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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个电电话话，，国国民民党党县县长长仓仓惶惶出出逃逃
一一枪枪未未发发，，解解放放军军和和平平解解放放庆庆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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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70 年过去了，那激情飞扬的解放场景，那

永不言弃的抗战精神 ，仍如晨钟暮鼓 ，穿透时
空，悠然回响。 庆元大地上树立起的一块块纪
念碑，见证着红色精神的传承。

红色精神 ， 是每个人都不可缺的精神食
粮。 我们要把红色精神领悟好 、践行好 、传承
好，使之成为攻坚克难、陶冶情操、坚定党性的
法宝。

庆元解放简史：
时间：1949 年 5 月 17 日

1949 年 5 月 14 日，解放军第十六军第四
十七师一三九团从龙泉县小梅追击国民党军
到庆元县竹口镇。 15 日，接到军部命令，令其
在庆元县城集结待命。 接到此令后，团参谋长
张照训即电令国民党庆元县长陈国钧、 县自
卫队上校副总队长郑可建维持秩序， 等待解
放军接管。 陈国钧慌忙向福建政和逃跑，郑可
建召集县自卫队骨干会议， 决定向解放军缴
械投诚。 16 日，郑可建一面派员到竹口与解放
军接洽，一面在县城召集地方知名人士会议，
通报县政府向解放军投诚的决定， 与会者均
表示赞成。 17 日下午 1 时许，在庆元县各界民
众的欢迎下，解放军第一三九团进城，庆元县
城和平解放。 接着，庆元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建
立，实行军事管制。 之后，迅速建立了庆元县
各级人民政权。

历史时刻
一枪未发，菇城和平解放

70 年前的今天，在万众期盼下，解放军一
枪未发，便解放了庆元县城。

5 月 12 日， 国民党庆元县长陈国钧急令
关闭城门。 有的群众受不了国民党的压迫，不
顾危险翻越高高城墙逃跑，城镇秩序大乱。 次
日，陈国钧不得已下令打开城门。 同时，加强
驻守城外球山、石龙山等制高点的兵力，妄图
用武器先进且充足之利，阻止解放军进城。 国
民党趁机抓人当苦力， 惊恐的群众急往乡下
躲避。

5 月 15 日， 解放军一三九团前进至庆元
县城集结待命。 团参谋长张照训立即与国民
党庆元县长陈国钧、 县自卫队上校副总队长
郑可建等通了电话，告知中共的政策，命令他
们维持秩序，不得有所破坏，等待解放军前来
接管。 郑可建接电话后答应维持好地方秩序，
表示愿意率县自卫队集中接受投诚， 听候处
理。

此时留守在庆元县城的国民党军政官
员，处在风声鹤唳中，大有一种兵临城下惶惶
不可终日之感。 挂断电话，陈国均深知大势已
去，装扮成郎中，带上两名贴身警卫，丢下县
政府印章，从城南门溜出向政和方向奔逃，后
辗转至台湾。

当时，庆元县自卫总队共有官兵 441 人，
下设 4 个中队， 还有一个突击队和一个军士
队，武器装备齐全，还拥有充足的武器，控制
进城的石龙山、球山两制高点。 县自卫总队的
吴绫，还是庆元地方的头面人物，曾说过：“我
两手拿两个手榴弹， 共产党来了， 一个炸出
去，一个炸自己。 ”

所幸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郑可建清楚形
势，愿接受投诚。 在陈国均逃走后，他与县政
府主任秘书孙义安出来支撑残局， 并成功劝
服吴绫赞同投诚，一场即将爆发的武装抵抗，
终于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思想感召下， 把大
家的思想统一到投诚的正确道路上来， 成功
实现庆元的和平解放。

5 月 17 日， 北上迎接人民解放军的闽浙
边地委书记兼松浦龙庆工委书记张翼及其游
击队在浦城与解放军二野十七军五十一师胜
利会师，下午 1 时许，人民解放军一三九团抵

达县城外， 庆元简师校长赖善卿率庆元各界
代表在阁门岭桥头迎接解放军， 解放军在庆
元县各界代表的引领下， 在人民群众夹道欢
迎声中进城。 不费一枪一弹，庆元和平解放。

亲历历史
庆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70 年时光匆匆，但一份份珍贵的回忆，却
永远流传在世间。 在这些回忆里，庆元城的解
放无疑是最深刻的， 因为它标志着一座城的
新生。

1933 年初出生于庆元县黄田镇崔上村的
周车女是一名老交通员。 周车女家所在的崔
上村村头，曾是游击队的落脚点，也是情报中
转站。 从 12 岁开始，周车女就和弟弟肩负起
情报传送的工作。

“共产党就像亲人一样！ ”周车女说，随着
庆元的和平解放，看到解放军进驻菇城，看着
一窝窝土匪、一个个乡霸被清理处置，她心里
越来越踏实，知道好日子终于要来了。

“解放后，日子一年比一年好。 ”周车女回
想起解放初期大家一起干生产、 搞建设的热
火朝天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她说，这是属于
人民的胜利。

亲历者吴引年已经去世， 但他留下的回
忆材料， 清楚记录下当时的喜悦之情。 1938
年，吴引年参加庆元县地下党，解放之初就职
于庆元县军管会。“对于我这一生做的事情，
我的感慨就是‘无怨无悔’！ ”当年，吴引年曾
先后三次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入狱，吃尽苦头，
险些丢了性命。

5 月 14 日， 正在上课的吴引年突然被街
上一阵骚动吸引。 走出校门一瞧，满街的国民
党残兵都撒开腿往庆元县城和於上乡方向
跑。 百姓们很纳闷：此前飞扬跋扈的国民党兵
怎么如此狼狈？ 吴引年却心头一喜，因为他明
白其中的原由。

果不其然，几天后，又有一队士兵从学校
门前走过， 但与此前国民党残兵的仓惶面貌
截然不同的是， 这些士兵脸上挂满笑容和自
信。 吴引年知道，他们就是解放军。

“期盼了那么多年，终于把党组织盼回来
了。 ”在解放军挺进庆元县城的那天，吴引年

也跟着部队一起进了城。 由于担心国民党残兵反
扑县城，当地不少百姓都与军管会保持着距离。可
吴引年并不这样想，在军管会成立后，他立即主动
找到军管会的主任，希望继续为党工作。曾任解放
军十六军侦察营政委的乔根源主任很快接纳了吴
引年。

菇城新生
红色文化代代相传

如今享受着幸福生活的庆元人民， 从来没有
忘记这段革命历史。走在庆元大地上，处处是红色
遗迹，处处可见纪念和传承。

斋郎，位于百山祖镇，海拔 1248 米，山高地
险，易守难攻。 1935 年 4 月 28 日，粟裕、刘英率领
红军挺进师在斋郎村与敌军展开了一次“以少胜
多” 的红军著名战役， 迎头痛击六倍于己方的敌
人，共毙敌 300 多人、俘敌 200 多人。 粟裕大将曾
说：“斋郎战斗是红军挺进师生死存亡关键性的一
仗。”如今，斋郎村仍保留着红军战斗指挥部遗址、
牧牛场战斗遗址、岙头淤战斗遗址、猪背脊战斗遗
址、斋郎战斗纪念碑、红军亭等红色革命遗迹。

在庆元濛淤红色纪念公园， 庆元革命老根据
地县纪念碑（五大堡濛淤桥战斗旧址）高高耸立，
这块高 13.26 米的纪念碑， 刻有庆元革命简史与
红军庆元战役图，碑顶则雕塑了一名庄重、威武的
革命军人形象。这里还有濛淤桥战斗遗址、红军路
（应岭岚）供后人纪念，已成为大家缅怀先烈、传承
革命传统的教育基地。

1988 年， 庆元县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为
“革命老区县”。对丰富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
对众多红色遗址的精心保护， 充分证明红色文化
已流淌在庆元人民的血脉中。

记者 庄啸 蓝倞 通讯员 吴强

中共庆元县委成立地遗址，如今成了市民休闲的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