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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记者 戴丽丽 周 凡 王 锋
袁 竞 姜雨蒙

四月，一个阴天的下午，王鲍镇关工委
常务副主任高飞昌带着我们走进王鲍烈士

纪念馆。前几天一批参观者献上的花篮还
留在那里，花朵有些枯萎，高飞昌下意识地
伸手整理了一下缎带。花篮前的纪念碑上，
由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姬鹏飞亲笔题写的

“王澄、鲍志椿烈士纪念碑”十个大字熠熠

生辉，这是烈士不朽的象征、人民奉献的见
证。

“王澄、鲍志椿虽然不是本地人，但
周边老百姓对他们的英雄事迹耳熟能
详。”高飞昌所在的王鲍红色宣讲团，专
门把王澄、鲍志椿的英雄事迹编写成册，
已深入农村社区举办了40多场宣讲，受众
超过2000人次。

王澄、鲍志椿同生于1914年，一个祖
籍江苏镇江，一个是江苏常熟王庄镇人，因
为同一个革命理想，两个年轻人奋战在同
一条战线。

两人到东南地区后，王澄任东南行署
主任、东南警卫团团长，鲍志椿任东南县委
书记、东南警卫团政委。面对日伪军在苏北
地区策划实施大规模“扫荡”、“清乡”的严
酷形势，王澄、鲍志椿以东南人民抗日自卫
总队部的名义，发布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九
一八”游击运动的命令，在半个多月时间
内，包围敌据点10处，作战81次，形成了声
势浩大的反“清乡”斗争高潮。

在残酷的反“清乡”斗争中，为便于部
队在启海“牛角尖”地带回旋、机动作战，东
南警卫团根据上级指示，将大部分兵力跳
出“清乡”圈进行外线作战，留下小部队组
织群众坚持原地斗争，并抽调部分连排骨
干支援区队，组建短枪队，把乡基干民兵也
组织起来。王澄、鲍志椿带领这支县团、区
队、乡民兵三结合的抗日武装，生龙活虎地
打了不少漂亮仗。日伪听到他们的名字就
胆寒，称他俩是两只“虎”。

“1944年12月26日凌晨，日伪军百余
人三路奔袭我东南警卫团团部和东南行
署、县委机关驻地巴掌镇，王澄和鲍志椿在
村外察看敌情，准备组织反击，不料被埋伏
的日军发现，两人同时中弹牺牲，时年均为
30岁。”讲到这里，王鲍烈士纪念馆讲解员
施馨露的声音有些低沉。

后人在整理他们的遗物时，发现了一
封王澄写给自己父亲的家书：“前方浴血者
可能灰心不干，然我抱定决心，中途不妥

协，不灰心……”寥寥90多字的家书，有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有九死其尤
未悔的无畏气概，更有不怕牺牲无私奉献
的革命精神。如今，这封家书被郑重收藏在
王鲍烈士纪念馆内，成为王鲍镇红色教育
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感染着一批批前来
瞻仰的人们。

时空变幻，英魂不灭。王鲍烈士纪念馆
成为启东各界人士特别是王鲍镇及周边村
民缅怀英烈的地方。“每逢清明等节日，前
来瞻仰祭拜的人更多。”施馨露说，王鲍镇
把红色文化作为加强党性教育和爱国主义
教育的重要内容，定期组织人们来到这里
接受灵魂洗礼，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

红色精神在接续传承，先辈们人民至上
的情怀理念，已深深地融入王鲍这片革命热
土。“山药大王”倪忠辉在王鲍镇庙桥村流转
近200亩土地，与村民签订收购合同，形成
独具特色的产、供、销一条龙的生产经营模
式，带动村民共同致富。“绿化愚公”郭中良，
用二十余年时间绿化造林，植树面积达3800
亩。先后资助30余名贫困学子，坚持每年慰

问王鲍、近海等地的70岁以上老人，设立“启
东市慈善基金会郭中良慈善基金”。

先烈热血浸染的革命老区，如今迎来了
别样的风景。近年来，王鲍镇充分发扬“创业
奉献”的王鲍精神，推进“实力王鲍、绿色王
鲍、宜居王鲍、幸福王鲍、红色王鲍”五大工
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获评江苏
省文明乡镇，建群村被评为全国文明村、江苏
省美丽乡村，庙桥村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黄英、九令、建群三个村被评为江苏省
水美乡村。2020年王鲍镇完成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6736万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3亿
元，同比增长22.57%，其中工业投资13.51亿
元，同比增长48.98%；服务业投资2.79亿元。

曾经为革命奋斗终生的先烈已逝，然
而庄重的纪念馆还在诉说着他们的故事，
一处建筑，两位英雄，一种精神，一次洗礼，
一份传承，王澄、鲍志椿等
无数的革命先烈们用生命
铸就的丰碑，生动地诠释着
奉献与牺牲的时代内涵，指
引着后来者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 （扫码看更多）

探访王澄、鲍志椿烈士纪念馆——

永不褪色的烽火记忆

惠萍镇原家友小学是为纪念烈士沈家

友而命名的。创办于20世纪70年代初，前

后办学10年，1980年并入惠萍镇中心小

学。

沈家友，又名沈加佑，1920年出生在今

惠萍镇郁家村（集镇）北边的一个贫困农民

之家。他小时候只读过1年书，稍大些就给

地富人家打短工或做长工，过着衣不保暖、

食不饱肚的生活。成家后住在五滧河湾头

西侧的河沿上，一面打短工，一面做簖捕捞

度日子。

1943年，沈家友参加革命，当乡里

的理事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开

展反“清乡”斗争。1944年斗争形势越

发紧张，他离家参加了区队。1946 年

春，因革命的需要离开了部队，回到家乡

任新桥乡农会主任。他学习土改政策，发

动贫下中农加入农会组织，带领穷苦农民

丈量土地，按人头分配土地，完成了土改

任务。接着他又积极投入保田运动，发动

青年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并积极发展和加

强民兵组织，监视敌人的行动，加强地方

治安。

1946年下半年，我主力部队奉命北撤，

留下地方部队和地方干部，坚持原地斗争，

并发动群众开展惩奸运动。沈家友站在对

敌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坚持和敌人展开斗

争，处决了5个丧尽天良做尽坏事的汉奸、

恶霸、土匪，并警告了一些危险分子。1946

年底，国民党军推进启东后，日夜出来捕

人、杀人、抢东西、拆民房。在这一片白色恐

怖下，沈家友和战友们一起仍坚持原地斗

争。白天隐蔽，晚上活动，经常出其不意地

袭击敌人。一次，敌人出来抢劫老百姓的花

衣（已轧好的棉花），沈家友带领几个乡小

队战士，向敌人发起了突然袭击，吓得敌人

惊慌失措，掉头逃跑，我方夺回了两车花

衣。

1947年5月1日夜晚，沈家友带领10

多个民兵在郁家村北边埭口的四滧河中打

一条地形坝，任务完成时已半夜，他们实在

太累了，就在五滧河西边的东半埭4个宅头

住下来。沈家友和张文明住在五滧河向西

第二个宅，其他民兵依次向西住宿。当时他

们有6条长枪。沈家友上床后一面和东家主

人说话，一面在抽烟。一支步枪横在床上。

不巧的是这天晚上，住在五滧河东的启东

区通信员鲁朝卿返家，被“透气鬼”密报，和

顺乡敌乡长孙步才带领自卫队来捉鲁朝

卿，未遂。返回途中兜圈子路过该地，发现

一农家宅上有灯光，一自卫队员在窗洞中

看到了横在床上的枪，并认识沈家友，就报

告了孙步才。敌人把该宅包围，并组织两个

短枪组，一组站在窗洞口举枪对准沈家友

高喊：“不许动！”另一组破门冲入屋内扑向

沈家友，在寡不敌众下沈家友被捕了。睡在

一起的张文明同时被捕。西边宅上的民兵

听到动静立即北撤，在撤退途中清楚地听

到沈家友怒骂敌人的声音：“你们这些狗强

盗，不会有好下场！”

敌人捉了沈家友、张文明两人，在回据

点途中，用枪柄边打边走。到了据点里，立

刻搬起刑具来审讯，妄想从沈家友口中获

得干部、民兵的情况。敌人用尽酷刑，他都

回答“不知道！”敌人见问不出名堂来，喝令

用重刑，爪牙们拿出钢针，刺入沈家友的每

个指头，强迫他在地上扒泥，沈家友顿时昏

了过去。醒来时，敌人还是逼着要口供，但

仍是一无所得，敌人暴跳如雷，发疯似地狂

吼：“加刑！”于是把烧红的铁环套在沈家友

的大腿上，顷刻间皮焦肉烂，人又昏过去

了。过了好一会才醒来，任敌人如何凶狠毒

辣，可始终得不到沈家友的半句供词，所得

到的只是沈家友的愤怒的目光、严厉的斥

责、狠狠的痛骂。敌人无计可施，下了最后

的毒手，下令“绑出去埋掉！”于是几个国民

党军士兵把捆绑着的沈家友、张文明押到

郁家村南市梢，挖了一个三锹深的泥坑，把

他俩一齐推入泥坑。两位勇士同时高呼着：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英勇就义。

虽然家友小学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沈

家友烈士在骇人听闻的刑罚面前坚贞不屈

的英雄形象，将永远留在当地民众的心里！

（李茂松 整理）
（连载十八）

死为家国魂不灭
——惠萍镇家友小学校名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