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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藏枪树”产生的“蝴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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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名煜 叶礼标

记者 手记

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青田县万山乡万山村曾是红
十三军开展游击活动的重要根据地之一。在这个有着深
厚红色文化底蕴的小山村，至今较好地保存着革命遗址
遗迹 15处，其中以“藏枪树”最为独特。

昔日的万山村，因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而一度衰落，
整个村庄的常住人口仅剩 30人。发展方向如何选择？在
最为艰难的阶段，这棵“藏枪树”给村民带来了关键启示，
如今，万山村充分利用红色资源，走出了“红绿”融合的小
康之路，村庄人气渐旺，面貌焕然一新。

日前，记者实地走访万山村，感受当地以“红”引人、
以“绿”留人的独特魅力。

蕴含红色血脉 小村庄竹林里的“活文物”

在万山村的毛竹林中，生长着一棵古老的栲树。它
胸围 3.78米，树高 18米，主干略倾斜，并在离地约 2米处
分叉，分叉口下有隐蔽的树洞。虽然树龄已逾 300年，但
它的树冠并不茂密，在大片竹林的掩蔽下，显得其貌不
扬。

然而，正是因为这并不显山露水的特点，令这棵栲树
在解放战争时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青田县开
展革命游击武装斗争的实物见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竭力发动内战，对万
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全面“清剿”。1947 年 3 月，万山党支
部的 7 名共产党员根据上级指示分别潜至兰溪、建德等
地，出发前，他们把 4支手枪、18支步枪、若干子弹及有关
文件、革命书刊藏放于这棵栲树的树洞中。后来，国民党
反动派多次进山搜剿，都没有发现这个秘密。4个月后，7
名党员返回家乡，从树洞中取出武器重新投入战斗。

尽管时过境迁，但这一段红色历史始终在万山村流
传，几乎所有村民都能讲述“藏枪树”的故事。在一代又
一代村民的口耳相传和红色文化的熏陶下，万山村民对
这棵“藏枪树”敬重有加，几十年来一直悉心呵护。村民
们说，红色遗迹遍布全国各地，但像“藏枪树”这样珍贵的

“活文物”并不多见，它既是万山村的独特印记，更是浙西
南革命精神的象征。

2013年 7月，青田县和万山乡为“藏枪树”立碑撰纪，
从那时起，“藏枪树”逐渐为外界所知，不少来自缙云、永
嘉等地的“驴友”慕名而来，只为亲眼一睹“藏枪树”的风
采。

来瞻仰“藏枪树”的外地来客多了，村民们便在他们
的提议下，带着他们一路参观村里其他几处革命遗址遗
迹。日子久了，不少村民成了熟练的“讲解员”，而游客们
则习惯于在临走时向村民们买些蔬菜、水果等土特产。

“当时大伙儿都说，没想到一棵树能吸引这么多外地游
客，还能让大伙儿挣到钱，要是能把‘藏枪树’的故事传得
更远该多好。”万山村村委主任潘荣说。

巧借东风“藏枪树”成了“致富树”

万山村四面环山，山高路陡，只有一条盘山公路可供
出入，村民世代以种植水稻、番薯为生，也曾短暂发展猕
猴桃产业、建立杉木基地，但“靠山吃山”的发展模式一直
没能真正带动村民致富。

2017年，青田县加大革命老区建设力度，借此东风，
万山乡提出了“传承红色基因，发展绿色经济，打造两美
万山”的发展理念。在“藏枪树”等红色革命故事的耳濡
目染下长大的潘荣意识到，有多处革命遗址遗迹、同时也
是“浙西南刘胡兰”潘香凤烈士故乡的万山村，可以抓住

这一机遇，充分挖掘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
“我最熟悉的革命故事就是‘藏枪树’，因为当时的 7

位党员中，名叫林道通的党员是我的舅舅，我从小听着他
的故事长大，对他充满敬意。”潘荣告诉记者，早在五六年
前，他就为慕名而来的游客充当“红色历史讲解员”，这项
并不收费的志愿服务，他坚持至今。

在青田县和万山乡的支持下，万山村深入挖掘红色
文化资源，设计出一条红色研学路线，以“藏枪树”和革命
交通总站等革命遗址遗迹为核心，再现革命先辈的光辉
事迹，弘扬红色文化，开展党性教育。

2019年，万山乡以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为引领，
积极打造精品红色旅游目的地，谋划并实施了交通总站
遗址修缮及布局优化、纪念馆整体修缮、红色集市打造、
红色驿站及标识系统打造等一系列项目，万山村的“红”
味愈发浓郁。

“把游客吸引到村只是第一步，不仅要让大家有得看、
有得听，更要有丰富的体验项目。”潘荣说，基于这样的发
展思路，万山村在“藏枪树”旁修建了军事拓展训练基地，
通过模拟再现革命场景等方式，让游客亲身感受革命历
史，同时还在村口修建了可供 80人用餐的“红路”农家乐，
推出“红军餐”，让游客深度体验烽火岁月的生活场景。

近年来，万山乡还通过挖掘传统的农家酿酒文化，改
良生产技术提高酿酒品质，结合红色文化、整合各村资源
推出了“万山红”米酒，促进村民增收致富。依靠红色旅
游，“万山红”米酒飘香，醇厚的酒香引来了温州等地的客
人远道而来，越来越多万山村民迈步奔小康。

村民潘万松，是最早一批通过卖米酒等农产品致富
的村民之一，他自豪地说：“我们村世代酿酒，人人都是

‘酿酒师’，但在过去多是自给自足，自从开发了红色旅
游，村里人气旺了，米酒等农产品成了抢手货，一公斤‘万
山红’米酒能卖 60 元，单这一项，我一年增收就近 8000
元。”

不仅如此，万山乡还制定了《万山乡红色旅游发展规
划》《万山村红色主题村落规划》，以“万山红”加“万山绿”
的发展模式，致力于将红色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助
推乡村振兴。

锚定“红绿”融合 推进高质量绿色发展

在深入挖掘浙西南革命精神的过程中，万山村出版
了《红色根据地万山》《万山史话》《潘香凤》等书籍，编排
了《万山红》《战地山花别样红》《不屈的潘香凤》等歌曲和
舞台剧，打造出一个有故事、有记忆、有温度的“红色革命
记忆小镇”。

随着红色资源被全面盘活，这个地处偏远的小山村
人气越来越旺，实现了“红色新生”。“万山村的红、绿资源
非常丰富，像‘藏枪树’这样的革命遗迹特色非常鲜明
——它是鲜活的生命体，生动记录了红色革命历史。”万
山乡党（工）委书记毛平平告诉记者，万山村地处海拔 570
米的高山上，很适合开发高山蔬菜、梯田观光等绿色产
业，“我们用‘红色’吸引人，用‘绿色’留住人，‘红绿’融合
发展这篇大文章，会越做越好。”

记者了解到，目前万山村已组织开展了多批次的中
小学生暑期军事夏令营，并将通过积极建设中小学研学
教育基地等方式，有效激发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活力、发展
红色文化产业，打造万山党性教育、国防教育、军事教育
基地，进一步增强“红色万山”的品牌影响力。近年来，万
山村被评为丽水市“红色基因”党性教育现场教学基地、
丽水市乡村振兴实训基地，成为我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和国防教育的重要阵地，今年，万山村还成功获评浙江省
第八批国防教育基地，持续走在青田县“红绿融合发展”
前列。

据统计，2019年前来万山村参观旅游或开展党性教
育活动的人数超过 8500人次，村民人均收入达 2万元，村
庄环境、村民精神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
选择返乡创业，推动家乡实现进一步发展。

成功奔小康后，万山村有了新的发展思考。为了改
变“山巅孤岛”的历史局面，根据最新规划，万山村和万山
乡政府驻地——孙阔村之间，将新建一条公路，在改变当
地交通劣势的同时，使万山各村的联系更为紧密，更利于
拓展红色旅游路线。“今后，万山红色旅游、陈吾寮村孙岸
摄影点等将被连点成线、连线成面，‘红绿’融合之路会越
走越宽。”毛平平说。

万山村坐落于青田县城东北面，位于永嘉、缙
云、丽水三地的边界地带，虽地处偏远山区，却有
着不小的知名度。

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革命传统的小山村，素
有“青田的井冈山”之称。1928 年冬，革命火种在
万山村点燃以来经久不息，并逐步发展成为瓯江
以北广大地区的革命中心。同时，万山村还是著
名的革命烈士“浙南刘胡兰”潘香凤的故乡。

万山村海拔 570 米，因群山环抱而得名。当
日，我从青田县城出发，上高速、走县道，又登上狭
窄而蜿蜒的盘山公路，经过约40公里路程才抵达。

在万山村村口，一座刻着“红色万山”字样的
砖石门楼简易朴素，门楣上方还有一颗醒目的红
星，提醒游人已到达革命老根据地。走进万山村，
红色长廊、大型墙体绘画、红军雕塑等让人目不暇
接，随处可见的红色元素散发着浓浓“红味”。

万山村里有着 15 处革命遗址遗迹，至今仍较
为完整地保存着，一砖一瓦、一土一木无不动情地
诉说着这片红色土地的革命故事。让我印象最为
深刻的，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的“藏
枪树”。

站在“藏枪树”前仔细端详，我仿佛亲历了那
段不同寻常的革命历史。这样的感受，与参观纪
念馆、阅读红色书籍明显不同——因为树的存在，
历史显得真实而鲜活。由于见证了万山村的红色
历史，“藏枪树”等 11 棵古树都受到了村民的极大
尊重和保护，它们和革命遗址遗迹有着同等地位。

在采访中，我了解到，在革命战争年代，万山
村曾多次被大火焚毁，不屈不挠的村民一次又一
次地从灰烬中建起新的家园。革命先辈的百折不
挠的精神，至今深刻地影响着万山村民，而前人留
下的宝贵资源，也在“红绿”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得
到了充分利用。

同时，万山村也在村民奔小康和守护绿水青
山间达到了和谐统一。通过挖掘红色文化、传承
红色基因，村子的名气逐渐打响，农产品的销售途
径也越来越广。

在与敌人周旋斗争的过程中，革命先辈的智
慧令人敬佩；在为村庄增收、为村民致富的过程
中，万山村的积极探索和创新尝试，同样值得借鉴
和推广。

丽水是“两山”理念的重要萌发地和先行实践
地，也是“丽水之赞”的光荣赋予地，同时是全省唯
一所有县（市、区）都是革命老根据地的地级市。
这是一方有着光辉革命历史的红色热土，近年来，
丽水走出了一条以浙西南革命精神引领高质量绿
色发展的道路，丰富的红色资源绽放出了新时代
的光芒，而万山村，就是最佳的例证。

“红绿”融合动力无穷
■本报记者 付名煜 叶礼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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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田县万山乡万山村村貌

青田县万山乡万山村梯田

青田县万山乡万山村“藏枪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