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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中午，和张人亚党章学堂
隔着霞浦中路“相望”的一处二层楼
房，工人们正在紧张施工。北仑区
霞浦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楼维娜说，
不久之后，这里将成为由张人亚党
章学堂联合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共
同打造的“伟大开端”党史展厅。

“伟大开端”只是一个开端。在
建党百年的重要时刻，张人亚党章
学堂也将升级为“2.0版”：

牺牲较早，加上革命生涯中很
长一段时间从事的是秘密工作，留
存至今的关于张人亚的史料十分有
限，但他的家乡后人从未放弃过探
寻，将继续挖掘党章背后的故事，推
出“张人亚与党章”主题展。

同时，霞浦街道还将对校史馆、

党群服务中心、影视体验馆等阵地
进行新建改建，并在菜场、公园、河
埠头、城市书房、爱心食堂等与群众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生产生活场景
中融入红色基因。

“我们将通过原点提升、扩点串
线、连线成面，将张人亚党章学堂打
造成为一个红色旅游综合体。”楼维
娜说。

楼维娜说，这一综合体还有个
很好听的名字，叫“和美党建、幸福
生活”。“这里将集中展示党委政府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创新实
践成果，让学堂走出院子，让党建融
入民生，让初心和使命更清晰可见，
可永续传承。”

记者 石承承

张人亚党章学堂：

从党章学堂
到“和美党建”综合体

开栏语：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建党百年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认真回
顾百年征程，才能更好砥砺前行。自2月1日起，宁波晚报联合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宁波市档案馆推
出《探寻红色印迹，记录百年巨变》栏目，通过全媒体蹲点式采访，深入探访中共宁波党史上重大事件的发
生地，用心挖掘宁波共产党人在百年征程中展示的伟大精神和时代价值，生动展现宁波的党员、群众立足
新阶段，齐心协力开创新局面，团结一心创造新生活的强大力量。

1月27日上午，一批又一批媒体的到来，让北仑区霞浦街道
的张人亚党章学堂在阴郁的天色中显得格外热闹。

自2017年12月1日开馆以来，这里成了我市党员接受教育
必到的“打卡地”，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前来参观学习，
截至目前已接待省内外参观人员近4000批次15万人次。

在建党百年的重要时刻，这个以“中共第一部党章的神秘守
护者”张人亚命名的党章学堂迈出新征程，向红色旅游综合体转
型，向提升社会治理、体现时代价值升级。

记录历史伟业 展现百年风华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昨日上
午，宁波市委宣传部、宁波市记协在
北仑区霞浦街道张人亚党章学堂举
行“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大型主
题采访活动启动仪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
久弥新，记录历史伟业、展现百年风
华，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
程和伟大成就，才能更好凝聚立足新
阶段、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在启动仪式上，宁波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市新闻办主任李贵军表示，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广大新闻工作者
要走进历史深处，走进人民心间，走
进奋斗一线，用笔触和镜头，记录、展
示中国共产党为国家、为民族建立的

丰功伟绩，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
力量。

李贵军同时还对这次大型主题
采访活动提出了几点要求，强调这次
采访活动要求展开全媒体蹲点采访，
新闻工作者要扎扎实实走到一线，走
入基层，将其作为新闻战线开展“四
力”教育实践的生动课堂，借此机会
不断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推
出一批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
闻作品，同时要结合深入推进媒体融
合，做好各传播平台的统筹宣传，强
化全媒体报道，让新闻报道更具有感
染力、影响力。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宁波广播电
视集团、各区县（市）融媒体中心的记
者代表参加启动仪式。

在张人亚党章学堂展厅外，
一块展板格外引人注目：“2017
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
近平带领政治局常委们瞻仰中共
一大会址。当习近平总书记了解
到该本《共产党宣言》是由一名共
产党员的老父亲放在衣冠冢中方
才保存下来，连称‘很珍贵’，并问
道：‘那你说的那个人呢（张静
泉）？’”

“总书记之问”引出一段尘封
的红色传奇故事：

1927年冬天，在白色恐怖笼
罩下，张人亚（原名张守和，字静
泉）冒着生命危险将一批党的重要
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带回霞浦
老家，交给父亲张爵谦代为保管。

张爵谦虽是普通百姓，但深信
儿子参加中国共产党是“正确的选
择”，也深知这批文件书刊的重
要。他对外佯称儿子长期在外，杳
无音信，恐怕早已不在人世，并为
其修建衣冠冢，将这些文件、书刊
精心包好，埋入墓内。

为避免引起敌人注意，张爵谦
在刻墓碑时故意少写一个“静”字，
刻成“泉张公墓”，良苦用心可见一
斑。

直到1950年全国基本解放，
未能等回儿子的张爵谦才说出埋
藏20多年的秘密，将这批珍贵的
文件书刊从衣冠冢中取出，托另一
个儿子张静茂带到上海，交给党组
织。

在张人亚秘藏的36件珍贵文
物中，“含金量”最高的是《中国共
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是
唯一存世的“二大”中文文献；最为
大家所熟知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看到的《共产党
宣言》。

在张人亚党章学堂的展陈中
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决议案》复制品，这本巴掌大小
的册子包含了中共“二大”通过的
10个文件，其中就有《中国共产党
章程》，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的第一部党章。

翻开由中共宁波市北仑区委和
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
《纪念张人亚同志诞辰120周年》画
册，一段对张人亚的评价首先映入
眼帘：

“张人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
党员，中央苏区检查工作和出版发
行事业的重要领导者，上海金银业
工人运动领导人，为保存中国共产
党第一部党章等党的早期文献做出
了重要贡献。”

在北仑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盛
光杰看来，对张人亚的这段评价是
全面、中肯的，也是很高的。

通过几句话，张人亚短暂却又
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在眼前展开：

1922年，他出任上海金银业工人
俱乐部首任主任，组织工人罢工，取得

“增加薪资”“减少学徒期”等成果。
1928年4月，他被任命为中共

中央组织局交通科内交主任，7月被
任命为中央秘书处内埠交通科科长
（主任）。

1931年6月，他被党中央委以

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重任，在当
时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敢于结合实
际对党的错误路线进行纠偏，展现
出很强的政治定力。

1932年6月，张人亚调任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出版局局长兼总
发行部负责人、中央印刷局局长。
半年时间，他组织出版、印刷、发行
近20本著作，在普及马克思主义思
想、提高干部群众觉悟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令人惋惜的是，1932年12月23
日，张人亚在由瑞金前往长汀检查
工作途中病逝。半个月后，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
《红色中华》刊发悼文，称他是“最勇
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坚定理
想、百折不挠……张人亚身上闪耀
的精神品格穿越历史长河，至今熠
熠生辉，足以成为当下共产党员的
指引。

“他值得被更多人认识。”盛光
杰说。

“总书记之问”引出的红色传奇故事

“他值得被更多人认识”

向红色旅游综合体转型升级

记者代表展示“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大型主题采访活动旗帜。
记者 崔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