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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百 年 华 诞 ，

100 年峥嵘岁月、100

年砥砺前行。站在

“两个一百年”的历

史交汇点上，西溪镇

劈波斩浪，从一片疮

痍到满篇锦绣、从昔

日默默无闻的边陲

小镇到如今游人如

织的影视小镇。近

年来，该镇秉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将红色革

命精神融入到乡村

振兴建设中，全镇党

员干部紧抓机遇、敢

于担当，凝心聚力建

设影视旅游特色小

镇，为打造践行“两

山”理论的西溪样板

而不懈奋斗。

奋斗百年路、启

航新征程。从即日

起，本报特联合西溪

镇推出系列报道，记

者将从实地探访红

色革命基地、寻找传

承红色接力棒的典

型村庄、聆听党员干

部代表谈初心表决

心、展示全镇党建工

作亮点等多个方面，

回望西溪过往的奋

斗路，眺望西溪前方

的奋进路，全面解读

西溪镇乡村振兴的

美丽密码。

建党百年西溪系列报道·历史篇

走进这片热土，追寻激情的红色岁月
记者实地探访西溪革命老区

作为闻名全国的影视小镇，西溪镇风光旖旎、景色宜人、空气清新，一座座绵延不绝的青山、一个个古朴质感
的村落随处可见，一幅幅美好画卷正在西溪大地上徐徐铺开。殊不知，在宽阔绵长的历史长河中，在西溪这片热
土上，曾涌现出一位位英勇骁战的革命烈士、一群群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和一段段令人刻骨铭心的红色记忆。

本篇报道中，记者来到西溪革命老区道门自然村、棠溪村和上蒋自然村，重访革命遗迹，追忆峥嵘岁月，倾听
村民的动人讲述，开启那些激荡人心的红色故事，感受历久弥坚的精神情怀。

□融媒记者 吕琳萍
通讯员 屠爱青

道门自然村后盘龙战斗遗迹道门自然村后盘龙战斗遗迹 棠溪村三州古道棠溪村三州古道 上蒋自然村革命纪念碑上蒋自然村革命纪念碑

离尚黄桥村不远的棠溪村，有着历史
悠久的千年古建筑，更有属于村民们口口
相传的英雄事迹。“来到这，就不得不走下
三州古道，感受红军走过的路。”在棠溪村
村干部陈家强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位于文
化礼堂旁的小巷——三州古道的起点。

古时，丽水、台州、婺州三个地方的商贾
走这条小道，汇聚在棠溪进行商业往来，故
得名“三州古道”。因为是个交通要道，在战
争时期，常常有红军从这里走过。

记者沿着三州古道一路前行，便来到
了海拔 584 米的金山头，站在金山头，眺望
远方，眼前景色一片安静祥和。然而在近
百年前，这里曾经枪声不断，是红军战士浴
血奋战的地方。

据《永康志》记载：1930年 8 月 4 日，红

十三军第三团曾驻扎在金山头。当时，驻
扎在永康、东阳、缙云三个地方的敌人分三
路偷袭金山头，红军机智撤出。

该事件是被记录在我市的红色档案
中。不过，在棠溪村村民的心中，还有一位
烈士同样值得铭记。1949 年 5 月 8 日，永
康城解放，有部分土匪隐藏在棠溪村等山
区村，抢掠百姓、无恶不作。为彻底消灭土
匪，1950 年 8 月 24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
江省第八军分区科长房庆祥带领小分队驻
扎在棠溪村。

“他是山东人，身材魁梧，是标准的东北
大汉。”这是棠溪村民对他的第一印象。房
庆祥到达村子的第一时间就是布置放哨岗，
严防死守，给忐忑不安的村民们带来了安全
感。同时，队伍严谨的生活作风和房庆祥平

易近人的性格，更是让村民心生敬佩。
第二天，房庆祥向村民借了几套便衣，

小分队一行装扮成普通百姓从三州古道出
发，准备和磐安当地的革命队伍里应外合
一同剿匪。房庆祥一行走到磐安与缙云的
交界处，却不料中了土匪的埋伏，小分队顽
强抗争，因寡不敌众，房庆祥腿部中弹，身
负重伤，壮烈牺牲。

“得知房庆祥倒下了，村民们冒险把他
的遗体抬回村里，并将他安葬在山清水秀
的长蛇山麓。”陈家强说。后来，为了更好
地纪念这位英雄，村民便把他的坟墓移至
绕步岭山头。记者了解到，目前，房庆祥的
遗体已被迁移至方岩刘英烈士墓旁，但是
他的石碑还是屹立在绕步岭山头，留下来
的不仅是他的名字，还有他的革命精神。

道门战士英勇守护粟裕师长

“这里曾经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战斗，但
没有被文字记录下来，甚是可惜！”近日，记
者来到尚黄桥村道门自然村，听村里的老
人讲述那段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

四面环山的道门自然村与缙云西施村
道门自然村门户相通，山水相连，共饮一井
水，同聊一家常。时间倒回到 1935 年，这
里曾驻扎过一支红军队伍。

永康道门有一处很隐蔽的地方叫后
盘龙，那里盖有一座“U”字形的两层房
屋，红军战士们在此秘密赶制一批工农红
军军服、军旗，几名邻村的裁缝师傅也天
天来帮忙。在红军队伍里，有一位战士是
道门本村人，叫黄朝业，他于 1929 年加入
红军队伍。

同年农历七月初一，时任红军挺进师

师长粟裕和红三团一大队大队长钱双全来
到此地。那天，村民在山脚打豆子，红军战
士则在赶制军服。另一边，包括黄朝业在
内的战士在缙云道门的下明堂里宣传救国
思想，一切和往常一样。

就在粟裕和钱双全刚到达永康道门牌
坊脚时，国民党保安团组织了六七十人，兵
分三路围剿道门，危急时刻，他们就隐藏到
了牌坊边上的屋子里。

“砰！”为了掩护后盘龙的战友和师长
粟裕等人，分队长程小山和黄朝业等人当
即决定采用调虎离山之计，打响了第一
枪。他们一路打，一路退到缙云道门背后
的山坳里，程小山大腿不幸被子弹打中，本
来翻过山冈就能有生还机会，但他仍鼓舞
战友：“我们必须坚持，给他们留出更多的

时间撤离！”
听闻此话，黄朝业翻滚到旁边的一个

土坎上，敌人的火力一下子集中到他身
边。虽然身手敏捷，但子弹终究还是穿透
了黄朝业的腹部，鲜血顿时喷涌出来。他
忍住剧痛，用左手捂住伤口，右手仍然紧握
手枪英勇抗争⋯⋯

枪声终于停了，程小山、黄朝业等 3 人
却牺牲了，他们的尸体被国民党抬到方岩
邀功，道门村民将黄朝业的遗体抬回来后，
默默地将他安葬在家乡的山坡上。

看着曾经的下明堂如今已翻修成新楼
房，记者追寻着英雄足迹来到村庄背后的
后盘龙，但见这里野草茂密，在草丛中依稀
还可以看见那个年代的土墙基，似乎仍在
轻声且凝重地诉说着那段红色记忆⋯⋯

说起革命老区，上蒋自然村必然榜上
有名。作为较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六支
队”等革命队伍常在此活动，红色文化深
厚，该村也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参加革命
的有志青年。

上蒋自然村坐落在括苍山余脉的永
康、缙云、磐安、东阳交界处，这里青山环
绕，古木苍翠。走进村子里，村民或乘凉或
散步，尽享乡村的恬静。村口的古树林下，
有一座烈士合墓，合葬着在解放战争时期
牺牲的两位烈士：蒋士骥和蒋银昌。

1928 年，蒋士骥出生于上蒋村，抗日
后期毕业于永康简师，同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他 1946年参加革命，由组织安排任前
黄村校老师，又多次转战兰溪、建德一带，
开展游击武装斗争。

1947 年 11 月，蒋士骥被国民党逮捕，
经历了严刑拷打，还被关入地下室，日进食
不过二两，衣遮身不过两层。但是他忍受住
了重重身心折磨，始终对党的机密闭口不
提，国民党无奈于1949年1月将他释放。

一出狱，蒋士骥即回部队，兼任方岩区
副区长。永康解放后，他在上蒋村组织民
兵，并收集国民党残兵武器为队伍所用。
1949年5月25日，蒋士骥在送枪至方岩区
公所的路上，遭遇土匪袭击，英勇牺牲。

另一位烈士蒋银昌出生于 1931 年，于
1949 年参加革命，在浙东六支队七大队柏
岩武工队从事粮经工作，解放后任东岭乡
乡长。1950 年 2 月，他在一次剿匪行动中
壮烈牺牲，年仅20岁。

蒋士骥和蒋银昌的一生都在为党的事

业奔波。在上蒋自然村还有许多像他们一
样的人，一位位革命前辈、一段段红色故事
被“定格”在村文化礼堂的墙上：有不畏霸
权的蒋荣桂、临危不惧的蒋荣华，还有迎面
应战的蒋国森等英雄，他们用自己的智慧
和生命抵挡住了战争的硝烟，才有了现在
百姓平静安宁的生活。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上蒋自然村还
有一条董岭古道，地势险要但四通八达，相
传是董永与七仙女相遇之地。虽带有几分
神话色彩，却是解放战争时期，连接红色根
据地的重要联络通道和宣传中转站。

岁月悠悠、大浪淘沙。战斗的枪声已
然远去，光辉的历史却永远镌刻在这片红
色的土地上，汇聚成了助推西溪高质量发
展的磅礴力量。

这里埋葬着一位素不相识的英雄

双英献身，革命精神代代传承

开篇语：

卫生意识在我心中

，环境卫生在我手中

。

公益广告

永康市创建文明卫生城乡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永康市融媒体中心

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