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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梁弄
浙东抗日根据地创建以后，中共抗日武

装在转战三北的同时，一直谋求向四明发
展。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在给浙东区党委的
一份指示中指出：坚持三北，开辟四明，在四
明山完全占领以后再争取控制会稽山。到
了1943年春，夺取梁弄的时机成熟。

当时的梁弄，被伪军第十师第三十七团
第一营（共360余人）所占。经苦心经营，伪
军在梁弄构筑了一个有着完整火力配备的
防御阵地，号称浙东的“马奇诺防线”。伪军
盘踞梁弄，遍设税卡，敲诈勒索，奸淫烧杀，
无恶不作，断了老百姓的生机。那年4月春
雨连绵，老百姓从山上挖出来的新鲜笋卖不
出去，想腌笋的盐又运不进来，家家户户的
笋都霉烂了。本指望从春季山货中得到一
点收益，都就此落空了。解放梁弄的枪声，
被老百姓视作救命的福音。

经反复侦察发现，敌一连驻守在洞桥、

民众教育馆、横街祠堂以南地域，二连驻守
在横街祠堂，三连盘踞在狮子山两座碉堡
内。1943年4月22日晚，参谋长刘亨云率
三支队、特务大队、教导大队及姚南办事处
所属部队等分三路向梁弄进发。次日凌晨，
三路人马分别按计划发起进攻。天亮后谭
启龙、何克希亲自出现在战斗现场。战士们
攻山头、拔碉堡、破据点，经过16个小时的
攻坚战斗，摧毁了所有的伪军工事。其中攻
取横街祠堂、关帝庙、民教馆等敌固守的堡
垒最为惨烈。以三支队及特务大队主力，采
用逐屋打通民房，避开敌主碉、地堡、高层楼
房的火力，悄悄逼近敌人，然后以白刃格斗
方式歼灭横街祠堂之敌。战至黄昏，敌残余
夺路向百官逃跑。这次战斗毙伤伪军40余
人，俘虏40余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50
余支、驳壳枪9支、军用物品30多担。战斗
中，我方有14人壮烈牺牲，其中有傅血生、
张茂功、王志祥、朱雪楼、王式堂等。副大队

长刘发清、中队长黄玉、班长朱金根、陆克等
29人负伤。

解放梁弄，拯救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
中。解放梁弄，为控制四明山、扩大和巩固
浙东抗日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不久，浙
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等进驻梁弄。

纪念碑和纪念林的来历
现在的梁弄镇西侧狮子山上有一处高

耸的建筑物，它就是“四明山革命烈士纪念
碑”。纪念碑高18.5米，用花岗石砌成，雄伟
挺拔。“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遒劲的镏金
大字，由郭沫若所题。碑基四周有两层平
台，319级台阶。

当年梁弄战斗结束以后，附近的老百姓
帮助部队找到了这次战斗中牺牲的14名指
战员遗体，洗擦干净后，把他们一个个背到
狮子山上，选一个朝阳的山坡，集中埋在了
一起。为纪念梁弄解放的日子，取名叫423
烈士墓。1945年9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主力和地方干部奉命北撤以后，国民党军顽
固势力反攻倒算，毁掉了烈士墓。1973年，
当时的余姚县委决定，在423烈士墓原址上
新建革命烈士纪念碑。当年11月动工，历
时4年，于1977年9月建成。1988年浙江
省人民政府批准列为省级重点烈士纪念建
筑物保护单位，同年被国家民政部列为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5年，国务院公布
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革命烈士纪念碑西侧不远，有一处因梅
花傲骨而得名的“落地梅花岗”，上世纪八十
年代建起了一个革命先辈纪念林。当年那
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
领导人，日后工作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对
梁弄始终情有独钟，一致感慨“忆浙东最忆
是梁弄”。因为这里是他们艰苦奋斗的基
地、是曾经浴血奋战的战场、有奉若父母生
死相依的父老乡亲、有情同手足而光荣牺牲
的战友，所以他们相约离世以后将骨灰安放
在这里。目前，魂归梁弄的浙东抗日根据地
领导人有：谭启龙（浙东区委书记）、何克希
（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张文碧（政治部主
任）、杨思一（浙东区委委员）、顾德欢（浙东
区委委员）、连柏生（浙东行政公署主任）、刘
亨云（浙东游击纵队参谋长）……纪念林门
口楹联题：革命先辈魂归四明日月同光，红
色大旗风靡浙东众人共仰。

保卫横坎头
中共抗日武装进驻梁弄、控制四明山，发

展浙东抗日根据地，令蒋介石坐卧不安，非除
之而后快。1943年冬到1944年春，第三战
区司令长官奉蒋介石令，指示第三十二集团
军组成前进指挥部，对四明山进行连续清

剿。在此期间，横坎头曾发生过两次保卫战。
1943年12月19日，国民党第四挺进纵

队司令田岫山派人下战书，限令我方三小时
内撤出梁弄，否则即以武力解决。当晚，梁
弄、让贤和横坎头发动全体官兵和当地民兵
组织构筑工事。让贤各村拿出20多万块砖
头、100多立方木材和一万多支毛竹，用于
构筑战壕、碉堡、炮台。12月21日午，第四
挺进纵队和第五挺进纵队一部共千余人向
横坎头发起进攻。我军利用工事固守阵
地。战至天黑，第四、五挺进纵队伤亡20
余、被俘五六人，狼狈撤回。同月29日，第
四、五挺进纵队奉令又卷土重来，第二次进
攻横坎头。我指战员利用有利地形坚决抗
击。激战一天，我军发挥善于夜战的特点，
将敌追至上虞丁宅街附近，途中俘第五挺进
纵队官兵40余人，缴获机步枪40余支。横
坎头保卫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全
体军民。

梁弄的故事

77纪念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周年55

梁弄，四明山的门户，地处七县要冲，四面环山，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
战期间，梁弄镇及其横坎头村，集中了中共浙东区委、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浙
东行政公署、浙东抗日军政干校等党政军机关，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重要指挥
中心之一，被誉为“浙东延安”。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关心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
献的革命老区，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就专程到梁弄镇和横坎头村考察调研，
提出建设“全国革命老区全面奔小康样板镇”的殷切期望。2018年春节后，习
近平总书记又给横坎头村全体党员回信，勉励他们传承好红色基因，发挥好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同乡亲们一道，再接再厉、苦干实干，
努力建设富裕、文明、宜居的美丽乡村。

抚今追昔，烽火岁月中的梁弄，曾经演绎了热血儿女抵御外侮、寻求真理
的无数感人故事。

（本版图/文由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
会提供）

横坎头浙东区党委旧址

梁弄革命烈士纪念碑

■资料链接

梁弄红色旧址群简介
梁弄镇以横坎头为主延及周边村、街，

坐落着一大批浙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机关
旧址。这个红色旧址群，被中宣部、国家发
改委、国家旅游局等部门联合命名为全国
100 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红色旧址
群包括：中共浙东区委旧址（横坎头）、新四
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旧址（东溪村）、新
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旧址（晓岭街）、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供给部旧址（晓岭
街）、浙东行政公署旧址（横坎头）、浙东抗
日军政干校旧址（横坎头）、浙东敌后各界
临时代表大会旧址（正蒙街）、浙东鲁迅学
院旧址（甘泉畈）、《新浙东报》社旧址（横坎
头）、浙东银行旧址（横坎头）、浙东韬奋书
店旧址（镇老街）、《战斗报》社旧址（晓岭
街）、南山县委政府旧址（晓岭街）、谭启龙
旧居（横坎头）、何克希纪念室（横坎头）等。

国务院9月1日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抗
战纪念设施、遗址，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旧
址名列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