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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城解放简史
时间：1949 年 5 月 10 日

1949 年 4 月 2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
渡江战役，二野三野一部进入浙江境内，一路
势如破竹，5 月 3 日解放了杭州。 面对人民解
放军的凌厉攻势， 国民党李延年兵团残部约
二万多人在 4 月底至 5 月初陆续败退丽水。

1949 年 5 月 3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
了杭州，一路势如破竹。5 月 9 日，人民解放军
十一军三十三师（师长童国贵）九十七团、九
十八团，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尤太忠）一〇
〇团、一〇一团、一〇二团，从金华、永康南
进，当日晨解放宣平，午时解放缙云，傍晚抵
达丽水（今莲都）县城东郊。

9 日晚， 第一〇一团进抵丽水县海潮村，
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师部及其警卫营抵
抗， 解放军迂回包抄，22 时许发起攻击， 毙、
伤、俘敌 500 余人。 之后，解放军第三十四师
各团从东、西、北三面包围城内残敌，第三十
三师九十七团在北郭桥与国民党第八十八军
一部展开战斗，于午夜时分逼近丽阳门。

5 月 10 日凌晨，三十三军为增强力量，又
将九十八团从缙云国运丽水参加战斗，6 时
30 分， 第三十四师部署第一〇〇团占据城东
南地区，第一〇一团占领城东，第一〇二团占
据城西北三岩寺位置， 准备协同第三十三师
一起攻城。

9 时 30 分， 第九十八团向城内之敌发起
政治攻势。 10 时许， 厦河门之敌挂出白旗投
降， 第九十八团一边派第九连进入厦河门受
降， 一边派侦察排和第八连赶至城南渡口拦
截渡江南逃之敌，歼敌百余人，然后从南明门
进城，协同第九连追歼城内顽敌。

与此同时， 第三十四师各团和第三十三
师九十七团也先后突入城内，搜索追歼残敌。
5 月 10 日 11 时许， 解放军全歼守城之敌，在
丽水县城张贴《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布
告，宣布丽水县解放。 随后，地方党组织及其
游击队进城与解放军会师。

12 日，丽水县军事管制委员会、丽水县警
备司令部成立，实行军事管制；原在游击根据
地建立的处北县民主政府改为丽水县人民民
主政府，开始建立乡村人民政权。

老人亲历历史：
解放那一天后，我参加了解放军

至今，89 岁高龄的郑介振老人还清晰地
记着丽水解放的那一天。 他骄傲地告诉记者，
正是因为经历过解放那一天， 当时读中学的
他背着家人参加了解放军， 跟着第三十三师
一路挺进大西南，一直在四川部队工作，直到
1972 年才复员转业回丽水。

当时只有 19 岁的郑介振在处州中学读
书，5 月 9 日晚上，听说解放军要来了，学校怕
伤及学生，便关上校门。 听到远处传来阵阵枪
声和炮声，同学们紧张又激动，都睡不着觉，
还把铺盖搬到了操场上。

“我当时一点也不害怕，其实我们学校有
些学生和老师已经加入了地下党， 有的同学
课没上完就去参加解放军了， 学校里都在传
颂解放军的好，我很羡慕，羡慕那些先走上革
命道路的人。 ”郑介振说，“我和同学爬上学校
围墙想看战况，但是没看到，只听到枪响。 ”

5 月 10 日中午，丽水解放，学校里一片欢
腾。那一天，郑介振下定决心参军。过了两天，

三十三军政委高治国来到处州中学。“他召
集我们在操场上作动员讲话， 宣传革命思
想，号召知识青年应有作为，为国为家将革
命进行到底。 ”郑介振说，他听了之后热血
沸腾，和班上十多个同学一拍即合，一起报
名参了军。

郑介振是碧湖镇人，家庭比较富裕，又
是家中长子，担心父母不支持，于是瞒着家
人。 经过碧湖镇的时候， 他担心被家人发
现，刻意“躲”在队伍中间。 郑介振笑着回
忆，后来父亲还是知道了，追到松阳为他送
别。

今年 87 岁的詹燕庭老人对解放军印象
深刻。 她告诉记者，当时她和母亲住在丽阳
门附近，解放前一天，听说解放军要来了，
很多人闭门不出。“因为国民党太坏了，我
们家都被抢过， 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解放军
是什么样的，所以就先躲了起来。 ”

据《中共丽水（莲都）党史》记载，当时
李延年残部败退丽水后， 城内秩序极为混
乱， 城内和城郊的民房、 祠庙几乎全被占
用。 这些国民党溃军给丽水百姓带来了灾
难， 他们大肆抢劫， 商店和民宅都不能幸
免，老百姓对军队心有余悸。

“当天，我们听到解放军在门外喊：‘你
们出来吧，不要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是人民的队伍，是来解放你们的！ ’” 詹燕
庭说，她和母亲听到喊声，马上出了门。 当
天天气很热， 那一小队解放军战士还穿着
很厚的棉衣、背着枪，个个热得汗流浃背，
草鞋也破破烂烂，脚上都有血泡。“妈妈赶
紧烧开水给他们喝，又拿出吃的，但他们只
喝了点水，一点东西也没吃。 ”

10 日，解放军攻打丽阳门，詹燕庭远远
看到有战士在城墙上中弹坠落。“看着很揪
心！ 我一直惦记着那几个来我家喝水、但坚
持不吃东西的年轻人。 解放了，我们太高兴
了，共产党都是为老百生谋福利的。 ”老人

动情地说。

重访旧址
遗迹或会消失，历史永被铭记

解放丽水城时，海潮村和丽阳门是两个重要
的旧址。 海潮村在城东，是解放丽水城首战发生
之地；丽阳门踞城北，是最后攻城关键之地。

在原莲都区史志办主任叶剑平的指引下，
记者来到丽水县海潮村解放军第一〇一团歼
敌旧址。 站在紫金派出所斜对面，从丽水灵山
寺向西蜿蜒而下的好溪堰溪水清澈流淌，岸边
围着漂亮的石栏杆， 堰后的小山包早已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漂亮整齐的楼房，幼儿园
里传来孩子们的嬉戏欢笑声。

海潮村党支部书记徐建云告诉记者，第一
〇一团歼敌的地方就在紫金派出所斜对面的
小路以西、丽青路以南、花园路以东、好溪堰以
北包围的这片区域，过去荒芜的小山包，被老
丽水人称为“岩塘背”，解放后先是建起了羽绒
厂和罐头厂，如今厂房租给了幼儿园，罐头厂
拆除后建起了兴业大厦。“虽然旧址消失了，但
是村民们不会忘记这段历史。 ”

离开海潮村旧址，记者跟随叶剑平来到中
山街上的丽阳门古城墙。 1949 年 5 月 9 日那个
难忘之夜，这里曾发生了一场战斗。“当时九十
七团向城墙上的敌人展开政治攻势，敌人表示
缴械投降，当九十七团战士上去受降时，敌人
却从城墙上开枪并扔下手榴弹，当时 5 名战士
英勇牺牲。 ”叶剑平指着丽阳门城墙说。

丽阳门城墙是丽水古城的标志， 在元代建
成，经过历代修缮，一直作为防御工事，解放战争
时亦不例外。 1978 年扩建了中山街，拆除了丽阳
门城门， 堆埋了大水门至小水门沿江古城墙，如
今只剩下这一段长 68 米、 高 6 米、 宽 8 米的城
墙。 青砖斑驳的墙缝里长满了苔藓和野草，走在
城墙下，凝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它像一方古老
的印章，盖在丽水这座崛起的新城上。

记者 潘亚 王秋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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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记者在寻访当年老人 、 踏访当年旧址

时，发现 70 年过去了，经历当年战事的老解
放军已经找不到几位了，对当年战事有着清
晰记忆的老人也不多了 ，海潮村 、丽阳门等
旧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虽然时间流转 、
岁月更迭，但这段激荡人心的历史将永远会
被铭记，这种“浙西南革命精神”必将永远薪
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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