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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9B_E5_86_9B_E6_c34_518212.htm 各位游客： 这里是梁

弄晓岭街103号，这幢晚清时期四合院，称“小源和”，抗日

战争时期，这儿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驻地，现为新

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纪念馆和史料陈列室，是余姚市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宁波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41年 4月，

日军发起宁绍战役，浙东沦陷。5月9日，中共浦东工委根据

毛泽东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批示，派抗日武装分批南渡浙

东，挺进浙东敌后战场。在以后四年中，浦东南进的抗日武

装和浙东各县地方党的力量及华中局派来的一批干部，在浙

东区党委、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奋斗

，创建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当时

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浙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奋勇抗战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请大

家看一看浙东抗日根据地示意图） 现在我向大家介绍第一部

分陈列的内容。请看这里展出的8幅照片，记录了1941年 4月

，日本侵略军攻占浙东地区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侵略罪

行。日本侵略者滔天罪行，激起了人民强烈愤慨。（请看下

面照片） 浙东地方党组织纷纷发动群众，筹组抗日武装和组

织。1941年6月，中共镇海县工委组建“江南独立大队”（此

为“江南独立大队”成立地点镇海大王贺王家祠堂）。绍兴

党组织成立“皋北抗日自卫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

争。中共余姚县副特派员王益生同志为筹组抗日武装而英勇

牺牲。 “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出了开辟浙



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决策。1941年5月至9月，中共浦东

工委领导的抗日武装九百人分七批南渡浙东开展敌后游击战

争。这支部队分别称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简称五

支四大）、宗德公署第三纵队（简称宗德三大）及淞沪游击

队暂编第三纵队（简称暂三纵）。在浙东地方党和人民群众

的配合下。浙东抗日武装在与日、伪、顽的斗争中发展壮大

。（这三幅照片是1941年4月7月，浙东抗日武装在浙东各地

相继成立） 南渡部队一踏上浙东，就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

争。1941年6月18日，在庵东相公殿，五支四大和宗德三大对

前来抢劫的日寇进行了伏击，打死打伤16人，首战告捷（相

公殿战斗）。10月22日，宗德三大在余姚横河与日军发生遭

遇战，大队长姜文光、副大队姚镜人等29人英勇牺牲（横河

战斗）。11月，暂三纵在余姚梅园与日军激战，三大队大队

长陆阳在战斗中牺牲（梅园战斗）。南渡部队的作战行动，

重挫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打下了基

础。 1941年11月，朱之光、赵瞻、周曼天等在抗日武装支持

下建立了“四明游击指挥部独立大队”。 现在请大家观看第

二部分“成立三北游击司令部，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这

一部份有43幅照片，全面地反映了根据地创建的这一段历史

。 1942年7月下旬，中共浙东区党委在慈北宓家埭成立。同

年8月13日，在慈溪鸣鹤场金仙寺成立了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

令部，统一领导浙东抗日武装力量。9月，浙东区党委提出“

巩固三北、开辟四明”的战略方针。10月，谭启龙、何克希

、张文碧率领司政机关 、四支队、教导队挺进四明山地区。

这是1943年初，三北游击司令部、政治部所在地陆埠袁马。 

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的成立，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



的恐慌。1942年11月28日，反共顽固派头目艾庆璋纠集三千

多兵力，大举进犯三北地区。我军被迫自卫还击，经周家路

、登州街、谢家塘、小越等战斗，全歼敌人，取得了第一次

反顽自卫战的胜利。三北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小越战斗旧址

、鸡笼山战斗旧址）。 在反顽的同时，我军又开展了反“清

乡”的斗争。1943年春，日伪军大规模进犯三北地区，我军

在黄沙湖、天元市、半浦等地连战连胜，粉碎了日伪的“清

乡”计划（黄沙湖战斗旧址）。3月30日，我军在慈北万岙伏

击日军，全歼日军，缴获大量武器（万岙战斗旧址）。 在三

北游击根据地日益巩固的形势下，我军不失时机地发动了解

放姚南重镇梁弄的战斗。1943年4月22日，我军分三路奔袭梁

弄。经过两昼夜的激战，突破了敌人坚固的防线，胜利攻占

了梁弄。梁弄的解放，使我军在四明山腹地取得了一个至关

重要的战略据点（狮子山战斗）。不久，浙东区党委及三北

游击司令部司、政、后机关进驻梁弄。梁弄成为以四明山为

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区党委、司令部、教导

大队旧址）。 （介绍司令部的五位领导人） 请大家观看第三

部份 为适应对敌斗争的新形势，新四军军部于1943年12月命

令浙东抗日武装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从此，

浙东抗日武装结束了灰色隐蔽，树起了新四军的旗帜。新四

军浙东纵队广大指战员立即投入到打击日、伪、顽的斗争。 

（这些照片，反映了浙东军民抗击日伪战斗史实）。 1944年4

月14日，纵队五支队四十队在鄞县后屠桥遭到日、伪、顽

的600余人联合围攻，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战斗持续了一天

，37名同志壮烈牺牲（后屠桥战斗）。 1944年5月9日，金萧

支队八大队在义乌吴店塘而桥附近与日军激战，打死日军20



余人（吴店战斗）。 1944年5月27日，浙东纵队金萧支队在诸

暨墨城坞击退伪军两个团的疯狂进攻，歼敌200余人。战斗中

，金萧支队一大队大队长，曾任余姚中心县委书记的朱学勉

同志壮烈牺牲（墨城坞战斗）。 1944年6月7日，纵队三支队

第一、四中队突袭了镇海的洪桥伪军，俘获日伪军28人（奇

袭洪桥）。 1944年8月25日，纵队海防大队的第一中队70余人

在大鱼山岛突遭日伪500余人及飞机的海陆空联合进攻，激战

七小时，毙敌100余人。我军有41人在这场战斗中牺牲（血战

大鱼岛）。"#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