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
员和革命群众被敌人残酷杀害。为了保卫中央机关和领导人
的安全，中共中央成立了情报保卫机关，即中央特科，与国民
党特务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下设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又称红队）、通讯科。其中情报科
负责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建立秘密情报网。情报科科长先后
由陈赓、潘汉年担任。大名鼎鼎的钱壮飞、李克农、赵一曼都曾
经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的成员。

在中央特科的情报科中，有这样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都
曾留学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男的潇洒英俊，精通无线电发报
和精密机械制造；女的漂亮优雅，善于周旋于国民党高官中获
取情报；两人相得益彰，互相配合，利用各种条件，打入敌人内
部，掌握敌人的核心机密。这对夫妇就是刘鼎和吴先清。

吴先清是台州临海人，是台州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这位
神秘的红色女特工，因为其出色的秘密情报能力，被任命为共
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谍报组组长。她曾潜伏到日本东京，与共产
国际著名谍报组织佐尔格小组一起，搜集了大量的日本大本
营的秘密情报，为中国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
了卓越的贡献。然而，她却因苏联的肃反扩大化而蒙冤牺牲在
异国他乡。

声援浙江“一师学潮”
李兆建/文

台州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红色女特工吴先清的故事①

吴先清乳名荷香，曾用
名吴德芝、罗莎、吴仙清。
1904年 7月，出生于临海城
关的一个商人家庭。她的父
母在临海城关紫阳街南段
开了家糕饼店，家境还算宽
裕。她有一个哥哥、四个弟
弟。吴先清是家中唯一的女
孩，因而颇受父母的宠爱。
旧时女孩子从小要裹足的，
吴先清死活不愿意。吴先清
从小性格活泼开朗，十分要
强，而且带有男孩子的豪
气。看到哥哥和别人家的孩
子上了学，她也要求上学念
书。父母拗不过她，便送她
进入当时台属联立女子师
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

1917年，吴先清小学毕
业。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在
第二年春天跟着哥哥吴全
清来到杭州，考进了浙江省
立女子蚕业讲习所（简称蚕
校，现为浙江理工大学）。

从山城临海来到杭州，
她的视野迅速地开阔起来。
在蚕校，她结识了许多同学
好友，与同班同学蔡淑馨
（夏衍夫人）、陈宣昭（吴觉
农夫人）都亲如姐妹。吴先
清为人豪爽、仗义，乐于为
他人服务，待人诚恳，深受
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她思想
活跃，经常和同学探讨一些
社会问题，尤其关注妇女的
命运和前途。她对同学说：

“男女不平等，就是社会最
大不公平。妇女要振作，一
起反对旧势力。”

1919 年 ，五 四 运 动 爆
发，新文化、新思潮运动席
卷全国。杭州中等以上学校
的爱国学生纷纷响应。那时
吴先清只有十五岁，但她是
蚕校最早的响应者，被选为
学校代表，成为蚕校五四运
动的组织者之一，参加了杭
州十四所中等以上学校组
成的联合救国会。她带领同
学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
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取
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声
援北京爱国学生。

5月 12日，杭州各校学
生三千余人，聚集在杭州第
三、第四公园开大会，会后
列队举行游行示威。吴先清
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拦，带领
同学冲出校门，加入游行队
伍。浙江各界纷纷响应五四
爱国运动。这是近代浙江历
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
其他市民兴起的反帝反封
建反军阀群众性革命斗争。
其后，发生的浙江“一师学
潮”，更是震动全国。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
校（今杭州师范大学，简称
浙江一师）是中国建立最早
的六大著名师范之一。五四
运动前后，浙江一师是浙江
新文化运动中心，享有“北
有京师学堂，南有浙江一
师”的美誉。浙江一师校长
经亨颐提出的与时俱进、人
格教育、全面发展的办学方
针受到当时教育界人士的
普遍推崇。

为了宣传新文化、新思
想，浙江一师学生施存统
（又名施复亮）等在学校内
组织了全国报刊贩卖部，大
量销售《新青年》《星期评
论》《教育潮》《少年中国》等
进步刊物和《资本论》《科学
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
书籍。1919年 10月，在校长
经亨颐的支持下，浙江一师
学生俞秀松、施存统、宣中
华与甲种工业专门学校学
生沈乃熙（夏衍）等创办了

《浙江新潮》半月刊。11月 7
日，《浙江新潮》第二期刊登
了施存统的《非孝》一文，抨
击以孝为基础的家庭制度，
号召建设一个新社会。这篇
文章引起了反动当局的震
怒。浙江省省长齐耀珊下令
查封《浙江新潮》，并准备于
1920 年 2 月放寒假期间撤
换浙江一师校长经亨颐。浙
江一师学生自治会负责人
徐白民、宣中华得知消息
后，十分气愤，立即组织同
学商讨对策。浙江一师学生
自治会与教职员工召开联
席会议，推选徐白民、宣中
华等四人为请愿代表，持请
愿书向省长公署多次请愿，
要求当局收回成命。他们还
上书教育部并通电全国呼
吁。然而，齐耀珊却恼羞成
怒，下令解散浙江一师和杭
州学生联合会。为此，3 月
28日上午，杭州市学生联合
会组织全市四千余名学生
前往省长公署请愿。

3月 29日，五百多名军
警包围了浙江一师，准备强
行遣送学生回家。浙江一师
学生静坐操场，群情激愤。
为响应杭州市学生联合会
声援“一师风潮”的号召，吴
先清组织蚕校的同学加入
杭州女子职业学校队伍，作
为中等以上十三所学校队
伍的前导，冲破封锁。一开
始，吴先清等女学生们将一
筐筐的馒头往一墙之隔的
浙江一师校园里扔。后来，
校外的同学们干脆直接冲进
了由军警把守的浙江一师校
门，聚集在操场上，与浙江一
师的师生们并肩战斗，直至
当局收回训令、撤走军警。

4月 11日，杭州学生联
合会发出《声讨齐耀珊通
电》，发动驱逐齐耀珊的斗
争。21 日，五千余名学生在
杭州湖滨公众运动场集会，
遭到一千多名军警的蛮横
阻拦和殴打，造成几十名学
生受伤流血。在社会各界有
力支持下和公众舆论的强
烈谴责下，齐耀珊狼狈下台
离开杭州。浙江“一师学潮”
以学生胜利而结束。吴先清
在这场革命斗争的实践中，
得到锻炼并收获了许多新
的启迪。但是，蚕校里的一
些守旧分子却视吴先清为
好闹风潮，不守校规，不让
她按时毕业，罚她留校饲养
春、夏两季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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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台州市成功创建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开启了从

“文化小康”迈向“文化共富”的高速
发展新时期。

在新时期，台州深入实施文化建
设“八大工程”，扎实推进公共文化服
务均等化、标准化、数字化、社会化、
特色化、品牌化建设，不断擦亮“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这块金字
招牌，在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活
动、打造文化品牌等方面齐发力，增
强群众的文化自信，使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更加充实。

打造“文化客厅”
全面推进文化设施建设

公共文化设施是一座城市文化
地标和美好形象的展示窗口。

近年来，台州统筹推进城乡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进一步织密
公共文化设施网络，高标准建设现代
文体设施，文化设施建设正加速驶入
快车道。

对标“市有五馆一院一厅”的要
求，台州市通过新建一批、改造提升
一批文化设施，加速补齐公共文化设
施建设的短板。总投资约 13.8亿元的
台州大剧院，建成后将成为群众参与
文艺活动的高标准艺术殿堂和市级
文化交流的新平台。去年 10月以来，
环市民广场 11个公共文化场所实施
109个场馆单体改造项目。此外，黄岩
区文化馆、沙埠窑考古遗址公园、路
桥区文化活动中心、温岭市文化活动
中心、玉环市博物馆、天台县文化中
心、仙居县城市文化综合体等一批县
级文化设施相继建设或建成使用，基
层文化设施建设按下“加速键”。

走进椒江区前所街道新殿村的和
合书吧，书架上摆放着整齐丰富的图
书，大门附近放置了自助借还书机，俨
然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这个书吧于
今年 6月 1日建成开放，目前拥有藏
书近1.2万册，阅览座位48个，还贴心
地提供“24小时不打烊”服务。作为延
伸公共文化服务的触角末梢，台州全
市已建起和合书吧 114家，为广大市
民提供“最后一公里”的阅读服务，并
在市区范围建成“30分钟”阅读圈。

全市 95%的文化馆和图书馆达
到国家一级馆标准，省级中心镇和人

口数超 10万的乡镇（街道）实现图书
馆分馆全覆盖。全市行政村（社区）实
现文化活动中心（室）全覆盖，全市
129个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基本实
现每周42小时免费开放，全市共建有
农村文化礼堂2767家，有效焕发基层
文化服务生机与活力。一系列数据的
背后，是台州大力推行公共文化服务

“十百千”工程建设的成果，推动我市
的公共文化设施体系持续优化，公共
文化服务保障能力大幅跃升。

在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同
时，我市还聚焦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和
服务的提档升级。台州率先在全省实
现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的通借
通还，成为省内唯一一个信阅线下服
务全覆盖的地区。路桥区探索农村文
化礼堂“建、管、用”一体化机制，构架
起政府主导下的众筹运营、众创管
理、志愿服务、资本采购“四Z”运营管
理模式，挖掘更多“礼堂+”可能性，该
模式还入选第四批省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项目。

同时，民间文化场馆的建设呈现
遍地开花、处处亮点的特色，成为充
实台州公共文化事业的重要力量。今
年 6月，刚刚落成开幕的黄岩区朵云
书院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市民前往参
观打卡，成为黄岩的人气文化新坐
标。位于临海的梦宝来民俗博物馆收
藏了2500多件民俗老物件，为人们展
示着千年府城的历史变迁。三门有为
图书馆作为浙江省首家民间公益图
书馆，给一座小城带来许多意料之外
的诗意的改变。

激活“本土IP”
大力实施文化精品工程

今年暑假，一部以济公为原型，
以天台实景为素材打造的大制作动
画电影《济公之降龙降世》登陆全国
院线。这不仅让济公这个耳熟能详的
台州历史人物，通过大银幕的重塑焕
发新的生命力，也让天台的壮美山水
风光乘着电影的翅膀被更多人知晓。

近年来，台州通过抓实文艺创作
和人才培养，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
打造出了一批辨识度高的文艺品牌，
在电影、电视剧、台州乱弹、话剧、歌
曲、舞蹈、文学作品等领域精品文艺
作品层出不穷，不仅擦亮了地方文化

品牌，还树立起台州文化标识。
抗疫期间，以“众志成城战疫情”

为主题创作的《春天来了》《祥瑞花
开》等一批作品登上有影响力的媒
体。依托台州红色文化和垦荒故事，
创作了《台州印象》《江山天骄——献
礼建党一百年》《垦荒者之歌》等文艺
作品，并入选台州市重点文艺精品创
作项目。结合台州市委市政府打造

“和合圣地”的工作，以“和合文化”为
主题，创作的舞台剧《和合二圣》、大
型交响合唱《和合之光》等作品根植
于台州独特山海环境及人文历史为
基点的和合文化主题。

今年 5月 15-16日连续两晚，台
州乱弹《我的大陈岛》亮相国家大剧
院，不仅让乱弹这种地方剧种走向更
大舞台，而且用文艺形式再现垦荒历
史，生动地诠释了垦荒精神，收获好
评如潮。《我的大陈岛》从2016年开始
筹备，历时3年，有130多位创演人员
参与其中。“三年磨一剑”，《我的大陈
岛》不仅获得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第十四届浙江
省戏剧节新剧目大奖等荣誉，还入选
了2020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另一方面，为发挥文艺名家在台
州文化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为市
民带来别具匠心的视听文化盛宴，台
州持续多年推进台州市文艺名家（名
团）展演工程。自2007年创设以来，台
州市文艺名家（名团）展演工程已成
为台州市内文艺界知名活动品牌。今
年共有17个人（项目）入选，已顺利举
办“鸟歌花舞”庆祝建党100周年献礼
民盟80周年——金烨国画展，“季忆留
夏”何萍师生钢琴音乐会等展演活动，
为观众们呈上一道道优秀的艺术大餐。

丰富“精神供给”
精准提供文化惠民服务

通过丰富文化供给，活动提质增
效，台州市文化惠民服务实现从“有
没有”到“优不优”的转变，各式各样
的文化活动不仅填饱群众的“文化胃
口”，也提升了群众的“品鉴味蕾”。

今年以来，我市已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文化惠民活动：成功举办第37届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张觉平
胡琴独奏音乐会、台州市第五届“十
大歌手”比赛、“迎建党百年 享美好

生活”红色主题雕塑大展、“追着阳光
去台州”长三角民乐名家庆祝建党
100周年台州行、长三角名家百家书
法精品邀请展等活动，满足市民多样
化文化需求。

同时，台州立足本土文化特色，
不断创新文化供给的形式和渠道，走
出了一条全民参与、利民惠民的发展
之路。

实现“文化进村”常态化。2020
年，我市组织市县两级重点文化演
出、展览等活动 3000多场次，带动基
层开展各类文化活动 2万多场次。发
挥农村文化礼堂作为基层文化阵地
的作用，实施送文化三下乡，组织策
划了以农村文化礼堂为主阵地的“永
远跟你走”台州市百首红歌百名歌手
百场巡演。今年以来，全市共送演出
828场，送图书超 5.3万册，送讲座展
览近千场，覆盖所有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和农村文化礼堂。

推动“线上线下”大联动。疫情现
状下，市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和非
遗馆开通网上在线服务，提供内容丰
富的文旅数字资源：市文化馆整理上
线近年来全市经典演出和超星资源
库视频 4000 多部；市图书馆推出 30
个数据库上百万本免费电子书；博物
馆和非遗馆推出虚拟展厅导览，让市
民身临其境逛博物馆和非遗馆。同
时，各大场馆还在“试水”线上线下联
动的“新玩法”，台州市文化馆“文化
超市 4.0”搬进“云课堂”获《人民日
报》刊登点赞；台州市图书馆将直播
热潮和图书馆服务相结合，推出“云
享新阅直播间”活动，受到欢迎。

引领“在地艺术”新风尚。穿行临
海台州府城，你可以随时随地感受浓
浓的文化氛围，穿过春天烂漫的樱花
集市，听见房顶露台上有人正在“长
城下读诗”，在临街店铺体验剪纸草
编等非遗项目，在瓮城感受一场动感
的电音派对，“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
圈”的打造，让居民和游客步行片刻
就能遇见不同的文化活动场景。不仅
仅是临海，各县（市、区）也都在打造
独特的文化场景，将艺术与当地生活
融合，让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有机地
融入城市的每个角落，让文化走入人
群。

面向“十四五”，台州还将加快解
锁文化新场景、拓展美学新空间、推
进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步伐，让民
众享有更多更高品质、更具地方特色
的文化服务，为台州人民的美好生活
不断“加码”。

让精神更富有，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温度

文化先行文化先行，，台州高质量发展路上越走越自信台州高质量发展路上越走越自信

本报记者王佳丽/文 李洲洋/摄 题图由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今年5月，台州乱弹《我的大陈岛》亮相国家大剧院，不仅让地方剧种乱弹走向更大舞台，而且以文艺形式再现历史，生动诠释了大陈岛垦荒精神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