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话桑楼
瑞安第一个党组织诞生地

首站

在隆山公园西侧绿地，有一座古色古香的木质建筑，名叫话桑楼。话桑楼原址

玉海街道小东门街，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2014年7月1日异地重建完成。

1919 年“五四”运动后，瑞安一批进步知识青年把话桑楼作为宣传真理，

发展进步组织的联络点。1926 年，林去病、叶子午等受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指

派，回到家乡瑞安建党，先后吸收进步知识青年戴义、徐泽民、郭演九、陈明达

4 人入党，并于当年 11 月，在话桑楼建立瑞安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瑞安小

组。从此，瑞安革命的星星之火在此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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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风雨兼程，一百年砥砺前行。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我市于 3 月初推出“重走红色路”新闻行动，市融媒体中心记
者踏寻瑞安红色地标，实地探访我市重大党史事件发生地，挖掘在革命年代鲜为人知的革命故事和新时期鲜活的红色故事，展现革命精神
的传承。今天，让我们一起重温这条激荡人心、催人奋进的“红色路”，追寻红色足迹，感悟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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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站 陶山革命烈士纪念馆
热血浸染的红色土地

陶山革命烈士纪念馆坐落在桐溪风景区内北侧半岛上，1996年10月落成并

对外开放，展示了陶山（现陶山、桐浦、潘岱）人民的革命斗争史和149位本地烈士

的事迹。

陶山历史悠久，1917年后，一度被称为“北区”，是瑞安战略要地，是我党领导浙

南和瑞安革命斗争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1928年2月，中共瑞安县委成立之后，县

委书记林去病把陶山作为全县进行工农运动的重点地区，并来到这里，和金缄三一

起在桐浦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4月，中共北区委员会成

立。至1929年，北区有57个支部，515名党员。此后，陶山各地农民运动兴起。

第

3站 肇平垟革命纪念馆
装满“革命故事”的红色热土

肇平垟革命纪念馆位于塘下镇肇平垟村，馆内设肇平垟及瑞安东区革命

斗争史迹图片展厅4个，有实物、文字资料展柜6个。

肇平垟革命历史悠久，是瑞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重要活动据点之一。

1926年成立肇平垟农会。1927年初建立中共肇平垟支部。1930年1月30日至

2月1日，中共中央巡视员金贯真在肇平垟主持召开永嘉中心县委第二次扩大会

议。1939年12月，浙南特委在肇平垟召开永嘉、瑞安两县委负责人会议，成立了

永瑞中心县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浙南特委、瑞安县委一直在肇平垟设

立地下交通联络站。

第四站

陈卓如故居
浙南第一支农民赤卫队诞生地

塘下镇驮山是浙南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革命烈士陈卓如故居就在这里。

1904 年，陈卓如出生于驮山一户农民家庭，1924 年考进省立温州第十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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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农民协会，先后建立驮山、沙渎等

中共支部。1928年，陈卓如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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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各地的农民武装自此开端。1930年5月8日，瑞安红军游击

队成立，任命陈卓如为队长。1932年2月，他遭叛徒出卖被捕，牺牲时年仅28岁。

第

4站

第

5站 葛藤湖
红军挺进师与浙南红军游击队会师地

葛藤湖是高楼镇永安村的一个自然村，海拔700多米。

1935年，红军挺进师突破敌人封锁线挺进浙江，转战浙南地区。此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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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阳北港和瑞

（安）平（阳）边界建立了一支几十人的浙南红军游击队。1936年5月，他们建

立了中共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下设瑞安、平阳县委。

1936年9月，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80多名队员和粟裕率领的200名挺进师

指战员，分别前往葛藤湖，并在那里顺利会师。此次会师，使挺进师在浙南开辟的

根据地范围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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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站 五云山革命纪念馆
有“浙南井冈山”之称的红色文化基地

五云山革命纪念馆位于海拔1027米的山巅五云村，于2015年5月开建，

2018年4月正式开馆。

五云山革命根据地是浙南地区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创建于1937年3月，是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浙江省委、浙南特委和瑞安县委机关的驻地和交通枢

纽，素有“浙南井冈山”之称。刘英、粟裕同志，在这里开辟了五云山革命根据地；龙

跃、程美兴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在这里发展党员、壮大组织，成立地下党、武工队、县

大队，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斗争、统一战线工作；佘声斋、姚廖弟等一大批革命志士，

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第

7站 浙南特委第八次扩大会议旧址
决定浙南党组织和革命前途命运的关键会议

梅山海拔近 800 米，位于飞云江中游支流漈门溪的北岸高山丛中，梅山会议

（中共浙南特委第八次扩大会议）旧址掩映在山林中。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时期，梅山是浙南地区的革命摇篮，是浙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

1942年2月8日，设在温州城区的中共浙江省委机关遭到国民党当局破坏，省

委书记刘英被捕。2月中旬，省委常委、浙南特委书记龙跃到温州开会时，敏感地察

觉到省委机关气氛异常，便迅速机警地脱离敌人陷阱，转移到梅山。在梅山长弯，龙

跃主持召开中共浙南特委紧急会议，讨论浙南革命的前途命运。会议持续开了一

周，决定了今后的工作方向、政策和任务，为浙南革命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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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站 南岙革命老区纪念馆
诉说曹村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

曹村是革命老区，南岙革命老区纪念馆位于曹村镇南岙村。

1929年6月，雷高升被选为瑞安县委书记兼永嘉中心县委委员。他利用春节

回乡机会，在南岙组织了一支35人的农民赤卫队。1932年5月，雷高升等人英勇

牺牲，曹村南岙失去上级领导，赤卫队员去平阳寻找地下党组织，接受组织布置任

务。1936 年，中共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派人到南岙村等地开展工作，在南岙建立

第一个南岙小石坑党支部。1940年，郑海啸率队进入南岙小石坑，开展根据地建

设和发展党员工作，并设立地下交通联络站，时间长达九年之久。

第

9站 板寮
游击纵队解放浙南的见证

1948 年 1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在桂峰板寮村成立，标志着浙

南游击战争进入了战略进攻阶段。

板寮海拔800米左右，解放战争时期成为中共浙南特委机关常驻地之一。1948

年11月25日，龙跃在板寮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部、政治部成立，

当时人数有300多人，龙跃任司令员兼政委。浙南游击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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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

月独立解放了浙南大陆全境，光荣地完成了党在南方革命战略支点的历史任务。

第
10
站

“五·九”批示纪念碑
时刻提醒广大干部走群众路线

隆山公园有座五九亭，亭的中央竖有一块汉白玉石碑，正面刻有毛泽东

“五·九”批示。

1962 年春，县委书记季殿凯先后四次到隆山公社调研，发现一些大队（村）

干部，多吃多占多误工，严重脱离生产，脱离群众。针对这个问题，季殿凯“对症

下药”，如精简领取固定补贴的干部，力争少开会、少误工，使干部下田间，多深入

生产队做实际工作等。这一系列改进措施实施后，收到良好效果，干群关系改

善，粮食产量也提上去了。

1963 年 4 月，中共浙江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季殿凯将《隆山公社生产大

队干部参加劳动加强生产队领导》的调查材料上报省委。之后，省委将包括瑞安

县隆山公社在内的《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呈报给在杭州视

察工作的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这些材料后，作了 1300 多字的长篇批示。5 月 9

日，中央以文件的形式，向全国全党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号召全党同志特

别是领导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成为受群众拥护的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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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五·二七”批示纪念碑
传承敢闯敢干精神和艰苦奋斗作风

在塘下镇五方村龙翔公园，“纪念刘少奇同志‘五·二七’批示”的石碑赫然入

目，正面刻有“五·二七”批示全文。

1964年5月23日，省委给党中央、毛主席和华东局报送了《关于逐步发展公

社(大队)经济和试行公社干部不脱产的意见的报告》。刘少奇同志看到这个报告

后，于 5 月 27 日作出批示。批示指出：“⋯⋯一是公社干部不脱离生产⋯⋯二是

公社和大队办一些集体企业⋯⋯这件事浙江可以试验。”

省委接到批示后，立即作了研究，省、地、县三级领导很快统一思想，最

后决定将试验区落实到瑞安县塘下区。1964 年 6 月，塘下区开辟为全面实

行公社干部不脱产的试验区，公社干部不脱产的试验工作先后历时 5 年，为

中国的基层政权建设、干部制度改革和发展农村经济做了有益尝试，并取得

了初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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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瑞安烈士陵园
永远的丰碑 不朽的精神

位于我市西山上的瑞安烈士陵园内，长眠着117位革命烈士。

瑞安革命历史悠久，早在 1925 年就有党的组织活动，1926 年 11 月建

立了中共瑞安特别支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瑞安人民付出了巨大的

代价和牺牲，为革命而英勇牺牲的烈士就有 479 人，其中县委书记以上的

负责人有 10 人。从 1926 年开始建立党组织至 1949 年解放，瑞安党组织

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历经风雨，不屈不挠，在国民党腹心地带坚

持长期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成为浙南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瑞安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达3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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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抗美援朝历史教育馆
致敬瑞安老兵 传承红色精神

瑞安市抗美援朝历史教育馆位于西山瑞安烈士陵园东首，这是全

国唯一民办的抗美援朝历史教育馆，门前一侧立着的捐资纪念碑，列明

了108名瑞安志愿军老兵等人的捐资名单。

“抗美援朝战争是真正用我们的血肉筑起的长城。”志愿军老兵马发泉

说。根据有关资料记载，1950年，我市各界人民热烈响应“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的号召，30万人参加游行，捐献制造飞机大炮的资金达19万多元。当

时有4700多名热血青年报名，748名青年参与，有的直接上战场，有的作为

后备力量参加军事干校。其中，28名瑞安籍战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

第
14
站

隆山知青纪念馆
记录难忘的知青岁月

瑞安市隆山知青纪念馆位于隆山公园南入口处，2016年11月开馆，由

我市知青自筹建设，68 位工作人员都是退休的党员知青，无偿为知青馆工

作。馆内展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青使用过的农耕器具，记录着那段难忘

的知青岁月，彰显着吃苦耐劳、为国分忧、自强不息、甘于奉献的知青精神。

据统计，我市共有 2486 名知青，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垦荒于海岛，插队

在农村，奔赴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市知青主要分布在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大兴安岭林场、梧桐河农场、桦川插

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桦南插队、浙江生产建设兵团温岭 17 团、瑞安插

队等。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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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公企业党建始源馆
见证全国第一个非公企业党组织的诞生

中国非公企业党建始源馆位于瑞安阁巷高新产业小微园，于 2017

年开馆，展示全国、浙江、温州和瑞安 30 年来开展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

经验成果，也是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学习、活动和交流的平台。

我市是“温州模式”的重要发祥地、民营经济先发区，非公企业党建

在这里生根、发芽、蓬勃发展。1987 年 9 月 5 日，全国第一个非公企业党

组织——瑞安市振中工程机械厂（现名为振中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党支

部成立，更多的企业紧随其后，百舸争流，在温州、全省乃至全国，形成燎

原之势，这里便成为了中国非公企业党建的始源。

终点站

国旗教育馆
全国首家综合性国旗教育基地

1949 年，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在 2992 幅图案中脱颖而出，

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作为国旗设计者的故乡，瑞安对国旗有

着特殊的感情，建有曾联松广场、国旗园。

2019 年，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瑞安建成全国首家综合性国

旗教育基地——国旗教育馆，并于 9 月 28 日开馆。国旗教育馆总建筑

面积 2600 多平方米，共 4 层，布展面积近 2000 平方米，包括序厅、国旗

诞生厅、国旗知识厅、瑞安发展厅等，详细介绍了国旗的诞生历程、国旗

的制作、国旗的涵义等内容，让观众在热爱国旗、致敬国旗的同时深入

了解国旗有关知识。

作为全国第一个综合性国旗教育基地，全国第一个数字化国旗互

动空间，全国第一个创新性国旗文化地标，国旗教育馆除了让市民深入

了解国旗相关知识外，更承担了红色文化教育、地域文化教育的重任，

开馆至今共接待参观者超 30 万人次。

金晓锋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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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重走红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