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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

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在盐城这座新四军浴血奋战过的土地上，248处红色遗址遗存、128个以烈士的名字命名的村镇名留青史。大量的革命文物向人们讲述着军民

同心、听党指挥、一心为民的故事。宋公堤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北人民“阻海波于堤外、造平安于黎民”的历史见证。

抗战期间，新四军转战盐阜地区。共产党员、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宋乃德率地方民众建成捍海大堤，虽屡经海潮冲击仍岿然

不动。当地百姓为感谢新四军，把这条海堤与宋代范公堤相提并论，称为宋公堤。

1939年 8月 30日，盐城
北部沿海发生特大海啸，海潮
所过之处，茅屋被冲毁，村庄
被荡平，良田被吞没，死者达
1.3万多人，幸存者则家产全
无，成为难民。

杨芷江等人多方
呼吁，韩德勤才勉强答
应拨付修堤款 20 万
元，但经层层克扣，仅
有11万元用于修堤。
因海堤低矮，当地百姓
将修造的海堤称为“韩
小堤”。灾难过后，当地爱国士

绅杨芷江、汪继光等人，请求
时任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的
韩德勤拨款修筑海堤。

时隔不久，
海潮复来，这条
偷工减料的“韩
小堤”，一冲即
垮，当地百姓再
遭劫难。杨芷江
义愤填膺，痛骂
国民党政府：“这
种腐败无能的政
府迟早要完蛋。”

宋乃德到东部沿海乡镇察
看民情，“咨询民之疾苦，以为政
之急”，把修筑海堤、保卫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作为头等大事。

宋乃德代表县政府
作出承诺：修堤不用老
百姓出钱，以盐税做抵
押，发行100万元公债，
日后归政府偿还。并且
实行以工代赈，让百姓
劳有所得。

1940
年 10 月，
共产党领
导的阜宁
县抗日民
主政府成
立，共产党
员宋乃德
任县长。

新四军三师官兵与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党
员干部利用战争间隙，争分夺秒修筑海堤。筑堤
民工从开始的千余人，迅速增加到9000多人，最
多时达1.5万人。工地上，人流如潮，热火朝天；运

输牛车，络绎不绝；劳
动号子，此起彼伏。

修堤即将告竣时，敌人加紧了破
坏行动，先后暗杀了监工员陈景石、
修堤副指挥
陈振东等多
名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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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公堤：红色初心映江淮

血腥恐吓没有吓退共产党人，他们越是艰险越向前，克服
重重困难，海堤工程终于在1941年7月31日全线竣工。

大堤竣工后不久，一场特大海啸突然来袭，似
在有意检验海堤。海啸水位比1939年的大海啸还
高出20厘米，时间也延长20分钟。新堤屡经冲击
却岿然不动。杨芷江为
此撰诗赞颂：“范公已往
宋公继，拜罢先贤拜后
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