学示范基地，为党员干部提供了一
个守望先驱精神、传承先驱遗志、尊崇
践行党章的“开放式组织生活基地”
和干部教育基地，成为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阵地。

为了铭记的追寻

还原“初心”的纯粹“模样”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张
人亚党章学堂门口张挂着这八个
大字。对标先进，初心的力量更
催人奋进，身边的榜样更让人动
容！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
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
活作最根本的改变！”4 月 8 日
起，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
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广播新
闻剧 《不忘初心——寻找张人
亚》，在每天早上央广 《新闻纵
横》 栏目中推出。一开篇，饰演
张人亚的著名演员张译就用激昂
动情的声音，展现了一个共产党
人的信仰和使命。

“听完第一集，我的内心非常
激动，故事以一名记者来到霞浦
寻找张人亚为开场，带我穿越回
守护党章的惊心动魄的年代。”北
仑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是以张人亚为题材创作的第一
个红色文艺作品，张人亚的红色
精神让新时代的每一名党员深刻
体会到初心和使命，值得每一位
党员去学习和传承。

跨越时空，绵延百年，新时
代我们需要做“不忘初心”的红
色继承人。目前，我市一方面加
强对张人亚及其事迹的宣传和推
广，另一方面开展各种形式的活
动，积极推动张人亚的精神在宁
波生根发芽。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感受到
‘初心’两个字的力量，唯有真正
了解党章内涵，才能传承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必须坚守的那份精
神，从而牢记使命，做一名合格
的共产党员。”百灵社区党员徐丹
丹在学堂参加了“红色朗读者”
活动之后说。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5 月 25
日，张人亚党章学堂共接待来自
全市各地的党组织、党员共计
354 批 次 团 队 、 9260 人 次 ， 在

“学党章、忆先驱、观红片、听党
课、温誓言、践服务”等活动过
程中，重温党走过的历程，学习
先烈的宝贵品质。

与 此 同 时 ， 我 市 计 划 按 照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要求，组织全市党员干部到党章
学堂开展看一次展览、听一次党
课、学一次党章、观一次专题
片、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的“五个
一”学习教育活动，把党章学堂
作为全市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永远奋斗思想教育的重要场
所。

据了解，宁波将以研究、宣
传和纪念张人亚活动为契机，充
分挖掘丰富的党史资源，传承红
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着力打
造宁波红色文化品牌，努力使红
色文化与藏书文化、学术文化、
商帮文化等传统文化交相辉映，
为宁波建设东方文明之都、提升
文化自信、推动城市发展注入强
大活力，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的精神投入“六争攻坚、三年攀
高”行动，努力推动宁波走在高
质量发展前列。

锤炼党性的学习

继承“初心”的奋进力量

（一）领导工人运动

张人亚早期在上海领导工人
运动，其中 1922 年他领导的上
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影响大、时
间 长 ， 共 有 2000 多 名 工 人 参
加，持续了 28 天，在上海产生
了极大反响。

（二）领导地方党团工作

1922 年 5 月至 1923 年 9 月，
张人亚先后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上海地方执委会委员、书
记。1923年 9月以后，张人亚开
展上海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的 1931 年，在中
共安徽省委遭到破坏的情况下，
张人亚临危受命，前往安徽担任
芜湖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安徽沿
长江及长江以南 34 个县党的工
作，经过艰苦努力，开创了新的
工作局面。

（三）在秘密战线坚持斗争

“ 四 · 一 二 ” 反 革 命 政 变
后，张人亚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
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8
年 4月至 1929年 7月，张人亚先
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交通科内
交主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埠交
通科科长。1929年 7月，张人亚
受中央派遣，到芜湖开展秘密工
作。他利用开设金铺作掩护，为
党筹集和输送了大量活动经费。
1930 年底，张人亚奉命调回上
海，担任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总
会主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反对
白色恐怖、救济被压迫群众和革
命战士等活动。

（四）领导党的出版发行工作

1922 年 10 月，张人亚在党
组织安排下，到商务印书馆同孚
合作社工作，开始从事出版发行
工作。1923 年 8 月至 11 月，张
人亚在中共中央机关报 《向导》
周报从事发行工作，广泛传播共
产主义思想。1927年 2月，张人
亚任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
报》 发行所负责人。1932 年 6
月，张人亚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中央出版局局长兼总发行部部
长，同时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
领导中央苏区的出版发行事业。

（五）保存党的珍贵文献

1927 年 冬 ， 大 革 命 失 败
后，张人亚冒着生命危险，携带
着自己秘密收藏的中共第一部党
章、《共产党宣言》 中译本等数
十件重要文献，在白色恐怖下悄

悄潜回家乡宁波，把这批珍贵文
献交给自己的父亲张爵谦。1949
年后，通过种种途径寻找儿子张
人亚未果的张爵谦老人，带人取
出秘藏在墓穴中的文献，托付张
人亚的弟弟张静茂把这批文献交
还给中国共产党。目前，这批秘
藏的文物分别由中共一大会址纪
念馆、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
珍 藏 ， 共 有 国 家 一 级 文 物 21
件、二级文物 4 件、三级文物 9
件及部分未作评级的珍贵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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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图为《《宁波勤廉故事少年说宁波勤廉故事少年说》》专题片录制现场专题片录制现场。。

图为基层党员干部开展图为基层党员干部开展““追寻初心之源追寻初心之源””主题党日活动主题党日活动。。

图为张人亚党章学堂。

图为张人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