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和永康解放 75 周年，深化“真理味道 信仰之源”红色文

化长廊永康示范带建设，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开展，号召大众走进红色基地，重温党的光辉

历史，汲取智慧力量，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努力奋斗，市党史办特举办“学党史 开新局”征文活动，现将优秀征文作品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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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秋高气爽的一天，朋友兴冲冲找到我，

说永康有个地方叫金竹降，一个革命老区

村，藏在大山里，是抗日战争时期永武缙地

区革命军队的“大后方”，也是解放战争时

期保护游击队的“铜墙铁壁”。有着原汁原

味的山村风景，空气特别好，土味也是一

绝。去不去？

我是一个在平原出生成长起来的人，

2016 年，由于工作原因才来到永康。以前

说去山上，也只是去一些大的风景区爬山，

更何况这还有一段峥嵘的岁月可以追溯，

经朋友这么一说，瞬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便兴冲冲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真正的山间小

路。犹记得刚去的路上还是新奇居多，后

来便觉得非常了不起，两车宽的水泥路在

山间盘旋而上，尤其路边每隔一段就立着

一个公交站牌，因为金竹降一带海拔有

600 多米，这条起于方岩岩前、终于金竹降

的岩金线几乎完全隐于山中，修建不易、通

车不易。

约莫 20 分钟的上山路后就到了金竹

降，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碑亭，上书“金竹

降革命纪念碑”八字。一瞬间，那段艰苦却

光辉的历史扑面而来。

金竹降是红色的。是红军的“红”，是

革命的“红”，是新中国的“红”。她虽是一

个小小的山村，却以“金竹峰”为名在北京

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大挂图上被显著地

标注着。将军张文碧早年曾率军来到永

康，在金竹降整军训练，与金竹降人民建立

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晚年的他回忆起金

竹降人民对红军的深厚情谊时感慨不已：

“大山深处的乡亲们虽然生活条件十分艰

苦，却对红军如同亲人，千方百计提供帮

助，与红军心连着心。当年老区人民的恩

情似海，我一直铭记在心。”金竹降的土地

上染着先辈殷红的血，燃烧着永康大地反

抗的火种。当双脚踏上这片革命先烈战斗

过的土地，耳畔仿佛还能回响起那片嘹亮

的号角。那一声声的冲锋号刺激着鼓膜，

让人头皮发麻，这是鲜血在鼓噪，是灵魂在

激荡。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

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

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

敌军宵遁。”毛泽东同志的一首《西江月·井

冈山》道尽了井冈山将士们英勇斗争的精

神。金竹降作为永缙地区革命的“大后方”，

被广大革命人士亲切地称为“永康的井冈

山”。她见证了永康从土地革命战争走向解

放战争，看到了永康革命走向辉煌的胜利，

触摸着永康大地第一缕从东方升起的阳光，

孕育着走向共同富裕的累累硕果。

金竹降是绿色的。她被群山抱于怀中，

缀以绿荫、缀以秀水。山川保护着她，却也

禁锢着她。直到1992年岩金线竣工，金竹

降与外界的闭塞情况才得以打破，年轻的金

竹降人纷纷走向外界。本就只有几十户人

家的金竹降，在流失了多数青壮年之后显得

更为幽静和孤独。直到近些年，乡村旅游蓬

勃发展，古木参天、山明水秀的金竹降越来

越多走进人们视线。金竹降人民立足本土，

依托好山好水，大力发展农家乐，更多的人

走向金竹降，以崇山为案、以峻岭为鼎，品那

一抹绿意、尝那一口“土”味，绿水青山成了

金山银山。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

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走过金

竹降，踏过红色的土地，飒飒的风迎面吹

来，是他们的笑声。

走过金竹降
□陈敏佳

初冬的午后，缓步进入刘英烈士

陵园，这个时间不是参观高峰，陵园里

显得格外宁静。我来这里看看老朋

友。作为从事党史研究工作 28 年的

“老人”，没有谁比我更熟悉他们了。

刘英，江西瑞金人，书生气质，拿

枪跟拿笔一样溜；张贵卿，河北顺义

人，因早年第一次入狱落下严重肺

病；胡斗南，永康溪岸人，曾担任永康

县委书记，眼睛深度近视；李立卓，永

康前黄人，永康中心县委书记，小知

识分子，会土法治病、会看风水；吕思

堂，永康派溪吕人，永康工农军司令，

打铁匠出身，颇具绿林好汉气质；徐

英湖，永康下徐店人，永康苏维埃主

席，行事果敢，县委给党中央的报告

中说他“面目太红”⋯⋯他们大多死

于敌人刑场，有的还是因叛徒出卖被

捕而杀害，牺牲时大多不到40岁。

看着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我忍不

住默默发问：来世间一趟，遗憾吗？

山风陡起，寒意侵人，传来阵阵松涛，

隐隐似山呼海啸般的应答：为国捐

躯，我们骄傲！

他们是值得骄傲。刘英牺牲时

是浙江省委书记，他在与党中央失去

联系的情况下坚持了三年浙南游击

战争，在“蒋介石老窝”浙江站稳了脚

跟，他还是第一位由选举产生的中共

浙江省委书记；张贵卿牺牲时是衢属

特委书记，他撑着病躯辗转浙江处、

台、衢多地，领导一方革命斗争；吕思

堂凭着一腔朴素胆气拉起队伍“造

反”，由小五金工匠逐步成长为革命

战士，是永康党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

武装首领，威震敌胆；胡斗南毕业于

北京农业大学，是永康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学历最高党员，成功将吕思堂

自发组织的民众武装引导成为党领

导下的革命队伍；徐英湖是永康唯一

的苏维埃主席，也是金华第一个苏维

埃主席，化名老鹰，人称“暴风雨中的

雄鹰”；李立卓一个没拿过枪的书生，

却牺牲在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

军第三团的征途上，那是一支列入中

央军委正式序列、在党史上占有一席

之地的部队⋯⋯

战地黄花香，有情天亦老。墓顶

一支小野花在风中摇曳。我凝视着

那抹突兀的彩色，默默再问：真的没

有遗憾吗？风小了，一张梧桐叶落

下，铿然砸地。

怎能没有遗憾呢？刘英牺牲时妻

子正怀着孕，他还来不及知道宝宝是

男是女，甚至，省委机关遭破坏，他根

本不敢想象娘儿俩能否安然脱险。张

贵卿伉俪情深，在狱中还给妻子抄写

彼多斐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

高，但他无法确定妻子能否见到他的

手稿。李立卓出门去追赶仙居游击队

的时候，正值农忙季节，地里还有那么

多活指望着他，他却只能支吾着对妻

子说他必须出门一趟，很快回来⋯⋯

太多太多的牵挂，奈何国不国，则家无

家；挥袖转身，取义成仁。

怎能没有遗憾呢？吕思堂牺牲

后，永康工农军旋即遭受国民党重兵

“清剿”，群龙无首，副司令叛变，部队

损失惨重。县工委书记徐阿宝被捕

牺牲后，永康党组织整整中断三年。

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第七大队

大队长李文华带小分队筹集军需，深

夜遭敌重兵围困，牺牲后被砍去头颅

示众，曾经让敌人闻风丧胆的七大队

自此名存实亡⋯⋯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怎能没有遗憾呢？红三团政委

楼其团，永康舟山一村人，1928 年入

党，1932 年遭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

受尽折磨而亡，年仅 28 岁，没有结

婚、没有子嗣。当年我们走访舟山，

终于找到他为数不多的亲属，年逾古

稀的老人嗫嚅着说：“那时我很小，对

小叔没什么印象。”沉默如山一般，沉

重地压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我们知道你来过！坐落在陵园

最高处的永康革命烈士纪念碑，镌刻

着300多个名字，石不烂、山不倒，他

们就永远在。“胜利的时候，请你们不

要忘记我们！”这是裘古怀给党留下

的临终嘱托，这句话被铭刻在浙江革

命烈士纪念馆，也铭记在后人心上。

青山有幸，方岩土暖。请安息

吧，这盛世已如你们所愿！我挥手告

别烈士墓，拾级而下，又远远挥手告

别了陵园管理所主任胡晓明，他已坚

守陵园20多年，不是同事、胜似同事。

大道不孤，薪火相传，众行必能

致远。

穿过这里的风请慢些走
□卢俊英

追寻红色足迹 学思想促践行
□舒睿骐

永康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积

淀深厚的红色资源，红色景点众多，

如位于方岩镇的刘英烈士陵园、舟

山镇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三

团纪念馆、芝英镇的中共永康县委

诞生地纪念馆、石柱镇的浙东人民

解放军第六支队纪念广场等，还有

深受市民喜爱的永康红色文化“网

红打卡点”前黄村革命博物馆。这

些景点不仅是革命历史的重要见

证，也是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的重要基地，这些英雄烈士、革命先

烈留下的事迹和精神，永远值得我

们学习和传承。

前黄村位于古山镇北部，华溪

之滨，紧邻东永一线，贤人辈出，是

状元陈亮的祖居地，是革命先烈李

立卓、李立倚的家乡，也是永康市著

名革命老区，解放前被人们称为“白

区里的红色堡垒”。追寻红色足迹，

铭记初心使命，走进前黄，处处可以

看到先烈留下的红色印记。无论是

村西南亭亭如盖的李立卓、李立倚

烈士墓，抑或是旁边的烈士亭，还是

前身是革命活动场所的文化礼堂、

烈士故居“廿间头”，无一不骄傲地

展示着前黄传承至今的革命精神和

红色基因。

从村西面大路进去，我们瞻仰

了李立卓、李立倚烈士墓，旁边建有

“ 一 门 双 烈 ”纪 念 亭 。 李 立 卓

（1892—1930），出身于前黄村农民

家庭，在下徐店教过书，开展党的活

动。李立卓积极投身农民运动，领

导前黄村农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曾长时间负责永康县委、永康中心

县委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工作，出色

完成地下联络的各项任务。李立卓

担任永康中心县委书记期间，为永

康党组织的发展和红三团的创建作

出了重要贡献。

李立倚（1904—1948），跟随兄

长李立卓投身革命，抗战期间积极

投身抗日救亡活动，解放战争时期

为武工队安排宿营地、侦察敌情、掩

护游击队员，做了很多工作。李立

倚担任永康工委书记期间，积极领

导永康党组织配合浙江壮丁抗暴第

三大队，开展“抗丁、抗粮、抗税”斗

争。在 20 多年的革命生涯里，李立

倚出生入死，为永康党的建设和革

命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随后我们来到前黄村革命博物

馆。前黄村革命博物馆是中共永康

中心县委联络站即涵成初小旧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永康中心县委

利用前黄涵成初小做掩护，保持与

中共中央的联络，指导开展全县革

命活动。在馆内，既可以进行参观

浏览，也可以开展重温入党誓词、上

党课、观看红色电影等教育活动。

馆内展厅还原了“前黄双英”李立

卓、李立倚兄弟当年利用教书作为

掩护参加革命的场景。《红色前黄》

纪录片，更加直观地讲述了从第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

前黄村的有志青年投身革命，并为

之奉献生命的感人故事。

沿着前黄村革命博物馆门口左

侧的小路走，就到了前黄村红星广

场。广场侧方墙上长达10余米的红

色绘画描绘了革命先烈的奋斗历

史，展现了革命时期环境的艰苦、先

烈意志的顽强。而广场上的巨大的

红星雕塑，则象征着党员干部团结

一致，一颗红心永向党。

在红星广场北面是前黄村文化

礼堂，里面设有仿古风格上下两层

的农家书屋。广场南面则是村内保

留的烈士故居“廿间头”，这里曾经

是李立卓、李立倚等革命志士生活

过的秘密联络站，是革命创业初期

许多重要会议召开的地点。

英雄史诗热血铸，革命精神永

流传。一座座透着古朴气息的建

筑，一幅幅展现珍贵历史的图片，无

一不在默默地诉说着那段英勇奋斗

的岁月。这些史迹是当年革命先烈

们留给我们的珍贵印记，它们见证

了那段艰辛而光荣的历程。“学党

史 悟初心 担使命”，我们要汲取奋

进力量，在平凡的工作中用实际行

动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