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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驮山脚下沿着弯曲的山

路盘旋而上，经过 10 多分钟的

车程，记者来到了驮山中爿村

陈卓如故居。从 1993 年起，驮

山上的东爿、中爿、西爿、梅

林和岩头 5 个村陆续迁到塘下

镇官山垟片，如今山上只剩下

高高低低的寨墙石围和灌木丛

生的断壁残垣。在一片旧房子

中，陈卓如故居分外耀眼、醒

目。

现年 81 岁的老人陈超贤是

陈卓如故居的管理员，他曾是

陈卓如的老邻居，对陈卓如的

革 命 事 迹 知 之 甚 详 。 据 他 介

绍，陈卓如出生于驮山一户显

赫家庭，先祖是南宋永嘉学派

代表人物陈傅良。1926 年，陈

卓如在温州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 年 冬 天 ， 陈 卓 如 以 办 学 为

名，在家乡附近担任龙溪小学

校 长 ， 组 织 农 民 协 会 ， 提 出

“打倒军阀贪官污吏，一切权力

归农会”口号。1927 年，他根

据党的指示回到驮山，和林去

病 （瑞安首任县委书记、中共

浙南特委常委，先后领导了多

次 重 大 革 命 斗 争 运 动 ， 后 被

捕，1932 年 4 月英勇就义） 取

得联系，在农村积极发展农会

会员，并先后建立了驮山、沙

渎等中共支部。当时年仅 23 岁

的他与林去病一起参加领导白

门秋收斗争。他们目睹手无寸

铁的农民兄弟遭到全副武装省

防军的血腥屠杀，暗下决心，

要发动农民拿起武器反抗国民

党反动派。

1928 年，陈卓如等人在驮

山建立农民武装——浙南第一

支农民赤卫队。赤卫队建立之

初只有 16 人，每位队员在腰间

扎 一 条 七 尺 长 的 红 布 ， 以 大

刀、长矛、土枪等为武器，同

土豪劣绅展开斗争。陈超贤还

记得当年的情景：赤卫队有一

面 队 旗 ， 上 面 写 着 “ 劫 富 济

贫，没吃的跟我来”，大旗就插

在赤卫队集训地“青灵寨”的

顶 峰 。 陈 卓 如 拿 出 家 中 的 银

元，给每位队员做了一套黄色

军装。白天队员们换上便服，

有时去种地、砍柴；有时装扮

成卖茶叶、生姜等驮山特产的

生意人，摸清国民党军警及地

主豪绅的底细。夜间执行任务

时就穿上军装，拿起武器，进

行战斗。“去打哪里是很保密

的，都是临时通知，许多人都

很疑惑，这些兵白天连影子都

没看到，怎么一到晚上，一大

堆人马开出来，到底是哪里来

的？他们不知道，白天赤卫队

员都隐蔽在村民当中了。”

这支农民赤卫队后来以驮

山为中心，向各地延伸发展。

队伍由建立之初的 16 人，发展

到 50 多人。由于赤卫队武器装

备太差，大多是土枪刀矛，于

是陈卓如筹集了 100 块银元，

派队员陈超济赶到温州，通过

各 种 关 系 买 到 2 支 白 朗 宁 手

枪、40 发子弹。赤卫队就凭这

两支手枪起家，通过袭击反动

派势力薄弱的警察所、盐警，

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

武器装备改善后，赤卫队

在 陈 卓 如 的 带 领 下 开 展 打 土

豪 、 建 农 会 、 抗 租 税 、 闹 暴

动，给予反动地主和国民党地

方政权有力的打击。1929 年 8

月 27 日，在陈卓如家召开永

嘉、瑞安两县负责人会议，会

议指出，浙南地区要配合全国

红军迅速发展加紧筹建红军队

伍。不久后，驮山农民赤卫队

编 入 了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第 十 三

军，继续在陈卓如的带领下奋

战。不幸的是，1932 年 2 月，

陈卓如被叛徒出卖，牺牲时年

仅28岁。

如今，老区人民通过整合

将 5 个村建成一个社区，通过

片区的连片整治，实现资源的

充分利用，一种新型社区化管

理的“驮山模式”已经显现。

据驮山社区党支部书记黄

李高介绍，驮山人从山上移民

山下之后，将原来的 5 个村整

合形成驮山社区。2010 年，社

区党支部还获得了“浙江省先

进党组织”称号。现在来到驮

山 社 区 ， 到 处 都 是 新 建 的 房

子 。“ 目 前 社 区 人 口 3000 多

人，以鞋业生产为主，整个社

区内有近 80 家生产企业。”黄

李高告诉记者，驮山人发挥了

老革命地区的传统精神，特别

能吃苦，近年来，人民生活水

平也提高了许多。

此外，近年来社区党支部

也加强基层建设，治理违章、

整治环境，还推出各项便民服

务，不仅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

了，整个社区的面貌也得到了

大大的改善。

昔日革命根据地 今朝和谐新农村
“七一”前夕走访驮山陈卓如故居、肇平垟革命纪念馆

塘下是浙南大地上最先出现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在这片土地上，驮山的陈卓如成立浙南地区第一支农民武装队伍；刘英、李英才等这些党的好儿
女聚集肇平垟，开展了长达23年的农民武装革命。他们用自己的鲜血、自己的生命，为塘下谱写了灿烂的篇章。

“七一”来临之际，记者先后参观了陈卓如故居和肇平垟革命纪念馆，感受老一辈革命英雄的丰功伟绩。在这里，记者也看到，“红色基因”代代传
承，英烈们的浩然正气和大无畏精神，激励着人们奋发图强、开拓进取，用勤劳和智慧，将昔日革命老区变成秀丽和谐的美好家园。

肇平垟革命纪念馆位于

肇平垟中村，占地面积 64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500 平方

米，纪念馆正门横额嵌刻原

省政协副主席张忍之题写的

“肇平垟革命纪念馆”8 个大

字，馆内陈列着瑞安东区人

民革命斗争史迹和著名烈士

照片。

走进第一室，墙壁上挂

着李英才同志的一幅照片。

李英才是肇平垟革命历史洪

流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人 物 ， 他

1927 年 入 党 ， 历 任 支 部 书

记、区委书记、县委委员等

职，领导过二次农民暴动，

1940 年被捕，关押在文成监

狱 ， 被 严 刑 拷 打 ， 受 尽 折

磨，仍坚贞不屈，1941 年初

英勇牺牲。

李贤隆曾担任 20 年中村

党支部书记，据其介绍，李

英才出生于贫苦的农家，父

母早逝，年幼的他只能靠给

地主放牧而维持生活，吃尽

了苦头，后因拜名师学习医

术和拳术，才寻找到出路。

在生活的磨难中，李英才逐

渐孕育起一种激烈反抗地主

阶级的压迫和同情贫苦人家

的观念。1927 年 1 月，经林

去病介绍，李英才加入中国

共产党，在肇平垟村积极开

展革命活动：举办农民识字

班 ， 聘 共 产 党 员 方 铨 为 老

师；成立农民协会，由他任

常务委员；建立党支部，李

英才任肇平垟村第一任党支

部书记。1928 年，中共对浙

南农民武装暴动非常重视，

李英才响应党的决定，积极

组织肇平垟及附近农村的农

民武装，筹集武器，加强训

练。之后几年，李英才秘密

发展党员、打击恶霸地主的

反 革 命 气 焰 、 开 展 闹 荒 斗

争、设立秘密交通站、发动

群众开展破除封建旧规陋习

等活动⋯⋯通过这些斗争，

肇平垟村党支部逐渐成为浙

南地区著名的坚强战斗堡垒。

据史料记载，从 1926 年

成立肇平垟农会到 1927 年建

立中共肇平垟支部，从 1930

年 1 月在这里主持召开永嘉

中心县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到

1937 年 5 月，中共闽浙边临

时省委书记、红军挺进师政

委刘英来到肇平垟，恢复党

支部的活动，从 1939 年成立

中心县委到 1949 年 5 月瑞安

解放，23 年来，肇平垟人民

从来没有停止过革命斗争，

哪怕在最艰难的时期，红色

的革命旗帜仍不倒。

“ 我们的先辈们英勇无

畏，红旗插到哪，江山就打到

哪。”肇平垟中村党支部书记

李忠勇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

后，肇平垟人仍深切缅怀着革

命斗争中的英雄们，肇平垟的

许多后人更是听着先辈的斗

争史长大的。吃水不忘挖井

人 ，乘 凉 不 忘 植 树 人 ，1989

年，肇平垟的党员、群众代表

带头集资 40 多万元，建成了

一座村级革命纪念馆。2011

年，为迎接党的 90 华诞，纪念

馆进行翻新修缮。作为浙江

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纪

念馆参观者累计达到 100 多

万人次。

李忠勇介绍，肇平垟人传

承了革命先辈开拓进取的大

无畏精神，1976 年，肇平垟分

成新渎、中村、下村 3 个村，顺

应改革开放的春风，长辈们开

始白手起家，以生产汽摩配为

主，如今，村民们都过上富足

生活。“接下来，村里将全面启

动旧村改造，改善村民的居住

环境。”李忠勇说道。

■记者 陈绵绵

陈卓如建立
浙南第一支农民赤卫队

肇平垟农民武装斗争
长达23年

肇平垟革命纪念馆

陈卓如故居（杨微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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