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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京 市 民 政 局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南 京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南 京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文件

 

宁民区〔2020〕189 号 

 
 

关于公布《南京市红色地名名录》的通知 

 

各区民政局、区委党史办、文化和旅游局、退役军人事务局，江

北新区卫生健康和民政局、党群工作部、宣传和统战部： 

为迎接建党 100 周年，贯彻落实“关于印发《南京市红色文

化资源保护利用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 年）》的通知（宁宣

思〔2019〕4 号）”要求，市民政局会同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

办公室、市文化和旅游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按照“首创性、

引领性、地域性、影响力”的原则，研究遴选了 22 条南京红色地

名，现予以公布。 

遴选出的 22 条南京红色地名，按照类别分为革命遗址和纪念



 — 2 —

地类 14 条、革命事件类 6条、革命人物类 2条。这些红色地名，

传承红色基因，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程，是我市

地名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有效载体，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南京红色地名公布后，各区要立足自身实际，深化红色地名

资源保护利用，设置红色地名指引牌、标志牌、说明牌，建立完

善红色地名文化标识，传播红色地名故事，传承弘扬红色基因，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聚起攻坚克难、奋发

进取建设“创新名城、美丽古都”“强富美高、两争一前列”新

南京的强大精神力量。 

 

附件：南京市红色地名名录 

 

 

南 京 市 民 政 局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南京市 退役军 人事务局 

2020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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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京市红色地名名录》 
 

一、革命遗址和纪念地类 

雨花台烈士陵园    位于雨花台区雨花路 215 号。自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夕，

雨花台成了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的刑场。二十二年

中，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革命志士，

爱国人士在此被杀害。1950 年，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南京市第二

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在雨花台建造烈士陵园。雨花台烈士陵

园包括雨花台主峰等 5个山岗，以主峰为中心形成南北向中轴线，

自南向北有广场、纪念馆、革命烈士纪念碑、北殉难处烈士大型

雕像、北大门以及西殉难处烈士墓群、东殉难处烈士纪念亭等。 

云台山抗日烈士陵园    位于江宁区横溪街道云台山东麓，

为纪念云台山战斗牺牲的 65 名新四军官兵而建。1939 年 2 月 25

日，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一营近百名战士，奉命赴江宁镇一带破

坏敌人的京芜铁路，因消息走漏遭到 6路日伪军包围。突围时，

一营损失惨重，牺牲 65 人。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将烈士遗体掩

埋在云台山脚下。1964 年 5 月，兴建了云台山新四军抗日烈士墓。

2006 年，墓园重修后更名为云台山抗日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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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子山烈士陵园    位于六合区金牛湖街道茉莉花村。1943

年 8 月，新四军第二师五旅十三团奉命在安徽天长一带整训。8

月 16 日十三团接到日军“扫荡”抢粮的情报，17 日十三团利用

有利地形迎击敌人。日军一面将部队收缩在六冶公路两侧的制高

点，一面令后援部队抢占桂子山山头。占领桂子山主峰和无名高

地的敌人，疯狂封锁十三团二营和后续部队前进道路。十三团在

丁家山头和无名高地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日军溃逃。1956

年，六合县人民政府将散落各地的烈士墓集中，建立了桂子山烈

士陵园。 

游子山烈士陵园    位于高淳区东坝镇环山路 6号游子山南

麓。1933 年，中共高淳第一个党支部在烈火中诞生。1938 年 6

月，新四军“东征初抵高淳”，广大军民同仇敌忾、前仆后继，

与“日伪顽”展开殊死斗争。新四军北撤后，高淳人民不屈不挠，

坚持斗争，抗丁、抗捐、抗粮，迎接大军渡江，众多革命志士献

出了宝贵生命。为纪念他们，1994 年兴建了游子山烈士陵园。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    位于玄武区汉府街

18-1 号。1978 年 1 月正式对外开放，馆名由原国家主席杨尚昆

题写。1946 年 5 月至 1947 年 3 月，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

团在梅园新村与国民政府进行了长达 10 个月的谈判，对加速解放

战争的胜利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纪念

馆占地面积 4600 平方米，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办事处旧址、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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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谈判史料陈列馆、周恩来铜像、周恩来图书馆组成。 

渡江胜利纪念馆    位于鼓楼区渡江路 1号。1984 年 4 月，

为纪念渡江战役胜利暨南京解放 35 周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在挹江

门城楼上建立渡江胜利纪念馆。2009 年 4 月 23 日，为纪念渡江

战役胜利暨南京解放 60 周年，移至现址建成渡江胜利纪念馆新

馆。主馆区使用仿木结构的外立面，并做成“木船”形状，寓意

“驶向胜利之船”。纪念广场上矗立着大型“千帆竞渡”群雕。

群雕共分为 6组，呈红色直线柱体形式，截面为红色五角星。其

中最高的一根红色立柱长 49.423 米，象征着 1949 年 4 月 23 日南

京解放。纪念馆常设展览为“人间正道是沧桑——渡江胜利暨南

京解放展”，由“运筹帷幄 坚决‘打过长江去’”“决战千里 百

万雄师过大江”“军地融合 探索接管新模式”“革命到底 天翻地

覆慨而慷”“见证胜利 渡江精神世代传”五部分组成，翔实生动

地再现了人民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胜利和南京解放的光辉历程。 

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纪念馆    位于鼓楼区青云巷 41 号（原

傅厚岗 66 号），即原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旧址，是一座三层楼的花

园洋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国共两

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会谈。1937 年 8 月，周

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与国民党当局

谈判。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国民党统治

区设立的第一个公开办事机构。1987 年 10 月，八路军驻京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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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纪念馆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南京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

育的重要阵地。 

南京工运纪念馆    位于浦口区顶山街道南门浴堂街 34号，

即两浦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指挥所旧址。1921 年 3 月，中国

早期工人运动领袖王荷波在浦镇机厂工人中成立了中华工会，在

此办公，为南京地区第一个中共组织浦镇党小组主要活动地。1923

年 2 月，王荷波在此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声援京汉铁路大罢工，

从 2月 8日起两浦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指挥所设于此。2011 年

5 月，指挥所旧址被改造为南京工运纪念馆。 

竹镇市抗日民主政府纪念馆    位于六合区竹镇镇市府街

19 号，是一座坐东朝西老式砖木结构四合院，原为竹镇市抗日民

主政府旧址，现为竹镇市抗日民主政府纪念馆。竹镇是革命老区，

1939 年 8 月，新四军五支队在罗炳辉司令员的率领下挺进竹镇，

开辟了以竹镇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2 年 8 月，经淮南行署批

准，建立中共竹镇市工作委员会，同时成立竹镇市抗日民主政府。 

苏南反顽战役纪念馆    位于溧水区白马镇回峰山麓。为纪

念在苏南反顽战役中牺牲的 179 名烈士，1985 年建造了苏南反顽

战役阵亡将士纪念塔。2003 年，为纪念苏南反顽战役胜利 60 周

年，建造了苏南反顽战役纪念馆。纪念馆展陈内容主要涵盖苏南

反顽战役的背景、经过、战役后溧水的形势及英雄人物等四个方

面，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与溧水军民团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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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反顽抗日的战斗历程。 

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    位于鼓楼区汉口路 22 号南京

大学北苑内。南京大学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具有光荣的革命

传统。20 世纪 20 年代初，一批共产主义先驱就在此传播马克思

主义学说。1947 年 5 月 20 日，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学生发

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〇”爱国学生运动。

为了永远缅怀革命先烈，1982 年在南京大学成立八十周年之际，

师生筹资建造了这座革命烈士纪念碑，碑身正面写有“革命烈士

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背面镌刻谢远定等 21 位烈士简历。 

晓庄革命烈士纪念碑    位于栖霞区晓庄行知路 1号行知园

内。1927 年 3 月，陶行知（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在南京北郊劳

山脚下，创办了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即晓庄师范）。1928 年，晓

庄师范建立了党支部和共青团组织，领导学生参加革命活动，一

些进步师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和屠杀。1951 年 3 月 15 日，

南京晓庄师范 24 周年校庆时，全校师生员工为纪念晓庄英烈，在

陶行知墓地附近建了一座纪念碑，1997 年学校又予以重建，并由

原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晓庄老校友张劲夫题写碑文“晓庄革

命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底座写有十位英烈的姓名和生卒年

月。   

浦口革命烈士纪念碑    位于浦口区江浦街道求雨山顶。

1949 年 4 月 20 日，人民解放军接到命令，发起“三浦”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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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江浦、浦口和浦镇，以拔除敌人在江北最后的“桥头堡”。

此役，解放军 250 余人英勇牺牲。为纪念在战斗中牺牲的指战员

们，铭记先烈们的丰功伟绩，1957 年 4 月，在江浦县凤凰山建立

革命烈士纪念碑。1999 年 4 月，易地在求雨山顶重建纪念碑。 

五二〇学生运动纪念广场    位于玄武区长江路与洪武路

交会处东南侧。1947 年 5 月 20 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地

区 16 所专科以上院校学生 6000 余人汇集南京，举行“反饥饿、

反内战、挽救教育危机”的联合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宪警镇压，

受伤学生 100 多人，重伤 19 人，20 多人被捕。2007 年，玄武区

人民政府为纪念这一重大事件，在现址建成五二〇学生运动纪念

广场。广场内有以举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旗的游行

学生为原型，设计的 36 尊青铜雕像，成为广场醒目的标志。 

二、革命事件类 

梅庵    位于玄武区四牌楼 2号东南大学西北角。1916 年为

纪念两江师范学堂校长、中国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开拓者李瑞清

（号梅庵），建屋 3 间，取名“梅庵”。1922 年在此成立南京社

会主义青年团。1923 年在此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

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邓中夏、施存统、刘静仁、林育南、恽

代英等 30 余人。 

九龙桥    位于秦淮区东水关公园东侧，龙蟠中路西侧。是

南京党史上“四一〇”反革命事件发生地之一。1927 年 4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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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中共南京地委在大纱帽巷 10 号召开紧急扩大会议，中共党

团书记侯绍裘、中共南京地委书记谢文锦等 11 人到会，研究应变

措施和反蒋宣传等问题。因不慎泄密，敌人包围会场，10 人被捕，

1 人逃脱。狱中，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者用尽酷刑，最后将他们

杀害，抛尸于九龙桥下。 

李巷    位于溧水区白马镇李巷村。李巷为当时苏南抗战的

重要指挥中心。李巷红色遗址遗迹群包括李氏宗祠（溧水人民抗

日斗争纪念馆、苏南党政军首脑机关驻地旧址）、陈毅暂住地旧

址、李坚真居住地旧址、江渭清居住地旧址、钟国楚居住地旧址、

梅章居住地旧址、地下交通总站旧址等。 

呈村    位于江宁区横溪街道许呈社区。呈村现有横山县抗

日民主政府旧址。1938 年 5 月，新四军先遣支队初进横山，粟裕

司令员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曾在此处住过；同年夏天，横山地区

在各区都成立了抗日动员会。1941 年 8 月，横山县工委成立。1943

年，横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指挥机关设在呈村。 

西舍    位于高淳区桠溪镇跃进村西舍自然村。1943 年 11

月，中共苏皖区委决定建立溧高抗日民主政府，扩大茅山抗日根

据地，西舍村成了苏南抗战后期一个名副其实的红色堡垒。江渭

清、王必成、叶飞、钟国楚等曾在此活动。1944 年 1 月，在西

舍成立高淳县抗日民主政府。现有溧高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大

会堂旧址、抗日英雄纪念碑等革命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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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成新村    位于秦淮区洪武路街道申家巷社区马路街西

侧。复成新村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始建的住宅区，因靠近复成桥

得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共南京市委秘密开会处的复成新

村 10 号，就隐藏在其间。1948 年 12 月，中共南京市委为了更好

的与敌斗争，决定在“复成新村 10 号”建立一个新的秘密开会

处。复成新村 10 号建筑，见证了南京解放前夕白色恐怖统治之下

中共地下党坚持黎明之前最后一段斗争的光辉历史。 

三、革命人物类 

张闻天陈列馆    位于鼓楼区西康路 1 号河海大学档案馆

内。张闻天，1917 年考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参加游行、演讲、是该校最活跃

的学生之一。1919 年 6 月，《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他不

仅是编辑科科员，也是主要撰稿人之一。8 月，他在该刊对《共

产党宣言》进行宣传、介绍，成为南京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

一人。河海大学为纪念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校友，激

励青年学子发奋读书，实现老一辈革命家的强国之梦，经中共中

央宣传部批准，于 1985 年 9 月建立张闻天陈列室。2005 年，重

新装修的“张闻天陈列室”改为“张闻天陈列馆”。 

恽代英烈士殉难处    位于建邺区茶亭东街 242 号，原中央

军人监狱旧址。恽代英，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

运动领导人之一。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在中共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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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 年后，在党中央宣传部

工作。1930 年在上海被捕。1931 年转押南京江东门中央监狱。因

叛徒顾顺章出卖，恽代英真实身份暴露，同年 4月 29 日惨遭杀害，

时年 3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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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省民政厅，市委宣传部 

南京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