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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城事·社区

阅读提示

缙云县双溪口村是一片红色热土。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缙云县特别支部在此重建。如
今，该村全力擦亮红色文化品牌，整合、盘活村庄资源，实现乡村综合振兴。

□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潜聪慧

双溪口村位于缙云南部（俗称“南乡”），

因贞溪、上周溪于此汇合而得名。这里也是

一片红色热土，近年来，该村全力擦亮红色文

化品牌，走在了乡村综合振兴的大道。

抗日战争时期
缙云首个县级党组织在此重建

双溪口村是一个革命老区村，曾经发生

过许多动人心魄的革命故事。

因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清剿，1936 年 7 月

份缙云党组织活动一度停顿。1939 年 9 月 4
日，中国共产党党员雷克坚以“浙江省战时特

产合作工作总队缙云工作组”组长的身份，传

达上级指示，建立了中共缙云县特别支部，雷

克坚任书记。

中共缙云县特别支部的建立，在中共缙

云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抗日战争时期

缙云党组织重建后建立的第一个县级党组

织。以后，缙云县的党组织活动再也没有中

断、停止，党员队伍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

壮大。

白天，缙云县特别支部通过思想教育、张

贴标语、口头宣传等多种形式向农民宣传“有

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思想，组织发动

农民发展特产经济作物，出口换取外汇，支援

抗战；晚上，党员们就走金岭红色秘密交通线

去往大源镇方向，开办民众剧团、民众夜校，

开展地下工作，在农民中秘密发展党员，建立

农村党组织。

中共缙云县特别支部在南乡打下了坚实

革命工作基础，中共缙云县工作委员会于次

年 6月成立。1941年初，中共缙云县委成立，

机关设在大源镇江西山后村。县级党组织领

导机关也从双溪口村转移到了大源镇江西山

后村，但双溪口村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交通和

信息枢纽作用。

1948 年 8 月 25 日深夜，中共处属特委率

领抗暴军急行军奔赴缙云县双溪口村，于次

日拂晓包围县常备队营房。由 30 余名精干

武装人员组成的突击队，迅速向常备队营房

发起攻击冲入县常备队营房，俘获县常备队

正副中队长及以下人员共 33 人，缴获轻机枪

1 挺、步枪 28 支、手枪 2 支、手榴弹两箱、子弹

两担接着，抗暴自救军打开缙云县政府设在

双溪口、前溪两地粮仓，分粮济贫。

这次战斗是中共处属特委领导的革命武

装斗争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游击

队主力、各区武工队、民兵队伍三位一体的革

命武装体系和革命游击根据地更加巩固和壮

大。而这黎明前的枪声也永远回荡在缙云的

上空，铭记在人民的记忆里。

红色文化引领
整合、盘活山村资源

尽管年代已经很久远，但革命先辈的故

事，至今仍在双溪口村口口相传。

“小时候，我经常听革命先烈雷克坚的故

事。”双溪口村党支部书记潘小宏，从小在村

里长大，对这些故事耳熟能详。2018年，他提

出恢复支部旧址，让双溪口村的红色文化发

扬光大。

在筹备过程中，潘小宏还意外得知，原村

委办公楼边的苦槠树洞，是雷克坚当年组织

党员秘密开会的旧址。为了保护古树成长，

弘扬红色精神，潘小宏带领村“两委”忍痛拆

除了当年自己亲手牵头建造的二层村委办公

楼。“古树下建房是‘失误’，拆房恢复树洞会

议旧址是‘觉悟’。”

革命旧址变成了历史气息浓郁的古树公

园，亦是红色教育基地。树洞会议旧址的恢

复，让千年古树露出真正面容，也唤醒了双溪

口村的红色记忆，让红色基因得以传承发扬。

红色文化品牌擦亮后，直接带动了当地

旅游事业的发展。去年，来到双溪口村参观

学习的人数达到了 8 万多人次，村集体增收

近 5 万元，更是带火了一批家庭农场和农家

乐，让村民多了一条致富通道。

如今的双溪口村，乡味馨香，风景如画。

走在双溪口村青石板铺就的小路上，看白鹭

在清澈的镜溪上盘旋，看老人在廊桥上摇着

蒲扇，五步一桥，十步一景，乡愁文化气息扑

面而来。

“除了红色文化，村里还有炭客文化和山

歌文化等，都是可以开发利用的资源。我们

希望发挥红色文化的引领作用，盘活村庄现

有资源，实现乡村全方位的综合振兴。”潘小

宏表示，双溪口村的红色历史给了他们强大

的精神力量，现在全村上下干劲十足，向着一

个美好的明天不断奋进。

□ 记者 蓝倞 通讯员 吴杭轩

本报讯 近日，由缙云县民政局编印的《缙云地

名故事》出版，书中收录了 162 个故事，展现家乡风

采。

《缙云地名故事》全彩印刷，近 20 万字，收集的

162 个缙云地名故事，分村庄聚落、自然地理、人文

建筑、仙都名胜、红色风云 5部分。这些地名故事融

史料性、知识性、文学性、趣味性为一体，揭示出地名

背后的文化内涵，给人以丰富的知识启迪和深刻的

思想感悟，字里行间饱含着对故土家园的深厚挚爱，

体现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展示了一方百姓的

习俗风尚和喜、恶、爱、憎。

地名故事是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缙云建

县已有 1300 多年，地名文化资源丰富，底蕴深厚。

为深入挖掘全县地名文化资源，弘扬优秀的地名文

化，给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缙云县民政局

十分重视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的转化工作，专

门发出通知征集地名故事，并组织有关人员编印了

这本《缙云地名故事》。

《缙云地名故事》出版
162 个故事展现家乡风采

□ 记者 夏金地 通讯员 吴昊炅

本报讯 沿口安装数据监管码、桶面标注店名等

标识，干干净净摆放在后厨门口⋯⋯近日，记者走访

发现，市区很多餐饮店的餐厨垃圾桶管理越来越规

范有序，“脏乱差”等现象已经很少出现。

车水马龙的宇雷路边，是龙虾店集聚区，平日

里门庭若市、食客多多，产生的餐厨垃圾自然也多。

各家餐饮店的餐厨垃圾桶胡乱摆放在街边，外观脏

乱，影响市容环境。为此，莲都区加强对餐厨垃圾桶

的监管。

莲都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每个

餐厨垃圾桶都配备了数据监管码，“扫码”查询，店

名、业主信息等一目了然。摆放位置也由原来的路

边摆放，转移到了各家餐饮店的后厨门口。只有倾

倒垃圾时，餐厨垃圾桶才可以出现在店门口。

同时，增加对餐厨垃圾桶的清运频率。丽水市

美欣达欣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志军介绍：“目前，

每天要清运 4800多只餐厨垃圾桶。公司在原来 8时

30 分前、12 时 30 分至 16 时这 2 个班次的基础上，又

增加了 19时至 23时这个班次，确保餐厨垃圾得到及

时有效清理。”

“以劝导为主，通过环卫巡查、街道劝导宣传等

形式，加强对餐厨垃圾桶日常监管。”莲都区创建办

主任张凌说，将进一步加强对餐厨垃圾桶的整治管

理，依托“i 丽水”管理平台，设立举报入口。市民可

通过“浙里办”APP，搜索“i 丽水”，在“社会治理”页

面点击“餐厨垃圾桶”，上传问题图片，就可完成举

报。

告别“脏乱差”
餐厨垃圾管理更规范

曾经，中共缙云县特别支部在此重建；如今，以红色文化为引领，整合、盘活村庄资源

缙云双溪口村：“红色”山村走上振兴路

苦槠树下朗诵红色诗篇，致敬革命先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