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7纪念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周年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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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素有光荣革命传统。大革命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浙东地区党组织为传
播马克思主义、推动工农运动、抵抗国民党
军阀反动统治等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但几
经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至抗战前夕，已被
破坏殆尽。宁属、绍属皆实行特派员制。
三北地区沦陷后，地方党组织积极争取枪
杆子，发动敌后游击战争，领导了多支如庵
东、四明、慈镇等抗日武装。浦东抗日武装
南渡三北，壮大了这一地区的抗日力量，沉
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到达三北的浦东抗日武装，因其打击
日寇的勇气和部队的纪律、作风令人耳目
一新，迅速获得当地群众的拥护、支持。为
加强党对这支武装的领导，根据谭震林的
指示，建立浙东军分会，吕炳奎受命赴浙东
担任书记，在部队中建立党工委。接着与
宁波、绍兴的党组织建立了横向联系。

1941年5月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这支
抗日武装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支持下，转
战三北、打击日寇；建立办事处，开展群众
工作；开展剿匪行动，保护群众利益；四处
出击，探索新的游击区域；开辟海上交通
线，确保三北与浦东、苏北的海上畅通；开
展调查研究，为全面开辟浙东根据地提供
决策依据。三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
彻底改变了浙东沦陷以后局部的对敌斗争
形势。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5 周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深入浙东
敌后，在以四明山为中心的广大
地区，与日寇、伪军和国民党顽固
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创建了
抗日敌后根据地，建立了人民当
家 作 主 的 民 主 政 权 ，成 为 中 共
领 导 的 全 国 十 九 个 抗 日 根 据 地
之一。为弘扬浙东抗战精神，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从本期起，宁
波市档案局、宁波市档案馆与宁
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合作，从
档案展示的角度，分期讲述发生
于浙东抗战期间的历史故事。

浙东抗日根据地位于杭州湾
两岸，沪杭甬三角地带，东濒东
海，南迄金华义乌东阳至宁波公
路，西跨浙赣路金华萧山线两
侧，北达黄浦江两岸地区。浙东
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对于
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毛泽东的两份电报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针对形势的
变化，对华中发展战略作了调整。1941
年2月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
少奇、陈毅、彭德怀：目前华中指导中心
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关于浙
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的力量
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
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
地。按照这个战略，沪杭甬三角地区逐
步成为重要的基本战略地区。

1941 年 4 月，日军发起宁绍战
役。4月19日日军从海上进攻镇海，
当日镇海沦陷；20日日军沿甬江西进，
宁波城区沦陷；22日慈溪县城沦陷；23
日奉化和余姚县城沦陷。浙东地区的
相继沦陷，立刻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的高度关注，迅速对已成敌后的浙东地
区发展游击战争作出部署。4月 30
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
刘少奇、陈毅、饶漱石：敌占宁波、奉化、
温州、福州，如系久占，你们应注意组织
各该地之游击战争。有地方党者，指导
地方党组织之，你们派少数人帮助之；
无地方党者，由你们派人组织之。从吴
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
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

随后，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立即执
行开辟浙东的战略决策。谭震林、谭启
龙先后受命具体实施。

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中
共中央、华中局密切关注着浙东地区形势
变化，认为“浙东发展机会已成熟”。

从5月下旬起的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内，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先后7次发出电报
指示，紧锣密鼓地对开辟浙东根据地作出
部署。

谭启龙接到指示后，在上海紧急部
署，于6月中旬和连柏生、张席珍等率领
100多人队伍乘船抵达三北。他一到浙东
即成立浙东行动委员会，传达华中局指
示，熟悉地形，了解情况，统一部队党的领
导关系，理顺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

浙东军事领导人的人选定格在何克希
身上。行前，何克希面见陈毅，而陈毅给他
看了毛泽东批示同意的电报。7月7日，何
克希乘船由江苏启东经浦东来到浙东，同
行的有张文碧、刘亨云等一批军政骨干。

随着谭启龙、何克希等一批干部相继
抵达三北，加上先期在浙东军分会领导下
已坚持了一年之久的抗日游击部队，以及
业已恢复联系的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各
路人马齐聚三北。7月8日，华中局正式决
定成立中共浙东区委员会，谭启龙任书
记，何克希任军事部长。8月，“第三战区
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何克
希任司令，连柏生任副司令，谭启龙任政
委，刘亨云任参谋长，张文碧任政治部主
任。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统一整编浙
东主力部队为三、四、五支队和特务大队、
警卫中队、海防中队（1944年1月根据新四
军军部命令，改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至此，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开辟浙
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决策落实到位。

浦东抗日武装
分七批南渡杭州湾

1937年底上海失守以后，日军投入重
兵严厉控制。上海党的地下组织面对极
其艰难的环境，领导开展敌后斗争。华中
局建立后，上海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
装统一归华中局领导，谭震林作为江南区
委书记和新四军第六师师长，谭启龙作为
闽浙赣皖四省联络站的组建者，先后具体
指挥路南特委及浦东工委的工作。当时
浦东工委领导或掌握的有两支武装，一支
是公开坚持浦东抗日斗争的由连柏生任
支队长的“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
队”，另一支是汪伪第十三师二十五旅五
十团的一部分力量。

上海浦东与浙东三北（余姚、慈溪、镇
海的北部统称三北）隔杭州湾相望。为了
实施开辟浙东战略部署，1941年5月至9
月，浦东工委领导上述两支抗日武装900
余人分七批先后乘船渡过杭州湾，到达三
北。浦东南渡武装加上宁绍地区党领导
的部分抗日武装，成为开辟浙东抗日根据
地的一支重要力量。

烽火遍三北

浙东区党委和
三北游击司令部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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