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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宁解放简史
时间：1949 年 5 月 12 日

1949 年 4 月，解放军横渡长江，国民党统
治中心南京迅速解放的消息传来， 激起了各
地民兵的斗志， 各地民兵在县委统一部署领
导下，开始了战前准备。

景宁解放前夕， 中共景宁县委已经在全
县的 3 个区、14 个乡和 127 个村建立了政权，
形成了对县城的包围。

鉴于景宁境内没有主力武装， 时任县委书
记的刘斌发向全县发出了“集中民兵力量，支援
解放景宁县城”的命令。党组织和民兵队伍纷纷
组织发动起来，做好攻打县城的准备。全县先后
发展了武装民兵 3500 多人， 拥有各式枪支
1690 支、战刀 5100 把、自制硝药 1230 余斤。

5 月 11 日，县委下达攻城命令。 3000 余
名游击队员、民兵向景宁县城进发，景宁各地
民兵在县委领导下，火速向县城挺进，分散隐
蔽在县城周边的村里，确保随时应召，形成武
装合围县城的态势。

5 月 11 日，云和县城宣告解放。国民党景
宁县县长章昌琛和自卫大队长李东明眼见顽
抗无望，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所有军政人
员立即撤离景宁。 11 日后半夜，章昌琛一行军
政人员 300 多人，由自卫大队长李东明带领，
仓皇逃出县城。

5 月 12 日早晨，县委闻讯“县城碉堡上的
机枪不见了， 县政府大门敞开， 门前已无守
兵。 ”县委书记刘斌发接到情报后，立即通知
附近区乡民兵立即进城待命，宣布进城纪律，
派民兵在各个城门和上桥头等处设立岗哨。
午后，刘斌发率武装游击队员及工作人员 300
余人进城， 城内各界人士纷纷前来迎接游击
队进城。

之后， 刘斌发令武装人员分头守住前后
大门，不得让人损坏东西，要把国民党旧政府
遗留物保护好。 同时，他还发指令鹤溪城内 4
个保的保长负责捣毁城边 6 座碉堡。

接着，300 余民兵先后从东坑、沙湾、渤海
以及城区等地集结县城。 当天晚上，庆祝景宁
解放大会在鹤溪大操场举行， 刘斌发作了热
情洋溢的简短讲话，庄严宣告景宁解放。

农村包围城镇
三面围城的景宁县城顺利解放

1947 年下半年， 青景丽县委派了十多名
干部来到景宁， 协助进行老区巩固和新区开
辟工作，在各地发展“农会”“妇女会”组织。 在
工作逐步推进的基础上， 从点到面逐步开展
抗丁、抗粮、抗税、抗租、抗债和反霸斗争，以
摧毁国民党在农村的反动社会基础。

在长达半年多的秘密行动中， 景宁的丽
云、梅岐、东坑三个老区共计发展民兵分队 80
个，1900 余人，农会会员 1400 余人，拥有土枪
400 余支，建立据点 13 个。

至解放前夕， 全县又组织民兵 3500 多
名。 除了城郊外，凡我党工作所及的地方，都
先后成立了农会组织， 这为游击队提供了掩
护、配合的有利因素。

1948 年 9 月 14 日，刘斌发与前来配合行
动的县队二分队郑学儒， 设计在水笕岙溢口
伏击了景宁伪保警队第三分队， 击毙敌人 4
人，活捉分队长王铁锋及以下全部士兵，缴获
轻机枪 1 挺、步枪 20 余支。 随后，县队武装又
转往上标， 趁势一举拔除了东坑区最后一个

敌人据点， 景宁伪县府在东坑区的行政设
施、职能全部解体，东坑区实际解放。

东坑解放，为浙南特委、青景丽县委沟
通了浙南、 闽浙边各县和福建党组织的联
系渠道，截断了景宁县城守敌跟文成、泰顺
敌人互相策应、支援的道路，使景宁县城陷
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

1949 年 1 月，东坑、梅岐两区民兵 1500
余人，在县队武装协助指挥下，拔除了梅岐
区最后一个敌据点， 两个碉堡的守敌大败
溃散，梅岐区也实际解放。 随后，民兵又打
到了渤海，拔除、摧毁了渤海碉堡。

与此同时，刘连兴、邱宝珍等率精干民
兵至景云(云和)边和云和县独立中队配合
行动，建立起了北面又一根据地。 至此，形
成了对景宁县城的三面包围局势。

1949 年 5 月 11 日，游击队和民兵队开
始向县城合围，第二天到达县城时，县城已
经没有国民党兵，景宁县城和平解放。

重走战斗旧址
红色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由于国民党弃城逃跑，景宁县城可以
说是和平解放，但是在大张坑、梅岐、渤海
等地拔除碉堡的战斗却也是惊心动魄的。 ”
景宁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利锋说道。

距离景宁县城 30 多公里的大张坑村是
红军战斗工作与生活过的地方， 原为地下
游击队根据地， 至今村内还保留着革命遗
址人民大会堂。

4月 28日，当车子驶到村口，记者见到“红

寨大张坑”五个火红的大字，整个寨子依山而建，保
留了最原始的畲族特色，石墙、夯土、黑瓦、木楼
……

大张坑村村委会主任雷炳炳告诉记者，当
年，大张坑村的一支畲族民兵队在革命战争中
屡建奇功，在攻打梅岐碉堡的战斗中，为解放
景宁县城立下了汗马功劳。 景宁解放后，民兵
队还配合部队歼灭柳志昌股匪，丽水军分区奖
给一面“剿匪模范民兵队”的锦旗。

大张坑民兵队参加过最著名的战斗莫过
于攻打梅岐炮台了。 1942 年，景宁反动政府在
梅岐村口修筑了一个双层的坚固炮台，盘踞着
一个分队的兵力。

“这个梅岐炮台墙体很厚，民兵用土铳土
炮压根就穿不透。 炮台的位置造得非常好，易
守难攻，对中共浙南特委在梅岐一带的活动造
成极大威胁。 ”郑利锋说，大张坑民兵队的第一
件事就是要拔掉这颗“钉子”。

1949 年农历正月十一日， 大张坑村 40 多
名民兵背着土铳，冒雨到达梅岐李山头村后在
山上埋伏待命。 不久后，在各地民兵的合围下，
碉堡守敌惶恐万分，最终弃炮台逃窜。

“在大张坑村的畲族民兵队中，从最早的
雷景三到如今的雷伟华， 他们一家四代从军，
可以说浓缩了新中国的解放、抗美援朝、抗美
援越、 改革开放四个不同时期的家国情怀，可
以算是畲族人民用忠勇精神践行保家卫国的
典型。 ”雷炳炳自豪地介绍道。

岁月如歌，70 年风雨征程， 如今的大张坑
村，依托于红色革命资源，走上了“红＋绿”的发
展新模式，这也成了许多景宁红色畲寨发展的
一个缩影。

记者 廖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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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记忆，总有着历久弥新的力量。 70 年前那

段炮火纷飞的岁月， 时刻警醒着每一位畲乡
儿女，当下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 当年的革命
故事和革命精神， 已经成为畲乡人民口口相
传的经典和红色遗产。

我们回眸景宁解放的历史 ， 追忆往昔的
红色岁月，是为了传承那不朽的革命精神 ，是
为了把伟大的精神转化为强大的动力 ， 激励
畲汉两族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再续发展
新篇章，再铸崛起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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