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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

馆里，收藏着一枚小小的钢

印。钢印刻有“光华皮件厂造”

字样，这枚朴实无华的钢印，承

载着新四军在淮阴地区抛头颅

洒热血、群众支援抗日的峥嵘

历史。

1941年春，一家名叫“光

华皮件厂”的皮具小作坊在淮

宝县岔河镇（今洪泽）开办。这

枚钢印就是专为皮件品捶打上

印，代有广告的性质。当时日

伪肆虐，属于手工业劳动性质

的皮件厂被日本鬼子冠上“资

敌”的罪名。皮件和五金若要

运出解放区常常遭到汉奸的举

报与扣押，店长兼师傅的杨荫

生就被抓过几次。

在店铺经营中，如果是新

四军去店里定做物品，都会受

到店里热情的接待。后来这里

日渐成为专为新四军各级供给

部定做军用皮件品的作坊。据

说，当时新四军二师师长罗炳

辉曾特意到店定做特大腰皮

带，上面还要加做左轮手枪子

弹袋外加左轮手枪套。

一天，店里接待了一位新

四军的干部，其警卫员称他为

“万参谋长”，要为望远镜定做

一个皮套子。万参谋长指着望

远镜笑着说道：“我们在外打鬼

子，吃的穿的从不在乎，但是打

仗的装备可得好好护着。”皮件

师傅仔细丈量了尺寸，回复参

谋长三天后过来取。经过日夜

赶工，皮套做好，打上钢印。第

三天，却只来了一位警卫员前

来领取，见他面色凝重，一问才

知：“参谋长昨天牺牲了。”

这枚钢印由杨荫生传给了

儿子杨建华，已是耄耋之年的

杨建华老人又将这枚钢印捐赠

给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

并讲述了钢印背后的历历往

事。

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收藏着

一份珍贵的国家二级文物——一份

1944年钱讷仁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师

直属队总门诊部主任兼产妇科专门医

师的委任状。

如今它静静地躺在这小小的一方

展柜中，静谧，无言。然而，穿过时间的

记忆，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它就是

承载历史的放映机，刻录了“钱妈妈”接

生婴儿时的每一声啼哭，精心抚育时的

每一个瞬间，英勇机智抢救的每一个生

命。如今，它依旧躺在这小小的一方展

柜中，但厚重，大爱。

“她不是伟人，

也不是圣人，

她是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

一个热爱人民的新四军医生，

人们至今怀念她！”

这首简短而朴实的诗，歌颂的就是

被华东军区授予“南丁格尔”称号的钱

讷仁。

钱讷仁，原名钱瑞芳，是苏皖边区

政府副主席季方的夫人。讷仁，是季方

同志为她题的“号”，取意“仁而不言”，

参加革命后，就一直以“讷仁”为名。她

早年就读于上海同德医学院妇孺产科

系。1943年初秋，随季方到安徽淮南

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学习，之后任新四军

第一师直属队总门诊部主任兼产妇科

专门医师。

一位叫沙希屏的老人回忆，当年她

在生儿子施斌的时候早产加上难产，生

了两天两夜没有生下来。老乡来找钱

讷仁，钱讷仁二话没说，背上接生包就

走，寒冬腊月，冰天雪地，到了老乡家，

产妇脉息已没有了，经钱讷仁抢救，终

于保得母子平安！就在大家准备舒一

口气时，偏偏日伪军进村扫荡！钱讷仁

镇定自若，把刚生下来的施斌放在脸盆

里，端着脸盆随部队突围，保全了施斌

的生命。

1946年11月，政府北撤，钱讷仁

负责“产妇队”和重伤病员，途中60多

名孕妇生了30多个孩子，无论多忙多

累，凡有急症，无论白天夜里，钱讷仁迈

动着一双“解放脚”，随叫随到。走了近

两个月，到了冀南故城响沟村，孕产妇、

婴儿和伤病员都平安到达。解放后，钱

讷仁被评为特等模范、优秀工作者；由

于耳疾不能听诊，1955年后转到幼教

岗位工作，又被评为优秀教育工作者、

全国三八红旗手。

这是一张用圆珠笔在信笺

纸上手绘的淮安河下镇大运河

示意图，标题为“苏北国际和平

医院撤离两淮时藏于运河河底

的病床、冰箱、手术床等方位示

意图”，左下角用圆珠笔作了简

要的注释，右下角用铅笔简单

记录了当时撤离的情况：“敌人

进西街，我出东街，傍晚有雨，

从玉米地走，背、拉、抬伤员，淮

安和涟水、苏家嘴镇一个晚上

到，双沟、高沟、塘沟住了一个

月，然后到沂阳，2400个伤员，

苏北战役。”简要的战情介绍，

却让人有置身于炮火纷飞的战

场的感觉。

苏北国际和平医院成立于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时期，是

由宋庆龄女士亲自提出并援助

创建的。基于两淮地区是华中

首府，苏皖解放区与上海仅一

江之隔，因此宋庆龄打算以华

中军区第一后方医院为基础，

将类似于延安、山东等地的国

际和平医院的苏北国际和平医

院设在淮安。1946年初，宋庆

龄女士先后三次派她的代表、

国际友好人士严斐德赴淮安湖

心寺实地考察，了解实际情况。

苏 北 国 际 和 平 医 院 于

1946年6月间正式收治病人。

1946 年 8 月 13 日正式挂牌。

不幸的是，和平的曙光是如此

短暂，苏北国际和平医院成立

伊始，国民党军队便对苏皖解

放区进行了重点进攻，医院也

更多地担负起战时医疗的任

务。9月22日，国民党军队侵

占淮安，苏北国际和平医院在

淮安河下镇的一批伤员，由陈

海峰率领从河下东街撤出，先

转移至淮安县的苏家嘴，再转

至沭阳县的圹沟、周集一带继

续治疗。最令人可惜的是，在

两淮保卫战中，苏北国际和平

医院紧急撤离湖心寺前，大部

分无法带走的设施（钢丝摇床

等）全被沉入大运河河底。

2011年，苏皖边区政府旧

址纪念馆工作人员曾去北京，

拜访原华中第一后方医院院

长、卫生部医学科技局局长陈

海峰同志，时年九十多岁的陈

院长，追忆往昔，依然对苏北国

际和平医院撤离两淮时，大批

医疗物资沉入河底感到惋惜，

随后将这张手绘“藏宝图”交给

纪念馆，希望这些记录历史的

物资能够重见天日。

如今，山河无恙，人间皆

安。陈海峰院长已驾鹤西去，

唯有这张“藏宝图”默默地诉说

着那个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手绘“藏宝图”

2021年春节前夕，苏皖边区政府

旧址纪念馆增加了一件极为普通的藏

品，这件藏品是一条既没有特殊的材

质，也没有繁复的工艺，看似普普通通

的毛毯，然而就是这样一条十分普通的

毛毯，离休老干部李登先一家人却珍藏

了七十多年。原来，这是1947年莱阳

战役中所缴获的一件战利品。

莱阳地处胶东半岛中心，是胶东半

岛的交通枢纽，向东向北有烟台、威海，

向南有青岛，向西为胶济线，是敌我必

争的战略要地，也是抗战胜利后华东局

和山东兵团的所在地。敌人占领莱阳

后，就开始修建地堡、火力点，建补给基

地，同时，国民党还乡团也逃到了莱阳

城，守城的是国民党整编五十四师的一

〇六团和一〇八团的一个营，还有一个

榴弹炮连、一个山炮连，以及大量的保

安团、还乡团，共约一万人。攻打莱阳

城的是七纵，七纵原属新四军七师，虽

然久经沙场，但多为阻击、策应、配合作

战，此次作为主攻，司令员成钧和政委

赵启民既感到任务光荣艰巨，同时也觉

得压力巨大。

根据李登先的回忆录，纵队指挥所

设在城北山脚下的一个山洞里，这时天

降大雪，七纵不顾天气恶劣，行进至莱

阳城下，经纵队首长勘察之后，决定以

南门为主攻方向，二十师主攻，十九师

从西门、二十一师从东门辅助进攻。为

了加强体力，增强战斗力，李登先所在

的后勤部在战斗前想办法弄了一些猪

肉、鸡肉烧给战士们吃，每个人还分了

一小碗酒。大家蹲在地上，边吃边商

量、表决心，斗志十分旺盛。

1947年12月9日凌晨2时，经过

充分的战前补给与动员，在一声震天的

爆破声中，七纵健儿向莱阳城发起进

攻。二十师从南门东侧突破城防，紧接

着十九师从西门、二十一师从东门突

破，入城部队分别向敌纵深穿插，战士

们和敌人展开了巷战。进城后，十九师

前线指挥所设立在西门，为了加快进攻

速度，提高进攻效果，指挥部决定成立

敢死队，第一梯队上去后很快打开了局

面，但二十师、二十一师进攻城隍庙受

阻，主要是城隍庙敌人工事环环相扣，

随着伤亡扩大，成钧司令员亲自率领敢

死队，势必拿下城隍庙。十三纵原驻在

莱阳，熟悉城况，又决定以十三纵三十

七师助攻，但三十七师两次进攻均未奏

效，最后十三纵司令员周志坚亲率一个

山炮连增援三十七师，山炮抵近敌人的

地堡，一下子就轰炸掉了，部队冲上去，

经过激战拿下了城隍庙。莱阳战役是

七纵为主攻在山东打的第一个攻坚战，

这一仗，扭转了山东的局面。战役结束

后，山东胶东战况恢复到了战前态势。

莱阳战役缴获了很多战利品，李登

先当时是连级干部，分到了一条美国军

队的绿色军毯和一块黑底罗马表。

2018年，李登先老人因病去世。后来，

他的家人便将毛毯捐赠苏皖边区政府

旧址纪念馆，这条毛毯将作为历史的见

证，永远将革命先辈的故事流传下去。

资料来源：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
整理：何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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