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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一份军
队的报纸，更是解放
战争的伟大见证。今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这段日子，我每天
都会翻看《麓水报》的
583 期，里面有《庆祝
宁波解放》的社论。这
些参加解放宁波的战
士，后来很大一部分
留在宁波，从解放者
成为城市的建设者，
他们的后代生活、工
作在宁波，成了‘石骨
铁硬’的宁波人。”

——中国人民解放
军22军老兵叶文艺

“22 军负责宣传的干部车文
仪告诉我，这份《麓水报》坚持办
下去很不容易，没有印刷条件，没
有固定驻地，没有正式编制，全靠
战士干部业余投稿，这些稿子百
分之九十九是在行军路上、战斗
间隙、马背上战壕里写的，然后由
战地记者王愿坚、张麟、闫吾等连
夜加班编稿子、刻钢板，油印出
来，不等天亮就发到部队。战争年
代队伍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其
它东西可以丢，小报（《麓水报》）
从没少过。”叶文艺感慨道，一份
诞生在战争岁月里的报纸，经过
血与火的淬炼，已经成为整支军
队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

《麓水报》除了及时传递信息，
还有一个意外收获。由于当时参军
的战士们大多都是农村出身，文化
水平较低，往往是一个识字的战士
或指导员念报纸，身边围满战友，
大家津津有味听着，脸上充满了期

待。只要听到熟悉战友的名字，就
会引来一阵激动的回应。许多不识
字的战士，在听报后，纷纷萌发了
学习知识的渴望。因此，《麓水报》
也成为许多战士扫盲的开始。

“这不仅是一份军队的报纸，
更是解放战争的伟大见证。这里
面不仅有解放宁波这样的历史时
刻，更是像纪录片一样，把 22 军
从山东一直打到宁波的全过程给
记了下来，这些宝贵的文字已经
成为解放战争的一部分，弥足珍
贵，难能可贵啊！”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这段日子，我每天都会翻到《麓水
报》的583期。里面有《庆祝宁波解
放》的社论。这些参加解放宁波的
战士，后来很大一部分留在宁波，
从解放者成为城市的建设者，他们
的后代生活、工作在宁波，成了‘石
骨铁硬’的宁波人了。”叶文艺说
道。

2222军老兵叶文艺翻开尘封的记忆军老兵叶文艺翻开尘封的记忆

诞生在血与火的诞生在血与火的《《麓水报麓水报》》
讲述宁波解放故事讲述宁波解放故事

《麓水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野七兵团22军军报，它诞生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以我军一
代名将王麓水命名，陈毅元帅为其题写报头。

“红色记忆：见证东方港城与共和国的新生”专题报道刊登后，22军老兵的后人，向记者提
供一则信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入伍，中国人民解放军22军老兵的叶文艺，有一套珍藏了几
十年的“宝贝”，共计21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野七兵团22军军报《麓水报》（复刻版）。

记者来到叶文艺家中，这位老兵，一面用微颤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打开《麓水报》，一面给记
者讲述关于宁波解放的新闻……

以牺牲将军命名
陈毅元帅题写报头

人民解放军第22军190团的老兵叶文艺向
记者讲述了《麓水报》的前世今生。

“《麓水报》的前身是《前线通讯》，由山东解
放军第八师在解放战争前夕创办的。1945年12
月，八师奉命攻打山东滕县县城。当时第八师师
长王麓水同志，亲赴作战最前沿做最后的部署，
不幸被敌军流弹击中，壮烈牺牲。为了纪念这位
将军，在其牺牲后的第二年，《前线通讯》更名为
《麓水报》，并请陈毅同志题写报头。”随着解放战
争的深入，八师编入新建的华东野战军第三纵
队，《麓水报》随之升格为纵队党报。1949年，三
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麓水报》
成为军报。此外，这份报纸还承担了负责向新华
社提供火线新闻的职责。

《麓水报》的“规模”并不大，仅有四开，由于
条件有限，不是用铅字印刷，而是用铁笔在蜡纸
上一笔一画刻写后，再在黄连纸上油印的。

“这是一份深受战士们喜爱的报纸，别看版数
不多，既有党中央战略方针的及时传达，又有最新
的战事信息、战情分析，还有部队剪影、英雄风采
等。它是一份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鼓舞着战士们
冲破一个又一个困难，最终解放全宁波和舟山。”

作为解放宁波地区的主力部
队，第22军接受党中央、中央军委
的命令向宁波地区进发，最早刊登
在《麓水报》1949年 5月 7日的头
版中。叶文艺向记者展示了那一天
的《麓水报》，上面用繁体字写着大
标题：向前，向宁波地区前进。

正文第一句：光辉的大进军，
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一下，我百
万大军立刻迅速突破了长江天险，
风卷残云一般，飞快地扫平了大小
匪军……

第二段内容则是：现在，同志
们，任务来了，前进，向宁波地区前
进。之后的文章，介绍了当时对于
宁波地区的范围划分，包括宁波、

绍兴、余姚、镇海、定海、慈溪、上虞
等县城。明确范围后，又对宁波地
区的大环境进行补充：（宁波）商业
繁荣、文化发达、人口众多、物产丰
富，有沪杭甬铁路贯穿其中，公路
水路均称便利。南有象山港，东有
舟山群岛为世界三大渔场之一，临
海定海皆为海防重地……

“短短数百字，将党中央的命
令，队伍要完成的任务，以及即
将解放地区的大致情况做了清晰
交代。可谓是脉络清晰，字字珠
玑。”《麓水报》刊发后，战士们斗
志愈发高昂，迅速向宁波地区挺
进，最终在1949年 5月 25日解放
宁波。

《麓水报》5月7日刊
向前，向宁波地区前进

解放宁波后，周边的战斗还在
持续。592期《麓水报》就记录了一
个战斗中发生的故事。

《战地群众热烈支援我军》：
在柴桥附近的战斗中，附近的商
铺、小摊看到解放军来了，纷纷
开店迎接。有一个老大爷赶着一
头猪来慰问战士们，说：猪就是
要杀给同志们吃的。还有其他附
近群众拿着一篮蓝鸡蛋送给解放
军，在鸡蛋上还有宁波群众写着
鼓励战士们的字条。霞浦镇的小

学生也组织起来，前来看望解放
军叔叔。一派军民鱼水情的感人
场景。

同一天，《麓水报》还刊发一则
题为《进城后》的文章，里面记录了
194团5连2班长刘洽德婉拒华兴
福行老板所赠送的一双布鞋。刘洽
德回答很朴素：我没鞋穿穿草鞋就
行，只要不打赤脚就可以。简单的
故事背后，是解放军战士铁一般的
纪律，这些言行一致的表现，赢得
了宁波人民的信任。

两篇报道讲述
军民鱼水情的感人场景

宁波解放者
大多成了宁波人

□通讯员 傅立宪 记者 朱立奇 文 张培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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