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2年7月，谭启龙、张文碧、顾德欢等重返四明山，冒雨向梁弄烈士陵园敬献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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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包括三
北、四明、金萧、淞沪四个基本区和三东游
击区（鄞县、奉化、镇海三县东部和定海
县），面积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400万。

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内，建立了地、县、
区各级党的委员会组织，结束了长期处于
地下的状况，确保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加
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从
根本上保证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完成和浙东
抗战取得胜利。

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内，建立了浙东行
政公署及其所辖的4个专区级、17个县级
政权机构，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民兵和工
青妇组织。

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内，建立了主力部
队、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
制，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据不完
全统计，从1941年5月至1945年8月，新
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共作战643次，抗击和
牵制日军2万多、伪军2万多，光复县城两
座，攻克据点110多个，歼日伪军9000余
人，缴获各种火炮39门，轻重机枪217挺，
长短枪6800多支。粉碎了国民党顽固势
力向根据地的多次进攻

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内，建立了促进经
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发展农业与大生产
运动，兴办合作社，颁布春耕训令，推广各
种“帮工队”、“生产小组”、“合工队”、“代耕
队”等；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照章

征税和征收公粮；开办浙东银行，发行浙东
抗币，稳定金融；发展工商业，兴办兵工厂、
被服厂、布厂、印刷厂等。

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内，建立了促进文
化繁荣的制度、机制，兴办抗日军政干校、
浙东鲁迅学院，创办根据地报刊，新建浙东
韬奋书店，出版发行根据地书籍、报刊，活
跃群众文化生活；开展群众性的扫除文盲
运动，在游击区兴办流动冬学，帮助农民提
高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改革学校体制，提
高儿童入学率，提高教学质量；医疗卫生事
业得到长足的进步。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全
国广大敌后根据地创建和发展历史的一个
缩影。它充分证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
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
伟大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
伟大胜利。中共领导的浙东抗战中孕育出
了浙东抗战精神，这种精神是浙东人民弥
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核心意识、大局观念。浙东抗日根据
地从初创到巩固各个阶段，浙东区党委和
纵队司令部都把执行党中央、华中局、新四
军军部的命令放在首位，坚决以党中央为
核心，确保党的意志的贯彻落实。在每一
个重要历史节点，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始
终以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作为大局。

理想信念、无私奉献。抗战期间，中共
高举抗日救国、民族解放大旗，把远大理想
与当前目标结合在一起，集聚了一大批志
士为之奋斗。根据地犹如一块磁石，吸引
了无数心怀理想者，共同投身浙东抗战大
业。他们不惜抛家产、弃学业、别亲人，甚
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无怨无悔。

艰苦奋斗、舍生忘死。浙东抗战的这
四年，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上
至党政军领导，下至士兵群众，时刻处于

“扫荡”、“围剿”的危险中，住无定所，食无
定餐。艰苦的环境造就了革命乐观主义和
大无畏精神，都将生死置之度外。四年中，
英勇牺牲的共产党员和干部、战士有1200
多人，其中部队连以上、地方区级以上干部
牺牲190余人。

统一战线、民族大义。浙东抗日武装
始终处于日伪顽的夹击之中，面对极其复
杂的斗争形势，浙东区党委和浙东游击纵
队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争取和团结了一
大批开明绅士、爱国人士、国民党军队中爱
国官兵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有
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揭露和反对国民党
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以抗战大局感召之，不
计前嫌，努力维护国共两党在浙东合作抗
日局面，充分展现了我党的博大胸襟和远
见。

一心为民、血肉相联。浙东区党委领
导建设根据地，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维
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紧依靠
和充分发动人民群众，保护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抗日民主政府顺应了人民的
需求，政府、军队和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
得到了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为坚
持敌后长期斗争并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坚
实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全力支持根据地
建设、部队建设，是浙东抗战胜利的坚强后
盾和柱石。

勇于担当、率先垂范。浙东沦陷，人民
深陷生灵涂炭的绝境，党中央在关键时刻
作出开辟浙东敌后抗战的决策，救浙东人
民于水火之中，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始终保
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党政、军民同心协力。
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冲锋陷
阵，发挥了表率作用。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历史，是浙东军民
为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而浴血奋战的革命
斗争史，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用他们
的鲜血和生命，孕育了浙东抗战精神，为后
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继承革命
优良传统，为的是激励今人，开拓未来，创
造更美好的明天。中共宁波市委不久前召
开的十三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
定宁波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动
员全市上下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坚决扛
起“重要窗口”模范生的使命担当，奋力开
启高水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
程。我们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宁波全面
建设高水平国际港口名城、高品质东方文
明之都，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而共
同努力。

（本版图/文由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
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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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抗战精神
永放光芒

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共中央和华
中局领导下，浙东区党委组织华中局、
新四军军部派遣干部、浦东南渡抗日
武装和浙东地方党组织等三种力量，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共同团结奋斗，经
过四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创建了浙
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十九个
抗日根据地之一。浙东抗日根据地成
为新四军向南发展的前进基地，它直
接威胁日伪在沪杭甬的统治，抗击和
牵制沪杭甬地区的日军，配合英美盟
军在我国东南沿海作战准备，为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浙江省委召开浙东区党委暨浙东抗日根据地创建50周年
座谈会（1992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