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天上午10时，寻访组一行在董

坑自然村集合。在红色讲解员黄兴然

的带领下，寻访组首先来到该村的一

幢老屋前。“这不仅曾是村民董金银的

家，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下联络

点。”黄兴然指着老屋介绍说，永康革

命先辈应飞就曾在这里养伤。

如今，董金银80多岁的儿子董洪

恩依然居住在这里。看到寻访组一

行，他放下手中的农活，缓缓地讲述起

当年的红色历史。

1947 年 9 月，应飞带领的抗暴自

救队活跃在这一带。当时，我军同敌

人几番较量均处于劣势。应飞带领队

伍靠董岭古道附近村庄群众的掩护，

活动于各村之间。

某日夜晚，应飞的队伍从上蒋翻

过董岭，悄悄来到董坑联络点董金银

家。敲开门后，董金银发现应飞由两

位战士搀扶着坐在椅子上，脸色一阵

青一阵白，呻吟不止。战士告诉董金

银：“队伍今晚要到铜山驻营，先把应

飞同志安置在你们家休养。等他痊愈

后，再到新楼集合。”当晚，应飞就在董

金银家住下。

第二天早晨，董金银夫妇去探望

应飞时，发现他体温很高，且昏迷不

醒，过一会又忽然全身发冷。董金银

知道，这是遇到“半日鬼”（即“疟疾”）

了。当时，不允许找医生，他只好自己

上山采草药。夫妻俩每天为应飞煎

药，餐餐为他送饭。

到了第七天，董金银探得东岭吴

公所隔日就要来抓应飞。他决定星夜

将应飞转移。到夜深人静之际，两人

沿东溪而下，走到三保桥，应飞已不会

走，董金银马上背起他上路。两人走

走停停，沿当时的孔村过黄川桥，上黄

仙岭。

当董金银背应飞到达洪塘村任岩

高家时，东方已发白。自此，应飞留在

任岩高家养伤。应飞对董金银说：“希

望你回去后，注意邻近各村的进步青

年，介绍他们参加革命队伍，以发展壮

大人民军队力量。”

疗养了二十余日，应飞的身体慢

慢得到恢复。他到新楼与战友会合，

并在俞溪头等地与敌人斗争中，取得

了一连串胜利。

听完董洪恩的讲述，寻访组才知

晓，眼前这幢其貌不扬的老屋，竟然是

一幢“红色老屋”。如今，老屋依旧在，

董金银却已于十余年前去世。在那白

色恐怖、腥风血雨的日子里，以董金银

为代表的广大山区人民不畏艰险，参

与地下革命工作，及时送上情报，令人

敬佩。

值得一提的是，在寻访组穿过董

坑自然村时，有人拿出一箱矿泉水，分

发给寻访组队员。陪同寻访的村民笑

着说道：“或许是继承了先辈的热忱，

如今游客前来古道游玩遇到困难，村

里人会热情帮忙。”该村村民的热心可

见一斑。

鲜为人知的
地下联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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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溪镇董岭古道横卧在柏岩村董坑自然村至上马村上蒋自然村的山水之间，是古时候盐商往来贸易的交通要道，也
曾是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当地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地。2017年，董岭古道入选我市“十大最美森林古道”。

4月14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市委党史研究室、市融媒体中心联合西溪镇党委、政府走进董岭古道，挖
掘古道革命历史印记，共同探讨古道保护与修复。这也是“寻访永康古道红色印记”活动的第二站。

“寻访永康古道红色印记”活动第二站走进董岭古道

“红色老屋”依然在 修复开发尤可期

古树林中烈士墓诉说革命壮烈
沿着山路，寻访组穿过一片田地，

一条悠长而斑驳的青石板路映入眼

帘，道路两边的田地被各种绿色包裹

在山间，格外和谐。路旁的指路牌指

明，这就是董岭古道入口。

“这是红军路，那是红军桥。在这

个岩洞口，‘红三团’曾经有一场伏击

战⋯⋯”一路上，黄兴然不断介绍着革

命先烈战斗过的地方。

经过1小时的路程，寻访组来到了

革命老区上蒋自然村。

走进上蒋自然村，这里的每一寸

土地，仿佛都在流露着革命留存的气

息：村口的古树林中，坐落着一座革命

烈士墓，安葬着两位烈士；后山脚、早

田头等地的土屋，是应飞部队的据点，

因为这些地方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

可防可攻⋯⋯

该村红色讲解员蒋世火介绍，上

蒋村民投身革命的时间比较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村里就有几位青年考入

锦堂师范和湘湖师范就读。他们毕业

后，一边教书，一边从事党的地下工

作。其中，蒋士骥、蒋银昌为革命事业

贡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被追认为革命

烈士。

解放战争时期，“六支队”等革命

队伍常来往于此进行革命活动。1945

年至 1949 年，该村跟随应飞等部队参

加革命的村民就有30余人。

在上蒋自然村文化礼堂内，寻访

组看到蒋章秋、蒋国森和蒋修威口述

的材料。材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不

久，一支 20 余人的国民党残部到下赵

一带扰民，当时身为村武装委员的他

们，在人少武器差的情况下，利用董岭

古道两个山岗相隔距离近、回音大等

特点，带领三个民兵手持老套筒上山

岗，上演一出空城计。敌人以为已被

解放军包围，遂缴械投降。

在该村文化礼堂的红色走廊上，

还有诸多村民口述的其他革命斗争

史，他们通过口口相传，将古道的红色

精神不断传承下去。

融媒记者 吕鹏 通讯员 程基进

扫码进群访红色古道

作为我市十大最美森林古道，董

岭古道正吸引越来越多市民的关注。

这里的一草一木安详地在深山里寂静

生长，植被茂盛，引得无数登山爱好者

前来探访。

寻访组在探访古道过程中发现，

因年久失修、自然侵蚀等原因，古道贯

通性、历史性、景观性有所缺失，廊桥、

三仙殿、拱桥、凉亭等都有损坏，亟待

修复。

当天下午，一场关于“董岭古道修

复及开发”的座谈会在上蒋自然村文

化礼堂召开。此次座谈会，正式成立

了董岭古道修复保护红色志愿小组，

希望团结组织古道志愿者，广泛传播

志愿服务理念，开展古道相关志愿服

务活动，为西溪镇山区人民走向共同

富裕和提高董岭古道知名度、美誉度

作出积极贡献。

座谈会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是《浙江省古道

保护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施

行的第一年。《办法》规定，将古道保护

纳入林长制管理责任体系，对古道进行

分级保护，对破坏古道及其附属设施和

资源的行为设定罚则，对未按照古道保

护要求履行职责以及保护不力导致古

道保护等级被撤销的责任人员给予处

分要求，促进古道保护全面形成不敢破

坏、不能破坏、不想破坏的体制机制。

“如今走古道的人，从挑夫变成了

徒步爱好者，但人气和热度不变。重

修古道，根本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复兴

古老线路，带动乡村振兴、山区百姓共

同富裕。”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

责人说，在“十四五”期间，我市将加强

古道保护和利用，计划完成多条古道

的修复，董岭古道或将成为第一条修

复的古道。

成立董岭古道修复保护红色志愿小组

“董岭古道修复及开发”座谈会董洪恩居住的“红色老屋” 寻访组在董坑自然村探访

寻访组行走在董岭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