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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是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镇江人民是热爱祖

国、无私奉献、不怕牺牲、奋勇前进的英雄人民。在过去漫长的沧

桑岁月里，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

福，前仆后继，慷慨捐躯，用满腔热血谱写了人生光辉的篇章；在新

中国诞生以后的50多年的征程中，又有诸多烈士为保卫祖国，为

保卫世界和平，为人民的利益，为镇江的建没和发展，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他们是镇江的优秀儿女，是镇江人民的骄傲，将永远受到

镇江人民的崇敬和怀念。

在革命烈士英雄群像中，有一组革命烈士受到全省人民的缅

怀，他们的高大形象矗立在镇江人民、江苏人民的心中。他们就是

被称为“北固英烈”的20世纪30年代牺牲在北固山下的革命先烈

们。1930年秋，为了扑灭江苏的革命烈火，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当

时的江苏省会镇江成立了江苏省临时军法会审处，将从全省各地

抓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押解镇江，进行非法刑讯和残酷迫害。

北固山麓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主要刑

场，有数百人在这里壮烈牺牲，其中有40多位是担任县委级以上

职务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奏出了青春之歌、理

想之歌、共产主义之歌。南京雨花台是国民党统治中心屠杀共产

党人的刑场，北固山下则是国民党屠杀江苏全省共产党人的刑场，

后来，老同志称北固山下为“江苏小雨花台”。1966年，镇江市在

这里建烈士陵园，成为人们纪念革命先烈的场所，是很有意义的。

建园4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全市人民的共

同努力下，镇江烈士陵园全体工作人员满怀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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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后代负责的精神，在这片具有特

殊革命意义的地方，对陵园进行精心规划、分期建设、严格管理；20

世纪90年代后，对主要纪念建筑进行了扩建、重建，形成一组在全

省乃至全国都具有一定影响的纪念性建筑物，并深入地开展各种

具有特色的革命传统和党性教育活动，使烈士陵园先后获得“全国

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首批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

“烈士纪念物管理先进单位”等较高的荣誉。陵园的建设成就，是

所有陵园干部职工付出辛勤劳动和心血的结果。他们在平凡的工

作岗位上默默无闻、忠于职守，将陵园建设、烈士褒扬工作开展得

有声有色，受到广泛的赞誉，也使我们这些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

的老同志感到欣慰。时代已进入新的千年，新的时代对烈士陵园

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陵园的工作者们，怎样再接再励，戒骄戒

躁，为坚持“褒扬先烈，教育后人”的宗旨，作出更大更好的成绩，应

成为永远的主题，追求的目标。

在建园40年之际，市烈士陵园编一本陵园志，褒扬革命烈士

的革命精神，回顾40年陵园建设历程，总结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经

验，这对进一步做好褒扬工作，扩大教育成效，提高陵园建设水平，

开创陵园工作新局面都是很有必要的。本书内容丰富，重点突出，

史料真实，不矜不彰。本书的问世，不仅为陵园的建设起着承前启

后的作用，更为研究镇江地方革命斗争史，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

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我对这本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并向广大

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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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褒扬

烈士，继承传统，为本市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服务。

二、编纂原则：坚持求实存真、立准立好的原则，体现陵园建设

特点，突出烈士褒扬工作，展示发展过程，达到存史、资政、育人的

目的。

三、时间断限：自1966年建园始，至2006年6月止。

四、记述范围：以现今陵园区域为准，超出范界部分，略作记

述。

五、结构：采取横排门类，纵记史实的编纂方法。全书设章、

节、目三个层次。志首冠以概述、大事记；编后记殿后，简述编纂始

末。

六、体例：以志为主，辅以述、记、图、表、录、照六体。

七、文体：正志为记述体；概述，述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

主，辅以记事本末体，力求时事记述完整性。

八、机构变动、人事更迭时的时间、单位名称、职务称谓，均以

文件为准。

九、纪年方法：采用公元纪年。公历称X X年代均指20世纪，

年、月、日以及有统计数字的事物计量均用阿拉伯数字表述；计量

单位，均使用当时习惯和统计资料所用名称。

十、资料来源：历史文献、档案。部分史料来自碑文及知情人

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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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镇江市烈士陵园(以下简称陵园)，位于镇江市区东北部的北

固山前峰上。东邻梦溪路，与宁沪高速公路相连；南有青云路接中

山东路；西出烈士路接解放路，与市区各主干道相通；北隔东吴路，

与：I匕固山中峰、后峰相呼应。园区东西长270米，南：化宽330米，

地处山顶，东西：lki(ti，围筑古城，顶部海拔高度为27—30米左右。

东北角另有一山岗。陵园坐北朝南，南缓北陡。进入园门，拾级而

上，逐层升高方抵广场，北有百级台阶与：l匕门相通。

(一)

北固山是“三山”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前、中、后峰，由南

向北绵延，后峰峭壁，兀立江滨。古代，中、后峰伸入江中，形似半

岛，两侧大江拍岸。后峰北临长江，山势险峻。镇江城的城池最早

建在这里。唐《元和郡县志》载：“建安十四年(209)，孙权自吴理丹

徒，号日京城。”“因山为垒，缘江为境”，建筑铁瓮城。三国后，“郡

治据焉”(元至顺《镇江志》)，隋唐以后，直至近代，一直是州署或府

署的所在，是镇江的政治中心。明万历年间，知府在府署后的城头

加筑了望台一座，因有13个门洞，故称“十三门”。1842年7月21

日，发动扬子江战役的英军三路攻城，其中一路攻北门，在十三门

附近遭到守城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十三门附近成为镇江守军浴m

卫国的主要战场之一。清末，镇江知府在这里建南酃学堂，后改为

镇江府中学堂、府属立镇江中学、江苏省立第6中学、省立镇江中

学、江苏省立镇江师范，成为镇江学府中心、教育中心。1930年至

1933年，国民党政府在当时的省会镇江设临时军法会审处，集中

屠杀从全省各地押至镇江的共产党人、革命志士，北固山下成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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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的主要刑场。1937年日军攻占镇江，所

建学校均被毁，成为荒丘。解放后，南侧建鼓楼新村。

镇江人民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自从鸦片战争以后，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这里众多英雄儿女，为争取民族独

立，人民的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不屈不挠，前赴后继，

英勇献身。他们的丰功伟绩光照千秋，与世长存。“壮哉身殉国，

遗爱万人怀。”在100多年中，镇江人民利用建祠树碑、修建墓地等

多种形式，缅怀先烈事迹，开展悼念活动。散布在全市各地的烈士

墓，有不少是人民群众在当时险恶环境中，冒着生命危险修建的，

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烈士的敬仰与铭记。

建国以来，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烈士褒扬工作，广泛收集烈

士的遗物，积极征集烈士事迹资料，修建了赵荣森、王洞若烈士墓

地，用烈士的英名命名为乡名、村名、桥名。人民政府对赵伯先烈

士墓地及公园予以保护、维修，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为伯先公园题

写了园名。广大人民群众为悼念、敬仰烈士，每年清明前后到分散

在城郊附近的烈士墓地开展祭扫活动。

1966年，经市委、市政府决定，在“三山”风景胜迹之一的北固

山前峰建立烈士公墓，将分散在本市南郊、宝盖山、北固山、九华

山、桃花坞等地135位烈士坟墓集中迁葬烈士公墓内。同年底，在

烈士公墓纪念广场北端建立革命烈士纪念碑。1975年，又在陵园

大门东侧建革命烈士事迹陈列室。陵园经过10年不懈地努力，三

大主要烈士纪念建筑物建成。1977年，镇江市烈士墓更名为镇江

市烈士陵园管理所，科级建制，全民事业单位，隶属市民政局。

1992年，更名为镇江市烈士陵园管理处，仍为科级建制。

20世纪90年代后，陵园对原有烈士纪念建筑物予以重建和

扩建。1993年，重建了革命烈士纪念碑，碑体庄严挺拔，碑身正面

镌刻着张爱萍将军题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

1994年，扩建了纪念碑前纪念广场(命名为红领巾广场)，广场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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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了彩色地砖，可容纳万人举行悼念活动。1997年，在纪念广场

坡下两侧重建烈士陵墓，红色墓碑，金字镌刻，绿茵丛中，分外醒

目，每个墓区形如月牙，墓后苍松翠柏，交相辉映。2002年，重建

了具有现代气息的烈士纪念馆。2005年，又对纪念碑及广场进行

维修改造。至此，烈士纪念碑、烈士陵墓、烈士纪念馆三大烈士纪

念建筑物全部重建，以其磅礴气势，壮观姿态使陵园为之一新。同

时，还分别建与之配套的烈士纪念物大型镇江革命斗争史浮雕墙、

警世碑、“北固英烈”群雕、忠烈祠碑亭等。到2006年，陵园占地面

积近百亩，基建总投资1500万元。1994年，陵园被江苏省人民政

府批准为省级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1995年被国家民

政部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2001年陵园又被国务院批

准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二)

在烈士陵园的建设中得到了各级领导、老红军、老同志的关心

支持。原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以一个红十四军老

战士的身份先后为革命烈士纪念碑、烈士纪念馆题词，中顾委委员

陆定一、全国政协常委管文蔚、中纪委委员康迪先后为陵园题词，

表达了对革命烈士的深切缅怀。国家民政部的多位领导先后多次

来陵园视察指导工作，关心陵园的建设。

省委、省政府一直十分关心镇江烈士陵园的建设。管文蔚、储

江、戴为然等老领导先后来陵园检查工作。省委书记李源潮先后

在2000年11月25日、2001年6月2日、2003年4月5日和2005

年春节来陵园祭扫革命先烈，参加活动，视察工作。省政府的多位

领导也来陵园检查工作。省民政厅将镇江烈士陵园的建设、管理

和褒扬工作列为他们工作的重点，多位领导多次对陵园工作给予

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

镇江市委、市政府等市四套班子一直十分重视烈士陵园建设，

将陵园列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基地、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事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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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年度的主要民心工程来抓，在各种纪念性建筑物建设中，市领导

从项目立项、资金筹措、内容审定、工程质量等多个方面，亲临现

场，视察指导，排忧解难，保证精品。fL吖f-J对烈士陵园开展的各项

活动也都给予关心支持，不少领导都亲自参与，率先垂范。

在革命战争中经过血与火考验的老红军、老新四军、老战士、

老领导满怀对革命烈士的深厚感情，多年一直关注着陵园的每～

项建设、每一个活动。为重建和新建陵园纪念建筑物，他们组织发

起重建、新建，四处奔波，呼吁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关心陵园工作，

给予经费方面的大力支持。烈士纪念碑、烈士纪念馆的重建就是

他们发出倡议，积极参与建设的，警世碑、北固英烈群雕、忠烈亭等

纪念建筑也是他们或打报告由市政府出资新建的，或是他们筹集

经费建造的。他们还经常地参与各种烈士纪念活动，宣讲烈士事

迹，弘扬革命精神，自己还主动捐款，栽花植树，用n-己的行动继承

光荣传统，教育群众，使之代代相传，发扬光大。这些老同志对革

命烈士是深深怀念的，对烈士陵园建设是有贡献的，对烈士褒扬jE

作是做出成绩的。在陵园建设发展史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倾注

了他们的心血。

(三)

建园40年来，陵园始终坚持以“褒扬先烈，教育后人”为宗旨，

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主题鲜明、颇具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

活动。

首先，陵园将搜集烈士资料、编写烈士事迹，当作一项经常性

基础工作认真做好，为宣传革命烈士事迹、弘扬革命精神进行不懈

努力，编纂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一批成果：完成了国家民政部编写的

《中华英烈大辞典》、《中华著名烈士》丛二}：；中镇江地区烈士资料7

篇，2万余字；完成了《江苏省革命烈士英名录》中“镇江市革命烈

士英名录”编纂；与市党史办合编出版发行《北固英烈颂》，10万

字；参与编写《丹心碧血》中烈士资料15篇，5万余字；陵园编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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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发行《烈士事迹专辑》共4册，约3万字；编印烈士纪念馆简介2

万份，出版发行《镇江英烈报》20期，23万份；完成烈士传略442

篇；编印《建园三十年大事记》，为教育后人学习革命先烈，继承和

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2004年又在全省首家开通

“镇江烈士褒扬教育网”。1995年，陵园被国家民政部确定为全困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陵园是全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基地，担负着

弘扬烈士精神，教育人民群众的光荣使命。每年清明节，镇江人民

群众有纪念烈士、祭扫墓地的传统。陵园每年都将这一时期的工

作列为全年工作重中之重，精心组织，热心服务，使每个祭扫者都

能受到烈士精神的熏陶。40年中，陵园共接待祭扫悼念的群众达

400多万人次。

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陵园积极拓展服务内容和

宣传教育形式，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先后与机关、部队、学校、企事

业等30多个单位，建立了共建共育精神文明关系。广泛开展“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做无产阶级接班人”、“缅怀先烈丰功伟绩，做合

格共产党员”、“少年先锋岗”、“向烈士交份满意答卷”、“栽花植树

慰英灵”、“迈好青春第一步”、“向革命烈士献朵进步花，说句悄悄

话”、“万人百歌颂英烈”、“学习先烈、奋斗‘九五’迈向二十～世

纪”、“手拉手，继承传统，做跨世纪的新主人”、“托起f!f；』天的太阳”、

“昨天、今天、明天”以及组织“故事会”、“吟涛会”、“朗诵会”、“文艺

演出”等系列教育活动。协助社会各界在陵园举行入党、入团、人

队仪式，配合部队举行新兵入伍，老兵退伍仪式，以及“红领巾广场

命名”、“十八岁成人宣誓”仪式等。深入烈士家乡、部队、学校、监

狱举行烈士事迹报告会。联合有关部门和单位召开“缅怀抗日英

烈老战士座谈会”和“三十年代牺牲于镇江的烈士资料征集座谈

会”等。举办“南京大屠杀资料图片展暨Et军在镇江暴行”、“监狱

里的斗争”、“纪念北固英烈六十周年”、“我与雷锋同行”、“许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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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颖烈士事迹”等大型图片展。拍摄和制作了《悠悠北固慰忠魂》

《镇江小雨花台》和《江苏何处小雨花》三部电视片，在省电视台播

放并巡回在本市和外地放映，使社会各界和青少年受到了深刻的

教育。同时，充分利用电台、电视台、报社、广播等新闻媒体，对各

种教育活动进行及时的宣传报导。这一系列活动给爱国主义和革

命传统教育以新的内涵，对陵园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激励“四有”新人的成长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四)

陵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是培养

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德育基地和摇篮，其社会地位对全市人民具有

很强的感召力。陵园的工作者们，增强了荣誉感和责任感，尽职尽

责，勇于奉献，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为了加强内部正规化管理和基础设施改造，陵园将园容园貌

的美化放在突出位置，精心构思，不断完善，以舒适温馨的环境造

就了镇江小雨花台的特色。园内亭园林立，松柏成行，花香满园，

群鸟争鸣，大理石栏杆洁白无暇，环绕周道，为陵园的开放创造了

风景优美的良好环境。

陵园着力加强内部管理，先后制定和逐步完善了各项制度和

工作守则。每年制定一次工作计划，每季检查一次落实，每月进行

一次考核，年终评选先进科室和个人，实行工作实绩与奖金挂钩，

进行奖惩。在制度建设上，坚持每周三下午政治学习，坚持定期办

公会议，坚持对财务、安全、卫生、文档管理等工作的考核，使各项

工作保持深入、持久、健康的发展。由于有章可循，职责明确，措施

有力，提高了工作效率，保证了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

陵园是政治性很强的事业单位，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根本保证。

“育人先育己”，党支部把党建工作作为陵园的工作重点，坚持党员

干部定期学习制度，每月一次党支部中心组学习制度，定期召开民

·6·



概述

主生活会，增强了领导核心的凝聚力。党支部采取各种办法提高

干部职工的政治、思想、文化综合素质，开展“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爱民政、爱陵园、爱岗位”的“双三爱”和“三德”、“三讲”、“三

个代表”的“三三”教育活动；制定了“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和“安全

保卫条例”，抵制了社会的负面影响，使陵园成为政治空气浓、团结

气氛好、民主风气正的战斗集体。同时，陵园十分重视干部职工的

文化学习和业务培训，参学率达到70％以上。在职干部职工已有

95％获得了专业技术职称和工人技术等级，1人获副高级职称，6

人获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4人获得初级专业技术职称，在职职工

有18人达到大专以上学历，形成了一支思想过硬、作风过硬、业务

过硬的专业技术队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陵园充分发挥和挖掘

自身的人力和资源优势，采取多形式、多渠道的“以实业补事业，以

实业促事业”的创收路子，使陵园的经济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经济

效益明显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给陵园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弥补了陵园建设发展资金、维修经费的不足，并使烈士纪念建筑物

维修、保养纳入正常的轨道。近几年，陵园大大改善了办公条件，

增添了各种先进设备，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强了智力投资；同时，提

高了在职干部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福利待遇。陵园社会地位和经

济实力的提高，为各项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陵园先后

7次被授予省、市文明单位和优抚事业先进单位。1995年，陵园被

国家民政部评为全国烈士纪念建筑物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新的世纪对烈士褒扬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适应新的形

势，陵园将以创新的思路和开拓进取的精神，更新观念，充实调整

陵园建设总体规划，进一步强化“褒扬先烈，教育后人”的主体功

能，把陵园建成环境设施园林化、区域功能多样化、服务内容系列

化，集悼念、教育、游览、观赏、休闲于一体的公共活动场所，以吸引

更多的观众和游客，为实现建设镇江“两率先”和“两步走”的宏伟
· 一7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