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一度深一度5 2020年4月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李群 ▏编辑 张洵煜

巾帼英雄全学梅（1913—1930），出生于瑞安

周苌乡上埠村（现为云周街道上步村）一个贫苦农

民家庭。8 岁丧母，其父为谋生计外出打工，她带

着弟弟干农活、料理家务，从小养成大胆、倔强、吃

苦耐劳的性格。

1927 年，全学梅到农民夜校学习，夜校创办

者陈兰平见她是一个可造之才，于是教她读书写

字，一年后介绍她入党。从此，年仅 15 岁的全学

梅走上革命的道路，担负起领导全区妇女运动的

工作重任。

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推动下，瑞安掀起

了农民武装暴动的高潮。1928 年 6 月，全学梅带

领上埠先进妇女参加了仙降农民暴动。这次农民

暴动，因计划不周遭到严重失利，全学梅没有屈

服，继续领导妇女会，进行艰苦的革命活动。

1930 年 1 月，党中央巡视员金贯真在瑞安

肇平垟召开永嘉中心县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瑞

安县委根据会议决议，广泛组织农民赤卫队举

行武装革命，全学梅担任南区交通员。一次，她

假装走亲戚，把一封密信送往塘下驮山陈卓如

家，机警地躲过了敌人的盘查，出色地完成组织

交付的任务。

5 月，全学梅召开妇女骨干会议，动员妇女配

合红十三军部队的军事行动，号召广大妇女支持

丈夫、兄弟、儿子参加红军，并布置为红军及参战

人员缝制干粮袋、做草鞋、筹备粮食武器等后勤工

作。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放哨员报信称有十几个

国民党军警过来。全学梅沉着迅速地把妇女们疏

散到附近农家隐蔽。她和几个妇女骨干镇定自若

地坐在房子的檐头底下纺起纱来。敌人窜入时，

学梅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机警地回答军警的问

话，使他们看不出一点破绽，悻悻地走了。全学梅

临危不惧、机警勇敢深得大家钦佩。这次全县骨

干会议为以后攻打平阳城起了积极配合作用，同

时也推动了全区妇女工作蓬勃发展。

7 月 16 日，中共浙南特委在陶山寺山背召开

反军阀示威游行及拥护苏维埃运动大会。全学梅

带领南区妇女数百人参加了会议，并为维护会场

秩序、安排午餐等做了大量工作。在“七·一六”

大会精神的推动下，南区农民武装革命斗争空前

高涨。集中南区的农民赤卫队员六七百人准备攻

打屿头杏垟里民团据点，严惩反动民团头子李伯

骧。为了响应号召，全学梅全力以赴，组织各地妇

女，积极做好战前的各种准备工作。她们煎制土

硝、制造土炮及赶制各种土武器，为赤卫队顺利攻

下民团据点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南区农民革命斗争震动了整个瑞安，引起地

主豪绅、反动势力的极端仇视。反动民团头子李

伯骧为镇压革命力量，纠集反动势力，建立“南区

治安会”，并勾结温州保安团部驻仙降大殿捕杀共

产党人。

10月12日，全学梅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严

刑逼供，全学梅遍体鳞伤，几次昏迷，但仍然宁死

不屈。次日下午，全学梅被押往仙降西桥头刑场，

英勇就义，被后人称为“瑞安的刘胡兰”。

全学梅：妇女运动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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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烈士不能忘 爱国精神驻心中
清明时节忆瑞安先烈

■记者 林翔翔/整理 孙凛/图

又 是 一 年 清 明 时 ，泪 洒 青 冢 祭 忠

魂。瑞安革命先烈们为了民族独立和国

家尊严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有的在共和国创建过程中前仆后继，

有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

清明节是民众祭奠逝者、缅怀英烈

的日子，但是今年的清明有点特殊：疫情

期间暂停清明现场祭扫活动。我市推出

“网上云祭扫”、烈士墓代祭祀等便民服

务，市民可用这些方式共同缅怀革命先

烈，遥寄敬仰和怀念。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

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今年是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 70 周年。70 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高举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正义旗帜，奔

赴朝鲜战场，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

瑞安优秀儿女积极响应党中央“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号召，踊跃参军参战，如当年城

关镇陈体申的母亲动员 3 个儿子参军，民公

乡仙甲村一70多岁老人送孙子蔡年福参军，

营前乡许启鸿一家 4 个儿子中有 3 人参军。

根据《瑞安市军事志》记载，当时有4700多名

热血青年报名，被批准参军的有748人，有的

直接上战场，有的作为后备力量参加军事干

校。他们带着祖国人民的嘱托进入朝鲜战

场，冒着零下 30 多摄氏度的严寒，在白雪皑

皑的崇山峻岭中纵横驰骋、前仆后继，谱写了

惊天动地的英雄赞歌。此外，社会各界人士

积极响应号召，根据市档案局有关资料记载，

1950 年，我市 30 万人参加游行，6 万人在保

卫世界和平理事会上签字，捐献飞机大炮的

资金达19多万元。

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中国人

民志愿军创造出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用

鲜血和生命赢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捍卫

了新中国的安全和尊严，十几万英雄儿女长

眠在了朝鲜半岛的土地上。其中，瑞安籍志

愿军烈士有27名。

据悉，我市 27 名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

中，16 名烈士来自陶山、塘下、马屿、仙降、湖

岭、高楼、城关、莘塍等地，分别是徐朝荣、林

岩芬、颜叶横、赵银德、黄亮、王连本、周振珠、

贾友贤、倪木林、郑祥坤、张志成、林国忠、林

东、张志忠、袁振荣、鲍庆有。这16名有简介

的烈士中，年纪最大的是1917年出生的林岩

芬，年纪最小的是 1932 年出生的贾友贤，官

职最大的是任副营长的张志成。其余 11 名

烈士只知姓名无其他任何资料，分别是芦顺

春、芦顺泰、何庭、邵来连、宋广平、孙全金、林

良玉、吴钦田、叶庆宝、项丰弟、叶钦明。

27名抗美援朝志愿军
埋骨他乡

瑞安，是浙南重要的革命老根据地。1926

年起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瑞安人民为了祖

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经

受了严峻的考验，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谱写了光

辉的诗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过程中，先后牺牲

的瑞安籍烈士有 502 位，涌现了像林去病、陈卓

如、雷高升、全学梅等一批优秀的烈士代表，他

们的优秀品德、崇高情操和不畏强暴前仆后继

的献身精神，光照千秋，彪炳史册，为后人津津

乐道。

502人在共和国创建中英勇就义

林去病（1905—1932），原名宝康，字季平，

出生于瑞安西门街，祖籍瑞安董田董八村，8 岁

时进入城区西北小学读书，1919 年 7 月考入瑞安

中学。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揭开了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在瑞安

中学，林去病和同学组织读书会、讨论会，以救国

为己任。当时瑞中校长是个守旧派，认为学生组

织读书会是大逆不道，屡加阻挠，但林去病团结

同学，据理力争，坚持不屈。他还经常带领同学

们去平民阅报所和飞云江边待渡亭中阅读《小说

月报》《新青年》《文学周报》《浙江新潮》等进步书

刊，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

1923 年夏，林去病瑞中毕业后到温州大同

女子小学任教。工作期间，他提笔撰文抨击列强

侵略、军阀黑暗统治，并以“去病”笔名经常在《瓯

海公报》和《新瓯潮》上发表。

1925 年春，林去病接受中共温州独立支部

指派，担任《温州大公报》副刊编辑，并积极刊登

介绍社会科学知识，发表救国主张，宣传民主革

命思想。他还利用休息时间深入工厂、学校，向

劳苦群众和进步青年宣传革命思想。他很快成

为“温独支”主要成员，积极参与“温独支”领导的

各项社会运动。林去病在领导温州工人运动中

经受了锻炼，进一步渴望建立自己的组织。于

是，“温独支”指派林去病去帮助工人建立自己的

组织，罢工的胜利，为次年成立温州总工会打下

了基础。

林去病以组织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十

月革命胜利为己任。他成立“中山主义研究会”，

积极支持“宏文会”工作，团结了瑞安一批进步学

生和知识分子，为以后在瑞安建立党组织作了思

想上和骨干上的准备。

林去病遭到反动派的憎恨和迫害，于 1925

年底被迫离职。林去病受“温独支”指派，去乐清

建党，还帮助组建国民党乐清县党部；1926 年 7

月被指派回瑞安建立党组织。

为扩大阵线，他将“中山主义研究会”和“宏

文会”两个组织合并为“瑞安民社”，明确提出了

革命目标和任务，并积极发展组织。“瑞安民社”

成了革命性质的社会团体，为建立瑞安党组织作

了组织的准备。

1927 年 1 月，根据上级指示，中共瑞安小组

改为中共瑞安特别支部，林去病任书记。2 月 4

日，北伐军由闽入浙后，省党部派宣中华（共产党

员）来瑞指导，召开瑞安县第一届国民党代表大

会，正式选举产生国民党瑞安县党部。各部部长

多数是共产党员，林去病被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

部长。瑞安国共两党合作，形成反对帝国主义和

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瑞安县农民协会、县总

工会、商民协会、妇女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

团体相继成立，狠狠打击了瑞安的封建势力，使

瑞安革命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

1927 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国民党反动派便在瑞安发动“清党”，要捉拿

林去病。当时林去病接到党组织指示，和其他共

产党员一起转入地下斗争，于是革命斗争又在各

区乡逐步开展起来。

1928 年 1 月，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郑馨来瑞

召开会议，林去病任瑞安县临时县委书记。之

后，他领导白门秋收斗争，又在塘下组织农民协

会，在肇平垟建立党支部，和陈卓如一起建立驮

山支部，和金缄山等发展陶山地区党组织，并开

始组织农民武装。

6 月 19 日，浙南联合暴动筹备会议召开，决

定发动永嘉、瑞安、平阳三县武装总暴动，夺取政

权。瑞安方面由林去病负责。可惜计划不周，没

有成功。9 月，林去病作为温州代表参加了省在

天台召开的浙南特委筹备会议，被选为特委常

委。回来后，改组了永、瑞、平三县县委。

1929 年 4 月，林去病调任中共宁波市委书

记。他月底到任，住在交通员张庆祥家里，不料

连同张庆祥等人一同被捕。当时，他化名吕宝

富，自称是上海某布厂工人，敌人不明其身份，判

处 3 年 6 个月徒刑。在即将刑满出狱时，被同监

叛徒出卖，于 1932 年 1 月押送杭州，4 月 7 日上

午从容就义。

林去病：瑞安党组织的创建人

林去病雕像

陈卓如（1904—1932），原名顺生，又名卓

儒、琢如，出生于塘下凤山乡驮山村一个中等生

活的农民家庭，1924 年考进省立温州第十师

范。当时，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浪潮席卷全

国。陈卓如满怀爱国激情，积极投身反军阀、反

列强的爱国学生运动，并阅读《新潮》《新青年》等

进步刊物，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于是，他

很快成为温州学运骨干。1925 年春，他加入中

国共青团，1926 年转为中共党员，是温州独立支

部成员之一。

1927 年初，陈卓如根据党指示返回驮山，和

瑞安温州独立支部成员林去病取得联系，建立驮

山农会，实行“二五”减租，并积极发展中共党员，

先后建立驮山、沙渎等中共支部。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

右派反共清党。温州地区工运、农运、学运的主

要领导人先后汇聚陈卓如家共商坚持地下工作

大事，驮山村一度成为当时指导温属各县党的斗

争的基点。这年秋天，陈卓如、林去病、郑璟璠、

姜公滔、陈文斌等与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先

后在塘下、下墩、白门、丽岙一带发动群众，开展

秋收斗争。

1928 年 1 月 20 日，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郑

馨来瑞，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之后，陈卓如在

驮山建立了浙南地区第一支农民武装队伍——

驮山农民赤卫队，并先后袭击了帆游、穗丰、场桥

等警察所和盐务所，后又攻下湖岭、溪坦等警察

所，缴获敌人武器，武装自己。

1930 年 5 月 8 日，瑞安红军游击队成立，陈

卓如担任队长。5 月 9 日，他率瑞安红军游击队

500 多人，前往永嘉枫林集中，编入红十三军独

立第一团。不久，协同柴水香率红军游击队在瑞

安永嘉边界的山区进行游击活动，开展土地革命

宣传，创建游击根据地。

8 月初，柴水香、陈卓如、张余来率队汇驻永

嘉娄桥白云寺。不料，夜遭国民党军队及地主武

装的三路包围，敌人蜂拥而上，情况十分危急。

柴水香当即沉着指挥部队突围，但伤亡颇大，陈

卓如急中生智，迅速把袋中打土豪得来的银圆撒

向敌群。敌军拼命争夺银圆，顿时大乱。我军赢

得宝贵时间，趁机突出重围。之后，陈卓如率部

队坚持在永嘉、青田、仙居、瑞安等边沿山区，继

续开展游击斗争。

1932 年春节前夕，陈卓如等人前往平阳北

港渔塘岭门头陈阜家召开会议，对重建浙南党组

织和浙南红军游击部队问题作了研究，并作出有

关决定。陈卓如分工负责军事领导，为了解决武

器，他匆匆赶回瑞安联系筹买枪支。

2月23日，陈卓如、徐岩夏返回驮山。陈卓如

的随员周庄新已暗中叛变投敌，在驮山等候数天，

准备伺机活捉陈卓如。夜幕降临，周庄新趁机下

毒手，连发两枪击中陈卓如的腿部，使之受重伤。

当徐岩夏闻声跑来时，周庄新已夺门逃脱。

过不多时，天蒙蒙亮，陈卓如被父亲和徐岩

夏藏在后山空坟里。2 月 24 日，周庄新带着浙保

四团一部闯进驮山，四初搜索，并扬言如不交出

陈卓如，就杀光驮山人！陈卓如为了保卫驮山人

民，艰难地爬出了坟洞，对敌人大声地说：“你们

要抓的陈卓如在此，这些群众是无辜的，要立即

放掉！如不放掉，我就从这悬崖上跳下，叫你们

什么也捞不到！”敌人没办法，只得照办。就这样

陈卓如不幸遭捕，被押往温州。在押解途中，陈

卓如决心为革命牺牲，他拒绝包扎伤口，最终因

流血过多壮烈牺牲，时年 28 岁。

陈卓如：瑞安农民武装的创始人

陈卓如故居陈卓如故居

中国搬运工会瑞安县委员会抗美援朝捐献飞
机大炮集体缴款示威大游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