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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斋郎：红色文化焕发 时代光芒时代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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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斋郎是一幅美丽的画卷，那么“红色”无疑是这幅画卷的主色调。
地处庆元、龙泉、景宁三县市交界处的庆元县百山祖镇斋郎村，自古就是周边乡村通往各县市的交通要道。1935年，

粟裕、刘英率领中国工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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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红军挺进师生死
存亡关键性的一仗”。

百川入海，星火燎原。一代人的觉醒，唤醒了一个民族；一代代人的传承，又将红色故事赓续出新的脚本。
岁月峥嵘，初心如磐。86年前的斋郎，红军战士为革命事业不惜一切，热血浸染山峦；86年后的今天，菇乡人民传承

红色基因，汲取红色养分，扛起乡村振兴的历史重托，在这片红色热土上再添新光华。

铭记历史，万里林间战旗红

“血沃杜鹃红，魂系百山青。我们是抗日先遣队的
火种，点亮了浙西南长夜的黎明……”静伫在斋郎战斗
纪念碑前，聆听激荡人心的红歌旋律，仿佛置身于 86
年前那段峥嵘岁月——当时，斋郎战斗创造了挺进师
战斗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也为建立浙
西南游击根据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村庄里，“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斋郎战斗纪念碑”
高高耸立，庄严肃穆。在纪念碑旁，斋郎村党支部书
记、村主任叶伙有向记者讲述了这场关键性战斗。

1935年 4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从福建寿
宁进入庆元斋郎村。此时尾追挺进师的敌人主要有东
北方向的“浙江保安一团”李秀部 1200余人，西南方向
的“闽保二团”马洪琛部 1000余人，东面和东南面的反
动地方武装大刀会门徒上千名。敌人以数倍于我的兵
力，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

挺进师师长粟裕、政委刘英、参谋长王永瑞、政治
部主任黄富武等首长一到斋郎村，立即展开实地考
察。粟裕、刘英率领挺进师指战员依靠当地群众，深入
了解，仔细分析敌我态势。一个如何摆脱困境，克敌制
胜的方案很快形成。

斋郎村的西北面是海拔一千八百余米的百山祖山
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挺进师虽然只有 500余人，
但个个都是久经战场考验的战士，而且得到广大群众
的支持和参与，修筑了必要的防御工事，巧布“斋郎之
战”。

1935 年 4 月 28 日，是挺进师进驻斋郎村的第六
天，天未亮，红军就吃了早饭，又备好中饭。不出所
料，6时许，发财心切、打头阵的大刀会冲杀上来。红
军劝降不行，被迫还击，子弹、手榴弹准确落在大刀会
人群中，自称“刀枪不入”的“法兵”倒下一片，活着的
大刀会门徒发现神话失去灵验，惊慌失措滚下山逃命
去了。

跟在大刀会后参战的浙保一团，原以为可以捡大
刀会与红军拼杀后的成果。当李秀率领的浙保一团主
力抵达离牧牛场尚有 2.5公里的黄麻岭时，遭到埋伏黄
麻岭的挺进师引诱分队的痛击。引诱分队边打边往牧
牛场撤，诱使李秀团紧追不舍，进入挺进师布下的牧牛
场主战场。

上午 8时多，浙保一团主力向牧牛场侧面的大砻
岭头红军阵地发起进攻，并凭借人多势众，沿着红军牧
牛场主阵地连续发起十多次冲锋。挺进师以逸待劳、
居高临下，利用有利地形，打退敌人一次次冲锋，机枪、
步枪、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战斗持续至下午太
阳快落山，敌人死伤一大片，阵脚大乱。

挺进师指挥员见时机已成熟，毅然下达了冲锋的
命令。驻守在战壕及各制高点的红军一跃而下，如猛
虎下山，追歼残敌，浙保一团残部仓皇逃命。

马洪琛率领的闽保二团早已领教过红军的厉害，
在前进到距斋郎 30华里的梅岙下时，知道战事不妙，
朝天放了几枪，就连忙溜之大吉。

斋郎战斗中红军挺进师共击毙敌人 300 多人，俘
虏 200余人，伤无数。红军在战斗中包括宣传科长在
内牺牲 26人、重伤 3人。

时至今日，斋郎村仍保留着红军战斗指挥部遗址、
牧牛场战斗遗址、岙头淤战斗遗址等红色革命遗迹。
2010年，斋郎村被确定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岁月积淀，不息的红色记忆

作为浙江省海拔最高的行政村，斋郎四面环山，风
光秀丽。这青山绿水间，革命先辈在这里历经了艰苦
卓绝的革命斗争，留下了宝贵的革命精神财富。随着
时间的推移，这里的红色故事历久弥新，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红色文化直抵人心。

红色元素在斋郎村随处可见，鲜红的军旗、生动的
墙绘、激昂的标语……无不令人精神一振。不仅如此，
斋郎村还设立了“峥嵘岁月”“烽火斋郎”两个特色展
厅，留存着斋郎战斗的红色记忆，展示着中国工农红军
挺进师的光辉历史。不仅如此，当地还借力媒体院校，
拍摄了斋郎特色革命题材微电影《两只红军碗》，电影
级纪录片《挺进师》、微电影《忆斋郎》。

岁月过往，精神永存。为了追忆历史，缅怀革命先
烈，汲取发展动力，斋郎村每年都会举办斋郎战斗纪念
活动，开启去解读、去探寻历史逻辑和精神密码的大
门。2019年的纪念活动最为盛大，粟裕将军长孙粟志
军也参加了这一年的纪念活动。“4·28”斋郎战斗纪念
活动还进行了网络直播，直播观看人数近 10万。

得知老家即将举办斋郎战斗纪念活动，远在西藏
拉萨工作的村民叶倩倩请了假，搭乘飞机、火车、汽车，
一路辗转 3000 多公里回村做志愿服务。在市区中学
担任音乐老师的叶丽宝则通过一技之长表达了对革命
先烈的崇敬和对家乡的热爱，创作了《红色斋郎我的
家》。叶丽宝说：“斋郎村是红色革命基地，作为斋郎
人，我有责任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我以红色斋
郎为主题创作了一首歌曲，在表达我对家乡美好祝福
的同时，也给自己和其他人上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斋郎战斗的红色记忆早已融入一代又一代村民的
血液中。在斋郎村文化礼堂有一面“学子墙”，墙上展
示着村里历年考上大学的学子照片与他们写的文章。
一位考入北京高校的女孩写的《斋郎记忆》一文让人印
象深刻：“我生在斋郎，长在斋郎。恬静的乡村生活承
载着我最美好的童年记忆，淳朴的乡俗民风绘就我最
初为人处世的底色。自打记事起，就从长辈的口中听
到无数关于斋郎的革命故事……斋郎的红色基因就是
这样在不经意间融入我们的血液，那种不畏艰难困苦
的韧性、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都在代代相传的故事
中，在祖父辈的言传身教中，成为我们一代代斋郎人不
断前进、不忘初心的精神内核，也是指引我人生道路的
不灭灯塔。”

“我的女儿在南京师范大学读书，不管是作为父亲，
还是作为村干部，我都为这些孩子感到骄傲和自豪。”叶
伙有每天都会在“学子墙”前驻足，如有游客到斋郎，他
就会充当红色旅游的“地接导游”：“斋郎精神代代传，我
们为国家培养一代又一代‘红色学子’！”

奋斗当下，新时代振兴乡村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迈向
明天。近年来，红色旅游在斋郎
悄然兴起，斋郎人用独有的方式
传承着红色基因，探索着新时
代乡村振兴之路。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斋郎
村坚持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旅游
融合发展，主动融入“百山祖生态

旅游产业带”，以红色旅游带动特色产业发展。
2015年，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叶隆锋带头开出第

一家民宿。“我们村是红色文化村，红色是全村发展的
底色，所以我将红色定位为民宿发展的基调。”据叶隆
锋介绍，他将“访红色礼堂、走红军之路、上红课、唱红
歌、喝红酒、尝红米、讲红事”作为入住民宿的一系列体
验内容，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

2019 年 4 月 28 日，总投资 4000 万元的“斋郎军旅
小镇”暨省级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项目正式
开工，有效带动村内红色旅游的发展，也使村内红色古
迹得到了更好保护。

“斋郎建设军旅小镇后，客人更多了，我们农家乐
的大土灶生意也很好，一年收入有七八万元。”在村里
经营农家乐的叶光启告诉记者，斋郎发展得好，他的生
活也越过越红火。

去年，庆元百山祖斋郎战斗遗址被评为第八批省
级国防教育基地，通过举办红色教育等活动，村里人气
高涨，带动了特色农产品成为热销商品，特色产业规模
不断扩大。

斋郎村是浙江省海拔最高的行政村，宜人的生态
环境尤其适合高山蔬菜生长。此前，斋郎村通过土地
流转盘活了村内 500 多亩农田、1.7 万亩林地，发展高
山蔬菜、中药材、红米、覆盆子等产业，进一步提升村集
体经济活力。今年，浙江省肿瘤医院和斋郎村签订了
110 万元的农副产品收购协议，更是为斋郎村的绿色
生态产业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叶伙友告诉记者，下阶段，斋郎军旅小镇建设的思
路是“红+绿+古”，通过引进投资商协助运营，促进红
色资源价值转换，继续做好高山生态农业，扩大“红色
斋郎”“百山祖 1856”等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同时持续
做好古村落保护工作，在把握红色之本的基础上，不断
将当地红色旅游产业做优、做精、做丰富、做规范，实现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红色基因在传承中焕发时代光芒，激发出持久而
磅礴的奋斗伟力。86年来，红色精神在这片红色的热
土上不断发扬光大，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浙
西南革命精神为指引，新时代的斋郎人民勇立潮头、风
雨兼程，不断加快步伐，在“红绿”融合实现高质量绿色
发展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行。

■本报记者 付名煜 吴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