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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人亚是中共早期党员，最早的宁波籍中共党
员之一；上海金银业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中共苏区
出版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党的珍贵文献的保存者，首
部党章的守护者。”在昨天的座谈会上，中共宁波市
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傅建闽如此评价张人亚。

家乡出了如此重要的党史人物，中共北仑区
委常委、组织部长朱安伟表示，接下来还将继续做
好张人亚革命事迹的挖掘。在全国层面组建专家
团队，面向全国开展张人亚史料和文物征集；修缮

张人亚故居，积极申报国家级文保单位；计划在
2018年张人亚诞辰120周年之际，举办纪念活动
和相关专题研讨会。开展张人亚精神课题研究，
挖掘其时代价值，引领城市共同价值。组建张人
亚红色文化品牌工作领导小组，邀请专家进行整
体规划；结合城市品质提升，加强对张人亚故居及
周边区域的整治和建设；适时启动红色文化旅游，
让老百姓享受文化发展成果。

记者 石承承

家乡：继续挖掘张人亚革命事迹

张人亚史料征集座谈会昨在北仑举行

让张人亚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

与会专家和张人亚的亲属参观张人亚党章学堂与会专家和张人亚的亲属参观张人亚党章学堂。。记者记者 崔引崔引 摄摄

从11月4日开始，本报以《总书记之问引出红色
传奇故事》为题，对中共第一部党章的守护者、北仑人
张人亚的革命事迹多次进行报道。

也正是在报道过程中，记者发现，因为牺牲时间
（1932年）早，留存至今的关于张人亚的生平和革命事
迹的线索极为有限。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
张人亚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昨天下午，张人亚史料征集座谈会在北仑举行。
来自浙江、江西、上海等地的党史研究专家、学者以及
张人亚的后人汇聚一堂，为进一步挖掘、丰满张人亚
革命事迹建言献策。

来自浙江、江西、上海的党史研究专家专门为
研究张人亚的革命事迹走到一起，还是挺让张人
亚的侄子张时华、张时康感到高兴的。

张时华说，2005年在江西瑞金得知张人亚的
下落，他们作为家属的心愿就已经了结。

之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断对张人亚的革
命事迹进行调研，“作为他的后人，我们都是在党
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因此有责任将他的事迹整
理好、宣传好。”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一点点地“抠”史料，并
不是件容易的事。“很多细节都已经被忘记，必须
抓紧时间挖掘。”张时康说。

因此，得知党史部门和党史研究专家、学者愿
意提供帮助，着实让两位老人高兴了一把。

“我们家属的态度只有八个字：积极支持，不
提要求。”张时华说。张时康则表示，今后若有新
的史料发现，将尊重党史部门的评估和意见。

不过，张时康也对今后的挖掘工作提出了一些
建议，“挖掘工作的深入，应从宁波市甚至更高层
面，设立项目组”，同时，“必须讲究史料的真实。”

本报曾经采访过的原瑞金市委党史办副主任
曹春荣也参加了昨天的研讨会。曹春荣建议，在
今后对张人亚事迹的挖掘研究中应该扩大思考
面，不要局限于对张人亚个人的研究，而是应该把
他和当时的时代特点、任务、策略联系起来，有助
于提升研究工作的层面。

曹春荣的建议也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
室研究一处处长吴海勇的认同。他也表示，下一步应
该着重于扩大史料收集的半径和史料收集的力度。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尤玮则表示，如果
有机会，希望能够将“张人亚与党章”的故事搬到上海
去，在第一部党章的诞生地讲述党章守护者的故事。

专家：还有很多存疑、空白值得研究

家人：尊重党史部门的评估和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