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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解放后，慈溪人民也迎来了春天

在余姚成为宁波地区第一个解放的县城、为整个
宁波解放打下坚实基础后，1949年5月24日,慈溪人
民也迎来了春天。

在慈溪解放前夕，当地的国民党军、政、警机关及
其他人员纷纷作鸟兽散，一部分人通过各种渠道同共
产党的地方武装联系，希望能找条出路，地方武装趁机
策反了大量的敌方人员。这个时候，老百姓都知道，解
放军要来了，就快过上好日子了……

1949年5月中旬，为了做好配合解放大军接管
县城的准备工作，根据慈（溪）镇（海）县工委戚家大
山会议精神，于1949年1月被任命为慈镇县工委
副书记、代书记兼县大队政委的杨展大，立即在游
源山区举办了入城干部培训班，共有40多名学员，
主要由从各区抽调来的干部和新参加工作的青年
学生组成。

学习内容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城市政策》《怎样做一个
共产党员》和接管城市工作的经验等。

为了与今后接管工作对口，培训班内还分了民
政、建设、财粮、文教卫生、群运等小组，进行专行专
业的培训。在做好准备接管县城工作的同时，慈镇
县工委还要求各区工委做好各区接管的准备工作。

这一系列的前期准备，为解放后的接管工作，
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5月21日拂晓，国民党观城区长杨峰面临慈溪
即将解放的现实，带领自卫中队90余人向镇海方
向逃走。

5月24日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二十二
军六十六师从余姚出发，沿铁路旧基以北三七市、
二六市、汶溪向宁波东北插进，切断了甬江航线，其
先头部队一九七团及师侦察连在三七市附近，与负
隅顽抗的国民党慈溪县自卫总队第一中队接火，敌
中队长当场被击毙，全中队被俘缴械。

六十六师挺进到骆驼桥，又歼敌一个警戒连，
俘敌100余人。同时，六十五师也从余姚沿铁路旧
基向慈溪挺进，其一九五团在慈溪东山、西山与敌
六六三团三营及国民党地方武装相遇，经过激战，
敌1个连被迫缴械。

当日9时，解放慈溪县城（孝中镇，现慈城镇）。
与此同时，杨展大率县大队30余人和城市工

作队40余人进驻慈城。慈城各界人士组织了欢迎
队伍，欢迎队伍高举横幅旗帜，放鞭炮，隆重庆祝慈
溪解放。

欢迎仪式结束后，杨展大立即带领部队，先后
接管了国民党慈溪县党部、县政府、县警察局，并派
人分别接管了医院、学校等单位。

不久，各区工委也根据上级指示，迅速配合解
放大军接管各区驻地，慈溪全境解放。

提前举办入城干部培训班
做好接管准备

5月8日，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贺
位和陈雁，回忆起了70年前的那段岁月。

1947年下半年，贺位因家境困难读不
起书。辍学在家的日子里，她接受了地下党
员的进步思想，开始从事地下党工作。

1949年2月5日，20岁的贺位骗过母
亲，由原名“贺亚华”改为“贺位”，这个“位”
字，寓意站立起来了，自此，她成为了革命
队伍中的一员。

之后，她随杨展大领导的慈（溪）镇
（海）县大队（番号叫“顽强部队”）辗转在
三北地区打游击，每天晚上行军，白天做
群众工作。

“那段日子，是真苦，跟敌人捉迷藏，
有敌情时，我们就露宿在山坡松树林中。
为了防止暴露，杨展大书记就让我们在脖
子上围上白毛巾，借着白色反光导向，不
让一个同志掉队。”行军时的细节，贺位至
今仍记得很清楚。

3月1日，县大队和东区武工队在黄
沙闸与国民党镇海县保警队李冰部发生
战斗，县大队牺牲了排长王挺，东区武工
队也有3人负伤，急需医护人员。

贺位没想到，自己就此走上了医护工
作的道路。“我原来主要负责宣传工作的，
消毒、包扎、清洗伤口……都是慢慢地在
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学会的。”贺位说。

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
横渡长江，23日解放南京后，贺位和战友们

深深感到，即将迎来的是一个崭新的社会。
正如慈溪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史料中

记载的，为了使他们的思想跟上形势，迎
接解放接管城市的工作，5月中旬，中共慈
镇县工委在姚东游源山区举办了“城市工
作干部训练班”，贺位正是其中一员。历
时10多天的集中学习，为接管慈溪奠定
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5月24日，慈溪县城解放。5月25日
一早，贺位和大家一起进城，准备正式接
管各个机构、部门。

说起这一天，贺位依然心潮澎湃。她
戴上了老花镜，翻阅起了她发布在《三北
风云》里的革命史，并兴致高昂地讲了起
来：“我们是从三七市步行去慈城的，途经
大宝山，在打游击时壮烈牺牲的一位县工
委委员的墓碑前，默哀了几分钟。接着来
到了慈溪县政府（现慈城古县衙），先头部
队的人先进去确认没有爆炸物等危险后，
我们再进去接管。”

贺位记得，当时县政府里共7个房
间，分好几个科室，有民政科、财政科、军
事科、教育科、警察局等，她们分工将各自
负责的工作对应的科室、机构接管过来，
国民党方面没有做过多抵抗。

她清晰地记得，在进入孝中镇时，没
有遇到任何阻力，受到了百姓的热烈欢
迎，各界群众高举红旗、放着鞭炮，夹道迎
接部队的到来。

接管县政府没遇到任何阻力

比贺位小3岁的陈雁，是1949年4月
24日参加革命的，如今虽已头发花白，但
忆及往事，老人家感觉又回到了年轻时
候。

当年，他在现海曙区孝闻街上的三一
中学读初三。学校有个地下党小组，归慈
镇县工委领导，耳濡目染后，满腔热情的陈
雁虽不知革命具体要做什么，但义无反顾
地走上了这条路。

和贺位颇为相似，陈雁也进入了入城
干部培训班的名单内，并于5月25日跟随
部队进城，接管慈溪县政府。

虽然当时的他参加革命不久，但说及
自己曾经从国民党人员手中缴到一把枪，
老爷子还有些骄傲：“我主要负责农民运动
工作，那时候曾和当地的民运干部一起，说
服了那个国民党人员，因为当时我们急需
武器，这把枪还真起了不小的作用。”

陈雁重点提到了两件事，令他记忆深
刻。

“第一件事，是在4月中旬，国民党部
队在上林湖包围慈溪县大队三天三夜，形
势很危急，这个时候，杨展大书记巧妙地利

用夜色和阴雨天，趁敌人思想麻痹时，带领
130人的部队突出包围区，受到了四明工
委书记的表扬。要知道，那是在敌强我弱
的情况下，再耗下去就更危险了，最后能够
顺利突围，真的不容易。”

第二件事，是5月24日晚上解放军进
入慈城，在接管慈溪县时，当时国民党县
党部书记亲自将全县国民党档案移交，国
民党慈溪县政府教育科督学黄际风也弃
暗投明，将保存完整的警察局档案、抗日
战争时期的伪县政府档案移交，为后续工
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黄际风是被我们说服后，潜伏在国民
党内部的，帮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最后能拿
到那么完整的资料，非常难得啊……”陈雁
特意将这两件事手写在了一张纸上，作为
要事告诉了记者。

虽然在1954年，慈溪县城迁至浒山
镇，慈城县衙废弃，如今的慈城古县衙已
重建。但每每来到此处，贺位与陈雁的眼
前，总会浮现当年跟随解放大军，以秋风
扫落叶之势，扫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接管
县衙的场景。 记者 朱琳

两件事印象最深

贺位（右）和
陈雁老人接受记
者采访。
记者 崔引 摄

1949年5月，解放军进军慈溪途中。（慈溪市委
党史研究室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