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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燎原部队，准备接管城市
穆崇德,宁波庄桥穆家人，儿时随父亲迁居上海，

日军侵占上海后，为了活命一家人回到宁波。好不容
易熬到日寇被驱逐，又被国民党接收大员们整得苦不
堪言。“困苦的日子，在同学们中就流传着一首民谣
《老天爷》：‘老天爷（指蒋家王朝）你耳又聋，眼又
花，……你不会做天，你就坍了吧。’这就是当时我和
进步同学对反动政权的满腔愤怒和对新生活的热切
企盼。”

迫切寻求光明的穆崇德，在同桌好友陈祖裕介绍
下，开始接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西行漫记》《文
萃》《群众》《时代》等进步书籍和刊物。后来又被介绍
进入“燧火社”开始新一阶段的学习。“燧火社是党组
织领导的，通过学习革命理论，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
思想理论水平，从而影响和团结周围要求进步的青年
的外围组织。”

1949年2月，淮海战役接近尾声，解放战争胜利
已成定局。浙东临委为迎接解放，接管城市，决定建立
浙东人民革命干部学校，干校对外号称燎原部队。燧
火社决定分批输送成员上山，当时和穆崇德一起上山
的共十几个进步青年。

在干校前后两个来月时间，穆崇德与其他学员的
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有时上大课听报告，大家就在一个
大广场席地而坐，双腿竖起，膝盖做板桌记笔记；大多
时间是自学和小组讨论，学习内容包括：《目前形势和
我们任务》《反对自由主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根
据穆崇德的回忆，学习重点是端正入伍动机，以后转入
学习《入城手册》等有关城市政策和接管城市的注意事
项。闲时同志们学唱革命歌曲，干校生活既活泼可爱，
又纪律严明。

填写肩章，解放后的第一份工作
“1949年 5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已经彻底放弃绍

兴，继续向南方溃逃。浙东临委决定进军绍兴，干校学
员也立即集合向绍兴进发。为了抢得时间，我和同志们
跑步前进。不多久，我已累得气喘吁吁。我的组长叶明
大姐，原是上海纱厂的女工，见到我那副狼狈相，立即
和另一个男同志一起，分别把压在我肩上的步枪
和粮食接了过去。那时候的同志情谊，至今依然
难忘。”跑到绍兴后，穆崇德所在队伍与22军
将士们成功会师。他也接到了新的任务：宁
波解放后到市军管会秘书处报到。

绍兴距离宁波115公里，穆崇德和同
志们又开始艰苦的跋涉，这次的目的地
是家乡宁波。“当时行军速度很快，队伍
第一天从绍兴赶到了曹娥江畔，第二天
来到余姚，第三天就到了江北郊区的压
赛堰。对我个人而言，从来也没有连续走
过这么长的路。那会是五月下旬，烈日暴
晒，还要提防国民党飞机扫射。虽然只带些
简单的包裹，但真是累得喘不上气。每到一处
暂时休息所，不顾地上多脏，就躺倒了，甚至饭
也懒得起来吃，脚底起泡了，只得咬咬牙齿，不敢
掉队。一路上严守纪律，毫不惊动当地居民，更不拿群
众一针一线。”

到达压赛堰后，穆崇德与战友们休息了一天。到了
第二天大家稍微整理了一下容装，就进城到设在原国
民党鄞县县政府内的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处报
到。“那时候，宁波刚解放，我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给
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人员填写肩章。能干这份
工作，原因大致是我念过一年半的高中，能识文断字
吧。”回忆起自己第一份革命工作，穆崇德很是自豪。

参加革命、宁波解放、开国大典

“1949年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年”
参加革命、宁波解放、开国大典

“1949年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年”
1949年5月25日宁波解放，6月1日，宁波市军事管制

委员会创办了《宁波新华电讯》，对宣传党的政策、维护社
会稳定、恢复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宁波军民需要有一张更加规
范的报纸来替代《宁波新华电讯》。1949 年 8 月 8 日，中共
宁波地委机关报《甬江日报》应运而生了。

本期《红色记忆：见证东方港城与共和国的新生》，由
解放后初代报人穆崇德讲述《甬江日报》创刊前后的那些
故事。 □通讯员 王泰栋 记者 朱立奇/文 张培坚/图

“宁波解放虽然过去了 70
年，但是1949年是我永远难忘的
一年。这一年，宁波解放，港城换
了天日；这一年北京天安门前举
行了开国大典，中华民族从此结束
百多年来的屈辱历史；这一年我脱
下了学生装，换上军装，成为党领
导的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从此，我
的命运和党的事业紧紧地连在一
起。”——穆崇德。

顶着敌机轰炸，保证报纸天天出刊

宁波解放后，市军管会十分重视新
闻工作，经过几天的准备，6月1日，《宁
波新华电讯》正式出刊，内容主要转载新
华社的通讯稿，没有宁波地方新闻。

不久，中共宁波地委成立，决定出
版《甬江日报》，刊发报纸就急需一批采
编人员。当时在地委工作的穆崇德调入
报社。

“我记得，和我一起工作的，大多是
负责编写浙东革命根据地四明工委机关
报《四明简讯》的同志们。解放初期，由于
物资很紧张，就实行供给制，吃的是大锅
饭，每人每月有少量的津贴费。同志们日
常工作、生活在一起，亲密无间，大家的
津贴费往往是一起拿出来共同使用，一
起花费，不分你我。还有一件很温馨的事

情，到了夏天，蚊子出没，几个同志合用
一顶单人蚊帐。大家把脑袋放进帐子里，
身体就管不着了，用被单一盖就算避蚊
了。”穆崇德回忆说，最初的日子，虽然生
活条件很艰辛，可那股为革命事业奋斗
的精神，至今怀念。

1949年 8月 8日，经过两个多月的
准备，《甬江日报》正式出刊。17岁的穆
崇德，虽然念过几年书，可新闻工作一窍
不通。为了尽快熟悉工作，穆崇德利用一
切业余时间向新闻战线的老同志学习。
自己还琢磨哪些事件是新闻，如何写新
闻报道，如何写导语。“在担任报纸编辑
的时候，我把全国各地报纸上优秀的标
题摘抄下来，一有空就对着这些标题看，
多看多学，进步得也快些。”

1949年8月8日，《甬江日报》出刊

宁波解放后，国民党败兵逃窜到舟
山群岛，伺机反扑。为了扰乱宁波人心，
就不间断派出飞机，对宁波地区进行轰
炸、扫射，尤其是灵桥、江厦街一带受损
最严重，无辜群众流血，群众恨透了蒋
匪军。

当时报社位于和义路（今天的和义
大道），江厦街与四明电话公司之间，属
于空袭高危地带。只要空袭警报一响，同
志们就立马带上稿件跑到郊区躲避，等
到天黑了，飞机不敢来了，再回到报社工
作。“我们把躲避空袭称为‘逃警报’，
一段时间几乎天天如此，虽然要
躲避空袭，可同志们的工作
效率没有被影响，保证了
报纸天天出刊。”

1950 年 7 月 7 日
《甬江日报》停刊。

“此后又经历了《宁波时报》《宁波大众》
《宁波报》《宁波日报》等名称的多次变化。
可以说，每天与宁波市民见面《宁波日报》
的前身就是《甬江日报》了。”在报社工作
17年后，穆崇德调入地委宣传
部，一直干到
离休。

穆崇德敬起军礼来精神抖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