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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宁波英烈

9 党史·方志

那年·那事·那人
改革开放40年宁波印记

11 月 9 日，由市委党史研究
室、北仑区委主办的“张人亚精
神”理论研讨会在北仑区举行。会
上，来自上海、安徽、江西等多个
省市的专家学者就何为张人亚精
神、如何继承张人亚精神进行了深
入探讨。

2018 年是张人亚诞辰 120 周
年，“张人亚精神”研讨会的举

行，对学习和宣传党的历史、继承和
弘扬“张人亚精神”及推动改革开放
再出发，具有重要意义。

研讨会指出，要以此为契机，更
好地挖掘“张人亚精神”的时代内涵，
不断丰富和发展“张人亚精神”，努力
把全市党史研究、理论宣传、资政育人
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为宁波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张人亚精神”理论研讨会举行

陈洪 （1906—1943），原名陈
鸿 ， 生 于 浙 江 省 浦 江 县 岩 头 陈
镇，1924 年春，考入宁波浙江省
立第四中学，读书期间，思想受
到启迪，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当
年夏秋间，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积极投入爱国青年学生
运动，成为学生运动中最活跃的
骨干。

五卅运动中，为了加强对工
人运动的领导，宁波党组织派陈
洪、卓兰芳、赵士俊等深入工厂
组织工会，发动工人同军阀、资
本家做斗争。经过五卅运动的锤
炼，陈洪于1925年8月转为中国共
产党党员。9月间，中共宁波支联
成立，陈洪负责宣传。同年冬，
支联扩大为中共宁波地委，翌年 6
月地委改组，陈洪任地委委员兼
地 委 职 工 运 动 委 员 会 书 记 。 此
后，他全力投入工人运动，不到
半年时间，全市先后建立了 70 多
个工会。

根据宁波地委指示，陈洪与
王鲲因势利导，参与宁波总工会
的筹备工作。10 月 21 日，在江北
岸马拦河桥，宁波总工会成立，
王鲲任会长，陈洪以地委职工运
动委员会书记身份参与领导。会
后，陈洪、王鲲与白沙铁路机厂
擦车工熊双福一起筹建组成宁波
工人自己的武装——宁波工人纠
察大队。

由于夏超起义失败，军阀势
力重占宁波，陈洪等已露过面的
党团活动分子转移到上海，参加
恽代英主持的训练班学习。在这

个革命熔炉里，陈洪多次聆听周恩
来、罗亦农等的讲演，受到新的启
迪。

1927 年初，受党的委派，陈洪
到上海吴淞继续从事工人运动；3
月，参与了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
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组
织和准备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陈
洪调皖南新四军军部，担负起新的使
命。

1938年 9月，陈洪随吴仲超率领
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来到苏南延陵地
区。随后的 3年多时间里，他一直坚
持江南敌后抗日斗争。1939 年，先
后担任镇丹边区人民抗日自卫总团的
总团副 （实为政委） 和镇 （江） 句

（容） 丹 （阳） 金 （坛） 四个人民抗
敌总会指导员。1941年 3月，路北特
委成立 （5 月改称路西北特委），陈
洪任书记。9 月 29 日，日伪军 4000
余人“扫荡”茅山地区，陈洪带领一
个连奋勇抗击，在战斗中不幸腿部受
伤被捕，后经新四军军部联络部营救
获释。

1943 年 春 ， 陈 洪 奉 命 渡 海 南
下，担任中共四明地委书记。面对复
杂形势，陈洪积极贯彻执行浙东区党
委提出的“坚持三北、开辟四明”的
方针。1943 年 10 月，国民党顽固派
调兵遣将加紧对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围
剿，企图消灭浙东抗日武装。浙东抗
日根据地进入最艰苦的时期，被迫进
行第二次反顽自卫战。11 月 26 日，
陈洪率部向姚南紫龙庙 （今燕窝乡）
转移，当经过紫龙庙时，部队与“挺
四”田岫山部遭遇，陈洪不幸中弹牺
牲，年仅37岁。

陈洪：
一生赤胆为革命

本版图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11 月 15 日，市委党史研究室
召开“牢记初心使命、勇于奉献担
当”专题教育实践活动动员会。

会议指出，专题教育活动要突
出工作重点，采取学习教育强认
识、组织锤炼强党性、岗位实践强
本领、关爱激励强干劲、督察整治
强效能5方面17条具体措施，着力
提振史志干部的奉献精神和担当意
识，为“六争攻坚”行动提供常态

长效服务保障。
会议要求，各支部要压紧压实责

任，做到“三级联动”，切实发挥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引导党员干部站
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积极参与完成
各项任务；要坚持实践标准，做到查找
问题实、制定措施准、整改查纠硬；要
推进工作落实，全力抓好党史三卷编
写、宁波市志（1991—2010）初审、宁波
年鉴编纂、史志宣教等各项工作。

市委党史研究室
召开专题教育实践活动动员会

11 月 22 日至 23 日，《宁波市
志 （1991—2010）》志稿初审会在
甬举行，并通过专家初审，省市领
导、省内外专家及市志总纂成员
30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介绍了市志编纂过程、志
稿基本情况、编纂思路等事宜，专
家组对志稿进行了点评发言，认为
这是一部体例基本完备、内容丰富

翔实、地域特色浓郁、行文简明流畅
的质量较好的初审稿。专家组还就志
稿的编纂指导思想、篇目设置、内容
记述、行文表达、格式规范等提出了
修改意见和建议。

针对意见建议，会议要求总纂班
子成员把握好志书的政治方向和体例
规范，细心修改志稿，全力以赴打磨
出一部无愧于时代的佳志。

《宁波市志（1991—2010）》志稿通过初审

日前，宁波市人民政府地方志
办公室组织编纂的第 22 部综合年
鉴——《宁波年鉴 2018》 由宁波
出版社出版。

该 年 鉴 全 面 反 映 宁 波 市 在
2017 年按照省市党代会的决策部
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弘
扬红船精神、浙江精神和宁波精
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扎实
推进“六化协同”，实现建设国际
港口名城、打造东方文明之都良好

开局的实践过程。
《宁波年鉴 2018》 采用分类编辑

法，设栏目、分目 （副分目）、条目
等三个层次，总字数 130 万。其中，

《专记》 栏目设置全面深化改革、全
国文明城市“五连冠”创建历程、剿灭
劣Ⅴ类水专项行动、上林湖后司岙唐
五代秘色瓷窑址考古发掘等 4项年度
特色内容；《人物》栏目包括 2017年当
选的宁波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院士5人的人物简介等。

《宁波年鉴2018》出版

朝泽江 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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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 10 月，中共中央一举

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
革命”的灾难，但是“文化大革命”
的遗毒并不可能立刻被根除，还在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着政治、经
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两个凡是”的出现，便是
“左”倾思想影响的集中表现。受
这一方针的束缚，宁波的各项工
作 亦 陷 入 “ 徘 徊 中 前 进 ” 的 状
态，迫切需要进一步清除“左”
的思想、教条主义等的束缚，厘
清发展思路。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到底该怎
么走，成为当时一个迫在眉睫的
现实问题。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
1978年 5月 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
部刊物《理论动态》第 60 期发表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
文。次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以特
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予以全文转
载，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文章旗
帜鲜明地指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
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
文章虽然没有直接对“两个凡是”进
行批判，但从理论上进行了否定，引
起“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两种观点
的激烈争论，进而引发了关于真理
标准问题的全国性讨论。

宁波的一些干部、理论工作
者及工人读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 及媒体上关于真理
标准问题讨论后，受到启发，在
会议上发言，或者投书外地报刊
参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10 月 11
日到 17 日，地委在宁海召开县委
书记和地区直属机关负责人理论
务虚会。通过数日的学习讨论，
与会者感到，讨论和弄清真理标
准问题，对于拨乱反正，正本清
源，关系很大；从解放思想、加
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来看，
也是十分必要的。接着，地委又
召开地委理论务虚会和地区机关
负责人会议，就真理标准问题展
开讨论，进一步统一党员干部的
思想。随后，宁波市、慈溪、鄞
县、奉化等县及一些地、市级机
关相继召开会议，讨论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

当时，这场已经展开并将继
续深入的讨论，已在广大干部群
众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播下了思
想解放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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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5 月 25 日至 29 日，中

共浙江省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杭州
举行。会议总结了 1971 年省第五
次党代会以后的经验教训，明确提
出贯彻落实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
在新形势下要把揭批“四人帮”的
斗争进行到底，整顿好领导班子，
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为了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
宁波地区、宁波市和各县制定了
之后 3年、8年高速度发展国民经
济的初步规划。在农业发展上，
坚持“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
面发展的方针，下功夫提高单位
面积产量和扩大耕地面积，加快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计划地把

城市工业的部分产品和零部件加
工扩散到农村，促进社队企业发
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在工业
发展上，加快基础工业建设。

中共宁波地委多次召开县委
书记会议，分析研究工业生产情
况，与省内的兄弟市做比较，找
差距、查原因。地、市、县还组
织了300多人的工作队，帮助一些
单位工作，对重点企业的领导班
子进行调整；加强对工业生产的
领导，成立工业指挥机构，建立
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
制度，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产量。

在大抓工农业生产的同时，
各地注重解决民生问题，改善人
民群众的生活。在农村，主要是
解决增产增收、多劳多得、分配
兑现和减轻农民负担等问题，在
年终分配上提出了增加产量、增
加收入、增加对国家贡献、增加
集体积累、增加集体储备粮、增
加社员分配、增加社员口粮和降
低 生 产 成 本 的 “ 七 增 一 降 ” 标
准。在城市，有计划地发展街道
工业，兴办各种服务性行业，逐
步解决社会闲散劳动力特别是留
城青年的就业问题，抓好郊区的
农副业生产，做好副食品生产基
地和城市生活网点的建设，加快
城市建设规划和居民住房建设。

省 第 六 次 党 代 表 大 会 召 开
前，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明确提出了宁波市的发展方向：以
后几年内宁波要重点发展大型港
口、远洋运输、造船工业、电子工
业、机械动力工业、食品工业，并以
炼油厂为骨干，建设石油化学工业
基地。为此，宁波地委、市委加快了
港口远洋运输和现代工业企业的
发展，大力推进“四项工程”的建设
进度，加强涉外机构建设，抓紧推
进宁波港的对外开放。

在贯彻省第六次党代表大会
精神时期，全国正掀起关于真理标
准问题的讨论，这对宁波的党员干
部解脱思想上的严重禁锢起到了
积极作用。但是当时“左”的思想尚
未肃清，指导思想上还明显带有

“左”的思想印记，宁波各方面的工
作还不可能真正从“文化大革命”
影响中完全摆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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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12 月 18 日 至 22 日 ，

中 共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在 北 京 召

开，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
革 命 ” 及 其 以 前 的 “ 左 ” 倾 错
误，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
误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
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
看 的 指 导 方 针 ， 果 断 停 止 使 用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
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
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
史性决策。

对于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宁波广大干部群众十
分关心。1978年 12月 22日三中全
会公报发表的当天晚上，各地组
织干部群众收听广播，随后又组
织开展轰轰烈烈的学习活动。通
过初步学习，广大干部群众普遍
反映，三中全会公报，5 个大问
题，12 个重点，条条有分量，句
句有说道；纷纷表示，政治局面
安定人心，战略转移鼓舞人心，
政策措施温暖人心。关于工作重
心 转 移 问 题 ， 广 大 干 部 群 众 认
为，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历史
的必然。

面 对 这 种 根 本 性 的 政 策 调
整，有些地方的干部群众尚有疑
虑。为统一思想，宁波地委、市
委结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的学习贯彻，组织开展真理标准
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同时，召开
会议，学习讨论如何贯彻党的工
作重点转移问题。

1979 年 2 月 4 日至 13 日的市
委 常 委 扩 大 会 议 提 出 了 六 点 要
求：一是各级党委的主要精力要
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二是抓好
1979 年生产建设，加速经济调整
工作，三是加快落实党的各项政
策的速度，四是善始善终地做好
揭 批 “ 四 人 帮 ” 运 动 的 收 尾 工
作，五是充分发扬民主，加强社
会主义法制，巩固和发展安定团
结的政治局面，六是加强各级领
导班子建设，切实转变作风。

春节过后，各县抓紧时间召
开扩大会议和四级干部大会，贯
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六
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精神。两个
会议历时半个月左右，参加会议
的干部有 12500 多人。到 2 月底
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省委
六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精神普遍
贯彻到公社基层。广大干部群众
情 绪 高 涨 ， 心 情 舒 畅 ， 思 想 活
跃，社会上出现了民主空气大发
扬、团结气氛大增强、工作作风
大转变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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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精神的过程中，宁波各地在开展
大张旗鼓的学习宣传外，积极采
取措施，将工作重点转移落到实
处。

宁波地区所属6县先后召开党
代会，按照三中全会精神，调整
领 导 班 子 ， 一 大 批 政 治 立 场 坚
定、年富力强、愿意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积极工作的干部走上重要
领导岗位。宁波市对主要领导的
分工进行了调整，在 18 位市委常
委和市革委会副主任中，除6位分
管组织、宣传、群团、政法、民
兵等工作外，其余同志的主要精
力用来抓经济建设。

宁波地委充实、加强落实政
策领导小组的力量，由1名副书记
和 3 名常委抓落实工作。在地区
机 关 和 直 属 单 位 负 责 人 会 议 和
各 县 三 、 四 级 干 部 大 会 上 ， 当
场 宣 布 为 59 名 同 志 落 实 政 策 。
各 地 也 积 极 做 好 上 访 人 员 的 接
待 和 处 理 工 作 ， 落 实 有 关 政
策 ， 加 快 平 反 冤 假 错 案 的 进
度 ， 整 顿 社 会 治 安 ， 打 击 刑 事
犯 罪 ， 为 工 作 重 点 转 移 创 造 一
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各地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
项经济政策，加强对农村人民公
社的经营管理，调整核算单位，
调动基层单位的生产积极性。全
区 4255 个大队中，974 个实行大
队核算。经调查研究，155个经县
里批准改为三级核算。全区18157
个生产队中有部分是在“三献一
并”中并起来的，规模较大，经
批准，2544 个分了队。规模调整
后，全区生产队的规模平均为 34
户 。 以 生 产 为 中 心 ， 管 理 为 重
点，因地制宜，推行各种形式的
生产责任制。全区有 1882 个队搞
起了联系产量的定额责任制，有
1319 个队实施生产分配“一年早
知道”。

通过深入学习贯彻，广大干
部群众的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人
心，工作重心转移有序推进，宁
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呈现一
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思想解放后的宁波，如开闸
的江水，奔流到海。

星垂野阔大江流
——40年前宁波思想的解放和工作重点的转移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其巨大贡献实现中共历史
转折，成为开辟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
点。

40年来，貌似毫无路
线预设的中国改革，实则
一直有一种强大的内在逻
辑。观念的突破，一直是改
革最主要的动力。

40年前的宁波，亦努
力打破思想的禁锢，解放
思想，转变观念。40 年后
的今天，解放思想再次作
为行动先导，引领宁波打
造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重要窗口。

站在历史的临界点
上，回望来途，慨当以慷。 干部群众争相阅读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宁波地委、市委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文件
◀宁波地委关于召开思想理论讨论会情况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