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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身处困境，南下干部始终怀着革命乐
观主义精神和饱满的精神状态，坚持战斗在岗
位上，向党和国家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954年4月，王杰调离义乌，前往杭州工作。
“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是王杰坚守的

工作原则。在义乌的短短几年里，他把这片热土
当作第二故乡，为义乌的革命和建设精心谋划、
恪尽职守。

1988年9月，王杰和妻子曹健民接到义乌

市委的邀请信，愉快地重返第二故乡。再回义
乌，当年风华正茂的南下干部已是白发苍苍。一
路上，王杰都在想象义乌会变成什么样了。当眼
前呈现出繁荣景象，人气旺盛的小商品市场，王
杰深受启发和鼓舞。在他看来，义乌小商品市场
的蓬勃发展，生动体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王杰为义乌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
献，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的顾全大局、不怕吃苦、
踏实工作、无私奉献的“南下精神”。

恪尽职守书写人生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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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卢丽珍 文/图

在中国革命史上，“干部南下”是一次重要的战略
行动，由此也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革命群体——南
下干部。作为共和国建立和发展初期难忘岁月的见证
者，南下干部的传奇经历并未被世人忘记。

1949年，为支援全国解放，大批干部冒着没有散尽
的硝烟，抛家舍业，浩浩荡荡向南方挺进，如同源源不
断的新鲜血液输向南方新解放区，参与支援南方广大
新解放区建设的任务。这次调干南下，是中共中央根据

革命形势的需要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因为人数众
多、成建制输出、发挥作用巨大，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光
辉一页。

华东南下的干部中有一位名叫王杰，原名王乃恩，山
东诸城人。他于1938年12月参加革命，1939年4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山东莒县四区区委组织委员、莒县县委
秘书；1949年4月，随军南下，任义乌县委委员、组织部部
长、纪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1951 年 11 月至
1954年4月兼任义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四至八次会
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后调杭州、上海等地任职。

1949 年春天，26 岁的王杰当时已经
结婚，和妻子曹健民育有两个孩子。南下
行动要求时间紧迫，他根本来不及回家，
匆匆向家人打了电话就投身华东南下干
部中队。经过一番艰难险阻，王杰和南下
干部中队终于抵达金华。根据金华地委
的指示，迅速奔赴义乌县开展工作。义乌
县拥有 30 余万人口，四周群山环抱，中
部是丘陵，浙赣铁路横穿境内。这里虽已
解放，但是基层政权还在地主恶霸手里，
国民党残兵和当地土匪勾结在一起躲藏
在深山中，经常窜出杀害军民，先后有
100 余名党员、积极分子被他们杀害。城
内房倒屋塌，物资极度缺乏。

在王杰看来，义乌人民勤劳朴实，讲
团结、有志气。尽管接收了一个危机四伏
的破烂摊子，但面对广大群众的悲惨遭
遇，王杰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此时此刻，
他更加体会到中共中央决定调集大批干
部迅速进入新区开展工作的重大政治意
义，从内心里下定决心和地方同志战斗
在一起，把工作尽快开展起来，切实改变
这贫穷落后的面貌。

1949 年 5 月 8 日，义乌解放。中国人
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十二军三十五师
一〇四团挺进义乌，将所有前来迎接

“国军”的国民党义乌县党政警人员俘
获。这一天，义乌县城社会安定，所有
商店照常营业。同年 5 月 21 日，南下中
队中队长刘胜洲任县委书记，董党任县
长，介信秋任民运部部长，洪仕任宣传
部部长，王杰任组织部部长。其他干部
分别派到各区，组建区委、区政府。南

下干部和地方同志组成各级党政领导
班子，迅速开展工作。

在解放战争推进过程中，地方的国
民党败兵、特务和当地的惯匪四处横行，
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根据
金华地委的指示，义乌县委决定成立了
剿匪指挥部，密切配合解放军统一领导
剿匪斗争，王杰同解放军部队一个连负
责义东区。义东区一带山高林密，林中蚊
虫又多又大。恰逢多雨季节，林中阴暗潮
湿，道路泥泞。南方的天气让这些南下的
北方干部很不适应，大家对地势不熟，加
上语言不通，进到深山里困难重重，有时
迷失方向，转半天也转不出去。夜晚天黑
路滑，追击土匪时常是一个跟头接一个
跟头，浑身上下滚满泥水。“我们没有蚊
帐，夜晚露宿被蚊子叮得满身血包。我不
幸得了疟疾，一会儿满面通红、口渴难
忍，一会儿又冷得发抖，浑身发颤。每迈
一步都非常吃力，但还得跟随部队在这
深山老林里与土匪周旋。”王杰在一次采
访中回忆，由于没有及时治疗和休息，他
患上的疟疾三年后才得以治愈。

在剿匪斗争中，区乡干部、党员、积
极分子和县区的武装力量，积极配合解
放军统一剿匪行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在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下，
1949 年 7 月至 12 月，义乌全县共计歼灭
武装土匪 14 股计 1445 人。另有 8 股未在
山上活动的土匪计158人，亦先后被公安
机关抓获归案；1950 年 12 月 30 日晚，义
乌最大的匪首吴模被击毙。至此，全县武
装土匪基本肃清。

匆匆受命接手“烂摊子”

匪患肃清，农村社会秩序得到稳定。南下干
部又开始赶早摸黑，走乡串户，组织农民按照老
解放区土改的步骤进行土地改革。

1950年秋，由部队抽调了一批骨干配合地
方干部，共同组成工作队，由点到面开展了轰轰
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带领深受苦
难的农民向封建阶级开展全面进攻。在土地改
革的同时，进行镇压反革命和支援抗美援朝。义
乌全县先后有2000余名青年自愿报名成为解
放军。这时，全县形势一片大好，城乡各项工作
有了空前的大发展。

土地改革中，王杰和其他县委同志分头带领
机关干部参加工作队。工作队同志全部住在农民
家里，与他们共同参加劳动。同志们深入群众家
里访贫问苦，调查了解情况，经常聊到深更半夜。
听到深受苦难农民的一句句控诉，王杰受到了极
为深刻的阶级教育，进一步增强了他和同事战胜
困难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决心。经过工作队的持续
宣传教育，群众从躲躲闪闪到勇敢面对，最终公
开揭发和严厉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全县土地改革运
动发展得很快。1951 年上半年，土地改革基本
结束，废除了封建所有制，解放了生产力，农村
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广大农民在
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身了。农村党组织和民
兵、农会、妇救会等各群众组开始蓬勃发展，
1951 年底，全县互助组已迅速发展至 1000 余

个，有近万户的农民加入其中，大大促进了生产
发展。1953年底，全县互助组已发展到6000余
个，参加的农户有 4 万余户。待有关机构建立
后，县委责成王杰举办干部培训班。根据县委决
定，王杰招收了一批有思想基础的青年学生进
行培训，并将他们派到基层发挥作用，培养当地
干部来充实干部队伍。

忘我工作投身第二故乡

1950年春，王杰（前右一）与同事在义乌合影。

1949年2月19日，莒县机关全体人员欢送南下同志合影留念。

在王杰两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王
尽美牺牲了。从自己的祖母口中，王杰了
解到父亲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

王尽美，原名为王瑞俊，1898 年 6 月
14 日出生在山东莒县的一个佃农家庭。
他自幼聪颖好学，后于枳沟镇高小毕业，
在家务农多年。农暇刻苦自学，酷爱进步
书刊，关心国家大事，较早萌发了民主主
义思想与救国救民的志向。

1919 年，青年王瑞俊积极投身到五
四运动的洪流中，带领同学参加集会、游
行，开展宣传活动，积极联络学生建立爱
国反日组织。由于出色的组织才能和良
好的口才，他被推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
负责人之一。1920 年 3 月，他结识了北京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罗章龙，并成为该
研究会的通讯员。此后，他的脚步迈得更
快了。同年 11 月，他与邓恩铭等发起组
织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创办《励
新》半月刊并任主编，积极宣传新思想、
新文化。1921 年春，他与邓恩铭等发起创
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7 月，中国历史
上神圣的时刻来到了。王瑞俊与邓恩铭
代表山东党组织，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与会代表中，他是

较早到达上海的一位，并参加了中共一
大会议的全过程。

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王瑞俊和邓
恩铭虚心好学的精神以及他们在大会讨
论时所发表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见解，
给与会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共
产党的建立，更加坚定了王瑞俊为实现
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献身革
命的信心和决心。为此，他改名叫王尽
美，并写了一首《肇在造化──赠友人》
的诗：“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
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

王尽美和邓恩铭参加党的一大归来
后，同王翔千、王复元、王象午等人，于
当年 9 月在济南发起成立了“山东马克
思学说研究会”。它的成立和活动，推动
了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进一步传播，为
党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此后，王尽
美走上坚定的革命道路，一心一意为无
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直至献出了年轻
的生命。

忠于党、热爱祖国，始终维护党的声
誉和人民利益，这是王尽美和他后人一
直坚守的信念，彰显了共产党人的革命
风范。

和父亲一样革命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