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宁波，有一个延续了 30 多年的社会
团体，名叫“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它创建于 1991 年 7 月，由抗日战争时期参
加过浙东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新四军老同
志和党史理论工作者组成。研究会的目的
在其《章程》中写得很明确：研究、宣传新
四军和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历史经验，继承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弘扬以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史鉴今，资
政育人。

30 多年来，斗转星移，人员换了一茬
又一茬，唯其使命不变。研究会的会员们
像一群接力赛跑运动员，默默无闻、持之
以恒地将红色接力棒传递。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
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在全国建立了十
九个抗日根据地，英勇抗击日伪顽，为坚
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伟大
的彪炳史册的贡献。浙东抗日根据地以四
明、三北为中心，扩展到淞沪、金萧，在浙
东区党委领导下，历经艰难困苦，建立起
抗日民主政府，发展根据地经济、文化和
社会事业，坚持到抗战胜利。

浙东新四军和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历
史，是蕴含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的精神富
矿，是不可多得的红色资源、党史教材。研
究会中许多老会员以其亲身经历和耳闻
目睹，研究这段历史，向后人讲述这段历
史，并从中提炼浙东抗战精神，用以激励
新时代中的新一代，具有特殊的意义。

2021 年 2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上
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百岁老战士们回
信：希望老同志们继续发光发热，结合自
身革命经历多讲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党
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引导广大党员特
别是青年一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
信仰、勇敢斗争，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习总书记的
回信，激励了全国各地包括宁波市新四军
历史研究会的全体会员，更坚定了把红色
接力棒传递好的信心和决心。

研 究 会 成 立 至 今 ，始 终 坚 守 建 会 初
心，辛勤耕耘，接力以进，推出了一大批存
史资政的研究成果，开展了一系列以史育
人的宣教活动，为守护红色根脉、传承红
色基因作出了重要贡献。2021 年研究会成
立 30 周年，擘画新蓝图，扬帆再出发，以弘
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为己任，要将党
的光辉历史讲鲜活，把党的不朽功勋讲透
彻，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讲明
白，引导全社会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共同
书写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建设的崭新篇章。

使命光荣，重任在肩，研究会更加接
续奋斗。30 多年来按照既定《章程》，五年
换一届，到本届已是第六届了。从 2018 年
以来，继续保持优良传统，继续以研究、挖

掘、宣传浙东抗战精神为己任，孜孜不倦，
薪火相传，奔走呼号。特别在推进浙东抗
战革命故事通俗化方面进行了努力探索，
力求讲好革命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
传。

这五年，研究会根据本地革命斗争历
史，围绕重大节日、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
历史人物，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大型活
动。2019 年是宁波解放 70 周年，研究会与
市级方面合作，部署开展了系列纪念活
动，组织《我所经历的宁波解放》征文活
动 ，召 开 纪 念 宁 波 解 放 70 周 年 座 谈 会 。
1940 年宁波城内曾遭日寇细菌战，2020 年
10 月 27 日研究会在市中山公园逸仙楼举
行“宁波开明街鼠疫灾难 80 年祭”图片史
料展开展仪式。为纪念抗战胜利 75 周年，

《宁波晚报》自 2020 年 8 月 16 日开设“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5周年”专版，研究会连续撰稿，刊出了
20期至年底结束。2022年是浙东区党委成立
暨浙东抗日根据地创立80周年，市研究会与
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档案馆联合举办“坚持
人民至上的伟大实践”主题图片展。

这五年，研究会继续把历史研究作为
重要工作，为社会提供第一手的红色史
料，为党史学习教育作出贡献。《时事简
讯》《新浙东报》《战斗报》是浙东抗日根据
地的主要报纸，原始记载了我党领导浙东
抗战的始末。研究会组织开展了极其艰苦
的红色旧报史料抢救工作，完成《新浙东
报》的史料编纂整理，全书约 120 万字，分
上中下三册。《战斗报》和《时事简讯》整理
工作也已完成大半。推进红色历史通俗
化、故事化，推动革命历史文化进校园、进
基层，编写浙东抗战故事，成为青少年课
外读物，出版了《烽火岁月》一、二辑。组织
会员撰写研究文章，先后发表于《铁军》

《大江南北》《东南烽火》《足迹》《宁波史
志》《宁波日报》等报刊上，从不同侧面深
入研究浙东抗战历史。研究会还发挥红色
资源优势，为社会各方面提供帮助，为各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服务。研究会许多
会员身体力行，多次到机关、学校、社区开
展专题讲座，传播浙东红色文化。

这五年，研究会加强会员队伍建设，
强化政治、思想和组织建设，努力把研究
会工作置于党的工作大局之中。组织会员
调研考察红色遗迹，在研究的同时，接受
革命传统教育。会员的足迹遍布金沙岙战
斗、阳觉殿战斗、蜻蜓岗反击战、突袭东西
岙、大鱼山岛血战等战斗遗址，横坎头村、
洪魏村等根据地党政军核心所在地遗址。
为落实研究会思想政治建设，确保研究
会工作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建立理论学习中心
组，建立驻会党支部。

践行嘱托 赓续传承

为先辈树碑立传

浙东，素有光荣革命传统。在这块红色
土地上，无数革命志士为了理想信念，为了
人民利益，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抛头颅、
洒热血，奉献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为了铭
记、缅怀先烈和先辈们，研究会自成立以
来，一致致力于推动纪念英雄先烈、保护革
命遗址工作，通过募资、捐助等途径，或出
谋划策、或参与建设、或全力推进，在全市
各地建立纪念馆（室）和纪念碑、纪念墙、纪

念亭、纪念塔、纪念林共 60 多处，为英雄塑
像 20 多座。这些纪念设施，在各级党委、政
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先后得到修缮、重
建和完善，分别成为省、市、县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

为过往著书立说

研究会把研究革命历史作为主要职
责，以浙东新四军和浙东抗日根据地历史
研究为主体，上溯至大革命时期、土
地革命时期，下延至解放战争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共整理出版历史文

献 10 部 26 册、文集和传记 34 册、史料画册
类 11 册、故事类 4 部 36 册、其他 8 册，另有
会刊《浙东风云》103 期，共约 3000 万字。还
用电视片形式宣传浙东著名英烈、浙东新
四军和浙东抗日根据地历史故事以及传承
革命光荣传统的当代题材，共自主、参与、
合作完成电视短剧、电视专题片 25 部（51
集），时长总计约 1300 分钟，获得全国电视
剧飞天奖、短片电视剧二等奖等奖项。

研究会自成立以来，陈布衣、沈宏康、
张永祥、郁义康、陈旭等历届领导人，薪火
相传，前赴后继，先后组织开展了对浙东
新四军和浙东抗日根据地历史的研究，挖
掘、采访、整理、出版，一代传一代，取得了
丰硕成果。本届研究会自 2018 年 4 月换届
以来，继续保持优良传统，把抢救整理浙
东抗日根据地报刊史料作为一项重大任
务，立项推进旧报编辑工作，完成了《新浙
东报》史料选编共三卷，《时事简讯》《战斗
报》史料选编完成大半，进入后期编辑。

浙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及地方
党委先后创办了《新浙东报》等十余种报
刊。这些报刊是研究这段历史的第一手原
始资料，十分珍贵。很久以来，各地、各级

研究会想方设法，苦苦搜寻报刊原件。许
多浙东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亲历者、新四军
老战士和研究者们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
能将根据地报刊史料编辑成书，供后人学
习、研究之用。

2018 年起，搜寻《时事简讯》《战斗报》
《新浙东报》成为研究会的一项重要工作。
浙东抗日根据地条件极其艰苦，报刊、文
件等档案保管条件十分有限。抗战胜利后
不久，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和部分地方干
部奉命北撤，途中官兵一律轻装，散存于
战士和干部中的报刊资料损失殆尽。想重
新找回完整的旧报纸，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了。但经过艰苦努力，终将不可能变成了
可能。

在搜寻旧报纸的过程中，许许多多知
名或不知名的机构、团体、个人，或尽其所
有，毫不保留，贡献了报纸原件或复制件；
或提供线索，主动咨询联系；或代为搜寻，
做旧报持有者的说服工作。

编辑旧报史料又是一件苦差事。搜寻
到手的旧报纸，有原件，也有复制件，许多
字迹模糊，破损严重。早期报纸又是手刻
油印版，繁体、异体字混杂，竖列排版，阅
读极度困难。

为了将报纸内容转化为文本格式，浙
江万里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给予了大力
支持。研究会指导学校师生利用学习间隙
和寒暑假、节假日时间，把整理旧报史料与
学习浙东抗战故事、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结
合起来，一点一滴累积，集腋成裘。研究会
许多老同志为史料后期编辑，熬花了头发，
熬低了视力，但大家从无怨言，抱定一个信
念：红色传承的接力不能在我手里掉棒。

皓首穷经，为使旧报变成活教材
——《新浙东报》等史料编辑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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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传千秋 精神励后人
——写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际

1994年
4 月 8 日，《何克希将军》一书首发。8 月至
10 月，《浙东党史英烈系列电视剧》公映。

1995年
1 月，儿童电视剧《蓝色的向往》获第七届
电视剧“金星奖”、优秀儿童电视剧一等
奖。7 月 6 日，纪念抗战胜利 60 周年报告
会举行。

1996年
12 月，浙东抗战系列丛书《鏖战急》《历史
的见证》《浙东敌后曙光》《共赴国难》出
版。

1997年
6 月 20 日，《宁波革命史迹画册》首发。

1998年
7 月 14 日，《艰辛岁月》出版。

1999年
5 月 12 日，《解放战争时期宁波地区革命
史料》共三卷出版发行。

2000年
4月，浙东新四军史料中心在宁波市档案馆建
立。10月11日，研究会被评为全国先进学会。

2001年
6月2日，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浙东抗战与敌
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共九卷，乔石题词。

2003年
9 月 25 日，余姚梁弄先辈林落成。

2004年
7 月 17 日，《同仇敌忾抗日寇》首发。

2005年
4月 25 日，《民族之魂——浙东敌后抗战
故事》丛书第一辑出版。5 月，研究会宣讲
团成立。8 月 15 日，抗战胜利 60 周年大型
图片展举办。

2006年
3月29日，“明州双英亭”在中山广场落成。

2007年
5 月 20 日至 23 日，隆重纪念浙东四明主
力武装重建 60 周年。

2009年
张文碧纪念碑、林茂成塑像和四明地区
解放战争胜利纪念碑建成。

2010年
年底，浙东抗日小英雄杨来西被搬上银幕。

2012年
2 月 15 日，《旗帜——宁波革命历史人物
选》发行。7 月 6 日，纪念浙东区党委成立
70 周年图片展举办。

2013年
11 月 26 日，《民族之魂》第二辑、《海防大
队之歌》首发。

2015年
4 月 2 日，《东海风雷》首发。9 月 25 日，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70 周年图片展开幕。

2016年
《不朽的丰碑》《泰清钟声》拍摄完成。

2017年
9 月 28 日，《血战大鱼山岛英雄群体》首
发。

2018年
4 月 12 日，新四军四明山南部红色纪念园
落成开园。11 月 20 日，“我所经历的宁波
解放”征文活动举办。

2019年
3 月 29 日，举行向资深老会员授勋仪式。5
月 20 日，召开纪念宁波解放 70 周年座谈
会。10 月，获评全国社科组织先进单位。

2020年
10 月 27 日，举办“宁波开明街鼠疫灾难
80 年祭”图片展。

2021年
7 月 15 日，《烽火岁月》《新浙东报史料选
编》出版。

2022年
7 月 26 日，“坚持人民至上的伟大实践
——纪念浙东区党委成立暨浙东抗日根
据地创建 80 周年史料图片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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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7月15日，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
会举行成立大会。

为表彰老同志为研究会所作贡献，研究会建
立荣誉会员制度。图为为荣誉会员授予纪念章。

研究会支持创建的新四军四明山南部红
色纪念园开园5年，接受教育人数约17.5万人
次。图为开园仪式。

为纪念浙东区党委暨浙东抗日根据地建立
80周年举行专题展览，图为展览开幕现场。

本版稿件和照片由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提供

1991年
7 月 15 日，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
会成立。首批申请入会的新四军老
战士和专业理论工作者 130 多人参
加成立大会，选举陈布衣为名誉会
长，沈宏康为会长，张永祥、陈天章

（兼秘书长）、刘锡汀、华克明、徐
炎、许长甫为副会长。

1992年
6 月 19 日至 23 日，中共浙东区党委
成立暨浙东抗日根据地创建 50 周
年纪念活动在余姚、慈溪两地举
行，浙江省委、省顾委（省委顾问委
员会）、省纪委、省政协主要领导
和宁波市党政主要领导出席，原
浙东区党委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
队主要领导谭启龙、张文碧、顾
德欢等 40 余位老同志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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