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年“徐宅”今仍在
中共镇海县（区）委机关
在此办公60多年

镇海招宝山街道胜利路155号，今日的镇海
区委党史研究室、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办公地
点。院落里一块石头碑记显示着它的印记：徐
宅，镇海区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在镇海解放后
的60多年里，一直是中共镇海县（区）委机关的
办公地。

徐宅原是徐桴的府邸。他曾在初创的黄埔
军校任秘书。参加过北伐，曾任福建省财政厅
长、上海财政局长等职。解放前夕去了台湾。

徐宅建于1928年，坐北朝南，钢筋混凝土
结构。主建筑为3间2弄木结构和钢混结构相
间的楼房1幢。外墙粉刷混凝土，拉有大块横线
条，与窗楣挑出披水，西式风格。地坪用拼花地
砖铺装，墙基的大理石从外国进口。当年在室
内安装有壁炉、抽水马桶，为当时镇海县城不多
的西式洋房。

记者 滕华 通讯员 顾科明/文 记者 崔引/摄
（老照片由镇海区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镇海解放当天
《你是灯塔》歌声回荡全城

镇海，向来是国防要地，也是我党斗争基础较好的地方。早在1926
年就建立了党的组织——中共镇海独立支部，让镇海有了新的领导力量。

1949年5月26日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军六十六师一九八
团，在一九七团的密切配合下，把素有“浙东门户”之称的镇海县城解放
了，为解放镇海县全境及渡海解放舟山群岛创造了有利条件。

路径
沿铁路旧基进入镇海，渡甬江追击逃窜敌军

1949年5月16日，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军从杭州地区的三墩出发，以疾风扫落叶
之势，迅猛攻击占领曹娥、上虞、余姚、慈溪等地，国民党军各残部纷纷逃窜，猬集镇海，
妄图顽抗。他们一面大肆抽丁、抢粮，以整补败兵，力图阻止我军前进；一面强拉民夫，
抢夺商船，做好从海上逃往舟山群岛的准备。

5月24日清晨，我二十二军六十六师，沿杭甬铁路旧基改建的公路，经三七市、二
六市、汶溪向宁波东北插进。下午，其先头一九八团及师侦察连进至骆驼桥，歼敌一个
警戒连，俘敌百余人。当晚在团桥小学操场宿营，埋锅造饭。

25日拂晓，浙东名城宁波获得解放。随后，六十六师第一九七团渡过甬江进占小
港，以切断敌军南逃之退路。同日下午，该师第一九八团经贵驷桥、妙胜寺、万嘉桥向
镇海县城进军，在县城西中官路歼敌一个排。当晚在五里牌宿营，同时派人从大西门
进入县城侦察。城中国民党党政机关及武装人员连夜乘船撤遁金塘、梅山等岛屿，未
及乘船者向江南溃退。26日晨，一九八团攻占镇海县城，俘敌80余人，缴获轻机枪5
挺、汽车20余辆。

26日，该师一九六团亦从下白沙过甬江集结，以配合六十四师攻击穿山之敌。27
日，一九六团、一九七团在六十四师的协同下，进占大碶镇，继而攻占穿山、柴桥，歼敌
一个警戒营。28日，六十四师进占郭巨，俘敌100余人。29日，以六十四师两个团由
西向东攻击，断敌退梅山岛之水路，六十六师两个团由柴桥向南夹击；另以六十五师、
六十一师各一个团，亦由西向东攻击，进入昆亭、三山。至此镇海县陆地全部解放，整
个穿山半岛战斗胜利结束。

接着我军主力向宁波、镇海、穿山地区集结，开始进行渡海作战各项准备。同年8
月18日傍晚，我军六十四师、六十六师一九六团、军炮团等部对大榭岛守敌发起攻击，
20日拂晓胜利结束战斗。8月25日，我军又攻克梅山岛。至此，镇海县全境解放。

场景
解放当日，《你是灯塔》歌声回荡全城

宁波是5月25日解放的，镇海县城比宁波解放迟一天。
当时，附近各乡镇听到宁波解放的消息，人民欢欣鼓舞，各种慰问品从四面八方源

源不断地送到镇海县支前办事处。这些慰问品花色繁多，有猪肉、鱼类、鸡、黄酒、印
糕、馒头、布鞋等，糕点馒头上还印有红五角星。26日，整整七大车慰问品被运送到了
宁波。

25日下午，镇海西门已断绝交通往来，枪炮声不时响起，解放大军兵临城下。26
日凌晨，解放军冲入城内，镇海终于开启新的一页。

时任中共镇海城区支部书记刘巽海曾回忆说，当26日太阳升起的时候，只见到鼓
楼墙边群众争阅分发的宣传品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人心沸腾。当天，商店照样
开门营业，公共财物与工厂都没有遭到大的破坏，社会秩序正常。镇海县城里中学的
秧歌队、腰鼓队很快出现在街头。

《你是灯塔》歌声迅速从学校传播到群众中，人们学唱着“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
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全城人民沉浸在欢乐之中，镇海从此真正
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重走宁波解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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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

征借粮草、抢修公路
镇海为解放舟山做了两件大事

今年88岁的王泰栋是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
究会顾问。镇海解放后，王泰栋在镇海县委秘
书处做文书一职，他向记者讲述了镇海刚刚解
放的那段日子。

作为解放舟山的前线，这里集聚了逾万解
放大军。王泰栋说，支援前线最重要的两个任
务，就是征借粮草解决部队吃饭问题，还要抢修
公路方便炮车运往前线。

“那时候真的是非常困难，数以百万斤计的
粮草，全是农民用肩膀一担担挑出来的，然后靠
农船装运至前方，途中遇到敌机扫射轰炸是常
有的事。”王泰栋担心记忆错误，特地查阅了镇
海县志，以真实数字来还原当年民心之齐聚
——到1950年2月，征借公粮1400余万斤、供
应军队大米90余万斤。

为抢修公路，支前指挥部组织民工突击抢
修自璎珞河头至穿山的宁穿公路，同时新造自
大碶至下三山的大三公路。当时成千上万的人
奋战在两条线上，由于白天有国民党飞机扫射
和轰炸，只能晚上在星光烛火下施工。经过一
个月的拼搏，41华里长的路基工程终于完成，紧
接着又进行一个月的路面垫石铺装，成功将炮
车运抵解放舟山的前沿阵地。

至1949年9月底，解放军有9个榴弹炮连、
4个野战炮连运抵下三山和太平桥阵地。10月
3日起，对金塘岛国民党军阵地进行猛烈炮击，
随之我二十二军强渡登陆，战斗至5日上午，金
塘岛全部解放，使蒋介石失去了“坚守舟山，反
攻大陆”的前哨阵地，定海西面门户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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