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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檐斗拱，朴素庄重，位

于马屿大南后坪村的雷高升

烈士纪念馆，共 3 层，总占地

面积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

561平方米，主要陈列展示浙

南地区早期党员、工运领袖、

红十三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

雷高升生平事迹。

雷高升的铜像就树立于

纪念馆一楼大厅，铜像上刻

着 他 出 生 和 牺 牲 的 时 间 ：

1901—1932 年。雷高升，原

名施德彰，乳名式汉，曾化名

雷震、雷冷霜、彭志华、彭德

等。

后坪村党支书施书跑回

忆说，1929年6月，雷高升任

中共瑞安县委书记，同年 9

月，根据上级指示，组建瑞安

红军游击队，并率领党员几

十人，袭击了国民党莘塍上

望盐务所。

1930 年，中国工农红军

第十三军成立，雷高升任红

十三军红一团团长。根据当

时中央的指示，攻打国民党

的城市、乡镇作为主要军事

行动目标，第一个重大军事

行动就是攻打平阳。

同年5月15日，胡公冕、

雷高升率领红十三军红一

团，及黄岩红军游击队战士

等 900 多人，从永嘉表山出

发，突击青田平板式，击溃省

保安队两个连，随即进入瑞

安，袭击了陶山镇，夺取了陶

山警察所全部武器，随后直

驱平阳。5月24日，红一团、

瑞安游击队共 1600 多人分

为两队，攻打平阳县城，最终

失败。

“这次战斗，红一团、游

击队共牺牲192人，其中瑞安

籍战士伤亡最大，北区、南区

都有数十人伤亡。但这次战

斗产生的政治影响很大，《上

海报》和苏联《真理报》对此

相继作了报道。”施书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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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红色
战斗堡垒
坚如铁

位于塘下肇平垟中村的

肇平垟革命纪念馆，占地面

积 64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500 平方米。该馆是 1989

年由肇平垟村党支部首先发

起，通过党员、群众自愿捐

资、集体投资和上级少量拨

款而逐步建造的功能比较齐

全的村级革命纪念馆。

记者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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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大字，馆内陈列着

瑞安东区人民革命斗争史迹

和著名烈士照片，记载着英

雄的肇平垟人民几十年艰苦

卓绝的斗争史。

这里挂着李英才同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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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村党支书谢椿向记者

介绍起当年发生在这片红色

热土上的往事。他说：1926

年，肇平垟农会成立；1927

年，中共肇平垟支部建立；

1930 年 1 月，永嘉中心县委

第二次扩大会议在肇平垟召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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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年来，肇平垟人民从

来没停止过革命斗争，哪怕

在最艰难的时期，红色的革

命旗帜仍不倒。”谢椿说，肇

平垟在解放前，曾遭受大范

围围剿4次，小范围围剿不计

其数，群众被关押 108 人，有

6 位 同 志 为 革 命 作 出 了 牺

牲。“特别是 1946 年期间，肇

平垟有20多人参加了游击斗

争，深入到湖岭等山区打游

击。”谢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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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降街道下社村的下社

宫，是仙降农民武装暴动旧

址之一，其左侧厢房被开辟

为市农民暴动史迹展览室。

近日，记者来到下社宫，

看见部分建筑已坍塌，未坍

塌的门上贴有一块牌子，上

面写着“危险请勿入内”字

样，提醒人们。“年初，这里发

生火灾了。”仙降街道宣传委

员孔繁筹说，目前该街道与

文物部门正对下社宫保护迁

移工作进行积极沟通。

虽然下社宫旧址部分坍

塌，但战火纷飞的年代在此

发 生 的 事 情 被 世 人 铭 记 。

1928年至1930年，仙降农民

参与并发起两次农民武装暴

动，使南区成为浙江武装暴

动的中心区域之一，其中，

1928年6月的三县（永嘉、平

阳、瑞安）农民武装联合暴动

在浙南产生了很大影响。

6 月 19 日，郑馨召开永

嘉、瑞安、平阳三县党的联席

会议。会议研究确定了三县

6 月 28 日联合大暴动。林去

病回瑞后，即召集各区党组

织负责人开会。会议拟定，

东区、北区、南区的农民武装

分三路包围攻打县城。6 月

27 日 夜 ，南 区 武 装 队 伍 约

500人，在南区区委负责人林

直斋、林贞甫等人带领下，从

仙降、西垟出发，深夜抵达礁

石。然而不巧的是遇上暴

雨，潮水上涨，无法向县城前

进，又迟迟不见县城的暴动

信号，林直斋等决定将船只

折回仙降，再做计划。折回

到仙降后，却陷入仙降地主

武装孙仲玉一伙的埋伏，林

直斋一上岸即被地主武装包

围捕去，随即押到瑞安县城。

1930 年 7 月 19 日，仙降

再次爆发农民大暴动。南区

游击队和农民武装 2000 多

人在下社宫集中后，由南区

游击队队长李朝里率领，成

功攻下杏垟里的民团据点。

在广大农民
中播下革命
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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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南第一支
农民赤卫队
建立

塘下驮山是浙南最早的

革命根据地之一，也是烈士

陈卓如的故乡，陈卓如故居

就位于驮山。陈卓如故居管

理员陈超贤向我们介绍起陈

卓如的英雄事迹。

陈卓如出生大户人家，

先祖是南宋永嘉学派代表

人 物 陈 傅 良 。 1926 年 ，陈

卓如加入中国共产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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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卓如深切感受到

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迫

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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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

声、施德彰在驮山建立农民

武装——浙南第一支农民

赤卫队。

赤卫队建立之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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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赤卫队武器装备太

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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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超贤说，1928 年

3 月一天，在摸清永嘉、瑞安

交界的人迹罕见的帆游警察

所兵力底细后，陈卓如当晚

带领十几个赤卫队员前去缴

枪，大获全胜。同月，陈卓如

带领赤卫队队员20余人分2

路攻克场桥盐警所与穗丰警

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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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后来，驮山农民赤卫队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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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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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之火
由此点燃

深藏弄内，背靠西山，一

个封闭式清式门庭。近日，

记者来到位于玉海街道西门

街小弄堂里的林去病故居。

房子主体为木结构，分上下

两层，共 3 间，展现了林去病

烈士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林

去病的爱国主义情怀就是在

这间老房子里日益升华的。”

林去病故居纪念馆展馆讲解

员金园园向记者介绍林去

病的主要事迹。

林去病原名宝康，字季

平，为洗刷“东亚病夫”的耻

辱，取笔名“去病”。如名字

蕴含的意义，他为共产主义

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925 年 5 月，林去病由

温独支的主要领导成员郑恻

尘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成为中共温州独立

支部的早期党员和重要成

员。“从此，他由一名爱国进

步青年，成长为终身为共产

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战士。”

金园园说。

在瑞期间，林去病、叶

子午以瑞安民社作为活动

据点，在发展民社社员、开

展革命宣传的同时，吸收进

步知识青年戴义、徐泽民、

郭演九、陈明达入党，并于

1926 年 11 月成立了中共瑞

安小组，这是瑞安最早成立

的共产党组织。

“中共瑞安小组成立以

后，林去病等人进一步从民

社分社中发展党员，扩大瑞

安基层党组织。”金园园说，

瑞安党组织扩大后，1927 年

2 月，经“温独支”批准，中共

瑞安小组改建为中共瑞安

特 别 支 部 ，归“ 温 独 支 ”领

导，林去病任“瑞安特支”书

记 。“ 瑞 安 特 支 ”成 员 的 组

成，以知识青年、农民、工人

中先进分子为主体。

据记载，林去病逝世时

只有 27 岁，可他的生平、革

命事迹，却让他短暂的生命

无限延长，至今活在大家的

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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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记者来到市民非常

熟悉的市区玉海广场，这里如

今是人们休憩、娱乐的场所。

而在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瑞

安县城的大操场，也见证了瑞

安县城的和平解放。曾在市

党史办工作的退休老干部黄

建一，向记者娓娓道来那一段

历史。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

放军胜利渡过长江的消息，让

浙南大地群情激昂。浙南地

委和浙南游击纵队立即做出

“迅速解放温州和浙南全境”

的决定。瑞安县城迎来了黎

明前的曙光。

为了配合中国人民解放

军渡江和全面解放浙南全境，

1949年3月9日至4月13日，

中共浙南地委在瑞安县桂峰

坳后村召开第十次扩大会议，

会议通过了《浙南七个月的工

作总结和今后斗争任务》。5

月，瑞安县委在桐溪召开紧急

会议，决定攻克陶山，陶山的

攻克为瑞安解放扫清了障碍。

1949 年 5 月 5 日和 8 日，

在爱国进步人士林镜平创办

的“镜平医院”里，中共瑞安县

委先后两次在这里与国民党

代表谈判，最终达成和平解放

瑞安县城的协议。

黄建一介绍，5 月 9 日晚

20时，国民党在城区的军队，

全部集中在瑞安大操场，士兵

臂上扎白布条，枪支放在一

边，等待浙南游击纵队接收。

10日上午，天刚蒙蒙亮，东区

1000 多名民兵直奔县城，参

与收缴国民党官兵武器。下

午 15 时，县委书记郑嘉顺率

领县委机关、警卫队主力，会

同浙南游击纵队第一支队，进

入瑞安城，群众敲锣打鼓，夹

道欢迎。1949年5月10日成

为瑞安永载史册的日子，瑞安

县城终于和平解放！

和平解放
瑞安翻开
崭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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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红军挺进师与浙

南红军游击队就是在葛藤湖

山林这里会师，挺进师从市区

方向上来，而浙南红军游击队

从平阳方向过来，相见后，都

高兴得相互拥抱。”高楼镇龙

湖社区永安村党支书曾国培

对记者说，当年两军会师的地

方是一片山林，这里山高林

密，山势险要，地处我市与平

阳交界处。在革命年代，这是

天然的地理优势，适宜于游击

活动。由于还没有完全通公

路，如今这里人迹罕至，附近

居住着五六户居民。

1935年1月，在国民党发

动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主

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的

背景下，由粟裕为师长，刘英

为政委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

师成立。当时，红军挺进师突

破敌人封锁线转战浙南地

区。与此同时，原“温独支”成

员叶廷鹏领导的浙南当地革

命力量也有所发展，成立中共

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组建了

一支浙南红军游击队。

“因为语言不通，群众也

受敌人反动宣传，有时红军挺

进师连一个向导也不易找到，

和浙南红军游击队的会合，将

使这些困难迅速消解。”曾国

培介绍，1936 年 7 月下旬，中

共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派农

运委员黄先河，先赶往瑞安

（现归文成）大峃寻找红军挺

进师，之后又连夜赶到公阳，

在当地地下党组织帮助下，找

到当时正在公阳宿营的红军

挺进师师长粟裕。

在两方努力下，9 月上

旬，80 多名浙南红军游击队

队员及粟裕率领挺进师指战

员200多人分别前往葛藤湖，

并在那里顺利会师，实现了浙

南地区革命力量的整合，为

省委把浙江革命的大后

方和基本地区定在浙

南奠定了基础。

重整浙南
地区革命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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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安山战斗就发生我们

村后面的山头上。”马屿镇上

安村党支书彭孔喜说，因为山

顶有两个山头，山头之间由马

鞍形的山坡相连，四通八达，

地势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

彭孔喜说，他经常听村里

的老党员述说当年上安山上

的那场战役。1949年3月10

日，平阳县第十区队和数千民

兵在平阳北港与国民党军队

发生战斗，上级组织派兵增援

平阳的同时，要求南区区委配

合，部队开赴南区伺机歼敌。

3 月 15 日，瑞安县委警卫队、

武工组共 80 余人，翻山越岭

来到顺泰霞村龙坞渡口，并渡

过飞云江，驻扎在上洞山上的

上洞寺内，后又转移至上安山

半山腰的法清寺内隐蔽。

“ 上 安 山 战 斗 发 生 在

1949 年 3 月 18 日。那天，大

雾笼罩山头。凌晨时分，不断

有情报传来：敌人已经从东、

南、西三面向我包围过来。当

时军情非常急迫，是退是战？”

彭孔喜说，最后部队领导决

定，抢占制高点，沉着应战，伺

机北撤。

一声令下，部队立即抢占

马鞍形的两个高峰和凹坡，做

好战斗准备。双方交火后，敌

军凭借其强大火力掩护，交替

向我阵地进攻，同时向我东边

山脚靠近。

双方距离只有 20 多米

了，在这关键时刻，我方士兵

投掷的手榴弹把敌军连长的

头盖骨给掀了。我军抓住时

机，冲锋在前，把敌军打了个

措手不及。顷刻间，敌军溃不

成军。

此次战役，还涌现出一批

以姜叶永为代表的优秀战士，

用英勇善战摆脱了敌人的重

围。彭孔喜说，如今每年清明

期间，还会有人来到姜叶永烈

士墓前，祭奠这段英勇历史。

击溃敌军
摆脱重围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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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间木结构的瓦房，水泥

地面，如果不是村民介绍，很

难想象这里是事关浙南党组

织生死命运的红色基地，也是

龙跃等首长住过的地方。

在梅山会议会址内，屋内

挂着相关史实的介绍，横梁上

还贴有“梅山革命根据地暨中

共浙南特委第八次扩大会议

旧址”的字幅，屋外院子内则

立有一块纪念石碑。由于年

久失修，房子看上去非常破

旧。

据梅山村村民黄其飞介

绍，1942 年 2 月 8 日，设在温

州城中的中共浙江省委机关

被叛徒出卖，遭敌人破坏，中

共浙江省委书记、中共华中局

特派员刘英，在温州被国民党

当局逮捕，同年5月18日在永

康方岩就义。而同时，国民党

温州地方当局已对共产党展

开了大规模的清剿，很多党组

织被破坏殆尽，共产党员和革

命群众被杀害，浙南党组织的

命运到了转折点，处于非常危

急的时刻。

在“风雨如磐、人心浮动”

的危急情况下，浙江省委常

委、特委书记龙跃转移到梅山

长湾与郑海啸等人会合，就在

这间不起眼的小房子内召开

紧急会议，讨论浙南党组织今

后怎么办，会议整整开了一星

期。

经过反复激烈讨论，会

议最后形成一致认识，强调

不能因刘英同志被捕、省委

机关遭到破坏就悲观绝望，

也不能因为与上级失去联系

而束手无策，决定在农村坚

持革命，决不能离开农村根

据地，必须紧紧地团结起来，

克服困难，坚持斗争，竭力打

开新的局面。

浙南党组织
生死命运
大转折

梅
山
会
议
会
址

在海拔约800米的高楼镇

桂峰社区河上垟村，建有一栋7

间两层楼高的建筑。它是浙南

游击纵队司令部的旧址——浙

南游击纵队纪念馆。馆内详细

记录了中共浙南特委机关和浙

南游击纵队的革命斗争史，并

展有当年用过的办公桌椅、枪

支弹炮以及生活用品实物。

“当时，国民党在这里实行

大围剿，村民王修进被敌人连

砍了20多刀，仍坚贞不屈，最

后壮烈牺牲了。”纪念馆讲解员

张维通告诉记者，1948年11月

21日，国民党抓了包括村民王

修进在内的25名村民，对他们

实施恐吓、逼供，企望村民供出

地下党人所在，但村民丝毫不

畏惧，始终没有供出任何信息。

王修进牺牲的第4天，即

1948年11月25日，浙南游击

纵队在板寮宣布成立。经中

共闽浙赣区（省）委批准，龙跃

任中浙南游击纵队司令员兼

政委，浙南游击纵队下属3个

支队、1 个独立大队和 1 个警

卫大队，同县区武装和民兵组

织三位一体，形成三结合的军

事体系，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

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纪念馆内，一张解放浙

南全境示意图，标明了解放浙

南的一次次激烈战斗。张维

通介绍，三条石战役是浙南游

击纵队在瑞安发生的较大战

役之一。当时，中共浙南特委

第九次扩大会议刚刚结束。

国民党自卫队突然来到桂峰

村偷袭，遭到了游击纵队严厉

反击，三条石战役取得胜利。

书写浙南
革命斗争
辉煌篇章

浙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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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印记峥嵘岁月
——访全市10个党史胜迹

■首席记者严小章记者项乐茹

瑞安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也是浙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94年来，瑞安人民和革命志士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史，留下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为聆听革命历史，追寻革命先烈的奋斗足迹，七一前夕，本报记者
兵分两路，选取了“瑞安特别支部成立”、“驮山农民赤卫队成立”、“三县农民联合暴动”、“浙南游击纵队成立”等10件具有代表性的革命历史事件进行采访，真实还原当时革命先烈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的英勇场面。

（文章内容参见《中共瑞安党史》、《林去病纪念文集》、《瑞安红色故事》、《瑞安英烈》、《仙降地区革命斗争史》、《我的祖国

我的瑞安》、《三港激浪——高楼地区革命斗争纪实》、《陶山地方史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