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日 ， 奉 化 区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区志办） 编纂的 《奉化红色记忆》
一书由现代出版社出版。

该书着重记录新中国成立前在
奉化这块土地上发生的革命历史事
件，并以事件发生的地点和相关遗
址、遗迹为线索，用以事系人和以
人系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叙述。全

书图文并茂，以历史原照片为主，
按属地分类，有裨于读者对奉化革
命历史的了解。

《奉化红色记忆》 为 《奉化史志
文丛》 第五辑，之前已有 《奉化村
景诗词选》《铭记历史 奉化抗战纪
实 纪 念》《奉 化 现 存 碑 刻 知 见 录》

《奉化历代诗选》 四辑出版。

《奉化红色记忆》出版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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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至 25 日，宁波市地
方党史三卷编写工作第三期培训班
在余姚举办。各区县 （市） 近 50 名
编写人员参加。

培训班采取专家授课、经验介
绍、案例分析等形式，内容涉及改
革开放新时期党史研究进展及重点

难点问题、地方党史三卷编写的统
稿修改、组织协调等方面。

培训班还分组研讨，学员们认
真交流三卷编写统稿修改过程中存
在的困难、问题、体会和对编写案
例的修改意见。市委党史研究室负
责人和有关专家现场做了解答。

全市地方党史三卷编写培训举行

日前，由余姚市史志办公室主
编 的 《光 绪 余 姚 县 志 （简 明 点 校
本）》 出版。全书约 84 万字，除历
代序跋外，共分二十七卷，对原文
照实翻录、断句，改原有竖排为横
排，并作随文注释、加按语。

《光绪余姚县志》 浓缩了余姚
两千多年历史文化和优秀传统，是
余姚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对于吸取
先人智慧，承继优良传统，服务余
姚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 具 有 积 极 意
义。

《光绪余姚县志（简明点校本）》出版

中共栎社区委旧址位于海曙区
鄞江镇建岙村郑家。

1944年 12月，为加强对新区开
辟工作的领导，中共鄞奉县委根据
上级指示，决定成立中共栎社区委
员会，由黄镇江、李崇光等组成。
1945 年 2 月 ， 调 徐 健 任 书 记 。 同
时，成立区属、区武工队，黄镇江
任区长、区武工队长，李崇光任区
武工队指导员，驻地设在梅园建岙
郑家唐林菊家。中共栎社区委、区
属在县委领导下打出了党的旗帜，

在政治上制服了一班伪乡、镇长，
在军事上击溃敌伪顽三股势力，出
色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征粮、收
税、扩员三大任务，扩大了党在群
众中的影响。1945 年 8 月，栎社区
撤销。

中共栎社区委旧址是革命老人
唐林菊的私房。旧址坐东北朝西南，
处于 7 开间连排房中的左次间和明
间位置，是木结构两层建筑。中共栎
社区委旧址前为进村大路，四周旧宅
毗连，保存完整，古貌依然。

11 月 5 日，第六届全国地方志
优秀成果 （年鉴类） 名单公布，《鄞
州年鉴 （2018）》 获评县区级综合
一 等 年 鉴 。 这 是 《鄞 州 年 鉴》 连
续 两 届 获 评 该 奖 项 ， 是 我 市 唯 一
入 选 并 获 奖 的 县 区 级 综 合 年 鉴 ，
也是继今年 1 月获得中国版协年鉴
工 作 委 员 会 组 织 的 全 国 年 鉴 评 比
一等奖后，年内第二次获评国家级
奖项。

《鄞州年鉴》 由鄞州区委、区
政府主办，区委党史研究室 （区地
方志编研室） 主持编纂。《鄞州年
鉴 （2018）》 于 2018 年 3 月启动编
纂 ， 当 年 11 月 由 方 志 出 版 社 出
版。全书突出年度和地域特色，特
别设置“新鄞州融合发展”“最多
跑一次改革”专记等内容。该年鉴
现已被“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全
文收录。

《鄞州年鉴（2018）》
获评全国一等年鉴

中共栎社区委旧址

11 月 1 日上午，由宁海县委党
史研究室编撰的《南下干部在宁海》

《宁海剿匪纪实》举行首发式。
《南下干部在宁海》《宁海剿匪纪

实》是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宁海解

放 70 周年之际，为全面回顾我党南
下干部为宁海社会经济发展所做出
的杰出贡献，深切缅怀为建立和巩
固人民政权而开展剿匪除霸战斗中
英勇奋战的革命先辈编写而成。

《南下干部在宁海》首发式举行

毁家纾难 大爱无疆
——记竺梅先与国际灾童教养院

竺梅先 （1889－1942），字佑庭，学名炽潮，奉化长寿乡 （今属萧王庙街道）

人。少贫，12岁到上海，在何元通五金杂货号当学徒。辛亥革命时加入同盟会，参

加上海光复起义。五卅运动时，他以六路商界联合会会长的身份领导罢市和游行。

秉承“实业救国”的理念，1929年起陆续执掌民丰造纸厂、华丰造纸厂、大来商业

储蓄银行和宁绍商轮公司等企业，成为现代民族造纸业先驱和“宁波帮”代表人物

之一。抗战期间，创办伤兵医院；捐献商船参与构筑江阴水下阻塞线；用商轮疏散

难民及运送军需物资等。1938年，于奉化莼湖泰清寺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收养

遗孤灾童600名。办院近6年，倾其所有，毁家纾难。1942年，在筹粮途中因积劳成

疾辞世。

今年是竺梅先诞辰130周年，国际灾童教养院建院81周年，谨以此文为念。

本版图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部分院童毕业照

梅华亭

陈黎明 竺士性

匹夫之责
谋划灾童谋划灾童教养教养

1937 年 11 月 12 日 ， 上 海 沦
陷。竺梅先严词拒绝日方企图与
之合作经营企业的阴谋，宣布自
己掌控的两大造纸厂停产。宁可
苦心创建的实业全毁，也绝不屈
服于侵略者。

沦陷后的上海滩满目疮痍，百
业凋敝，民不聊生。尤其幼童衣不
遮体，食不果腹，乞讨、哀叫声遍及
街巷，凄惨之状目不忍睹。竺梅先
在 1941 年 10 月 24 日写的一份《第
三救济区方岩（永康）办事处致赈
济委员会呈》附件一《抄原呈》（存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谈了自己
当时的思想，“吴淞、闸北概成焦
土”“凡此孑遗，皆知求活，叩头出
血，仰面呼天，菜色鹑衣，伶仃载
道，怙恃既夫，身世何依。梅先岂无
心肝，亦有儿女，目观此况，寝食不
宁”“匹夫虽微，兴亡有责，绵力所
及，倾倒不辞”。

1938 年 4 月，竺梅先在宁波
旅沪同乡会执委会上陈词，力主
创办灾童教养院，“其使命固不
仅仅为怜悯灾童而施以拯救，盖
寓 有 培 扶 国 脉 之 重 大 意 义 也 。”
言出必行，4 月底，教养院筹备
处在宁波路 86 号设立。在社会各
界 支 持 下 ， 于 7 月 成 立 院 董 会 。
华人院董 32 名，为了尽可能保护
学童们的生存安全，特意邀请 8
位 国 际 友 人 加 入 院 董 会 ， 并 定
名“国际灾童教养院”。竺梅先
担 任 院 长 ， 夫 人 徐 锦 华 任 副 院
长，主管院务。

遵循安全、宽大的原则，竺梅
先选定奉化后琅乡（今属莼湖街
道）岙口村外废弃的泰清寺为院
址。7 月起日夜修葺，扩建施工。

生路之门一开，流落在上海
饱尝战乱苦难的孩子们从四面八
方而来。8 月 31 日，赶在秋季普
通学校开学前，第一批灾童乘坐
宁绍商轮公司的“谋福”轮从十
六铺码头出发，抵达宁波时受到
社会各界和市民的热忱欢迎，9 月
2 日到达泰清寺。11 月 10 日和 11
月 29 日又有两批灾童抵达。

国际灾童教养院总共收容上
海灾童 505 名，宁波抗卫会送来的
抗战将士子女 15 名，1941 年从镇
海难童收容所转入的沙文求烈士
遗孤等 10 名，附近贫穷农民送来
的儿童 47 名。“历届灾童入院出院
情形表”中记载的院童实际为 577
名，加之若干不在册的村落走读
孩子，教养院院童总数约为 600
名。竺梅先、徐锦华夫妇年幼的
儿子培基、培国也在教养院，和
灾童们同吃住、同学习，度过了
少年时光。

教养兼施
培育德培育德智体技智体技

扩建后的泰清寺是灾童们的
乐园，有九个教室、八个通铺大
寝 室 、 两 个 大 饭 厅 ， 另 有 图 书
馆、盥洗室、理发室、浴室、厨
房、医务室、洗衣房、缝纫室、
储藏室、教职员办公室等。寺院
大殿改为大礼堂，南大门前空地
辟成球场，拦筑寺前琅溪，修成
游泳池。溪外侧是生产农场，溪
内侧是大操场。

教养院的组织框架主要为总
务股、教导股、抚养组及会计组等，
下面再设若干股，如教导股下设训
育股、体育股、图书股、保育股等。
先后聘请了约 70 名教职员。

第一批抵达的学童被编成九
个学级及工读班，于 10 月 1 日开
学。后续各批入院学童插入各学

级。
“教养兼施，德智体技并重”是

竺梅先的办院宗旨。他的教育目标
是按学制标准，从小学起步至初中
修业合格，这样学生的学识和技能
可服务社会。由于学习生活全在教
养院，四个月一学期，一年有三学
期，六年可学完原小学到初中共
九年的课程。

竺、徐两位院长制定教学大
纲，严格按大纲施教。课程安排
充分考虑德育和劳动技能教育：
语文倾向选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化中具有浩然正气和爱国情怀的
古文；劳动课安排田园劳作和手
工制作。还开设数理化，讲授他

国的先进知识。而特意开设的外
语课，充分体现了竺梅先的前瞻
眼光。

竺梅先始终向院童灌输为谁而
学的思想。从和灾童第一次见面时
的动员演讲，到学生们每天要高唱
的“卷入洪炉百炼千锤成铁汉，看
他年雪耻昭吴”“少康一旅，中兴
责在吾曹”院歌，让学生们树立
赶走侵略者、为建设独立富强的
国家而发奋学习的理念。

抚养方面，夏季白衬衫蓝色
工装裤；春秋灰面白里的夹袄；
冬季棉袄夹裤；布筋草鞋和黑缎
面 的 布 鞋 ， 冬 天 加 双 布 袜 。 棉
被 、 草 席 、 帐 子 ， 洗 漱 具 、 文
具、药品⋯⋯样样齐全。没有电
灯，就用煤油灯照亮寂静的夜；
没有自来水，就拿一节节碗口粗
的毛竹管，导引山涧的清流。纸
张缺乏，作业本要先用铅笔、再
用钢笔、最后用墨笔写。每日两
饭一粥，700 名师生员工每天粮食
需 五 六 百 斤 。 除 了 部 分 辅 食 蔬
菜，各种生活物资和用品要靠外
面采购和长途运输。院童们的一
切费用由教养院承担。

1941 年 9 月，国民政府特派
员前往教养院调查了 4 天。他们苛
刻地审视每一个管理环节，并跟

踪 观 察 院 童 学 习 生 活 的 点 点 滴
滴 ， 写 了 涵 盖 教 育 、 管 理 、 生
活 、 人 数 等 一 千 多 字 的 调 查 报
告，认为“该院规模宏大，设备
完美，教养并重，管理严密。灾
童均能刻苦读书，成绩尚佳”“竺
院长夫妇热心救济，于敌骑纵横
之际仍常川驻院，锲而不舍，埋
头苦干，用能镇定如常，弦歌不
辍，其精神毅力殊足以励末俗而
裨抗战”。

守得初心
倾倒不倾倒不辞辞

鉴于竺梅先创办灾童教养院

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从 1938 年
7 月起至 1940 年 12 月，社会各界
人士纷纷捐款，教养院特意制作
了捐款清册，先后计有 332 笔捐
款。每笔捐款数目虽不一，但仁
慈爱心同等。

但从 1941 年初起至 1943 年 9
月底教养院结束，因时局紧张，
社会动荡，没有再募集到善款。
一面是募捐无门，一面是物价飞
涨，巨额开销全由竺梅先独自承
担。

在 国 家 遭 受 空 前 劫 难 的 时
候，竺梅先没有彷徨和犹豫。他
把养育灾童作为神圣之使命，在
对师生们的演讲中引用林则徐的
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避趋之”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他在信中也表态，“坚守不渝，未
尝变易”“其实毁家不惜，早矢沉
舟破釜之忱”。

据 史 料 记 载 ， 灾 童 教 养 院
共投入资金约 100 万元之巨，竺
梅先独占 80 万元以上。为了 600
名 灾 童 ， 在 资 金 最 困 难 的 时
候 ， 他 抵 押 了 两 家 纸 厂 、 商 轮
公 司 的 股 票 ， 变 卖 全 家 所 有 值
钱的东西。

1939 年秋起，浙东连年闹饥
荒，粮食极其缺乏。教养院师生

从 1941 年起餐食改为一饭两粥。
为救浙东黎民于水火，也为教养
院师生的吃饭生计，竺梅先身兼
没有俸禄的鄞县粮食调剂委员会
主任，管理整个宁波地区的粮食
分配调拨。他频繁穿梭，奔波于
浙南、赣南甚至湖南部分地区筹
粮。

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使竺
梅先体力严重透支。1942 年春，
他倒在了筹粮路上。弥留之际，
叮嘱夫人：“一定要好好把这些
孩子们抚养下去，直到他们能自
立为止。”1942 年 5 月 30 日，竺
梅先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年仅 54
岁。

竺梅先辞世后，教养院的经
费、粮食、物资日蹇，师生生活
更 加 艰 苦 ， 但 没 有 一 天 停 止 教
学 。 徐 锦 华 自 矢 要 完 成 亡 夫 遗
志，严词拒绝汪伪陈璧君接管教
养院的企图。

苦撑一年后，徐锦华着手教
养院收尾工作。她对每个院童作
了妥善安置。其中有 32 位参加浙
东抗日队伍，20 多位考入中央陆
军军官学校，投入抗战前线；有
家的由亲友或可靠人士领回；符
合条件的推荐去各类学校深造；
无家可归的，托亲朋好友介绍进
工厂、商铺。从此，天涯海角魂
系梦牵。院童们踏入了人生道路
新的里程。1943 年 9 月底，国际
灾童教养院结束。

大爱无疆
精神精神永垂永垂

1953 年，泰清山岙建起了泰
清水库，教养院旧址被淹没，涓
涓清泉，沿着灾童们的足迹，滋
润着万顷良田。

昔 日 的 院 童 历 经 人 生 磨 砺 ，
每一个人都没有辜负竺梅先“下
之使其立身，上之乃能报国”的
愿望。他们以在教养院铸就的健
康向上的思想品行，扎实的文化
知识基础，为国家为社会服务。
其中，沈坚同学成为一位将军；
焦 润 坤 同 学 作 为 新 四 军 老 兵 代
表，曾于 2014 年 7 月 7 日，在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前，和习近
平主席一起为“独立自由勋章”
雕塑揭幕；竺梅先的小儿子、竺
培国同学为抢救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英勇牺牲，长眠在奉化烈士陵
园。

1987 年 3 月起，由苏锦炎同
学发起成立院童联谊会，联系上
200 多名师生。

1988 年 9 月 18 日，几十位师
生在上海举 行 建 院 五 十 周 年 暨
竺 梅 先 院 长 百 岁 诞 辰 纪 念 活
动 。 翌 日 ， 部 分 同 学 赴 宁 奉 重
访 教 养 院 旧 址 和 祭 扫 竺 、 徐 两
位 院 长 墓 地 。 90 多 位 师 生 集 资
编 印 《纪 念 国 际 灾 童 教 养 院 建
院 五 十 周 年》 纪 念 文 集 ， 其 中
收 录 了 29 位 师 生 的 回 忆 和 纪 念
文 章 。 大 家 用 满 腔 的 感 恩 之
情 ， 称 颂 两 位 院 长 胜 似 亲 人 的
养育。

1990 年 9 月 6 日，由台湾同学
捐资、大陆同学负责设计建造的

“梅华亭”，在教养院旧址旁高地
落成揭幕，用以缅怀他们的再生
父母——竺梅先、徐锦华的不朽
功绩。

2015 年 7 月 2 日，国际灾童教
养 院 史 料 陈 列 馆 在 奉 化 莼 湖 开
馆。2019 年，国际灾童教养院旧
址获批成为宁波市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昔日的院童、竺梅先的家属
后代、教养院师生的后辈、各行
各业的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
远近的父老乡亲，络绎不绝地来
到灾童教养院旧址，来到史料陈
列馆瞻仰、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