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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不是北仑区霞浦街道第一次组织
人员去上海了。

今年6月，霞浦街道党工委把挖掘张人亚
红色文化资源，打造“张人亚红色文化品牌”作
为“大脚板走一线，小分队破难题”攻坚项目，
由党工委书记胡斌挂帅，担任项目领导小组组
长破难攻坚。

频繁往上海跑，目的只有一个：多多挖掘
关于张人亚生平和革命事迹的资料。

胡斌深知，张人亚是1932年牺牲的，距今
已经过去85年了，再加上张人亚是牺牲在瑞
金前往长汀的途中，原本留存的资料就少，如
果再不进行“抢救性地挖掘”，恐怕这段历史终

将因时间的流逝而泯灭。
在这次之前，胡斌就曾带队到上海敬老院

拜访张人亚侄子张时华，获取张时华老先生
10多年来持续不断挖掘的重要资料和线索。

很快，这些宝贵的资料和线索被转交到北
仑区党史办副主任贺海波手中。

一句一句，一个细节一个细节，挖掘和论
证，经过张人亚后人、霞浦街道、北仑区党史办
以及相关部门的努力，张人亚的简介从原先的
薄薄半页纸变成现在的厚厚一叠，生平更是细
化到月份。

为此，考证的资料、文献和各种说明更是
多达百余项。

第一部党章守护者、上海金银业工人运动
领袖、中华苏维埃中央出版局局长……历史地
位的基本确认，让张人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
也让“张人亚红色文化品牌”打造有了底气。

“尤其是作为‘第一部党章的守护者’，张
人亚及其革命事迹具有特殊性、唯一性和不可
复制性，无论是对党史研究，还是对党建工作，
都具有极高的价值。”贺海波说。

家乡人对张人亚事迹的进一步挖掘和梳
理，从未曾停止。昨天，记者还从霞浦街道了解
到，一个汇聚张人亚后人、省内外党史研究专
家、学者的张人亚史料征集座谈会将于本月中
下旬举行。

让张人亚的事迹越来越厚实

家乡人之情——
多种方式宣传张人亚
把他的精神代代传下去

昨天，张人亚故乡北
仑区霞浦街道特别组织了
一支“红色小分队”前往上
海，和张人亚的后人张建
文一起瞻仰了中共一大、
中共二大会址，缅怀张人
亚的革命事迹。最近，北
仑区还正在举行或即将举
行一系列纪念、宣传张人
亚的活动，他们要让“第一
部党章的神秘守护者”张
人亚的事迹为更多的人所
知，并一代接一代地传承
下去。

昨天前往上海的“红色小分队”，也不是霞
浦街道为传承张人亚精神第一次派出小分队。

就在今年9月下旬，一支由霞浦街道、媒
体等组成的“传承红色火种”小分队前往中共
一大会址所在地上海和“红色古都”、苏区时期
党中央驻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诞生地江西瑞金等地。

“通过重走张人亚的革命之路，希望能够挖
掘到更多关于张人亚的革命事迹，也希望能够切
身感受革命先驱的崇高精神。”“传承红色火种”

小分队负责人、霞浦街道文化站站长贺霁表示。
关于张人亚事迹的报道也在各大媒体中

迅速铺开。
继本报于9月12日率先推出《第一部党章

的“神秘守护人”是宁波人张人亚》报道后，张人
亚事迹先后被央视、浙江新闻、《宁波日报》、《现
代金报》、甬派、宁波发布、北仑发布等一大波媒
体持续聚焦，自6月以来，累计报道达36篇。

随着十九大的召开，社会各界对张人亚事
迹的关注又迎来了新高潮。霞浦街道也将持

续发力打造“张人亚红色文化品牌”。
就在11月1日，党的十九大代表胡朝霞还和

霞浦街道的党员志愿者一起来到张人亚故居，重温
入党誓言。同时，她还将在北京参会期间购买的
《之江新语》《知之深，爱之切》《摆脱贫困》等多本书
籍交给“张人亚红色文化品牌打造”项目领导。

与此同时，“张人亚故事”新闻专题片，以
张人亚为原型的小说、话剧创作等相关推广工
作也已经相继展开。

记者 石承承 杨静雅 通讯员 顾霄扬

今年10月中旬，记者提前探访了位于北
仑霞浦街道“新浦老屋”的“张人亚党章学堂”。

“张人亚党章学堂”一共由三间展览室构
成，分别是“中共历次党章制定及修正简况”

“张人亚的革命历程”和“张人亚的党章故事”。
相较于展板，那些放在陈列柜中，已经泛

黄、充满历史沧桑感的书籍、报纸、刊物，无疑
是“党章学堂”里最引人注目的“明星”。

在陈列的诸多书籍、报纸、刊物中，记者找到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复制
品，这本看起来只有巴掌大小的小册子包括中共

“二大”通过的十个文件，其中就包括《中国共产党
章程》，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部党章。

最让人激动的是，在小册子的封面上盖有
“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的印章。短短数字，
仿佛将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拉回眼前。

据了解，包括第一部党章在内的34件珍

贵文献、遗物复制品都是霞浦街道于9月从中
共一大会址“迎”回家的。

目前，“张人亚党章学堂”的建设工作也已
经进入尾声，不久就将和公众见面。

“张人亚党章学堂”并不是霞浦街道宣传
张人亚精神的唯一阵地。还有一处阵地是位
于霞南村霞南东路19号的“张人亚故居”。“张
人亚故居”是一处四合院式的老建筑，建于清
中期。故居中设有张人亚事迹陈列室，面积不
大，但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记者在陈列室里转了一圈，发现“截止2012
年的调查信息，张人亚为党留下的革命文献，除了
中共‘二大’文献珍藏在中央档案馆外，其余均分
别珍藏在国家博物馆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其中被评为是‘具有特别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
值的’国家一级文物，就有二十一件。”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上述珍贵文物多是以

照片或展板的形式展出。
在其中一块展板上，记者还看到，张人亚

在去中央苏区前夕，将全部家当都留在上海的
弟弟张静茂家中，包括10张明信片、2张当票、
5枚私章，以及公园年票和毯子、小提箱等。

上述这些文物，除明信片为国家三级文物
外，其余多为一般文物和参考文物，但也只是
通过照片的形式进行展示。

陈列室的楼上就是张人亚的“卧室”。最
引人注目的是墙上泛黄的旧照片。照片下方
有一行字：“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
全体合影（1922年9月16日）”。

自今年6月以来，“张人亚故居”已接待近
60批次1500余名党员的现场参观教学。

目前，霞浦街道已启动张人亚故居房屋回
购项目，下步将对张人亚故居和衣冠冢进行修
缮，改善周边环境。

让宣传张人亚的阵地越来越多

让张人亚的精神传播越来越广

昨天，张人亚故乡北仑区霞浦街道特别组织了一支“红色小
分队”前往上海，和张人亚的后人张建文一起瞻仰了中共一大、
中共二大会址。图为他们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

记者 崔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