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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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文件

 

宁民区〔2021〕74 号 

 

 

关于公布第二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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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志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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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市民政局会同市

委党史办、市文旅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方志办，在去年公

布首批南京红色地名的基础上，研究遴选出了第二批南京红色地

名，共 18 条。按照类别分为革命遗址和纪念地类 12 条、革命事

件类 2条、革命人物类 3条、基础设施类 1条。现予以公布。 

遴选出的第一批、第二批共 40 条南京红色地名，凝聚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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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足迹、红色故事，记载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见证着中国

共产党从孕育到壮大的历史过程，激励着人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

不忘初心、奋发进取的强大精神力量。 

南京红色地名公布后，各区要深化红色地名保护利用，设置

红色地名标志牌、说明牌，建立完善红色地名文化标识，宣传红

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充分发挥红色地名见证历史、寄托情感、

不忘初心、激励后人的作用，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献礼。 

 

附件 1：第二批《南京市红色地名名录》 

附件 2：已公布的第一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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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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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二批《南京市红色地名名录》 
 

一、革命遗址和纪念地类 

江南贡院明远楼  位于南京市秦淮区夫子庙街道金陵路 1

号，是南京第一个总工会成立地。始建于南宋，明清时期，每年

的乡试、会试都在此处举行。1927 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光复南京

后，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人民群众，组建各行各业工会，3月 25

日，200 多名基层工会代表参加南京工人代表大会，宣布南京市

总工会成立。大会选举出执行委员会，成立工人纠察队，总工会

和工人纠察队办公机关设在明远楼。 

 

南京电信局旧址  位于南京市秦淮区游府西街 8号，是中共

地下组织革命斗争地。占地面积 1600 平方米。南京电信局的前

身是南京电报局、南京电话局和南京无线电台。1930 年 2 月南

京电报局建立中国共产党支部。1933 年底，南京无线电台建立

中共地下支部。1946 年 6 月，南京电信局建立党小组，到 1948

年 10 月党员已发展至 32 人。 

 

新四军第一支队指挥部旧址  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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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山村上庄自然村。占地面积 400 余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128 平

方米。1938 年 6 月，新四军第一支队到达江宁横山地区，在横

山村设立指挥机关，之后第一支队东移至江溧句地区，第二支队

进驻横山地区接防。2018 年，江宁区对旧址进行修缮，并建成

江宁横山新四军第一支队指挥部旧址陈列馆对外开放。 

 

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旧址  位于南京市高淳区高淳老街

中山大街 93 号。1938 年 6 月陈毅率新四军第一支队东进抗日，

由皖南到达高淳，司令部就设在吴氏宗祠内，这是新四军开辟茅

山抗日根据地的第一站。吴氏宗祠占地面积为 2700 平方米，馆

内展示了新四军在高淳活动的图片、资料和武器。 

 

新四军驻高淳办事处旧址  位于南京市高淳区高淳老街仓

巷32号。1938年 8月，为开通茅山抗日根据地和皖南新四军军部

的通道，新四军第一支队政治部决定组成民运工作组，在高淳县

城开展地方工作，对外称新四军驻高淳办事处。旧址总占地面积

460平方米，馆内共分三部分：一是新四军驻高淳办事处场景展现；

二是新四军在高淳境内的战斗情况，日军在高淳犯下的滔天罪行，

以及高淳人民的抗日故事；三是新四军在全国的战斗情况。 

 

横山烈士纪念碑  位于江宁区禄口街道桑园社区章山东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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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积 2230 平方米。1938 年 5 月，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挺进

横山，开辟江（宁）当（涂）溧（水）抗日革命根据地，点燃了

江南抗日烽火。为纪念抗战时期在横山地区为革命献身的烈士，

以旌表先烈壮举，缅怀先烈功绩，告慰先烈英灵，传承先烈精神，

江宁区人民政府于 2009 年 8 月修建横山烈士纪念碑。 

 

石村抗日英雄纪念碑  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石村社

区秦山顶。占地面积 550 平方米。抗日战争时期，石桥地区成为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组成部分。石村位于原石桥乡西部，是新四军

二师与七师交通线上重要的联络站之一。为悼念在这里开辟、创

建和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而光荣献身的先烈们，原石桥乡党委、

政府于 1997 年 6 月在石村庙秦山山顶建立抗日英雄纪念碑。 

 

金牛山战斗纪念碑  位于南京市六合区金牛湖街道金牛山

南侧。建筑占地面积 103 平方米。1941 年 4 月，新四军第二师

四旅十二团在六合金牛山一带休整。日伪军乘夜突然袭击，新四

军与敌人展开反复激烈的冲杀和搏斗。金牛山反袭击战，死伤日

军 200 余人、伪军 300 余人，俘虏日军 2 人、伪军 30 余人，以

及大批步枪、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新四军牺牲 54 人。这次战

斗，作为以少胜多的反袭击战的成功战例，被载入《中国近现代

史大典·军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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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山之战纪念广场  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赤山西麓

的丹桂村杜桂自然村。占地面积近 500 平方米。2015 年抗日战

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江宁区党史办为纪念 1940 年 5 月 14 日新

四军在赤山伏击日军的战斗，建“赤山之战纪念广场”，广场由

“赤山烽火”纪念石、“思陶亭”及文化宣传栏组成。 

 

十月村毛主席塑像广场  位于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道境内。

1956 年 1 月 11 日，毛主席视察十月村，做出了“组织起来，走

合作化的道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重要指示。十月村的干部

群众纷纷响应毛主席号召，发扬大无畏的艰苦创业的战斗精神，

开山造田 300 余亩，同时大搞水利整治环境，逐步提高粮食产量。

十月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们过上了自足的生活。1967

年，在毛主席当年站立的山岗上竖立起了这座塑像。 

 

土桥烈士陵园  位于江宁区淳化街道柏墅村。占地面积

8950 平方米。1938 年，新四军第一支队由皖南开赴苏南敌后，

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中共江溧句县委。期间有周喆、邰贤聚

等十几名同志，在江宁的上合、西城、祝庄等地领导人民群众开

展抗敌斗争中英勇牺牲。1977 年，江宁县民政部门修建了土桥

烈士墓，次年修建了抗日烈士纪念碑。该纪念碑用红色大理石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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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高 10 米，上面镌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 

 

颐和路社区将军馆  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宁海路 54 号。建筑

面积约 416 平方米。鼓楼区宁海路街道颐和路社区先后居住多位

共和国将军。为了进一步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2008 年 10

月，鼓楼区委区政府决定建立“颐和路社区将军馆”，随后组织

人员走访老将军，搜集相关资料及实物。将军馆于 2009 年 9 月

29 日建成开馆，向守志将军亲笔题写了馆名，使之成为全国唯

一的社区将军馆。 

 

二、革命事件类 

珍珠桥  位于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与太平北路交叉路口西

侧。1931 年 12 月 17 日，北平、天津、上海、济南、安徽等地

赴南京请愿要求抗日的学生代表，同南京学生共一万余人，联合

举行示威游行，愤怒的学生捣毁中央日报馆，把铅字、印模抛入

珍珠河，遭到国民党南京警备部队和警察镇压，打伤 30 余人，

抓捕 60 余人。史称“珍珠桥惨案”。珍珠桥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

的愤慨，各地学生和爱国群众纷纷举行抗议活动，掀起了反对国

民党统治、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高潮。 

 

共青团路  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雨花台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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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侧，是全国第一条共青团路。1957 年 5 月，为纪念青年团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南京市共青团员在原花神庙土路

基础上义务修筑共青团路，并在路边立了一座约 2米高的青石筑

路纪念碑，写有“共青团路”四个大字。 

 

三、革命人物类 

邓子恢居住地旧址  位于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竹墩社区东

后街 119－1 号。占地面积 135.6 平方米。邓子恢，又名绍箕，

福建龙岩人，是闽西革命根据地和苏区的主要创建者和卓越的领

导人之一。该旧居坐北朝南，庭院内前东西厢房各一间，后有瓦

房三间，是邓子恢在抗日战争期间任新四军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

事处主任时的办公地点和居住地。1939 年，新四军东进淮南以

后，邓子恢住进前后两进的这座小四合院，联防办副主任方毅和

邓子恢同住在小院内。 

 

皖南事变三烈士墓  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花神大道雨花功

德园内。占地面积约 10000 平方米。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中，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先后遇

害、牺牲，他们的遗体当年被就地掩埋。1955 年，华东军区将

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的遗骸迁葬于雨花台陵园西南的望江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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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称三将军墓。1982 年改称三烈士墓。 

 

邓仲铭殉难处  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黄桥社区冯潭

庄村西。邓仲铭，原名振询，又名重民，江西兴国人，1927 年

参加当地农民运动，1929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二万五

千里长征。1940 年 3 月，邓仲铭调任中共苏皖区党委书记。1943

年 7 月，邓仲铭率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赴江宁、当涂、

溧水地区指导工作、领导斗争。8月，因遇敌情，夜渡秦淮河时，

邓仲铭不幸落水，牺牲于高桥渡口。1981 年 8 月，为纪念邓仲

铭烈士牺牲 38 周年，建邓仲铭同志殉难处大理石纪念碑，命名

“重民桥”一座。 

 

四、基础设施类 

南京长江大桥  位于南京市鼓楼区下关和浦口区桥北之间。

是长江上第一座由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

大桥。公路桥长 4589 米，铁路桥长 6772 米。1960 年开工，1968

年建成通车。南京长江大桥在中国桥梁史和世界桥梁史上具有重

要意义，是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成就、中国桥梁建设的重要里程

碑，具有极大的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有“争气桥”

之称。它不仅是新中国技术成就与现代化的象征，更承载了中国

几代人的特殊情感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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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已公布的第一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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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抗日烈士陵园、桂子山烈士陵园、

游子山烈士陵园、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渡江胜利

纪念馆、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纪念馆、南京工运纪念馆、竹镇市抗

日民主政府纪念馆、苏南反顽战役纪念馆、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

念碑、晓庄革命烈士纪念碑、浦口革命烈士纪念碑、五二○学生

运动纪念广场 

二、革命事件类 

梅庵、九龙桥、李巷、呈村、西舍、复成新村 

三、革命人物类 

张闻天陈列馆、恽代英烈士殉难处 

 

 

 

 

抄报：省民政厅、市委宣传部 

南京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2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