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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敏，原名薛家德，1929 年 3

月出生于上海，父亲薛显庭是上
海铁路系统一名职员。

朱敏从小聪明好学，就读育
英中学时，功课优秀，思想进步，
1945年初，未满16岁的他，就被育
英中学地下党支部吸收为党员。
是年 8 月，朱敏考入之江大学，其
间积极参与抗议昆明一二一惨案
示威游行。1946年，之江大学迁回
杭州，成立学生自治会，朱敏被选
为自治会总干事，因领导同学反
对国民党反动当局，被校方勒令
退学，转到上海大厦大学。

1947 年底，上海党组织指派
朱敏为交通员，负责与四明山地
区联系。1948年初，朱敏来到四明
山，在鄞西地区乌岩一带做民运
工作。

那时的四明，环境尤为险恶
和艰苦，朱敏很能吃苦，与山民很
合得来。看到山里人生疮，朱敏自
己出钱托人去城里带些消炎药
品，为山民治疗；他挨家挨户发动
山民组织“穷人翻身会”“脚板工
会”，开展抗丁、抗粮和减租斗争，
还在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成立
党小组。一年过去了，乌岩一带发
展成一个游击根据地。

就在 1948 年，陈辉正在鄞西
平原执行征粮任务。

陈辉，原名郑鑫庚，又名辛
耕，宁波人，出生于 1928 年 5 月。
父亲郑庆福 25 岁离家去上海谋
生，拉过人力车，当过挖泥工，母
亲史秀娥，是一名烟厂工人。陈辉
兄妹5人，他排行老大。

陈辉从小懂得尊重父母，爱
护弟妹，学习勤奋，求知欲强。但
因家境困难，小学毕业的他便开
始到五金店、纸店做事。其间，有
过失业，有过彷徨，但他不曾消
沉，将精力倾注到夜校学习中。
1945 年，自学成才的他以较好成
绩考入观察周刊社当见习生。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
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
攻。6 月 23 日，陈辉参加了震动全
国的上海5万多人反对内战、要求
和平的游行示威。这次行动在陈
辉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当时，上海地下党正着手建
立、扩大党的外围组织。1946年 10
月，地下党员程绮华在八仙桥青
年会创办了大众歌唱班，重播革
命种子。陈辉和70多位青年职工、
小学教师、失业者，每星期在那里
学唱《茶馆小调》《跌倒算什么》等
进步歌曲，学习国际国内时事，抄
写革命标语。为发动进步青年，中
共浙江余上县浒山区特派员也在
歌唱班活动。在他的指引下，陈辉
投身于革命洪流，是年12月，他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 年初，物价暴涨，钞票贬
值，配给米与煤球一连数月买不
到，工人生活极端困难。陈辉和观
察周刊社职工一起要求提高工资
举行罢工，而遭开除。之后，根据革
命需要，陈辉摆过粥摊，不少“穷兄
弟”聚集于此联络感情，传递信息；
后又在南京路外滩改设书摊，销售
进步报刊，鼓舞民众。

是年盛夏，陈辉来到四明山，
在部队大熔炉经受锻炼。11月，由
组织调派到鄞慈县工委武陵区做
民运工作。武陵区委改为二区区
委后，任组织委员。1948年2月，陈
辉受命去鄞西平原敌占区负责征
粮、征税。

那里环境险恶，陈辉在分析
了两面派乡保长的特性后，艺高
胆大，住进他们家中，实施教育，
讲明我党征粮、征税政策，责令限
期完成。同时做了大量的群众工
作，张贴布告、标语，分发传单，争
取广大农民的支持。

在“虎口”中进出，风险很大。
凭借陈辉的沉着、机智、勇猛、果
断，化险为夷。一次，被鄞县保警
队包围在布政市附近的一个小
村，陈辉指挥战士分三路成功突
围。又一次，陈辉与战友从半山村
出来，在山路上遭遇敌人。山路右
面是石崖，左面是溪涧。危急关
头，陈辉果断下令：跳涧，冲进对
面柴山！等敌人明白过来时，他们
早已钻进了青纱帐。

经过艰辛的努力，陈辉和战友
们胜利完成了征粮征税任务，有力
地支援了革命根据地建设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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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章，原名章德敏，1928年 10

月出生于上虞，自幼随父亲来到
宁波。1938 年，入苍水街小学就
读，1940年考入达材学社。1941年
4 月 20 日，宁波沦陷，学社被日军
所迫开设日语课，肖章就约了好
友到一老先生处学习《论语》等中
文典籍，以示反对和抗议。

1946 年，肖章考入浙东中学。
那时，他便关心时事，喜欢看报，
向往真理，追求上进。1948 年，肖
章考入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
学校有名教授名记者授课，言谈
国际国内形势，研究中国往何处
去 ，许 多 先 前 闻 所 未 闻 的 新 知
识、新观点，打开了肖章的视野。
当 时 ，上 海 学 生 运 动 已 风 起 云
涌，肖章以学生实习采访的身份
做 联 络 员 。因 积 极 参 加 学 生 运
动，引起反动当局的监视，被迫辍
学回甬。

回到宁波，肖章把从上海带
回的大批进步书刊，秘密地向同
学传播，并以自己的见闻帮助解
除同学的苦闷与彷徨。这一年，肖
章受邀来到鄞县崧下漕植本小学
任教，并加入党领导的燧火社读
书会。如鱼儿入了水，写文稿，印
蜡纸，递信息，寄传单，肖章成了
燧火社一名非常善于联络的通讯
员。

1949 年 1 月，响应党的号召，
直接投入革命斗争，肖章来到四
明山，被分配在鄞慈县二区从事
民运工作。在国民党大举“进剿”
山区、鄞慈根据地群众断粮断炊
之际，肖章不顾个人安危，出入于
封锁线内外，筹粮筹款，在敌人眼
皮底下，开展反清剿斗争。

而此时，担任鄞慈县工委二
区联络站站长的徐角方，也在积
极借粮，解决群众的吃饭大事。

徐角方，原名徐菊英，浙江嘉
兴人，出生于 1927 年，幼年丧母，
全家靠其父亲辛勤劳动勉强度
日。

徐角方 12 岁时，父亲积劳成
疾，不幸离世，姐弟俩生活更加艰
难。苦难的生活，孕育了她刚毅不
屈、敢于反抗的个性。14 岁那年，
徐角方来到上海，进入大来棉织
厂当穿棕工。这位姑娘憧憬着美
好未来，谁知任凭她拼死拼活做
工，依然遭受榨取与胁迫，摆脱不
了贫困与饥饿，她悲愤，她彷徨。

1947 年冬，上海震旦大学地
下学联开办工人夜校，徐角方和
同厂小姐妹报名学习。老师多是

地下党员及学生运动的积极分
子，在教学中灌输革命道理，培育
革命种子。在他们的引导下，徐角
方的困惑解开了，觉悟提高了。这
一年 9 月，徐角方和工人们一起，
展开了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遭
厂方开除。失业后，她更积极地投
身革命，而改名角方，意为争取解
放。

1948 年 12 月，徐角方离开上
海赴四明山，鄞慈县工委组织部
部长韩毅热情地接待了她，并介
绍了游击区艰苦、险峻的斗争环
境以及繁重的战斗任务，是否入
伍，请她三思而定。徐角方毫不迟
疑地回答：艰难困苦算不了什么，
流血牺牲也心甘情愿。她准备把
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的事业，更用
行动兑现了她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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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2 月下旬，陈辉、徐角

方和战友们在鄞慈庄夹岙的“桃
湾公馆”讨论对敌之策时，突遭浙
江保安队二团包围。在分头突围
中，二人不幸被捕。

同样在 2 月下旬，肖章受命
到鄞慈乌岩县办民运组执行任
务，在完成任务返回驻地途中，
与敌人遭遇，不幸被捕。

朱敏被捕是在 2 月下旬的一
个雨雪夜，在借粮途中突然遭遇
一 群 “ 浙 保 ”， 他 拔 出 手 枪 抵
抗，但寡不敌众，腿上、手上中
了3枪，不幸被捕。

徐角方、朱敏、陈辉、肖章
被关押在鄞西石岭村，朱敏、陈
辉、肖章囚于同一室。14 天里，
他们顶住了敌人皮鞭、电麻的酷
刑摧残，拒绝了敌人高官厚禄的
诱惑，还不失时机地向敌方宣传
我党的政策，坚持狱中斗争。

他们两次在狱中给党组织写
信，汇报他们所了解的国民党浙
江保安队二团的装备情况，向党
表明就义的决心，他们在信中写
道：“能够为革命牺牲也是一件
光荣的事”，“一定要做到骨头
硬、志气高，绝不屈服、软弱，
我们宁愿牺牲，绝不吐露、连
累，我们决心保持革命部队的清
白纯洁和共产党员的伟大光荣，
绝不玷污影响。因此，请相信我
们！”

对革命，他们充满必胜的信
念，“胜利不远了，就在眼前”，

“ 希 望 你 们 能 抓 紧 时 间 努 力 工
作，大胆放手，提高警惕性，并
请转告这一带的积极分子和老百
姓，叫他们不要胆小。革命已到最
后关头，胜利，必属我们！”

狱中留下的“家书”，成为历
史永远的见证。硝烟和苦难，思念
和牵挂，一字一句中，是对革命的
热情，是以身殉国的毅然决然。

3 月 11 日，敌人将朱敏、陈
辉、肖章、徐角方押到余姚中村
的独山脚下，灭绝人性地挖坑活
埋。当四人牺牲的消息传到乌岩
一带，山民们悲痛万分，自发组
织，找到烈士遗体，重新安葬。

烈士们以年轻的生命，抒写
了一曲不朽的四明精神颂歌。

“ 山 因 脊 而 雄 ， 屋 因 梁 而
固。”正是这种精神，激励了一
代又一代人奋勇跋涉，夺取了一
个又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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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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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方志

3 月 4 日，市委党史研究室理
论中心组召开学习会，专题学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的意见》和《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
请示报告条例》。

会议指出，《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和《中国
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的
制定出台，对于进一步加强党的政
治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
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会议要求，要坚持党的政治领
导。准确把握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

根本性建设的深刻内涵，树牢“四
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要自觉提升政治能
力。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到学深悟透、
融会贯通、真信笃行；要不折不扣
做好请示报告工作。认真开展《条
例》的学习，准确把握重大事项请
示报告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和工
作要求，推动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
度落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并加强
督促检查，强化党员干部的政治观
念、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增强重大
事项请示报告的自觉性主动性，使
全面从严治党真正落细落小落实。

市委党史研究室开展专题学习

近日，浙江省首批中小学生研
学实践教育基地 （营地） 名单公
布，浙东 （四明山） 抗日根据地旧
址群入选。

浙东 （四明山） 抗日根据地旧
址群以余姚梁弄为中心，是全国十
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旧址群包括
横坎头村的中共浙东区委旧址、浙
东行政公署旧址、浙东银行和《新浙
东报》社旧址，东溪村的新四军浙东

游击纵队司令部旧址，梁冯村的浙
东鲁迅学院旧址，五桂村的浙东敌
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旧址等多处遗
址遗迹。2006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
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旧址群丰富的红色资源将成为
激活红色基因的生动课堂，使研学
的中小学生更形象地了解革命历
史，激发爱国主义情怀，有效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旧址群
入选全省首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日前，《邵晋涵年谱新编》 由
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由
余姚地方历史文化学者朱炯编著，
是首部系统完整反映余姚籍清代著
名学者、史学家、经学家邵晋涵一
生学术活动与生平事迹的专著。

邵晋涵 （1743 年～1796 年），
字与桐，号二云，又号南江，浙江
余姚人。乾隆三十年 （1765年） 举
人，三十六年 （1771年） 进士，入
四库全书馆任编修，主持《四库全
书·史部》的编撰工作，史部之书
多由其最后校定，提要亦多出其
手。其经学著作《尔雅正义》开清
儒重新注疏儒家经典之先河，在清
代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邵晋涵年谱新编》 以朱兰所
撰 《南江先生年谱初稿》 为底本，
参考黄云眉《清邵二云先生晋涵年
谱》等前人之研究成果，通过对邵
氏资料进行全面搜集，结合学界已
有研究成果，再对相关资料加以钩
沉、考证与抉择。

全书由卷首“余姚邵氏家族及
世系”、卷一“勤学苦读时期”、卷
二“科考与幕僚时期”、卷三“文
献整理著述时期”、卷末“卒后大
事纪年”等部分组成，并包括凡
例、附录等部分。全书按年编撰，
全面展现邵晋涵个人经历，重新梳
理其生平事迹，力求体例的完备和
编纂的完整。

《邵晋涵年谱新编》正式出版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临时指
挥所旧址位于海曙区高桥镇芦港
村新桥。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
无条件投降。根据党中央指示，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准备接收沪、
甬等大中城市，主力部队和司令部
也由四明山挥师东下鄞西平原。8
月下旬，谭启龙政委、何克希司令
亲率司令部机关和随军服务团进
驻鄞西重镇高桥，并以周鼎记房子

后院作为主力部队东进望春桥的
临时指挥所。不久，浙东游击纵队
主力占领望春桥，拔掉西城桥伪军
据点，直逼宁波城下，司令部机关
遂迁至望春桥。同年 9 月 20 日，中
共中央电令北撤，浙东游击纵队主
力旋即撤出鄞西平原地区。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临时指
挥所旧址原为周鼎记房子，临河
街面房部分已拆建翻新，其余部
分保存尚好。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临时指挥所旧址

他们牺牲在黎明前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庆生时刻，缅怀先烈，触摸历史，更能感佩英雄慷
慨，史诗壮烈！

峥嵘岁月，四明大地，有姓名记载的宁波籍烈士1300余人，无名烈士无以计数。为了人民
幸福、民族复兴，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宝贵的生命。

在海曙区横街镇凤岙村凤凰山麓，矗立着一座“光耀千秋”革命烈士像。这座群雕像是为
纪念4位牺牲在黎明前的烈士——朱敏、陈辉、肖章、徐角方，他们平均年龄只有21岁。他们
留下的诀别信，成为历史永远的见证。

徐角方陈辉

“光耀千秋”革命烈士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