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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部队驻扎在无锡，和平解放真好

原无锡市党史办主任杨玉
伦表示，无锡是一座有着悠久
革命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英
雄城市。在党的初创时期，无
锡是全省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
区。在大革命时期，英勇牺牲
于军阀孙传芳密令下的周水平
烈士和被陈云同志称为无锡工
人运动先驱者的秦起烈士，是
省内最早一批为工农革命运动
捐躯的共产党员。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宜

兴、无锡、江阴接连爆发的农民
暴动，打响了江南武装反抗国
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点燃了
大江南北农村革命斗争的熊熊
烈火。在抗日战争时期，无锡
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的第一站和
重要的立足点，是新四军第六
师的诞生地和苏南抗日根据地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放战争
时期，地下党对无锡民族工商
业者的团结和争取工作，以及
对江阴黄山炮台的策反工作，

堪称我党统战工作的典范。
杨玉伦说，无锡还涌现出

了一大批重要的党史人物，其
中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就有 10
位，可以说在革命斗争的每个
历史时期，无锡始终走在时代
的前列，书写着光荣的篇章。

昨天，原市人大财经工委副
主任周炎运还在烈士陵园讲述
了秦起烈士的故事，并为积余实
验学校五(2)中队授秦起中队队
旗。（晚报记者 黄孝萍/文、摄）

100通红色书信亮相
本报讯 无锡博物院特遴选院藏相关书信

100通，汇为《百年飞鸿见初心：无锡博物院藏
红色书信选编》一书，于近日正式出版，其中大
部分为首次公开发表。

红色书信讲述了上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
的峥嵘岁月。无锡博物院征编部副主任陈如芳
介绍，院藏红色书信文物总数500余件（含明信
片、复写件，不含复印件），此次选编的100通书
信每一封都与无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写信
人或收信人中，有著名的无锡籍烈士秦起、李伯
敏、严朴等，有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笙、秦柳方
等。同时，书信主题包括家书、致好友的信件、
工作往来信件、慰问信等，弥足珍贵。这批红色
信件时间跨度大，涉及人物较多，且所处的社会
阶层、从事的职业和在中国革命或建设过程中
承担的任务都不相同，内容也差别很大。但总
体而言，这些书信都蕴藏着写信人崇高的革命
信仰，富含值得传承的红色基因。

16开本，近400页的选编，记者拿在手里
都觉得沉甸甸的。陈如芳表示这批红色书信保
存情况较好，仅有部分书信因年代久远、纸质脆
弱、流传中保存条件不佳等原因，出现了破损、
字迹漫漶不清等情况。对此，博物院在编辑该
书时特意将信件内容进行全文还原并做了内容
释读，让每一位读者更便于获取信息，更好地了
解信件背景和其中所包含的家国情怀。

记者现场阅读了李伯敏写给父母亲的信，
言辞恳切令人动容。写信时正值1940年新年
刚过之际，李伯敏因在江西开展革命工作不能
与亲人团聚，他在信中写道：“我是爱家的，爱我
苦难的家，爱我年迈的爸妈！但我也爱千千万
万人的家……他是愿意自己的家太平舒适过日
子的，但他更愿千千万万人的家都太平舒服过
日子。”

据了解，目前部分红色信件于无锡博物院
西区一楼展出。后续，该选编也将捐赠一批给
无锡市图书馆，为无锡地区革命史的研究提供
可参考性资料。 （殷婉婷/文、摄）

聆听无锡解放故事，继承前辈革命精神

73年前的那一刻激动人心

新华书店开进无锡法院

本报讯 近日，由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与无
锡新华书店合作共建的“法院·凤凰书苑”在市
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揭牌启用。

走进法院综合楼的11楼，联排的书架、开
阔的阅读空间映入眼帘。据了解，此处原本为
法院的图书馆，陈设了15000多册法律、政治
等专业书籍。如今，在无锡新华书店的重新规
划布局之下，再次焕发新生。这是无锡落地的
首家“凤凰书苑”，也是全省法院系统与新华书
店合作的首家阅读空间。

“此次新增3000多册书籍，还特设‘二十大
主题书架’，满足法院干部员工党政理论的学习
需求。”新华书店相关负责人周丽强表示，法院
还同步成立了“凤凰读书会”，第一课“你不了解
的抗美援朝战争”由原江苏省锡山中等专业学
校书记张穗丰主讲。 （殷婉婷）

1949年4月23日晚上11点，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光复门进入无锡城内，宣告了无

锡解放。无锡人民在各级党组织的帮助下，掌握了管理城市的钥匙，完好地保护了

城市，迎来了和平解放。昨天，记者采访了这段往事的亲历者和相关的党史研究者，

一起来回望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今年 92 岁的董振泰是淮
安人，作为渡江战役的亲历
者，昨天受无锡市革命烈士陵
园管理中心邀请，参加了庆祝
无锡解放73周年座谈会。他
还记得，1949年 4月 20日，中
央发起了渡江战役。他所在
的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二
野战医院从江都出发，渡江
后，就驻扎在无锡石塘湾，接
收当时郎溪战役中的伤兵，帮

助伤员进行治疗。他当时是
卫生员，因为无锡和平解放，
不需要救治伤员，就没进入无
锡城内。很快，他又从无锡步
行到太仓、常熟等地接收上海
战役的伤病员，还在南通收治
了国民党战俘。

这一切做完之后，他又来
到了无锡洛社镇的白沙桥
村。“我政治生命的起点就在
无锡，1949年 6月 12日，我在

白沙桥村成为了党员”，董振
泰表示，他还跟随司务长到无
锡城里采购伙食，从此和无锡
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直对
无锡深怀感情。

1982年，他到无锡101医
院当副政委，并在无锡离休。
在现场，他还叮嘱积余实验学
校的孩子们，让他们好好学
习，“年轻人是希望，是未来，
要走在时代的前列”。

宣布解放的电波传来，百姓欣喜若狂

图为周炎运授秦起中队队旗图为周炎运授秦起中队队旗。。

“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
江，解放了江阴，现在，解放大
军已经抵达无锡……”1949年
的4月24日凌晨，无锡上空传
来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全国
进军的命令》和《解放军入城的
约法八章》的声音。这是无锡
北门的社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
电台根据地下党和渡江先遣人
员的布置广播的，它给无锡解
放增加了传奇色彩。

原市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

富耀南表示，1949年4月23日
晚上 11 点，无锡城里的百姓
大多已进入梦乡，隐约听到外
面传来几声枪声。还有人看到
了天空中的三颗红色信号弹，
这正是胜利的信号。一些百姓
透过窗户看到许多解放军和衣
睡在大街上，而此时另一支部
队则进入了省立教育学院，和
当时的台长接上了头。三个小
时后，也就是24日凌晨2点左
右，按照计划开始播放解放军

顺利渡江的消息：我们的队伍
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
无数无锡人如梦初醒，奔走相
告。

据介绍，这家电台原本是
一座民众教育的实验电台，由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抗战前创
建。学院里有不少地下党员，
他们作为进步力量，从地下党
那里接过短枪，在无锡解放前
夕日夜值守，保卫电台，并按约
定播放解放军的信息。

淬炼了革命精神，为无锡发展提供巨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