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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编者按】】

““钟山风雨起苍黄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百万雄师
过大江过大江。。””19491949年年44月月2323日日，，中国中国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
闻之欣然命笔挥毫赋诗闻之欣然命笔挥毫赋诗。。南京解南京解
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和旧时代的终结和旧时代的终结，，对全国解放产生对全国解放产生
了重要影响了重要影响。。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今天就让我们通过
档案重回档案重回7373年前年前，，一起去了解南一起去了解南
京解放台前幕后的故事京解放台前幕后的故事。。

△1949年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
市警备政治司令部布告（南京市档案馆藏）

△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和南京市人民政府
挂牌（南京市档案馆藏）

△常州市档
案馆藏：地下工
作者提供调查资
料《武进调查》

△江苏省档案馆藏：渡江船只登陆的
五条路线

红色档案记录南京解放的台前幕后红色档案记录南京解放的台前幕后

揭秘代号“501”
○ 江苏省档案馆 李军

历史的镜头拉回73年前，在长江阻隔、敌人封锁、生活环
境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我党地下工作者坚定不移地为党的事
业，不怕牺牲、不畏艰难，克服种种困难，展开对敌斗争，巩固
群众基础，传递党的声音，传送敌方情报，为渡江战役胜利暨
南京解放发挥了重要的情报信息指导作用！

珍贵的“鸡毛信”

在江苏省档案馆革命历史档案中，珍藏着许多“鸡毛信”
小纸条。这些小纸条直观记载了长江南岸黎明前我党地下工
作者冒着生命危险，潜伏敌区展开艰苦卓绝的隐蔽斗争。

△江苏省档案馆藏“鸡毛信”（长约5厘米、宽2厘米）

透过一张张已经泛黄的小纸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代号
“501”经常出现在字里行间。那么，这个神秘代号的真实身份是谁？

代号“501”是谁？

江苏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关于苏南地区化名、代号简称
表》明确记载：代号“501”即为张志强同志。解放战争时期，张
志强同志先后担任中共华中一地委江南工委副书记、中共
江南工委常州专员、中共澄武锡工委书记。工作范围在江
南江边一线，负责指导三个工委工作，发展武装力量和党的
组织，开展干部培训，建立反蒋统一战线，支援大军渡江，迎
接解放，建立政权。当时501代号已经非同寻常，赫赫有名。

△江苏省档案馆藏：代号“501”张志强与战友的书信

代号“501”做了什么？

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潜伏在上海敌占区的地下
党李侠同志对妻子说：“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
朵，随时随地都在侦察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
难，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那么，同为党的地下工作者，代号

“501”究竟展开了哪些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这些斗争又为
我军顺利渡江发挥了什么独特作用？

01秘密收集传递情报
1948 年年底，华中工委向

苏南党组织下达了全面收集苏
南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文化
等10个方面情况的任务。为了
沟通苏南、苏北两地的交通联
系，以张志强为代表的江南工
委及其下属组织积极开展沿江
敌军工作，在当地群众的大力
支持和协助下，在长江天堑上
开辟出一条条秘密交通线，建
立起一个个情报站。地下党的
交通人员利用经商作掩护，使
用国民党驻军的渡船，接送人
员，传递情报。中共澄武锡工
委，根据江南工委指示，积极搜
集当地的敌情、社情，并绘制地图，送往
苏北解放区，为编印《武进调查》提供重
要资料，也为后来解放和接管常州城市
提供了第一手信息，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年初，为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种情报迅速传送到
苏北解放区，中共华中一地委江南工委决定在武进建立电台
联络，为了防止被国民党军侦测到电台的位置，中共澄武锡工
委把电台放置在一条木船上，称为“船上电台”，每天晚上流动
于玉祁、前洲等地港湾传递情报，为人民解放军摧毁敌人的江
防工事、顺利打过长江立下了汗马功劳。

02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根据形势变化，江南工委提出了关于党领导群众斗争的

意见。意见指出，武装斗争方式主要是合法隐蔽分散，此起彼
落，逐步提高，如确系大多数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党必须加以
领导，形式应多样。

在张志强的组织领导下，江南秘密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
为群众日常生活利益的改善而斗争，对党员进行系统党性时
事理论教育，在群众团体中隐蔽发展党员，开展内线工作，使
之成为组织群众反特斗争的核心。

从档案中可以直观地反映我党地下工作者在上级党组织
的领导下，建立秘密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为支援大军渡江
而战斗的光辉历程。

△江苏省档案馆藏：江南武装斗争的方式方法

03开展“地窖党校”培训班
1947年，国民党要塞司令部与国民党江阴、无锡、武进县

政府配合，对江阴地区联合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清剿”。为
了避开敌人“清剿”锋芒，便于自身的隐蔽斗争，澄西和沙洲党
组织以地窖为依托，举办党训班，以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和政
策水平，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地窖党校”。

“地窖党校”由张志强、王鹏主持并亲自授课，培训的主要
内容是：形势教育，分析解放战争的形势，坚定革命必胜的信
念；气节教育，在任何情况下保持革命气节，百折不挠，宁死不
屈；政策策略教育，如对首恶的镇压政策，分化瓦解敌人的收
买政策、利用政策以及统战政策和开展合法斗争的政策等。

04摸清敌人分布防线情况
据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48年7月华中一地委江南工委

首次召开会议的会议记录》记载，当时江阴以西、以东地区已
进入严重紧张状态，江南工委地下工作者们根据掌握的情报，
分段绘制了长江沿线敌军部署情况图，其中省档案馆里就有
一幅《沿江驻军防务分配图》，图上标注了江阴要塞附近60里
江面的驻军防务分配情况。这些江阴工事图都是在党的领导
下，地下工作者们通过艰苦卓绝、九死一生的奋斗得来的，是
中国革命历史的见证，价值珍贵。

△江苏省档案馆藏：沿江驻军防务分配图

05设置五条渡江登陆路线
1949年1月，张志强在给钟民、谢克两位同志的信中汇报

了他所检查工作的情况，其中谈到了渡江船只登陆的五条路
线。主要内容为：第一条路线，江北出口以界及青龙港，南以
王坍港敌军有一个排长已被我们争取过来，可配合渡江。第
二条路线，由江北天星桥头桥七圩港出口，南岸以圩塘以西之
六号难以登陆。第三条路线，由江北夹港，九圩港出口，南岸
以利用港、芦埠港登陆。第四条路线，江北由上久圩出口，南
岸新港花
乌 港 登
陆。第五
条 路 线 ，
江北由新
港 出 口 ，
南岸由双
漕港掬片
沙登陆。

在黎
明 前 ，无
数个像张
志强一样
的我党地
下 工 作
者 ，在 党
组织的领
导下，从事情报工作。他们对党忠诚，坚守信仰，勇担使命，不
怕牺牲，英勇斗争，为大军南下解放南京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
础和治安环境，为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定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
用，大大减少了人民解放军渡江战斗的牺牲，同时也加快了解
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会永远记载，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地下
工作者同样是人民真正的英雄，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毛泽东1949年4月手书自作词：《七律·人民解
放军占领南京》（中央档案馆藏）

接管南京后的第一号公告
○江苏省档案馆 胡卫国 卢 珊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南
京市档案馆藏）

这是由南京市档案馆馆藏的珍贵红色档案，是
73年前南京解放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949年4月28
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
简称南京市军管会）发布的一份布告，这也是南京市
军管会发布的首份布告。布告明确了南京市军事管
制委员会为当时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
一全市军事、民政等管理事宜。布告称：“南京已获
解放，为保障全体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
立革命秩序，决定在南京市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
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该市军事管
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市军事、民政等管理
事宜。”

4月28日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
制委员会，刘伯承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后由粟
裕任主任，唐亮任副主任。5月1日，成立了南京市
警备司令部、政治部，陈士榘为司令员，副司令员为

周兴，袁仲贤为政委，江渭清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
任。5月7日，成立中共南京市委，刘伯承为书记，宋
任穷为副书记，后由粟裕为书记，唐亮为第一副书
记，江渭清为第二副书记。5月10日，成立南京市人
民政府，刘伯承兼任市长，柯庆施、张霖之任副市长。

南京解放4天后，负责城市接管的金陵支队到
达南京，第一件事就是在全城张贴《中国人民解放军
布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守则》，以安定民心。据
当时的年轻党员回忆，进城后，大家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布告”上盖图章，盖章
盖到大拇指磨出了水泡，布告还是不够用。

全国解放战争后期，在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过
程中，随着大中城市的陆续解放，中国共产党将如何
接收城市、管理好城市被提上了重要的工作日程。
这是落实中共中央西柏坡会议精神将全党工作的重
心从乡村向城市转移的重要步骤，也是中国共产党
全国政权“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后，对中国共产
党执政能力的又一次考验和检阅。根据当时新解放
的城市情况复杂、矛盾尖锐，还不适宜立即建立地方
政权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确定在新收复的城市中
实施军事管制制度，以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领导城
市的军政工作。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军事管制的领
导机构，也是城市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当地驻军最高
军事首长担任主任。

1949年4月28日成立的南京市军管会由18人
组成。南京军管会成立后，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根
据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关于接管要“按照系统，原封不
动，自上而下，先接后分”的指示，确定了接管南京的
具体实施意见：1.按原系统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与
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相结合。2.依靠工人，团结职
员，特别是其中的进步积极分子，进行点收清查工
作。3.分别轻重缓急，根据干部力量，稳定地、有步
骤有重点地进行接收，而首先抓紧生产部门。4.接
与管有计划地结合起来，迅速恢复生产，有步骤、尽
快地由接到管。南京军管会还统一了接管步骤：第
一步，派出军事代表，宣布接管，封存档案材料，责成
原机关主管人员造具财产清册、负责办理移交；同
时，干部分头了解情况，搜集资料，宣传解释政策，召
开职工会议，安定群众情绪。第二步，经过动员酝
酿，各按系统，通过群众路线进行清点移交，有问题
的单位必要时进行重点清查；然后处理旧人员，恢复
业务和生产，转入管的阶段。经过以上充分的准备
工作，我党对南京进行了全面接管。

全面接管工作自1949年5月1日开始。南京市
军管会下设军事、财经、交通、政务、文化教育5个接
管委员会，至8月底，共接收：国民党党政机构单位
923个，包括国民党政府中央系统机关（国民党中央
政府各部、院、会、党、团、宪、警及特务机构）749个，
地方性机关（国民党南京市政府与所属机关及其他
地方性机关）174个；科研及文物机关16个；大专学
校13所，公立中学16所，公立小学174所；工厂、银
行、邮局及交通机构等50个；接收房产1930处、军械
和物资一大批。国民党政权首脑机关“一府五院”及
其下属机构所留下的5.6万多人（连同家属及流散军
警人员约有12万余人），接管人员组织他们学习，并
依照“一律包下来”和“三个人饭五个人吃，房屋挤着
住”的政策，使大部分留用人员解除顾虑，稳定思想，
为刚解放的南京迅速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并发展国
民经济和各项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南京军管会通
过对南京的接管，摧毁了国民党在南京的政权基础，
逐步建立、完善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