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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70 年前战火纷飞的岁月，已经渐行渐

远，70 年后的龙泉百姓生活一片祥和。 岁
月静好的背后 ， 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
行，我们要珍惜当下，更要不忘历史。

牢记使命，不忘初心。 历经时光流逝，
岁月沉淀，如今的“浙西南革命精神”已经
深深根植于处州大地， 流淌在处州儿女的
血脉中。 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弘扬践行“浙西
南革命精神”，让红色精神绽放出新的时代
光芒，汇聚起“丽水之干”的磅礴伟力。

《内蒙古日报》《天津日报》等对龙泉解放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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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解放简史
时间：1949 年 5 月 13 日

1949 年 5 月，为截断国民党军沿丽（水）
浦（城）路经龙泉向福建逃窜的退路，解放军
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的
一四〇团、一四一团从江山出发，日夜兼程南
下，经遂昌县王村口，分东、北两路向龙泉县
城挺进。 5 月 12 日，国民党龙泉县长逃离龙泉
县城。 5 月 13 日凌晨，东路解放军经龙泉县城
北到梧桐口，沿丽（水）龙（泉）公路向龙泉县
城正面进攻， 北路解放军经龙泉县岩樟到石
马、岭坤，从龙泉县城背面包抄。 解放军攻占
九姑山顶碉堡， 据守碉堡的县自卫队悉数投
降。 接着，解放军向县城南炮击两颗炮弹，警
告城内守敌，然后冲进城内。 此时，国民党军
已溃逃， 解放军兵不血刃解放龙泉县城。 同
日，龙泉县军事管制委员会、龙泉县城防司令
部建立，实行军事管制。 之后，迅速建立了龙
泉县各级人民政权。

历史时刻
国民党军大量溃逃

翻阅龙泉解放的历史资料，“逃亡的国民
党” 是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字。 自知大势已
去，狼狈的国民党兵将四处窜逃，解放军兵不
血刃就解放了龙泉城。 龙泉市委党史研究室
原主任张学新的《龙泉解放纪述》中，生动再
现了这一历史时刻。

解放前夕，龙泉山城一片混乱，从 5 月 9
日到 12 日下午，国民党窜逃过境的部队川流
不息， 每天都有窜逃过境的国民党军纠缠当
地政府要粮草。

国民党龙泉县地方党政人员， 见连日来
大批国民党败兵过境， 自知龙泉解放近在旦
夕，个个如惊弓之鸟，各自准备逃命。 国民党
龙泉县末任县长兼自卫纵队队长黄恺元，4 月
下旬从收音机里听到解放军无锡前线电台广
播南京解放的消息，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整
日在县府内长吁短叹。

与此同时，中共龙泉地下党组织，也在积
极准备迎接解放。 5 月 13 日凌晨，解放军 47
师一四〇团、一四一团抵达龙泉县城外围，即
兵分两路， 东路过城北经梧桐口沿云龙公路
向龙泉县城发起正面攻击； 西北路沿小路过
岩樟，经岭坤向县城背面包抄。 此时，县自卫
队一个中队正据守在九姑山碉堡中。 解放军
要进城，必须先拿下这个碉堡。 于是解放军组
织一个小分队埋伏于碉堡四周，待机行动。

恰巧自卫队中队副周三鹏在碉堡内闷得
难受，走出碉堡想透透新鲜空气，突然响起了
“不许动，缴枪不杀！ ”的喊声，吓得他魂不附
体，举起了双手，并传令碉堡里的人投降。 碉
堡里的士兵不得不拽下机枪套筒和步枪机
柄，全部缴了械。 攻城开始，解放军向城里发
射了两颗警告炮，对城内的守敌发出了警告。
到了拂晓， 部队进入县城， 没有遇上任何抵
御，就解放了龙泉县城。

解放军入城后，士气高昂，纪律严明，待
群众亲如兄弟， 各处群众扶老携幼， 群集欢
迎。 5 月 15 日，军管会在公众运动场召开有各
界人士群众一千多人参加的庆祝大会， 军管
会主任李树荣在会上宣告龙泉解放。 随后，社
会上复工、复业、复课，秩序逐渐恢复。

亲历历史
解放让百姓迎来新生

88 岁的老人曾信，曾经历龙泉解放，这无
疑成为他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面对来访的
记者，老人说起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1949 年，曾信一家在中正街（现在的新华
街） 开文具印刷店， 曾信就在店里做印刷工
作。

“5 月开始，城内的国民党士兵越来越多，
很多人家里都住着国民党士兵。 这些士兵来
我家买东西，一开始还会付钱，可是临近解放
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抢劫店里的东西了，钢
笔、零钱、腊肉，只要是有用的东西都抢，我家
干脆把店关了。 ”据老人回忆，由于害怕被国
民党士兵抓去做挑夫， 他被父母送到了西街
的外公家里，躲进菜园旁的防空洞中。

到了 13 日， 龙泉解放的消息很快传开
了。 曾信回到城里，看到一些国民党散兵成了
解放军的俘虏，被关在一间院子里。 军管会的
人开始在街上贴标语，宣传解放军的政策，告
知老百姓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生活很快走上了正轨。 受到鼓舞的曾信
先后报名应征参军、 参加文工团和知识青年
训练班，迎来新生活。

另一位 90 岁高龄的亲历者周怀善老人，
回忆龙泉解放的历史时，反复强调“国民党简
直是灾星”。 原来，当年周怀善的家建在查田
乡查三村的路旁，解放前几天，国民党溃军正
是沿着这条路往松溪方向逃跑， 前几批国民
党士兵路过村子时还比较规矩， 到了 5 月 12
日，沿途的国民党士兵突然增多，有人开始闯

进村子。惊恐的百姓锁上家门逃往山上，周怀善清
楚地记得，有火光从村子里冒出。 解放后，大家回
到村子时， 发现不少人家的大门已经被国民党士
兵撬开， 周怀善家里的三十多斤大米也被国民党
士兵抢走了， 几个来不及躲避的村民还被抓走当
了挑夫。

记者走访
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70 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尽， 但这段红色历史、
先辈们奋斗的故事，从未被遗忘。记者来到位于龙
泉市区北隅安清山的龙泉革命烈士陵园， 这里不
仅见证着龙泉解放的点点滴滴， 更是缅怀浙西南
革命先烈的重要场所。

走上层层台阶，粟裕大将题写的“龙泉县革命
烈士陵园”时刻警示着大家不忘历史。从陵园门楼
沿台阶拾级而上， 是一座两层楼的革命烈士纪念
馆，馆内以史实介绍、照片、革命文物展示等形式，
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龙泉地方组织的发
展历程和龙泉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 展现了红军
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红军挺进师在龙泉开辟革命根
据地，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的历程。陵园中心
位置是一座高耸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铭刻着“革命
烈士永垂不朽”， 纪念碑下是宽阔的纪念广场，纪
念碑后是革命烈士纪念碑亭和墓地， 立有粟裕部
分骨灰撒放处纪念碑、季步高烈士纪念碑亭、宗孟
平烈士纪念碑、许信烈士墓、张麒麟烈士墓等。

记者注意到，烈士陵园里摆着绽放的鲜花，据
龙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吴秋平介绍， 每年都有
社会各界团体及个人约 20000 多人到龙泉革命烈
士陵园祭拜烈士。

记者 蓝倞 庄啸 廖王晶 通讯员 吴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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