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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4月20日

中共无锡工委为
完整保护工厂和城
市，配合中国人民解
放军解放无锡，在顺
丰德面粉厂成立工人
纠察队司令部，工委
副书记周晓华兼任司
令，华逸民任副司令，
沈仁涌任政委。

中国人民革命军
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
令朱德，向中国人民解
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
的命令。21日晚，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第 10 兵团强渡长江天
堑，在江阴一线迅速突
破国民党江防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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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据守在江
阴 要 塞 的 国 民 党
7000 余名官兵，在中
共秘密党员的策动率
领下，成功举行起义，
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渡江作战。

下午，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直
属特种兵纵队政委张
凯率部进驻江阴县
城，建立中国人民解
放军江阴要塞区军事
管制委员会。

清晨，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
10 兵团第 29 军第 87
师先头部队260 团进
驻江阴青阳镇。中午
继续南下，傍晚抵达
无锡北郊。

中午前后，国民
党无锡县军、政机构
开始撤离无锡。傍晚
前后，国民党无锡县
县长李资、国民党无
锡县警察局局长苗秀
霖离开无锡城区，经
南门水路向苏州方向
撤逃。

钱孙卿、薛明剑、
李惕平、冯晓钟等以
公私社团联合会召集
人的名义，拟定各项
临时警戒办法，命令
工商自卫团立即出
动，维护城区治安。

23 时,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 29 军第 87
师260 团在未遇到任
何抵抗情况下，由光
复门进入无锡城，同
时入城的还有第 87
师的259 团。无锡遂
告解放。

第 29 军军长胡
炳云、军政治委员张
藩率军部暂驻北门外
竹场巷。中国人民解
放军大部队由胜利门
进入无锡城区，受到
人民群众夹道欢迎。

无锡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包厚昌率先遣
人员抵达无锡，晚上
进驻县前街原国民党
无锡县政府。

本版由无锡日报与无锡市档案史志馆联合推出

春日的午后，苏家弄、崇宁弄“巷长团”“团
长”吴承俊像往常一样走街串巷巡查。这两条
弄堂与解放东路平行，小吴每天都会一路行至
解放东路，走上几个来回。一次次看着带有“解
放”二字的路牌，这名“95后”社区工作人员产
生了好奇：这条路，跟解放有关吗？

无锡市档案史志馆工作人员介绍，跟无锡
解放有关的地点，有前太平巷、县前街，也有解
放路。1949年4月25日，在老县署前太平巷1
号即原国民党无锡县地方法院所在地，挂出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无锡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牌

子。在县前街82号即原国民党无锡县政府所
在地，挂出了“无锡市人民政府”的牌子，同时张
贴出无锡市人民政府第一号布告，宣告成立无
锡市人民政府。

无锡市军管会、中共苏南区无锡市委、无锡
市人民政府等人民政权机构的成立，标志着旧
无锡的结束和新无锡的诞生。从此，无锡的历
史翻开了全新一页。“1950年，无锡拆城筑新
路，建起一条5.5公里长、约20米宽的环城马
路，因解放了，这条路乃命名为‘解放路’。”无锡
地方志专家郁有满如是说。

这些路名和解放有关
■讲述人：郁有满

循着时间线、行走地标点，回到无锡解放这一天。
72年前，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

军的命令》。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向江南进军。4月23
日,无锡解放了。

72年来，一代一代追梦人在时光中奔跑，将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传递。

72年来，从民生水平的全面提升，到综合实力的日
渐强大，无锡也与中国一起发生着巨变。那些记忆里
的老房子、老街道，在城市规划的推进中旧貌换新颜。

忆往昔

每当提及江阴黄山炮台，今年已92岁高龄的
马瑞琴都会激动不已。当年，她是成千上万名随军
渡江的老区干部中的一员。她回忆，1949年4月
23日傍晚，南下工作队赶到江边，等天一黑就登小
木船。“我们船上有20人左右，大多是20岁左右的
女同志，每人身上一个背包，一条米袋。”马瑞琴记
得，那天刚下过雨，天气阴沉，长江上能见度低，大
小船只扬帆向南，都是南下工作队、解放军后勤部
队在横渡。在江阴黄山脚下，工作队下船，每人手
上扎条白毛巾做标记，向无锡城进发。

岁月流逝，沧海桑田，长江南岸的黄山上，
游人络绎不绝。黄山炮台自古为军事要地，解

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为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
江作战，对江阴黄山炮台进行了重点布防。解
放战争后期，为突破江阴天堑，中共对江阴要塞
守军开展策反工作。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开始渡江作战。22日凌晨，在中共地下党组
织策动下，江阴要塞黄山炮台守军成功举行起
义，打开了国民党军队设于长江下游的防线，为
渡江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江阴黄山炮台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炮台所在地成了军事主题公园，参天树木
中，长江若隐若现。这里是国内现存的颇具规
模的军事遗址之一。

一个背包一袋米
■讲述人：马瑞琴

72年，城市发展日新月异，百姓
感受最为深刻。家住崇安寺街道的韩
琴珠今年87岁，在城中公园附近生活
了几十年，感情很深。无锡解放那会，
她在纺织厂上班，几乎没有停工，“在
车间里听到好消息不断传来”。这些
年，看着城市一点点变美，她的心里也
美滋滋的。前不久，在晚辈们的一再
坚持下，韩奶奶用上了智能手机，拍了
很多公花园的照片，还拍下了老姐妹
唱红歌的小视频。

89岁的林炳耀曾是全国先进工
作者。解放那年，他刚满17岁，已经
离家当起了学徒。“那会儿什么都得
干，给老板家洗衣、烧饭、做杂事，学手
艺只能干活的间隙偷偷学一点。”新中
国成立之后，林炳耀才有机会上学，他
十分珍惜在灯下看书、学习的时光。
现如今，生活越过越好。多年前，他从
昏暗的老旧小区，搬进了明亮的电梯
房，小区环境也恬静惬意。年纪大了，
林炳耀行动不是很方便，前几日，在社
区的组织帮助下，他和老友们一起去
公园春游、赏花。“女儿陪着我，还有志
愿者义工帮忙。”林炳耀很幸福。

“吃饭、穿衣、看病都不用愁，以
前是想都不敢想的。”102岁的林宝
珍老人在家门前的广场上，拿着放大
镜读着报，虽然有时听不清楚声音，
但是她思路还算敏捷。她告诉记者，
新中国成立前，她家的房子是土坯
墙、茅草顶，庭前院后坑坑洼洼，晴天
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现在住的房子
是在老房子基础上翻新的，儿子一家
就住在旁边，日常照顾很方便。现
在，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住得
好了，心安了，我能不长寿嘛。”林奶
奶笑着说。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的精神世界越发丰富。78岁的退休
高工、“科普达人”王巨榛依稀记得解
放那会，大家都兴奋地涌到街上，满街
都是欢欣鼓舞的笑脸。新中国成立以
来，王巨榛最为骄傲和自豪的，是国家
科技的进步。“4月航天大事，‘天和’
空间站核心舱就要发射了。”王巨榛时
刻关注着科技动态，用文字和诗篇记
录下一个个科技大事件。30多年来，
王巨榛在50多个城市，做过近600场
科普讲座，在报刊上发表科普文章百
余篇。“通过科普的形式，不但要让更
多人提高科学文化素养，而且要潜移
默化地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让大家
为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而
自豪。”王巨榛说。

这些天，纪录片《渡江第一船》在央视九套
首播，引起无锡市民的高度关注。因为这部片
子由无锡方摄制、有无锡党史专家出镜，其中讲
述的往事还跟无锡有关。纪录片拍摄了三年
多，无锡人彭益民、孙玉清等组成的摄制组，从
江苏江阴到江西湖口，深入江北沿线数十个县
城与乡村，寻访了36位渡江支前船工及亲历
者，听老人们讲述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聚焦一
处处红色地标，当年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场
面越发生动而清晰。

无锡解放纪念日前夕，无锡市档案史志馆
获得了新的党史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二十九军军史》。其中还原了72年前，无锡解

放的先声：“4月22日中午，第二、第三野战军的
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全线突破了国民党苦心
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百万大军陆续横渡
长江，并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窜逃之敌展开大规
模的追歼战……”

1949年 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
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
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集结在西起湖
口、东至江阴的500余公里战线上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100多万人，同时发
起进攻，强渡长江。长江水面宽阔，水情复杂，
渡江的工具主要是木帆船，受风浪、潮汐等自
然条件影响大。而国民党守军凭江设置防线，
并且有海军、空军的支援，增加了渡江作战的
组织指挥难度。

为确保登陆一举成功，人民解放军东线渡
江部队确立了“坚决顽强、有进无退”“船船突
击、人人突击、随靠随登”“独立作战、主动协同”

的战术思想，积极进攻，互相策应，勇往直前，船
在哪里靠岸，就在哪里登陆。解放军选择了西
开沙、长山西段、石牌港等处实施突破，出敌不
意，直击要害。登陆时遇到敌人多次反扑，解放
军指挥员都能顽强机智地制敌，部队里涌现了
渡江作战模范营、先锋连、突击班排、特等射手
炮手等英雄单位和个人。当晚，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强渡长江天堑。

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中工委和苏南地下党

组织为配合大军渡江，积极策划江阴要塞起
义。他们动员组织群众支援解放军，保护城
市、交通和重要设施，策动江阴要塞7000多官
兵带24门大炮起义，策动国民党海军第二舰
队林遵率40艘大小舰艇起义。江阴要塞起义
将国民党军沿江防线东段撕开一个大缺口，中
国人民解放军大批渡江部队迅速从这个缺口
顺利登陆，并随即扩大滩头阵地。22日，在江
阴一带登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左、中、右各路
第一梯队共达6万余人，国民党江阴沿江守军
全线崩溃。

23日，江阴县全境解放。无锡的“北大门”
全然洞开，无锡人民盼来了解放的曙光。

解放无锡，从长江边上的这场激战开始

略知无锡历史的人大多听说过无锡城的
“钥匙解放”。无锡解放纪念日前，积余实验学
校七年级的历史课上，老师唐伟达带领同学们
回顾了无锡解放的历史：“1949年4月，无锡解
放前夕，在各级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无锡人民
自己掌管了管理城市的‘钥匙’，完好地保护了
城市。中国人民解放军挟渡江战役胜利之威，
从光复门进城，不费一枪一炮宣告无锡解放。”
说起当时的情景，通江街道年近八旬的魏俊达
仍有印象：“1949年4月24日一早，我奶奶打开
家门，看到马路上都是身穿淡黄色军服的解放
军战士。奶奶拿出家里烧火用的稻柴给他们垫
在身下，端出灶头上的热水给他们喝。”

1949年4月23日22时左右，260团第2营
一路未遇任何抵抗，经梨花庄顺利进入无锡火
车站。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工商自卫团成员
早已在此等候，随即带领其暂驻光复门外太平

巷无锡工商自卫团第4大队部，并在工运路、汉
昌路一带搜索、警戒。待后续部队到达会合后，
260团指战员于23时许由光复门进入无锡城，
同时入城的部队还有第87师259团。无锡人
民一觉醒来，街上站岗的国民党军队换成了穿
浅黄色军装的解放军，大家欢欣不已。

光复门是见证无锡解放的重要地点之一，
建于1912年4月，原址在城东北（今园通路与
解放东路之间），是1908年沪宁铁路建成后，
为方便火车站和城内交通往来而特别开设的，
以纪念辛亥光复无锡，又称新北门。1951年，
拆墙筑路时，光复门被一并拆除。而今，无锡
火车站的对面，易地复建的光复门已成为无锡
环城古运河的主题景观区之一“站前灯火”。
梁溪区通江街道经常组织老党员带领辖区企业
和学校的代表，行走运河，为其讲述光复门背后
的历史。

不费一枪一炮的“钥匙解放”
■讲述人：唐伟达、魏俊达

常州日报社离休干部、无锡人钱惕明回忆，
“记得在1949年4月中旬的一天午后，我穿过
无锡城中公园（公花园），去中山路办事，刚出公
园南门，就见到了动人的一幕：著名实业家荣德
生稳坐在自备的人力黄包车内，满面笑容，悠然
自得，还时不时地向路人挥手示意。”无锡解放
前，以荣德生为代表的民族工商业者选择留守
故土，迎接无锡解放。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无锡人民在公花
园里组织了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 11月25
日，无锡沦陷，公花园被占领，园中芳草古树被
马踏人踩。1946年，无锡县政府聘朱梦华先生
致力承管修复公花园。1949年4月24日下午，
无锡解放的第二天，经城区地下党、团组织发动
和各社会团体联合筹备，以工人、学生为主体的

各界群众2万余人在城中公园集会，人们手持
彩旗，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会后举行庆祝
游行。无锡解放后，无锡市人民政府接管公园，
公园迎来新生。

无锡公花园建于1905年，百余年来，一直
坚持免费开放。它是无锡较早步入城市工业文
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园林史上出现的第
一个近代公园，是无锡革命的圣地。如今，身为
省级文保单位的公花园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利
用，以“第一支部”为核心，公园内的党章学堂、
红色书场、信仰之路等党史教育学习点，吸引着
各界人士前来打卡。这座红色公园已成为人们
的精神家园，“每年接待7万多人次，至今已有
近90万人次来此瞻仰、学习。”无锡“第一支部”
党建基地书记袁晓宁如是说。

笑容满面迎新生
■讲述人：钱惕明

回到 这一天
□ 韩玲、张月

无锡解放
1949年4月23日，无锡人民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自己掌握了管理城市的

“钥匙”，完好地保护了城市，迎来解放。无锡解放72周年之际，让我们——

无锡党史资源丰富，全市保存完好的革命遗迹和纪念设施达
126处。近日，我市对全市红色资源进行了系统梳理，推出了10条

“党史学习教育体验教学推荐线路”，内容丰富、连缀一体，组成了一
幅波澜壮阔又亲切可感的革命历史画卷。

线路一 无锡“第一支部”党建基地→→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无锡支部成立地

故事：1923年10月，中共上海地执委兼区执委就无锡建团问题
作出决定。当月，由张效良主持，在城中公园西社秘密召开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无锡支部成立会。翌年初，张效良因病回宜兴休养，薛萼
果任团支部书记。1925年1月，在城中公园多寿楼与九老阁的空地
上，董亦湘主持召开秘密会议，正式宣布中共无锡支部成立，会上公
推薛萼果为党支部书记。

线路二 无锡博物院革命史陈列厅→→无锡市革命
烈士陵园

故事：无锡博物院革命史陈列厅内常年展出《血与火的城市记
忆——无锡革命简史》《肩负民族复兴希望的无锡人》，系统展示无
锡地区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4月无锡解放的光荣革命斗
争史，突出无锡革命人物为国家、民族复兴作出的杰出贡献。

线路三 新四军六师师部旧址纪念馆→→锡北革命
烈士陵园

故事：1940年8月，谭震林率领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到
无锡，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无锡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第
六师师部一度驻扎于寨门村诸巷。谭震林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扩军
建政”的指示，发展和巩固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线路四 无锡抗日青年流亡服务团纪念馆→→锡西
革命烈士陵园

故事：1937年11月无锡沦陷前夕，一批无锡爱国青年在锡西陆
区桥集中后徒步到达溧阳。此时日军紧逼，就地开展游击斗争缺乏
条件，党支部遂将队伍组成无锡抗日青年流亡服务团（简称锡流），以
孙克定为团长，吸收部分溧阳和上海的流亡青年，继续西撤，人数最
多时达130余人。锡流西撤，历时一月多，行程千余里，为党保留了
一大批优秀青年。

线路五 中共无锡工委机关旧址（公益小学）→→锡
南革命烈士陵园

故事：1947年9月，国民党反动统治已临近崩溃，但仍负隅顽
抗，屯兵江南，妄图凭借长江天堑做垂死挣扎。当时荣巷镇上驻有国
民党驻军，反动气势嚣张。无锡地下党继培南小学之后，又在荣巷公
益小学建立了第二个隐蔽的立足点。

线路六 新四军江抗东进纪念馆→→锡东革命烈士
陵园

故事：江抗是指抗战初期叶飞率领的一支新四军，东进是指当年
这支部队受命挺进苏南东部的行动，梅村则是当年这支部队的大本
营。70多年前，叶飞司令率新四军一支劲旅，用江南人民抗日义勇
军（简称江抗）番号，挺进苏南东路，拉开了苏南抗战序幕。

线路七 江阴市革命烈士纪念馆→→江阴黄山炮台

故事：江阴以其独特的地理和军事地位，成为渡江战役中国共两
党争夺的重要关隘。1949年4月21日晚，人民解放军在长江东线发
起了渡江战役。22日凌晨，在地下党的策动下，江阴要塞7000余官
兵宣布起义。江阴黄山炮台也成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军事价值的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线路八 中共江阴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址→→
江抗祝塘纪念馆

故事：江阴祝塘是江抗澄锡虞总办事处、江阴县委驻地。抗战期
间，新四军、江抗和祝塘人民为民族的解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苏
南抗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

线路九 宜兴农民秋收暴动纪念碑→→宜兴党史陈
列馆、宜兴烈士纪念馆

故事：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会议，决定在宜兴首
先武装暴动。1927年11月1日上午，宜兴农民暴动行动委员会领导
成员按计划指挥各路农军分散隐蔽，陆续进城。12时许，中共江苏
省委特派员、暴动总指挥万益在县署前中央台连发3枪，佩戴红布条
的千余农军闻讯而动，手持大刀、锄耙、棍棒，一鼓作气占领县政府、
公安局。第一面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在宜兴上空飘扬，红色政权宜
兴县工农委员会宣告诞生。

线路十 太华山新四军和苏南抗日根据地纪念馆→→
张渚红色文化展示馆

故事：宜兴太华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是抗日战争后期苏浙皖边
区的抗日根据地。太华山地区留存新四军遗址、遗迹33处。2018
年6月30日，太华山新四军和苏南抗日根据地纪念馆开馆，位于太
华镇龙珠湖南面，全方位多角度再现了以太华山区为中心的苏南抗
日根据地建设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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