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5月25日，宁波解放，我带着武工队正在大岚山，听到解放军也

解放了奉化溪口，就派出奉西乡副乡长芦苇去往溪口与解放军联络……”这

段文字，讲述人是现年98岁，曾让反动派闻风丧胆的武工队长虞鸣非。

今天解放宁波的独家回忆，就从新四军老战士虞鸣非，这位耄耋

老人的讲述中展开。 □通讯员 王泰栋 记者 朱立奇

1947年5月以后，虞鸣非先后
担任了四明山梁弄左溪乡党支部
书记，1948年调到大岚区（镇）当
区委副书记，兼武工队长。虞鸣非
虽是女同志却能双手持枪，令敌人
闻风丧胆，四明山第一位女武工队
长威名远播。

1949年 5月 25日，这一天宁
波市区解放，奉化溪口也同日解
放。解放当天，虞鸣非正带着武工
队在山上打游击，听到消息后，便
迅速派奉西乡副乡长芦苇前往溪
口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又过了几
日，虞鸣非再次带领战士们前往溪
口汇报工作的途中，残酷的战斗爆
发了。

“1949年 6月 1日清晨，我与
区干部还有武工队的战士们 23

人，从大岚区地母殿出发，经过亭
下村，走到村里的时候天色已晚，
就在村中学校里留宿一晚。第二天
早晨 6 点左右，突然遭到来自岩
坑、梅溪、驻岭等地来的‘反共救国
军’的包围袭击，一时间枪声四起。
我立刻命令武工队严阿葵带领几
个队员先冲出去，占据有利地形
后，掩护其他同志突围。”严阿葵
没有辜负同志们的期待，他率领
10来个战士趟过溪水，以坟滩为
依托，坚决反击。

战斗非常激烈，20多分钟后，
虞鸣非与严阿葵各自率领战士们
突围成功，虞鸣非与另外三位战友
按既定计划赶到溪口，向驻扎在奉
化溪口的 61 师师部报告了土匪
（反共救国军）的卑劣行径。

采访中，虞鸣非一次又一次提
起那场1949年 6月 2日清晨发生
的战斗。“战斗中，我们武工队的司
务长诸世义，炊事员沈荷花，队员
俞顺青不幸牺牲。其中，沈荷花原
本就是烈士遗属，她的丈夫在北撤
时牺牲，她还一度被反动派抓捕
过，因从她嘴里撬不出东西就被保
了出来，她在武工队做炊事员。”

说起沈荷花的牺牲，98岁的虞
鸣非依然非常痛惜。她回忆道，沈
荷花同志还有一个 10 多岁的孩
子，我一直放心不下这孩子就把他
带在身边，后来要去奉化县委工
作，不得已把孩子拜托给了当时担
任余姚县副县长的李华同志加以
照顾。

过了一段时间，虞鸣非去余姚
看孩子，孩子看到虞鸣非后，呜咽地
说：阿姨，我爸、我妈都牺牲了，我想
从江桥跳下去，死了算了。孩子这番
话，几乎要把虞鸣非的心给撕碎了。
当时她稳定了一下情绪，掏出一支

金星钢笔递给孩子，鼓励他要好好
生活，长大了要为人民服务。后来，
孩子没有辜负长辈们的期待，参了
军，还去了北京的军校学习深造。

“几年后，我的丈夫去北京出差时，
去军校看望了孩子，他的表现很好，
还立功受奖。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感
到可以稍微宽慰烈士的在天之灵。”

“70年前，在四明山打游击，解
放后剿匪战斗的经历，一幕幕就跟
在昨天发生的一样。看到现在祖国
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飞速
增长。这一切来之不易，要珍惜，要
努力啊。”虞鸣非告诉记者，由于工
作的原因，她先在宁波地区工作，后
到绍兴从事妇女方面的工作。最后，
在组织安排下，先后在上海美文丝
织厂、第14棉纺厂担任领导职务，
离休后和女儿一起生活在上海。

“虽然现在没有住在宁波，可对
于家乡的新闻一直都有关注，看到
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我是打心里
高兴。”

“70 年前，在四明山打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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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岚区（镇）区委副
书记，兼武工队长 虞鸣非

全村最早进学堂的姑娘
参加了革命队伍

作为慈溪最北面的村子，古窑
浦（村）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都归
观海卫管辖，其北临杭州湾，南接
中横线，东连淞浦，有着优越的地
理位置。本次故事主人公，现年98
岁的红色老人虞鸣非就出生在古
窑浦。

“在我出生那个年月，封建观
念很严重，女性是不受重视的。幸
运的是，我的父亲年轻时辛勤劳
动，通过围滩造田积累了一定的财
富。父亲颇有远见，把我送入了学
堂。我先是读私塾后又进入附近的
新式学堂，虽然只读了四年书，可
我依旧成了古窑浦300多户人家
中，第一个进学堂念过书的姑娘。”

说起自己读书的这段经历，虞鸣非
骄傲地总结道：“就是我念过书，有
文化，这为后来干革命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1941年4月，日寇入侵镇海，
同年6月18日，当时被称为“五支
四大”的新四军在相公殿伏击日
军，打死打伤日寇16人，这下三北
人民都知道有了抗日武装。7月，
新四军队伍来到古窑浦，并在村里
建起了办事处。新四军女干部徐伟
平就住在虞鸣非家中，看着革命干
部的作风，听着革命思想，革命的
种子在她心中扎下了根。1944年7
月，虞鸣非在东埠头参加了中国共
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宁波解放了
战斗并未结束

我党的纪律严明
绝不欠群众一分一厘

向61师的首长汇报完毕后，
虞鸣非决定赶往市区，向市里的
领导报告山区战斗详情。为了路
上的安全考虑，解放军61师派出
一个小队的战士护送虞鸣非赶到
市区。

在宁波市区，虞鸣非见到了
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四明工委书记，
解放后任中共宁波地委组织部副
部长的陈布衣同志。“我把在溪口
遭遇土匪袭击的经过，原原本本告
诉了陈布衣同志，我说：这班‘反共
救国军’其实就是四明山的土匪刘
子良、小雄鸡（绰号）他们，我们下
山了，土匪们上山了。陈布衣同志
听完我的汇报，点了点头，回答我
说：（中共宁波）地委已经了解这些
情况，准备立刻组织宁波军分区派
出部队上山剿匪。”听了陈布衣的
回答，虞鸣非这才放下心来，然后

就准备回山里。
刚准备起身离开，陈布衣又

叫住了虞鸣非，他特地拨付了一
笔经费让虞鸣非带回去，这笔钱
是用来支付武工队员们在大岚地
区打游击时，在群众家里吃、用、
耗费的各种费用。“陈布衣同志叮
嘱我，不能欠群众一分一厘，把钱
付清后，再让我去奉化县委报
到。”想起七十年前，那次来宁波
市区的经历，虞鸣非印象深刻，她
不停地念叨：“我党真是做到了不
拿群众一针一线。”

接下来军民合力在宁波地
区展开了大范围的剿匪战斗，并
配合城区金融系统的整顿，乡间
治安工作的开展，群众的生活迅
速安定下来。虞鸣非所说的那些
上了山的土匪，先后受到正义的
审判。

怀念牺牲战友
牵挂战友遗孤

9898岁的女武工队长虞鸣非讲述艰难岁月岁的女武工队长虞鸣非讲述艰难岁月

““打游击和剿匪战斗打游击和剿匪战斗，，好像就在昨天好像就在昨天””

游击队的战士们在行军游击队的战士们在行军（（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供图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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