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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大山深处的铜陵县抗日政府
“从这一直向里，抗日政府的旧址估

计还要走好一阵子。”铜陵县钟鸣镇的一

个小姑娘指着背后的深山说。从铜陵市

区向东北方向约三十公里，到达快要接近

芜湖的钟鸣镇。“铜陵县抗日民主政府旧

址”的牌子颇为醒目。

1940年冬季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在华

北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逐渐向华中转

移，并在安徽各地制造反共摩擦事件。

1941年1月4日，国民党顽固派最终策划发

动了“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

潮。铜陵县抗日民主政府也就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在钟鸣镇泉栏村的舒家店自然村，一

座崭新的青瓦白墙的徽式建筑异常显眼，

依山傍水，庄严而不失亲切。房内分两

层，有天井，一层是沙盘和史物陈列，二层

则是会议室，旧式桌椅和墙上的老照片，

仿佛会场犹在，笑声犹在，交锋犹在。

铜陵县委副书记陈家喜说，2009年11

月 1日，铜陵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重建后

重新揭牌，现在已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记者 赵汗青 文/图

作为皖南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铜陵县政府，从建立到终结，仅仅存

在七个月。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电令华中局撤退至长江以北。而四年之后，铜

陵又重新回到了人民手中。铜陵县抗日民主政府的七个月，发动群众恢复农垦、

兴修水利，甚至发展文教，开展民政、公安、司法工作，治理得井井有条。

日前，记者探访了铜陵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

大山深处的铜陵县政府：

皖南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

自幼丧父，靠资助读完小学
日前，记者来到了杨兆成烈士牺牲地

旧址蚌埠市龙子湖区南山儿童公园。此

刻，几位游人正在公园内悠闲地踱步，郁郁

葱葱的大树记录了那段红色的往事。

“这里原来叫中山公园，新中国成立后

才改建成南山儿童乐园的。”在蚌埠市史

志办副主任郭照东的指引下，记者沿着公

园里的小路走去，发现一个大大的平台。

“杨兆成当年就是在这个平台附近牺

牲的，当时他被亲戚出卖，落入移驻蚌埠的

安徽军务督办、军阀陈调元之手，从安庆押

解至南京，后来又押回了蚌埠。”郭照东娓

娓道来烈士的往事，“杨兆成，原名叫杨自

涛，曾化名杨昭，1902年出生于我省的怀宁

县。他自幼丧父，家境贫寒，靠宗族资助读

完小学，1920年考入设在当时省会安庆的

安徽省立第一师范。这所学校是当时我省

爱国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

在皖牺牲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杨兆成烈士在蚌埠小南山就义，年仅24岁
王旭东 记者 何曙光 文/图

1926年，一个夏末秋初的夜晚，在蚌埠小南山之麓，“打倒军阀陈调元！”的呼喊

声划破寂静的夜空。随着罪恶枪声的响起，一个热血青轻倒下，奉献出了年轻的生

命。他就是为革命在安徽殉难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杨兆成烈士。

日前，本报记者专程赶赴蚌埠，探访杨兆成烈士牺牲地旧址。

图为杨兆成烈士及其牺牲地

早年积极投身革命实践活动
据郭照东介绍，杨兆成在安庆读书期

间，一方面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一方面

广泛涉猎进步书刊，逐步接受马列主义理

论，积极投身革命实践活动。

至1923年，他相继积极参加了反对军

阀倪嗣冲侵吞教育经费而引发的“六·二”

学潮和反对军阀倪道烺贿选安徽省第三届

议员，驱逐省长李兆珍，反对曹锟贿选总

统，痛打“猪仔议员”张伯衍、何雯等一系列

斗争，并在斗争中显示出了他非凡的革命

领导才能。1924年，杨兆成加入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次年任安庆团特支书记，后任

团安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6 年，杨

兆成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出任中共安庆

特别支部书记，并兼任团安庆地方执行委

员会书记。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杨兆

成积极投身于组织领导广大学生和民众开

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

“至死也不向敌人低头！”
1926年夏，正值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

安徽各地革命浪潮日益高涨之时，为迎接、

配合北伐军北上，根据党的指示，杨兆成开

始着手兵运工作。他利用一个亲戚在陈调

元部当兵的关系，写信并邮寄革命书刊到

他亲戚的驻地蚌埠，宣传革命。这时，移驻

蚌埠的安徽军务督办、军阀陈调元已成惊

弓之鸟，令全省军警对“赤化分子”严加防

范。不久，杨兆成的亲戚被军警捉拿，供出

原委。随后，杨兆成落入军警的魔掌。

在狱中，杨兆成虽遭严刑拷打，但他坚

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安庆地方党团组织

没有因为他的被捕受到损失。采访中，记

者了解到，在杨兆成被捕后，当地党组织虽

经多方营救，但终未获成功。不仅如此，当

时很有影响力的杨氏宗族也曾托人具保，

只要杨兆成写个悔过书即可释放，杨兆成

斩钉截铁地回答：“至死也不向敌人低头！”

军阀用他的头颅“出师祭旗”

1926年 9月 10日晚，陈调元妄图阻滞

北伐军前进的步伐，在出兵前举起屠刀杀

害了杨兆成，还竟然惨无人道地用杨兆成

的头颅进行“出师祭旗”。杨兆成把他的

鲜血洒在了蚌埠小南山上，年仅24岁。

“他的英名将永远镌刻于中国革命

的历史丰碑上，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革

命者，充满了理想和信念。”郭照东说，为

纪念杨兆成牺牲周年，中共安徽省临委

发表专文，称赞“兆成同志是我们的战

士，是青年工作的指导者”，这是党组织

对杨兆成烈士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的充分

肯定。

（感谢蚌埠市史志办的大力帮助）

建设：积极开展抗日工作的七个月
1944年上半年，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开

始对日伪军发起局部反攻。下半年，整个

皖南抗战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铜陵抗日

根据地更加巩固与发展。年底，皖南地委、

皖南支队、皖南军分区领导机关从无为县

白茆洲迁到铜陵县舒家店等地。铜陵成为

中共指挥皖南抗日斗争的中心地区。

为了使铜陵抗日民主政权更加健全和

完善，1945年1月，撤销铜青南行政办事处，

成立铜陵县抗日民主政府。这是皖南地区

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

铜陵市原史志办主任郑少裘介绍，铜

陵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围绕抗日开展

了支援部队、保障供给、组织生产、发展文

教等多项有效工作。“1945年3月始，铜陵

县政府协助中共铜青南县委筹备成立了

铜青南各界抗敌协会联合会，动员青年参

军参战，用各种方式支援前线。此外，还

开展经常性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

组建农业互助组和变工队等等。”

终结：北撤发表了《告别皖江民众书》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后，中共中

央电示华中局：“苏南及皖南、皖中七师部

队和党政，原则上亦须全部撤退。”建立刚7

个月的抗日民主政府随之解散。当年9月

下旬，铜陵县党政机关干部，区、乡脱产干

部和铜陵地方武装全部撤离至江北无为县

白茆洲，新四军发出《告别皖江民众书》。

在铜陵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里，记者

看到了这篇于1945年10月3日刊登在《大

江报》上的告别书，言辞激切，椎心泣血：

“几年以来，我们在你们亲切爱护与支援

下，坚持了抗战，建立了根据地，和你们一

道过着民主自由快乐的生活……但是现在

我们却要忍痛向你们告别了……那么，为

什么我们不能好好地和你们在一起，忽然

要和你们分手呢……他们（国民党）偏偏在

用全力来挑拨内战，破坏团结，阻挠民主

……”

图为铜陵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展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