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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岁老人
收集党史资料60多年

“宁波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成立
于松岙，松岙涌现出了卓恺泽、卓兰
芳、裘古怀等革命烈士，然而很多史
料细节无从考证，63年来我查阅资
料，走访烈士后人和村里的老人，不
断佐证和丰富松岙的红色历史。”3
月30日，松岙镇街二村村民卓信康
向记者展示他60多年来收集的各种
松岙党史资料。

今年83岁的卓信康20岁时就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轻时，卓信
康当过乡村教师，经常要出黑板报，
于是他养成了随时记录和收集资料
的习惯。

记者走进卓信康的家，看到在
卧室、书房和客厅有序地摆放着各
类资料。“这些都是从各处收集的资
料，估计有几千份。”60多年来，每天
卓信康总要花上大量时间阅读研究
收集到的资料。其中，绝大多数内
容与松岙的历史、人文、党史资料有
关。

翻开泛黄的笔记本和日历本，
里面记载了卓信康参加过的各类会
议、党员活动等详情，其中还包括卓
信康收集整理各类党史资料的过
程。

卓恺泽是奉化第一位共产党
员。2003年，烈士卓恺泽的故居开
始筹建，但是缺乏有关他的文字和
图片资料。

“95年前，卓恺泽等人在松岙
成立了宁波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不
过，保存下来的相关细节的资料却
很少。”为了用文字更好地展示烈
士事迹，卓信康到当地档案馆查资
料，并走访村里的老人以及寻访烈
士后人等。终于，在一本上世纪80
年代出版的奉化县志中找到了相
关证据。烈士后代的口述结合县
志资料，宁波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
制度、成员等详细内容慢慢呈现在
人们面前。

为了收集资料，卓信康走遍了
松岙各个村，记录和整理了当地70
余个姓氏的资料、20多份家谱，分
散在松岙全镇各地的 260 多副对
联、20余块堂匾，拍摄了6000余张
各类照片、收集了各个时期的房屋
契约、拓印的碑文等，整理出地名历
史、名人事迹、烈士文稿手迹等，完
善和丰富了松岙地理、历史、党史等
资料。

卓信康收集到的很多实物资料
都已移交给了档案馆，但照片、复印
件还留在卓信康的家里。“如今，很
多资料都需要录入电脑中，这些留
下来的文字和图片，也是经过多方
求证整理，是弥足珍贵的党史资
料。这些资料不断丰富着烈士的形
象，拉近我们和烈士的距离。”卓信
康说。

记者 鲁威
通讯员 李贤君 袁伟鑫

自本报刊发寻亲报道后，热
心读者纷纷提供线索。北京市新
四军研究会葛大庆先生查阅到了
毛荣会烈士牺牲后在部队档案中
的记载：浙江鄞县大关区翁岩村
人，1943年 7月入伍，1948年 3
月入党，第20军60师179团2连
副班长，1949年4月8日在江苏
三江营牺牲，葬于江苏扬州东南。

这一“精准定位”，给本来毫
无头绪的寻亲工作带来了转机。

“我为烈士来寻亲”志愿服务团队

据此调查得知，“翁岩村”就是现
在的海曙区横街镇爱中村、朱敏
村、乌岩村。寻亲工作就此快马
加鞭地展开，海曙常青爱心公益
的志愿者进行进村入户寻访工
作，重点寻找3个村子90岁以上
的老人。

这一寻访工作，得到3个村
村委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相关
负责人更是全程陪同寻找线索。

“这几天我们走访了3个村共50
多户，一家家地去找90岁以上的

老人，翻遍了最早的户籍资料，也
查找了村子里保存最原始的毛氏
族谱。”“我为烈士来寻亲”志愿服
务团队孙嘉怿说。

得知“烈士寻亲”，当地许多
村民都被动员了起来，到处打听，
询问自家老人或本村出去的年长
亲戚。终于，在 3月 28 日这一
天，寻访团队在朱敏村获知一条
重要线索：曾听村里老人讲过，早
年有户人家出去了一个长辈，去
当兵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海曙横街镇朱敏村发现重要线索

参加“三五支队”的毛仲康
会是毛荣会烈士吗？

《毛荣会烈士的后人 你在哪里？》追踪报道

3 月 24 日，本报响应
三江营革命烈士纪念馆的
“为全国 67 名烈士寻亲”
活动，刊发《毛荣会烈士的
后人 你在哪里？》一文替
烈士寻亲，引起各方关注。

3 月 29 日晚，一直为
此事奔走的“我为烈士来
寻亲”志愿服务团队向记
者传来一条振奋人心的消
息：海曙区横街镇朱敏村
一位当年参加“三五支队”
的老兵，数十年来杳无音
信，虽然名字对不上，但综
合种种信息推测，极有可
能就是毛荣会烈士。

“我为烈士来寻亲”志愿服务团队在朱敏村走访老人。

3月29日一大早，寻访团队
再次进山，到被提及的这户人家
作进一步的了解。这一户的男主
人叫毛水定，今年67岁。当寻访
团队问及其家里早年是否有长辈
出去参军，此后再无消息时，毛水
定回忆说，以前奶奶在世时，曾提
到过有个儿子（毛水定的二伯）当
兵去了，是死是活都不清楚。

毛水定说，二伯名叫毛仲康，
是十五六岁的时候偷偷跟着“三

五支队”（浙东纵队）走的。他的
父亲排行老三，按照年纪推测，如
果二伯仍健在，应该是95岁左右
的年纪。

然而，寻访团队要找的是
“毛荣会烈士”，和毛仲康是否是
同一个人？寻访团队提出了一
个假设：有没有可能改名了？“这
种情况很多，有些战士到部队后
参加了文化扫盲，会另外取一个
名字；另一方面，在战争年代，改

名也是保护家人的需要。”孙嘉
怿说。

这一假设得到了现年97岁
的朱敏村原书记毛如信老人的支
持。老人指出，部队记载的资料
里有个小错误：“当年这个地方属
于大社区而不是大关区，现在的
朱敏村就是当年的翁岩村。”而当
年的翁岩村出去当兵没有下落
的，符合年龄的“三五支队”的战
士只有毛仲康一位。

据记者了解，朱敏村是远近
闻名的红色堡垒村，曾经叫翁岩
村，涌现出了许多烈士，现在的村
名“朱敏村”就是以当年一位牺牲
烈士的名字命名的，而“朱敏”这
一名字其实也是烈士的化名。

94岁的“三五支队”老通讯
员姚招南老人至今还住在朱敏
村，老人回忆说，当年村里好多年
轻人都参加了“三五支队”：1945
年10月，部队奉党中央命令，分
别从余姚、慈溪等地横渡杭州湾
北撤；10月下旬，陆续渡过长江，
进入苏中根据地；11月中旬，到

达苏北根据地，在涟水县整编为
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三旅，1949年
整编为第20军60师。

根据“三五支队”的行军路
线，北撤后到江苏和其他部队会
师，那么，毛仲康有没有可能改名
毛荣会，取“光荣会师”之意？如
果这一推论成立，寻访团队找遍
整个翁岩区域都没人知晓，族谱
都查不到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
在部队改了名字的缘故了。

同样，如果毛荣会烈士确实
改了名字，也就可以解释为何他
牺牲后的烈士证根本没能送到家

中，只是送回原籍了。种种线索，
似乎都指向毛仲康就是毛荣会烈
士这一可能。

青山处处埋忠骨，当毛水定
得知毛荣会烈士牺牲、安葬在江
苏扬州三江营后，陷入了短暂的
沉默。“这应该就是我二伯吧？”毛
水定说，今年清明节，他扫墓时会
把这个消息带给奶奶的，“过去了
72年，她一直牵挂的儿子，找到
家了。”

记者 马涛 通讯员 孙嘉怿
图片由“我为烈士来寻亲”志

愿服务团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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