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宁波解放前后发生的事情，父亲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时常说起，每每提及解
放故事，父亲总是既高兴，又感慨。”沈季民
一面说，一面向记者展示其父亲沈宏康关
于宁波解放的回忆文字。

1949 年 4月，中共浙东临委、浙东行
署、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政治部
联合发布《为迎接胜利告浙东人民书》，几
天后，四明总联络站又送来《四明简讯》号
外，报道中写：4月21日，我人民解放军百
万雄师横渡长江，23日，解放南京。

后来，慈镇县的同志们向镇海、慈溪两
县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发出信件。信中明
确提出：要他们认清形势，早日弃暗投明，
戴罪立功。

不久就收到效果。1949年4月初，国民
党慈溪县的教育科长黄际风，在我党澥浦
支部的策动下，表示愿意弃暗投明，来到慈
镇县办事处。一路上，黄际风看到群众对我
党我军热烈支持，又观察到我党干部奉公
廉洁的工作、生活态度，大发感慨。

“我父亲在回忆录中，特地记录了这位
黄科长当时所说的话：‘你们（我党）与老百
姓亲如一家，我想人心所向，天下大事已
定。现在县里头人心惶惶，都知道日子不长
了，都想走想散。’我父亲就向他传达我党
的政策，同时提出具体要求。”

1949年5月，宁波解放近在眼前。5月
22日，反动派龙山区区长姚鹏程，带着98
人以及90条枪找到我党澥浦支部，正式交
出武装。

几天后，驻三七市的反动派保警中队
长率所部40人，也在我党组织的策动下，
在慈城率部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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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隐蔽坚持、武装斗争到迎接解放

回忆父亲沈宏康
沈季民讲述慈镇解放的那些事

作为中共慈镇县的县工委负责人，对于
镇海县城的解放过程，沈宏康也写在回忆
录中。

早在1949年 5月中旬，解放大军和四明
山部队在绍兴胜利会师时，组织上就已经决
定派遣沈宏康和陆子奇同志，带领一批本地
干部与南下干部在镇海县城会合。

5月 20 日晚，留守镇海的地下党员，连
夜印制传单、歌单，并抄写我党的“约法八
章”，对镇海的进步人士进行宣传。同时以学
子们野外学习为名，借机绘制西门外敌人防
御工事，画成草图后，上交组织，以便大军攻
城之用。

5月 25日下午，镇海西门外的交通全部
断绝，几声炮响后，解放大军兵临城下，反动
派的部队闻风而逃。26日黎明，镇海迎来解
放。我地下党的同志，迅速与22军 66师 198
团取得联系，引导解放大军追击溃逃之敌，并
发动镇海的师生们张贴布告、标语，稳定群众
人心。由镇海中学的学子们组成的秧歌队、腰
鼓队涌上街头，敲锣打鼓，欢迎解放军，欢庆
镇海解放。

“今年是宁波解放70周年的大日子，每次
看到有关纪念解放的新闻报道，我都会想起
我的父亲。父亲时常怀念解放战争从隐蔽坚
持、武装斗争到迎接解放的艰辛岁月。1945年
9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时，慈镇县奉命隐
蔽坚持的包括我父亲在内，县区两级特派员
和其他同志仅有12人。到了1949年5月25日
宁波解放，已经发展到400多人。队伍先后经
历大小战斗44次，击毙、俘虏敌人110人，拔
除敌人据点8处，为配合大军解放宁波做出了
贡献。”沈季民继续说，宁波解放后，父亲在新
成立的中共镇海县委员会、镇海县人民政府
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后又担任宁波地委副书
记、宁波专员公署专员等职务。

“父亲生前说得最多的，就是慈
镇地区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人民
解放事业而献出生命的47名烈
士。其中包括父亲的直接领导，
慈镇县的第一任县特派员蒋子
瑛同志，第二任慈镇县特派员
陈爱中同志，还有战友和搭
档，县大队长郑侠虎等同志，
他们的音容笑貌，那舍生忘
死的献身精神，激励着父亲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地努
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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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5月中旬，沈宏康兼任新组建
的县支前办事处主任。

5月25日，宁波解放。沈宏康所处支前
办事处附近的群众听闻市区解放，争先恐
后将慰问品送到办事处。“慰问品的种类很
多，有些群众还在糕点上印了红色五角星。
这是慈镇人民在苦难中盼望解放的一片心
意。5月26日，整整装满7辆卡车的慰问品，
由我父亲代表慈镇人民运送到宁波市区。”

第二天上午，时任22军政委兼宁波军
管会主任的丁秋生接见了沈宏康。这位老
红军穿着一双草鞋，热情地说道：“你们坚
持游击战争的同志辛苦啦！感谢宁波人民
的支持和慰问！”

“随后，我父亲与丁秋生同志一起吃了
一顿中饭，这顿中饭让我父亲念叨了大半
辈子。开饭前，有一位战士陪着隔壁某饭馆
的伙计提着三个小菜，端上桌。看到这3个
小菜，丁秋生同志当场就变了脸色，严肃地
批评道：七届二中全会要求我们继续保持
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应该从每一件事情
做起。听完这番话，我的父亲非常惊讶，这
三盘很普通的小菜，丁秋生同志却那么重
视，不让一点骄奢之风起头。此后几十年
间，每每说起那顿午饭，我父亲就会感慨地
说，丁秋生同志的这番话，一直在耳边回
响，我党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丁秋生同志对我父亲说过一句，万里
长征我们只是走完第一步，今后建设宁波
的任务还很艰巨！在日后的工作中，我父亲
就常用这句话来告诫自己，要用自己的一
生为人民服务。”沈季民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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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镇县对于许多宁波市民而言，
这是一个相对陌生的行政地名。该县
区所属范围：东临大海，南到甬江，西
至姚江，北延伸杭州湾。慈镇县是我
党在解放前，为适应革命斗争需要所
设立的行政区划。

本期《红色记忆，见证东方港城
与共和国的新生》的讲述人是沈季
民，他告诉记者，他已故的父亲沈宏
康在解放战争中，从 1947 年起，担任
中共慈镇县工作委员会委员，县办事
处副主任，兼“小顽强”部队（县大队）
教导员等职务。拿出他父亲的回忆
录，以及保留至今的老物件，沈季民
说要把1949年5月25日前后故事，告
诉现在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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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季民在读父亲沈宏康写的回忆录沈季民在读父亲沈宏康写的回忆录

沈宏康曾用过的皮包沈宏康曾用过的皮包、、弹夹以及荣获的纪念章弹夹以及荣获的纪念章

“父亲生前说得

最多的，就是慈镇地区

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人民解

放事业而献出生命的 47 名烈

士。他们的音容笑貌，那舍生忘

死的献身精神，激励着父亲为

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地努力

工作。”

——沈宏康之子沈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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