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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宁区天宁街道有个解放
村。该村东与常州经开区接壤、
南靠古运河、西临兆丰社区、北到
沪宁铁路，面积1平方千米。目
前，该村有村民约500户，本地户
籍村民约1500人。

“我们都为我们的村名感到
自豪！”在老村支书俞惠津眼中，
解放村就是这几十年来，城郊农
村发展的缩影。

67岁的俞惠津从小生活在这
个叫解放村的村子里。据他介
绍，解放后，该村为解放合作社。
上世纪50年代，解放合作社改为
解放大队。上世纪90年代，村子
更名为解放村。

上世纪80年代以前，解放村

一直以种粮、种菜为主，为保障常
州城区蔬菜供应作出了贡献。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
放的推进，常州积极探索新的发
展道路，成为一个以轻纺为主，并
有机械、电子、化工、医药、建材等
产业的工业城市。许多城市纷纷
来常州学习发展经验，兴起“全国
中小城市学常州”的热潮。

在此背景下，解放村迎来大
变化。该村建起纺织厂和外贸仓
库。村民的身份也随之一变，由
农民变为工人，被安排到工厂去
上班，这在当时是许多农民梦寐
以求的事情。

上世纪90年代，解放村又有
新变化。“一些做了工人的村民下

岗，幸好厂里为他们买断了工龄，
有了养老保险。年纪大没上班的
村民，由村里为他们发放退养
金。”解放村党总支书记高慧芬
说。

同时期，大量外来人口涌入，
村民的收入来源变为以出租房屋
为主。不少人生活富裕了，开始
购买商品房，从村上的私房搬了
出去。

进入新时期，解放村大力发
展新农村建设。住过城中村的人
都知道，最不方便的是上厕所。
为解决如厕难问题，近年来，解放
村建成10座公厕，24小时免费开
放。很多变化悄然发生，村里的
文明风气越来越浓。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村
里又修建了新的停车场，并对道
路进行了改造，还修建了一个村
上游园，居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

散步锻炼。
“现在，我们村的人居环境仍

在提档升级中。未来，我们的解
放村将更加美好！”高慧芬说。

有村名解放 解放村：城郊农村发展的缩影

几乎每座城市，都有一条路
叫“解放路”，它是新中国成立的
印记，也记录着70多年来发展的
波澜壮阔和细微点滴。当年，常
州也曾有一条叫“解放”的道路，
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和情感。

“常州解放路啊，估计现在小
年轻都不知道喽！”已经退休多年
的张国康是老常州，时隔多年，他
还对那条解放路印象深刻。他
说，当时的解放路就是现在延陵
路的一段。

据资料介绍，原解放路位于
天宁区，约为今延陵中路西起和
平路东至政成桥段。当时的解放
西路是常州市内的繁华道路之
一，天宁禅寺、红梅公园、东坡公
园等知名景点均位于道路旁。

据《常州市志》（1995 年版）
介绍，这条道路至解放初期，路宽
仅4—6米，东西向机动车需绕道
城北。

1951年，为庆祝常州解放两
周年，我市将当时的东直街、东仓
街、东圈门直街等（文化宫至政成
桥）更名为解放路。以水门桥为
界，分别称解放西路、解放东路。

上世纪80年代，解放路更名
为延陵路。由于延陵路调整延
长，解放路仅为现今延陵中路的
一段。

随着城市的发展，原先的解
放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在市区，地名中目前仍在使用

“解放”二字的，有常州市解放路
小学。

解放路小学是一所百年老
校，由县学街小学和解放西路小
学合并而成。上世纪80年代，学
校正式更名为“解放路小学”。
2011年，“解放路小学教育集团”
成立。学校成立以来，为社会培
育了大量人才。

曾经的解放路，延续至今的解放路小学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
大江。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挺
进长江北岸，直逼江南。当时，在
常州地区坚持斗争的中共地下党
员积极行动，为配合战略决战以及
解放军渡江南下作出了重要贡
献。在武进区档案馆，珍藏着一本
《武进调查》，这份珍贵档案在渡江
战役前的情报战中立下大功。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在各
个战场上节节胜利。为了配合解
放军南下，中共华中工委下属江南
工委向常州地区的党组织下达任
务，要求搜集整理相关的军事、政
治和经济情报。

接受任务后，常州中共地下组
织和武工队立即部署，紧张开展工
作，运用各种关系和方法搜集信
息。

据档案资料记载，中共武进城
市工作委员会书记秦和鸣指示地
下党员陈瑾设法打入国民党安家
区署。陈瑾打入敌人内部后，通过

查验领料单、与驻军人员套话等方
式，搜集国民党军驻防详情。

武进一区武工组侦察和掌握
了江阴至武进黑木桥之间沿江一
线敌驻军番号、武器装备、碉堡分
布，以及申港至德胜河之间的滩
头、江水深浅和停靠的木船、轮渡
等情报。

戚墅堰机厂调查了铁路沿线
交警人员、武器弹药、炮楼岗哨等
情况。

地下党员蒋轮跑遍了常州城
内街道里弄，目测方位、步测距离，
用原始的方法完成了实地调查，绘
制了城区地图。

城区工厂的地下党员搜集了
厂内中统、军统、国民党、三青团、
黄色工会情况，还有许多重要的经
济情报。

情报搜集来不容易，传送出去
更得加倍小心。资料记载，地下党
员采用各种保密的方法书写和传
送情报。一般是用一张信纸大小
的白纸或宣纸，用毛笔蘸比较稠的
米汤书写，晾干后，夹在鞋垫鞋底
之间，或缝在衣服里，再编个合理
的由头，送到指定地点。看的时
候，用碘酒一涂，字就显示出来
了。情报由联络站依次转递，为防
不测，交通员必须严守纪律，只能
纵向交接，不能横向联络。

一批批情报由秘密交通线送
往苏北解放区。中共华中工委调
研室对常州的情报进行了汇总、梳
理和归纳，编印了《武进调查》。该
书共143页，分八个部分，不仅为
解放常州和接管城市提供了必需、
重要的依据和参考，而且保留了当
时常州地区详细的社会发展情况，
对研究近现代常州的发展史具有
很高的价值。

渡江战役前的情报战，
编成一本《武进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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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解放路小学

上世纪50、60年代的解放西路

解放村的村民在锻炼身体

1949年4月23日，常州宣告解放！岁月如歌，沧桑巨
变。如今，战火与硝烟早已远去，当年英雄们浴血奋战过的土
地，已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75年后的今天，让我们重温那
个激动人心的历史瞬间！

本版图文：吕洪涛 朱宽 张国康 张步东

蒋仕林翻阅自己和家人制作的画册

“扬子江上英雄船”

4条木船
渡江战役中，运送

30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

魏村是常州解放的第一站。
常州解放纪念日前夕，79岁的秦
荣明来参加魏村街道庆祝渡江战
役胜利75周年活动。在这里，他
再次讲起父亲秦长贵的光荣事
迹。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
过大江。”渡江战役中，“船老大”
秦长贵带领4条木船21人，多次
往返，将30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
和近200匹战马，从江北七圩运
送到魏村一带。

1949年4月23日凌晨2时，
解放军华东警备第六旅十八团先
头营挺进常州城，与坚持在城区活
动的中共地下组织在文在门胜利
会师。常州宣告解放！4月24日，
解放军进入金坛城。金坛解放！4
月25日，解放军攻占溧阳。溧阳
解放！至此，常州全境解放！

后来，秦长贵被评为渡江特
等功臣，他的船也被称为“扬子江
上英雄船”。1951年，秦长贵作为
常州地区代表出席了全国英模大
会。

尽管是渡江功臣，但解放后
秦长贵并没有居功自傲，他放弃
了优厚的待遇，继续从事航运工
作。2006年，秦长贵去世，被安葬
在常州市革命烈士陵园。

“父亲在世的时候曾多次带
着我们后辈，去参观渡江战役时
的那个渡口。”秦荣明介绍，他前
几天刚去了那个渡口，“渡口附近

的绿化更好了，环境也更好了，在
那里锻炼的人多了。”

这么多年，秦荣明不仅自己
宣讲渡江战役的事迹，定居北京
的女儿也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把
英雄的故事宣讲给更多人听。“我
们只有铭记英雄的故事，才能更
好地珍惜和开拓美好的生活。”秦
荣明说。

一场战斗
潘墅之战，我军指战

员40多人英勇牺牲

“父亲平时很少和我们讲战
斗故事。很多故事，我都是在他
和战友聊天时知道的。”提起常州
解放，60岁的李强总会想起父亲
李昌俊。“父亲是2020年去世的，
如果他还在世的话，今年 98 岁
了。”说着，他拿出父亲留下的各
种军功章，这些军功章记录了李
昌俊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
美援朝、剿匪作战的经历。

谈起解放常州，李强告诉记
者，75年前，李昌俊参加了渡江战
役，当时他的身份是23军 67师
199团某连的副连长。“他和战友
是在江阴登陆的，然后解放常州，
一直打到上海。”

一路上，李昌俊和战友们追
击敌人。他们经过江阴与武进交
界处的桃花港，解放百丈时，遇到
国民党部队的激烈抵抗。当时，
他们要经过大王庙桥。这座桥
上，敌人构筑了工事，重兵把守。
正面强攻很难奏效，李昌俊找来
了当地向导，战士们从后面包抄，
消灭了“拦路虎”。

解放常州的重要一仗是潘墅
之战。潘墅是通往常州的咽喉要
道。1949年4月21日晚上，人民
解放军行进至潘墅时与国民党军
队遭遇，随后展开激战。李昌俊
也参加了这次战斗。经过激战，
敌人全线溃败，仓皇南逃。潘墅
之战中，我军指战员40多人英勇
牺牲，李昌俊的左臂也在此次战
斗中受伤。

李强说，当时父亲参加渡江
战役，解放常州，解放上海，一路
打下来，他带领的一个排三十几
名战士，有一半的战友牺牲。

“他最难忘的就是那些牺牲
的战友，他说没有他们就没有祖
国的今天。”李强说。

地下党员
积极组织护厂行动，

迎接常州解放

“我是常州解放的亲历者！”
今年96岁的蒋仕林是老地下党
员、原市总工会副主席，尽管年事
已高，但他思路清晰，将当年常州
解放时的情景娓娓道来。

常州解放前，蒋仕林所在村
庄蒋家庄（现为茶山街道富强村
委蒋家庄）南面约1千米的地方，
有一家协源布厂。1949年1月，
蒋仕林在同乡、同学、戚机厂的地
下党员周泉鑫的介绍下，成为一
名地下党员。

1949年初，国民党已经封锁
长江。蒋仕林所在的地下党支
部，在白色恐怖下发展党员，壮大
地下党员队伍。

解放前，协源布厂的反动组
织和反革命武装势力很强，地下
党组织采用一定的策略与反动势
力作斗争。

当时，国民党54军雄风部队
师部驻扎在清凉寺，厂内也有驻
军。驻军一个排长经常到蒋仕林
所在的车间玩。蒋仕林主动与对
方“交朋友”，搜集对方驻军兵力
和武器装备等情报，迎接解放军
渡江南下，并组织发动护厂行动。

蒋仕林回忆，常州解放前夕，
老百姓都很期盼解放军的到来，
地下党组织也更加活跃，秘密会
议一个接着一个，组织部署迎接
解放军渡江南下。

常州解放前一天，蒋仕林根
据会议布置的任务，连夜在经纬
车间的堆纱房里刻字和油印传
单，忙到清晨，将印好的传单在全
厂各处散发，宣传和稳定人心。
同时，党员们提高警惕，防止不怀
好意的人趁机进厂抢拿物品等混
乱现象的发生。

常州解放那天，当解放军走
过工厂时，车间里仍然机声隆隆，
工人们自觉坚守岗位，以实际行
动迎接常州解放。

“我还组织工人烧开水，送给
解放军战士。当时，解放军战士
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在常州的大
街上，我心里非常激动。”蒋仕林
介绍，2019年，为了庆祝常州解放
70周年，他邀请家人组织了欢庆
活动，参加者坐了6桌。活动现
场，他讲述了自己如何迎接常州
解放的经历。

蒋仕林表示，今年，常州解放
75周年，还会组织家庭庆祝活动，
时间计划放在国庆前后。“我不仅
见证了常州解放，还见证了常州
日新月异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越来
越好。我们致敬历史，是为了更
好地向前！”蒋仕林说。

重温那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75年前的今天，常州宣告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