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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其岩袁1915 年 10 月出生于灌河南岸的双港兴隆二

段渊现响水县双港镇合蒲村四组冤人袁参加革命以后袁他的
战斗足迹遍布灌河之滨遥 打鬼子尧除汉奸尧抗顽匪威名远

扬遥 解放以后袁不管是任闸管所长还是渔业站长袁他都在

与灌河打交道袁生于斯长于斯战斗于斯工作于斯耕种于

斯袁最后安葬于斯袁杨其岩一生没有离开灌河袁是一位真
正的灌河之子遥

18 岁袁 杨其岩娶妻庞氏袁19 岁生长子杨明袁20 岁
参加革命袁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遥1942 年 5 月袁经过数

年战火淬炼袁27 岁的杨其岩挑起了三区 渊南河尧 海安

集一带冤区队长的重担遥1944 年 4 月潮河大队成立袁杨
其岩任大队长袁江星任指导员遥 不久潮河大队与南河

区队合并袁仍由杨其岩任大队长袁王商任教导员遥 同年

11 月袁滨海县总队改为滨海独立团袁下设独立中队袁杨

其岩任独立中队长遥 1945 年 3 月袁杨其岩任文广区渊现
响水县小尖小广一带冤 教导 员 袁 吴 学 善 任 区 队 长 遥
1945 年 8 月 袁杨其岩 改任滨 海独立 团五连 连长 袁周

仁甫任指导员遥 新中国成立后 袁杨其岩曾任义心闸

闸管所所长 尧县渔业技术指导站站长等职务 遥 文革
时期在家种地遥 1975 年退休 遥 1995 年 2 月 袁杨其岩

在老家病逝 袁 享年 80 岁 袁 安葬于灌河南岸一个叫
野秋蒲 冶的地方遥

无论是抗日打鬼子袁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打匪顽袁杨其

岩总是有勇有谋袁屡建奇功遥 据叶响水党史大事记渊1928要
1988冤曳记载院野1943 年 5 月 10 日袁三区区队长杨其岩袁率部

3 个排攻击位于双套西北之张集附近的徐继泰指挥所袁打

死打伤徐部副官以下几十人袁粉碎敌伪分兵 6 路袁包围我

滨海县政府的阴谋遥 冶
滨海县首次得名于 1942 年 5 月袁县委尧县政府驻地在

双套渊现响水县黄圩镇双套村冤袁那是涟水尧灌云尧阜宁

三县边缘地带遥 1943 年初袁县委尧县政府陷入了日伪铁

壁合围之中袁形势十分险恶遥 从上年冬季开始袁日本侵
略者集中兵力三万余人袁向我盐阜抗日民主根据地作

梳篦式的残酷扫荡遥 滨海县渊现响水县冤境内袁除已被
敌人侵占的响水口尧 陈家港两处外袁 日伪在王集尧双

港尧小尖尧六套尧七套尧老舍尧张集尧大通口等集镇和大

村庄都建立了据点袁 由少数日军及徐继泰等部伪军驻
守袁距双套不远的张集渊现响水县小尖镇张集中心社区冤就
有伪军徐继泰下属部队的一个指挥所遥 当时袁抗日民主政

权绝大部分已被敌人破坏袁只有一尧二尧三区仍有少数精干

的工作队伍袁活动在敌人密集据点的空隙之中袁灌河两岸袁
就是他们杀敌的好战场遥

1943年 5 月的一天袁 得到徐继泰将分兵六路袭击

滨海县政府的情报袁 杨其岩认真研判袁 觉得万不能坐

以待毙袁必须主动出击袁先发制人遥 5 月 10 日袁杨其岩
率领三个排的兵力袁全部轻装袁趁夜色急行军袁直捣黄

龙遥 接敌之后袁杨其岩带头冲锋陷阵袁他那冒着枪林弹
雨前进的矫健身影袁 极大地鼓舞了全体战士遥 经过一

番激战袁 击毙了徐继泰的一名副官袁 打死打伤伪军几

十人袁 迫使敌人放弃袭击我县政府政府机关的企图袁
保卫了危难中的民主政府遥

从此袁杨其岩一战成名遥 渊未完待续 转自红笺留香冤

杨其岩院威震敌胆的灌河之子淤
史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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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

1931 年 1 月 25 日袁江西永新农民贺页

朵写的入党誓词
入党誓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宣

誓书，是每名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对
自己作出的严格要求，对党作出的自我

保证，对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内

容不同。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陈列着

中国共产党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这就

是江西永新农民贺页朵 1931 年写在

一块土布上的入党誓词。这件文物纵

26.5 厘米，横 74 厘米，收藏在中国国
家博物馆。中间是入党誓词，从右至左

分别是：“牺牲个人，言（严）首（守）纟必
（秘）蜜（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

（服）从党其（纪），永不叛党”；正面上方

写着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CCP”；誓

词左右两边下方分别画着一个不规则
的五角星，星内画着镰刀和锤头图案，

两个五角星的五个角内各写着“中国共
产党”五个字。右侧边沿的落款是“中国

共产党员贺页朵地点北田村”，左侧

边沿写着时间“一九三一年一月二
十五号”。

贺页朵书写的入党誓词是谁撰写
的呢？根据一些老共产党员的回忆和文

物印证，贺页朵书写的入党誓词是从毛
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撰写的入党誓

词演变来的。
1927 年 9 月 9 日，以毛泽东为书

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发动湘

赣边界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开始是以攻
打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起义军向长沙

推进受挫，毛泽东毅然改变会攻长沙的
原定计划，决定把起义军转移到敌

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

落脚点。9 月 29 日，秋收起义部队

到达江西永新三湾村枫树坪时，在
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

编。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
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确

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毛泽东十分注重对党员的教育。
10 月 15 日，在酃县水口叶家祠，毛泽

东亲自主持赖毅等六人的入党宣誓仪
式，各连党代表参加。赖毅回忆，会场

“桌边上压着两张下垂的长方形红纸，

一张上写着入党誓词，另一张上写着三

个弯弯曲曲的外国字”。毛泽东“把那三
个我们几个人从没有见过的外国字作

了解释。原来这几个字念‘西西皮’

（CCP），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意思。以后，

他又详细地解释了入党誓词。”“毛委员
举起握着拳头的右手，亲自带领我们宣

誓。他读一句，我们跟着读一句：“牺牲
个人，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

永不叛党……”。
杨得志回忆 1928 年他入党时的

誓词是：“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
密，永不叛党……”

贺页朵书写的入党誓词，与毛泽

东版的入党誓词相比，内容大致相
同，只是“服从组织”变成了“服从党

纪”，顺序上略有差异。贺页朵书写的
入党誓词是毛泽东版入党誓词的实

物印证。

贺页朵是江西永新县北田村的一

个贫苦农民，1927 年参加农民运动，曾
任北田村农民协会副主席。井冈山革命

斗争时期，他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以榨
油作坊为地下交通站，收集和传递情

报、转运粮食、筹备食盐等。由于表现出

色，永新县党组织决定吸收其入党，并
为他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因为识字不

多，他亲手制作的宣誓书短短 24 个字
的入党誓词中出现了 6 个别字。红军主

力长征后，贺页朵因伤留在永新坚持斗

争，后来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与党组

织失去联系。他冒着生命危险将入党宣
誓书用油纸包好，密藏在榨油坊的屋檐

下，以志不忘，永不叛党。

1951 年，中央派慰问团到南方老

革命根据地慰问，贺页朵将这份珍贵的
入党誓词捐献出来，后由中国革命博物

馆收藏。1956 年，谢觉哉在博物馆看到
这份入党誓词后，撰写了题为《一个农

民的入党宣誓书》的文章，文中这样写
道：“这是一位农民同志的入党宣誓书，

不用说，这位贺同志是在艰苦的斗争中
经历过严峻的考验的……贺同志在写
这张布质的入党宣誓书时，不是照着底

稿写，而是记熟了这几句话。他虽然写
了一些别字，这些别字并不减少它陈列

在革命博物馆的意义，相反，使人更感
到它忠实可爱、可贵。”1970 年，贺页朵

去世，临终前，还嘱咐后代要牢记“入党

誓词”上的话。

中国共产党现存最早的入党誓
词，其核心内容是“永不叛党”。在当时

严峻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党高度重视
党员的忠诚问题，“永不叛党”是对党

员的基本要求，也是那时每一名党员

最大的责任与义务，并由此成为入党
誓词的核心内容，并沿用至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入党誓词字数
不多，记住并不难，难的是终身坚守。每

个党员要牢记入党誓词，经常加以对

照，坚定不移，终生不渝。贺页朵 90年

前书写的入党誓词，提醒着每一名党员
永远不忘初心和使命，永远不忘自己对

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渊学习时报冤

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

邵飘萍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熠熠闪亮的明星。他创办的新

闻编译社，是中国最早的通讯社之一，他创办的《京报》是当时北京
具有影响力的刊物。他著书立言，培育了大批专门人才。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他 14 岁考中秀才，后就
读于浙江高等学堂。1911 年，邵飘萍任杭州《汉民日报》主编，从此

开始报业生涯，成为一代著名报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邵飘萍身处逆境，不顾个

人安危，接连在《汉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推崇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抨击挞伐盗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的袁世凯；揭露袁的爪牙浙江军
政执法处处长许畏三迫害革命者、残杀无辜的罪行。1913 年 8月，

反动当局恼羞成怒，就以参加“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
报》，逮捕了邵飘萍。经过多方营救，邵飘萍才得以保释出狱。出狱

后，他为了寻求救国之路，东渡日本，在华侨和留日学生中进行反
袁活动，率先向国内通报袁世凯与日密签卖国“二十一条”的内幕

真相。

1916 年春，上海新闻界为加强倒袁力量，电邀邵飘萍归国。他

毅然放弃学业，返回祖国，旋即主持《时报》《时事新报》等笔政，投
入护国倒袁的决战。1918 年 10 月 5日，邵飘萍邀集同人志士创办

《京报》，实现了自办报纸的夙愿。他勉励同仁“辣手做文章”，并书
写“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于编辑室内。在《京报》上，他宣传爱国主

义、民主主义思想，反对封建专制独裁，揭露权贵们以权谋私、争权

夺利的恶行，呼吁国民共除祸国殃民的军阀。
邵飘萍一直与李大钊等人交往密切。当时李大钊等为收集和

传播马克思主义文献，成立了“亢慕义斋”，邵飘萍精通日文，曾帮
助日文翻译组校订一些马列著作的译本。1925 年春，党组织根据

邵飘萍的志愿以及在实际斗争中的表现，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

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 年 3 月 18日，段祺瑞在北京制造了举国震惊的“三一
八”惨案，死伤群众数百人。邵飘萍怀着极大的愤慨派出采访记者，
他也立即驱车前往现场，连夜赶写出讨段檄文《世界空前惨案———

不要得意，不要大意》。接连数日，他白天外出采访，夜间奋笔疾书，

《京报》成了讨伐段政府的舆论阵地。此外，邵飘萍还提出要组织特

别法庭，公开审判惨案祸首段祺瑞。
与此同时，段祺瑞政府也开始疯狂迫害革命党人，下令通缉爱

国进步人士，邵飘萍被列入黑名单。《京报》被列为准备“扑灭”的四
种报刊之首。而这时邵飘萍仍继续撰文抨击军阀政府，张作霖、吴

佩孚等军阀也对此切齿痛恨。4月 18日，奉军进入北京。张作霖悬

赏捕杀邵飘萍。4 月 24 日，邵飘萍以“宣传赤化”罪被捕，4 月 26

日，他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天桥。渊学习强国冤

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的明星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

情作楚囚。”这首荡气回肠的《狱中诗》，是作者革命生涯的写照和
革命豪情的抒发。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青

年运动著名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恽代英。
恽代英，字子毅，祖籍江苏武进，1895 年出生于湖北武昌。自

学生时代起，他便积极投身革命活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恽代英参与了武汉地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

斗争，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 年春，恽代英

前往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建立了联系，开始接受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观点。其间，他先后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

的起源》（部分章节）和考茨基的《阶级争斗》等书。毛泽东曾经回忆
说，有 3 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他心中，帮助他建立起对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这其中就包括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1921 年中国

共产党成立后，恽代英很快加入了党组织。

1920 年至 1923 年，恽代英先后在安徽宣城第四师范、川南
师范学校、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等校任教任职，他以学校为阵地，向

青年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影响和教育了一大批进步青年。
1923 年 8 月，恽代英当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宣

传部部长。10月，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问世，作为该刊物的

主编，恽代英以笔为戈，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指导青年树立正

确的人生方向。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恽代英开始从事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他

与毛泽东等一起参与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还担任宣
传部秘书，负责编辑《新建设》月刊。在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内部分

化为左派和右派后，他以文章为投枪和匕首，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
巧妙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7 年 1月，恽代英奉命回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
汉分校的工作，后来兼任湖北省政府委员。他通过大力整顿校风校

纪，清除反动分子，吸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入学或任职等方式，壮

大了学校的革命力量。7 月，恽代英前往九江，担任中共中央前敌
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和发动了南昌起义。12月，他又与张太雷等

一起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
党的六大后，恽代英担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组织部秘书长

等职，并在六届二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1930 年 5月，恽代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在狱中，面对敌

人的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誓死不降。翌年 4月 29日，他在
南京壮烈牺牲，年仅 36岁。

恽代英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宣传真理的一生，是投身青年
运动的一生。正如周恩来在题词中所写：“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

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

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渊学习强国冤

中国青年的楷模

中国军事法庭于 1946 年 12 月 15 日设立，除收审在中国捕

获的有关日本战犯外，还将南京大屠杀重要罪犯谷寿夫、向井敏
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等先后引渡来华受审。

1946 年 12 月 21 日，中国军事法庭审讯谷寿夫时，400 余人

出庭作证。12 月 31 日，该庭检察官对谷犯起诉。集体屠杀列为

28 案，零散屠杀列为 858 案。1947 年 2 月 6 日至 8 日，中国军事
法庭在励志社对战犯谷寿夫进行了为期 3 天的公审，有 80 余名

证人出庭陈述谷寿夫等部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其中有外籍证人 3
名。3 月 10 日，中国军事法庭在进一步调查、核实的基础上，确

认：“我被俘虏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

耀亭等 19 万余人”，被日军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构收埋
者 15 万余具。被害总数达 30 万以上”。“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

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被判
处死刑。4 月 26 日，在南京执行枪决。此后，中国军事法庭又对

从无锡至南京沿途进行“杀

人比赛”的暴徒向井敏明、野
田毅和屠杀南京同胞 300

余名的刽子手田中军 吉
等 3 名战犯，进行审判。

1947 年 12 月 18 日判处

死刑，并于 1948 年 1 月

28 日在南京执行枪决。

中国军事法庭设立

1949 年 12 月 15 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在在周恩来总

理的倡导下成立。周恩来当选为名誉会长，并在发言中阐释

了新民主主义的外交政策，强调：“开展新中国外交要正确

处理独立自主与一面倒 、

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
系。外交人员要坚持民族

独立的立场，严守国家机
密，严守外交政策，做到上

下一致，步伐整齐，为新中

国外交进行长期的战斗。”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

1982 年 12 月 15 日，600 位文艺界人士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参

加了茅盾文学奖首届授奖仪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六位作家，手捧
紫铜的奖章，向前来祝贺的人们致意。

刚从四川农村赶来带着一身泥土味走上领奖台的周克芹说：
“我没有感到成功的喜悦，更多的是羞愧和不安，我自觉得肩头的

担子更沉、身上的任务更重了。”

《东方》作者魏巍的心里，只装着一句话：为人民服务。

数十年致力于历史题材创作的姚雪垠，把奖励当作鞭策。他
说，《李自成》第二卷还不是定稿，我要把它修改得更好。

获奖，使从事业余创作的莫应丰（《将军吟》的作者）更坚定地

踏上文学之路。他说：“我愿努力，在建设具有中国气派的新文学大

厦上再添一块砖瓦。”

在创作和生活道路上经
历坎坷的李国文（《冬天里的

春天》的作者）说，在苦难中
他没有失望，是因为没有离

开党和人民。今后，他将用

自己的笔，来回答党和人民

给予的关怀、荣誉。

首届茅盾文学奖

1993 年 12 月 15 日，中国的第一条海底光缆———从上海南汇

至日本九州宫崎、全长 1252 公里的中日海底光缆正式开通。这条
海底光缆系统通信总容量达 7560 条通话电路，相当于建于 1976

年的中日海底同轴电缆的 15
倍以上。中日海底光缆的开

通，使中国国际通信能力增长
80%以上。

世界各国的网络可以
看成是一个大型局域网，

海底和陆上光缆将它们连
接成为互联网，光缆是 In-

ternet 的“中枢神经”，海
底光缆是其中最重要的也
是最脆弱的部分。

中国首条海底光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