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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埋忠骨，下徐店村依然保持清明祭扫

烈士墓的传统。

▼
去年进行景观带提升后，球川溪的颜值

提高了。

□历史航标

下徐店抗日巡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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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红色足迹 书写时代印记”全媒体大型新闻行动第十二组记者 王洁航 俞晓赟 程轶华 李悦 卢明 徐灿灿

芝英镇下徐店村是有名的革命老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该村先后有30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产生了
三位地方领导人:徐英湖，1930 年任永康苏维埃主席；徐阿宝，先后担任中共永康县委常委、永康县工委书记、东阳中心县委副书记；徐积
福，先后担任中共武南县委副书记、中共金丹武县委书记、中共金坛县委书记等。如今，下徐店村人不忘历史，每年都会前往烈士群墓扫
墓。去年，下徐店打造球川溪景观带，改善村居环境，并深挖红色文化和粉干文化，为美丽乡村建设奋力前行。

传承革命精神 牢记红色使命
——下徐店村三代人的红色情怀

“我昨天刚从姑姑那里拿到了一本

记载大伯事迹的书。”徐积福侄子徐世

棚说起大伯就倍感自豪。

“我十五六岁时就常听父亲念叨大

伯的革命事迹。”徐世棚说，徐阿宝是他

们自家人，大伯就是他介绍入党的。大

伯做地下党时，家里常有同志住在家

里。爷爷和父亲会帮忙送信或跟大伯

一起执行任务。大伯 20 多岁出去后就

再也没有音讯，奶奶时常念叨他。

民国 35 年 11 月 7 日，徐积福率领

仅存 16 人的武工队在句容磨盘山遭百

余敌人包围。11 月 25 日下午，徐积福

在掩护战友突围中弹牺牲。

“大伯牺牲后，葬在了金坛县，墓在

陵园正中央。”徐世棚说，1984 年他第

一次去烈士墓时，听说自己是徐积福侄

子，烈士陵园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

“爷爷想过把大伯的坟墓移回家乡

来，但当时家里条件艰苦，为了维持生

计，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操办。”徐世鹏

说，大伯生前没有留下照片，在金坛县

挂着的照片是根据印象画的，这张照片

也成了家人寄托哀思的载体。

“我也时常给孩子们讲大伯的英雄

故事，希望他们不忘先辈舍生取义的铮

铮铁骨，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徐世棚

常对孩子们说，先辈为解放全中国而光

荣牺牲的，你们的一生不论贫穷或者富

贵，都要传承家里老实、本分的做人准

则，要对得起先辈。

“不要忘记战争年代的苦，珍惜现在

来之不易的生活。”徐世棚说，革命传统

和英烈精神是宝贵的财富，希望在重大

纪念日等特别时间节点对年轻人进行宣

传教育，让英烈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徐世棚：让革命精神传承下去

今年 85 岁的徐耀荣，是下徐店村

德高望重的几位老人之一。虽然已是

杖朝之年，但他仍坚持在一本特殊笔记

本上笔耕不辍。

接过这本特殊的笔记本，封面上

“革命老区下徐店村（资料集）”的字样

依稀可见。笔记本里面详细记录着关

于安葬在烈士群墓的徐英湖、徐阿宝、

徐积福、徐老驮、徐彦莲、徐有堆等 6 名

革命英烈的生平事迹。

“这是我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整

理汇编的。”徐耀荣告诉记者，“红色文

化是下徐店村隐形的财富，英烈们在革

命年代抛头颅洒热血，现在我们在享受

他们的胜利果实，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要发扬传承好他们老一辈不怕苦、敢牺

牲的精神。”

“人民政府发号召，垃圾分类全

民搞。男女老少齐发动，环境卫生要

搞好。”在笔记本的后面，记者还发现

了一些专门为“垃圾分类”“五水共治”

等创作的快板词。徐耀荣说，虽然他

退休有 20 多个年头，但他仍然关心下

徐店村的建设，有时间他就会将新农

村建设的知识写成朗朗上口的三句半

或是小品节目，可以在村里文艺表演

活动的时候做一些宣传，让这些知识

深入百姓心中。

翻看着这本饱经风霜却又保存得

完好无损的笔记本，记者感觉手上沉甸

甸的，其中承载的不仅是革命英烈的红

色事迹，还是一位红色传承人满腔的家

乡建设情怀。

徐耀荣：记录在本子中的红色情怀

球川小学坐落于下徐店村，成立于

1913 年。经过多次更名后，2007 年学

校正式更名为球川小学。目前，全校共

有学生478人。

革命老区内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球

川小学独特的传统。“我是 2010 年来到

球川小学的，今年是我在这担任校长的

第十年。”卢灵巧说，早在她来之前，学

校就已有了扫墓的传统。每年清明节

前后，球川小学就会组织学生去下徐店

村的烈士墓扫墓。

“即使那段时间我出差，学校师生

也会自行组织扫墓。可以说，春游可能

不会年年去，但扫墓绝对一次不落。”卢

灵巧说，学生们有时带自制花圈，有时

去描摹墓碑上变浅的字迹。今年 4 月 2

日，学生们分成两批，带着亲手折的千

纸鹤、小白花前去缅怀先烈。

不仅如此，每年的四月还是球川小

学的红色宣传月。每周一集会值周教

师的国旗下讲话，周四的小小广播会围

绕着烈士的英勇事迹展开，学校还会分

年级布置红色黑板报、红色小报任务，

各班还会利用班会时间组织学习。

“通过这些红色教育，让学生知道

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希望他们好

好学习，长大后像烈士一样为祖国做贡

献。”卢灵巧说，从小开始的红色教育，

使烈士的影响深入人心，在球川小学，

人人都知道徐阿宝等人的事迹。

此外，球川小学还积极参与到下徐

店的美丽新农村建设中，比如发动学生

向家人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球川小学：牢记历史 坚持红色教育

下徐店村是永康早期共

产党人的活动中心之一，那里

的许多青年深受老党员李立

卓、徐英湖、徐阿宝、徐岩福等

人的影响，革命意识强。

1928 年下徐店村组织了

农民暴动中队，参加过永武联

合暴动。当日军大举入侵永

康、沿永东公路四处烧杀掳掠

之际，下徐店村的老党员徐老

驮再也按捺不住，奋然挺身而

出，号召当地群众组织抗日队

伍。早已义愤填膺的村民一

经发动，立即群起响应，争先

恐后地报名参加。

1942 年 6 月，徐老驮挑选

了 20 多个忠实可靠、勇敢机

智的青年，组成了一支抗日队

伍——下徐店抗日地方巡逻

队。村民争相献出当年参加

永武暴动时用过的大刀和长

矛，交给巡逻队使用。

徐老驮灵活地运用在金

衢特委训练班时学到的游击

战术，在村边的老虎背和水牛

脊设置瞭望哨，日夜轮流放

哨，观察日军动静；还在村庄

出入口派出联络员，发现敌

情，马上鸣锣通知群众疏散。

1943 年 8 月的一天，一队

日军从世雅沿永东公路向县

城方向窜犯。巡逻队一面组

织村民疏散，一面派队员徐双

记等隐蔽在柿后到溪岸的公

路附近，侦察日军动静。

当大队日军经溪岸将开

到马坊时，队员们突然发现一

个掉队的日兵从小路一瘸一

拐地走上溪岸附近的公路洋

桥。徐双记向同伴作了个活

捉的手势，就猛冲上洋桥，一

把抱住日本兵，想把他按倒在

地。那个日本兵脚虽受伤，可

长得五大三粗力气很大，他一

边极力挣扎，一边伊哩呱啦地

狂叫。其他3名队员紧接着冲

上来帮忙，打得日本兵趴在

地上，队员们就势把他捆绑起

来，等候处理。

巡逻队成立后多次制止

了日军散兵游勇的骚扰，保卫

了村里的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