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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园·城事

阅读提示

上世纪三十年代，松阳县大东坝经历了一场疾风骤雨式的红色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挺进师在此
进行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发动穷苦民众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

□ 记者 刘烨恒 文/图

如今的松阳县大东坝镇，群山环抱，山清水秀，田园肥美，气候温润，
宜居养生。 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这里却经历了一场疾风骤雨式的红色
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挺进师在此进行游击战争，打土豪、分
田地，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发动穷苦民众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

中共竹溪区委、 竹溪区苏维埃政府及中共竹溪团委均在这里建立，
这块热土成为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 其中，竹溪区苏维埃政
府，是中央红军在浙西南建立的第一个区级红色政权。

日前，由共青团丽水市委、处州晚报等联合举办的青年党团员“寻访
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系列活动来到松阳县，记者与大东坝镇团委组
织的 12 名少先队员和 10 名青年党团员，经历了一段难忘的红色之旅。

回首
为浙西南第一个区级以上红色政权而感到振奋

走进大东坝镇党建展馆， 浙西南革命斗争的一幕幕
历史，生动地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在展馆工作人员图文并茂的讲解下， 同学们和青年
们重温了那一段松阳人民为建设根据地、 保卫根据地和
革命成果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奋斗史。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松阳西南山区的百姓挣扎在水
深火热之中，同样孕育出了一批优秀儿女。 1929 年底，以
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为农民领袖，借助“青帮”之名，组
织广大农民起来反抗阶级剥削和压迫。当时，有“青帮”会
众 5000 余人，并同时创建了农军。

1935 年 5 月，当刘英、粟裕率红军挺进师进入松阳西
南山区后，“青帮”会众亲迎红军至安岱后，郑重提出参加
红军的要求，渴望得到党和红军的领导。 红军挺进师在松
阳的安岱后、玉岩、枫坪一带，很快有了群众依托。

接着，挺进师分兵出击，镇反除霸、攻打重镇。 地方政
治工作团深入发动群众，横扫管区内的敌对势力。 到 6 月
初，松遂龙革命根据地初步成型。

1935 年 6 月上旬， 挺进师政委会会议在松遂龙三县
边境松阳县小吉村召开。 会议成立了浙西南特委，从此，
浙西南有了地方最高的中共组织。

7 月初， 红军挺进师干部杨林等人， 在松阳安民乡高
砂玄背村召开党员干部、 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的代表大会，
宣布成立隶属于浙西南特委的中共竹溪区委， 下辖燕田
乡、黄庄乡、山徐乡、横樟乡、五部乡支部和黄南地方支部。

成立中共竹溪区委的同时，竹溪区苏维埃政府宣告成
立。 竹溪区苏维埃政府是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区级
以上红色政权，领导着松阳、云和、龙泉边境广阔地域内几
百个村庄人民的土地革命斗争。

在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党组织重视共青团
建设，吸收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加入共青团。1935 年 7 月，
经中共竹溪区委批准，建立了共青团竹溪区委，下辖 8 个
团支部，有团员百余名。

各区乡村党组织和政权及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在中共
浙西南特委领导下，广大党员、干部、团员们，以满腔的革
命热情， 迅速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当
中，并积极为红军动员、输送力量。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张照片上写的标语是什么吗？ ”
“打倒土豪。 ”当同学们得知，此前只在书本上看到过的打
土豪、分田地运动，曾真实地发生在自己的家乡，纷纷为红
军为人民的行为而感到振奋。

弘扬

为不负浙西南革命精神
而时刻提醒自己

随后， 同学们和青年们前
往蛤湖村， 了解了共青团竹溪
区委书记叶堂星烈士的光荣事
迹。 充实的活动，让大家接受了
浙西南革命精神的洗礼。

大东坝镇中心学校的学生
张伊娜告诉记者， 是千千万万
的革命烈士， 用鲜血和生命换
来了如今的幸福生活。

“我们是幸福的一代，要珍
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做
一个积极向上、 热爱祖国的好
少年，练就一身本领，长大后为
祖国、 为人民贡献自己的所有
力量。 ”张伊娜说道。

“大东坝镇有许多像余良
根、叶堂星这样的革命种子，像
星星之火一样， 点燃了浙西南
整片红色大地。 ”大东坝镇人民
政府青年工作者陈浩鹏说，“我
们青年应该向前辈先烈们看
齐，弘扬浙西南革命精神，以顽
强不屈的精神， 投身到社会主
义建设当中。 ”

“新一代的青
年，要感谢革命前
辈为我们创造的
美好生活，同时更
要发扬他们扎根
基层，立足自身岗
位，进一步开展好
工作，不负浙西南
革命精神。 ”大东
坝镇人民政府青
年工作者楼海涛
说道。

聆听
为革命烈士光荣捍卫红军秘密的事迹而动容

青山绿水拱卫中的虎山烈士陵园，安息着三位在土地
革命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英灵。 当天上午， 同学们和青年
们来到这里，瞻仰三位革命烈士———杨林、叶正品、余良根。

1935 年 8 月 14 日，时任中共竹溪区委书记的挺进师
政治连干部杨林， 同助手叶正品在位于大阴源中段的老
虎坑开展活动时，由于行踪暴露，被尾随而至的国民党反
动派浙省保安队包围袭击。

杨林和叶正品退守民房， 奋力突围， 但终因寡不敌
众，不幸饮弹牺牲。 那时，杨林年仅 30 岁左右，叶正品约
30 岁出头。

敌军撤退后， 老虎坑群众将两位烈士遗体掩埋在村
边田坎后的山洞中，在洞口堆积了山石并坚守秘密，这才
保全了两位烈士的遗体。

明媚阳光下的虎山烈士陵园，周围群山环抱，附近溪
水潺潺。 短暂的默哀仪式后，学生们带领着现场所有人，
唱起了国歌和少先队队歌。

同学们手捧着亲手制作的一朵朵洁白的纸花， 敬献
在了烈士墓碑前。 人们默不作声， 缅怀烈士们的光荣事
迹，一股庄重而又严肃的气息，在四周弥漫。

大东坝镇团委特别邀请了烈士余良根的儿子、88 岁
的余兴奎老人，为大家讲述余良根英勇就义前的故事。

1935 年 5 月，红军挺进师奉命来松建立苏维埃。蕴藏

在余良根心底的革命热情，像火山似的喷发出来，他率领
革命干部组建了农会、少年团、妇女会和地方游击队。 同年
7 月，中共竹溪区委、竹溪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余良根被任
命为中共竹溪区委组织部长。

当年 9 月中旬，余良根从安岱后回村的途中，敌兵迎
面蜂拥而来。 余良根立即将随身带的组织名册撕碎投入溪
水中，抄小路潜入青石坝余有洪家暂避。 可是不久后，狡猾
的乡、保长闯入余有洪家，将余良根抓获。

“爸爸被抓到松阳仅仅九天，什么苦都吃遍了。 革命中
他接触了一百多个人，却没有暴露一个人，独自承担了所
有的痛苦。 ”回忆起父亲的遭遇，余兴奎老人情绪激昂。

余兴奎老人告诉大家，行刑前，母亲去松阳县城看望
了父亲。 父亲原本健壮的体格，经过九天残酷的遭遇，已经
完全没有了人形。10 月 11 日，余良根被国民党反动派十八
军九十四师行刑队枪杀于松阳草场圩刑场，时年 36 岁。

“这九天我什么苦头都吃遍了，牺牲一个人不要紧。 你
回家后要小心，一定要坚守红军的秘密。 将三个儿子和未
出世的孩子照顾好， 你们还有好日子， 红军终究会回来
的。 ”余兴奎说，这是父亲在生命最后一刻对母亲的嘱咐。

老人的动情讲述，让现场所有人深有感触，临走前，同
学们齐齐向余兴奎敬少先队礼。

■■青青年年党党团团员员““寻寻访访红红色色足足迹迹 传传承承革革命命精精神神””寻寻访访活活动动

烈烈士士余余良良根根的的儿儿子子讲讲述述父父亲亲在在生生命命最最后后一一刻刻的的嘱嘱咐咐：：

““你你们们还还有有好好日日子子，，红红军军终终究究会会回回来来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