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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来到了南泥湾……”3月 26日，龙泉市西街街道组
织 20余名青年党员干部，前往龙泉“南泥湾”——
西街街道联新村坑儿下自然村，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共同探访、追忆那段峥嵘岁月。

1938年 2月，中共龙泉县委成立，县委机关就
设在坑儿下张三妹家。从那时起至 1939年 9月，
张三妹家一直是机关驻地。在坑儿下，机关工作
人员既干工作又生产，把坑儿下变成了龙泉“南
泥湾”。

80多年过去了，张三妹的子女把老房子捐赠
给了村集体，中共龙泉县委旧址成为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现在又成了学党史践初心的好场所；当
地不断挖掘、整理红色历史，并致力打造红色旅
游精品路线……

在那片红色土地上，红色根脉从未褪色。

一个旧址，留下一段光荣历史

1938年 2月，浙西南特委在龙泉宝溪乡召开
特委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中共龙泉县委，傅
振军任书记。

龙泉县委建立后，为了便于领导开展全县党
的工作，中共浙西南特委、龙泉县委决定将县委
机关设在坑儿下张三妹家。

选择坑儿下作为机关驻地，主要有两个方面
的有利条件：一是这里离城区较近，且农户居住
分散，既可以较方便地与城区联系，做好城区及

周边的工作，又可以针对抗战初期的实际情况，
做好党组织的保密工作；二是当地已建立了党支
部，党员与群众关系密切，户主张三妹是党支部
组织委员，对党忠诚，家人对此也很支持。

自从进驻坑儿下后，县委机关除了继续为浙
西南特委机关采购、转运物资外，主要工作就是
确保县委机关的安全和后勤保障工作。由于县
委机关人员所需及来往人员的消耗，造成物资供
应非常紧张。张三妹家原有数千斤稻谷，几个月
就吃完了，后来不得不到附近村庄去购买粮食。

针对这种状况，县委机关决定开展生产自
给，租用了坑儿下附近 20亩水田，开垦了 40多亩
荒地。傅振军亲自带头参加生产劳动。

县委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农民出身，对干农
活较熟悉，他们晚上从事革命活动，宣传革命思
想、播撒革命的种子；白天干农活，有时还和小孩
子拾田螺、捉泥鳅等。

1938年冬，县委机关收获稻谷 5000多公斤，
红薯、玉米上万公斤，粮食缺乏状况得到改善，确
保了县委机关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当时，县委机关工作人员生活非常艰苦，睡
稻草、打地铺、吃杂粮，但大家的心情愉悦。后来
傅振军、曹景垣等老同志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深
有感触，将坑儿下称为龙泉“南泥湾”。

通过一年多的努力，龙泉党员数从 1937年的
322名增加到 1939年的 1119名，党组织的力量大
大加强，党组织的威望日益提高。

一大批仁人志士来到龙泉，宣传抗日救亡运
动。同时，积极推进城乡民主革命进程，培养和
输送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抗日前线，征
募了数千双军鞋、军袜支援部队，使当时的龙泉
成为浙江抗战的可靠后方。

一份初心，80多年未变

1939年 9月，傅振军调任处属特委工作，由宣
恩金接任龙泉县委书记。县委机关驻地同时撤
离。撤离后，张三妹等党员继续坚持做好党的工
作。

1940年，龙泉国民党顽固派对张三妹进行调
查，声称张三妹家住共党，扬言要放火烧掉张三
妹的房子，并逼迫他去当国民党兵。进入国民党
部队后，张三妹时刻惦记着党的工作，在南昌训
练三个月后，当部队补充前线经过龙游时，他跳
车逃离国民党部队。当他回到家后，发现村党支
部已遭破坏，不得已，第二天一早就离家外出做
工，直至 1947年才回老家成家立业。

新中国成立后，张三妹过上了安稳日子。
在为革命奋斗的激情岁月里，傅振军和张三

妹结下深情厚谊，深深地埋在了他俩的心里。
1949年 6月，傅振军和张三妹见面。当时，张

三妹提了两个要求，其中一个就是想仍然跟着傅
振军干革命。考虑到张三妹没有文化，傅振军
说，现在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土地也分给你们了，
这还不好？种田也是为革命，以后没人敢欺负你
了，有什么事情找老曹（曹景垣，时任中共龙泉县
委书记兼县长），有大事来找我。”张三妹听了这
些话，当天就回家了，安心在家种田。

1995 年，傅振军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到龙泉，
见到了张三妹。当两位同龄“战友”再次握手时，
热泪盈眶，叙述彼此真情，畅谈国家大好形势和
人民的幸福生活，并一起合影留念，见证终身的
友谊。

历经风雨，初心不变，革命前辈的红色情怀
也影响着一代代人。

张三妹育有四子一女，2014 年，听说有关部
门要修缮中共龙泉县委旧址，他们一商量，决定
把这栋占地面积 120平方米的老房子无偿捐献给
村集体。“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革命遗址，最大程度
弘扬浙西南革命精神。”张三妹
的三儿子张献明解释道。

2015年，在龙泉市委党史研
究室和市老促会等相关部门的
支持下，西街街道和牛头岭村两
委（坑儿下原属牛头岭村，2019

年牛头岭并入联新村）初步修缮中共龙泉县委旧
址，原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陈法文为旧址题写了
址名。

牛头岭村村两委买了些老民居拆迁后的旧木
料，打算修旧如旧。由于旧址在山上，通往旧址
的机耕路都没有修，于是村两委纷纷投工投劳，
和工人一起，用肩膀把旧木料从山下搬运到山
上。600 米的山路，见证了他们为传承和弘扬浙
西南革命精神洒下的汗水。

2016年 6月，旧址简单布展后，对公众开放，
成为龙泉市又一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
景点。

联新村村委会主任张加文介绍，现在，联新
村村两委正在积极对接项目、筹措资金，希望能
建成抗战公园，恢复联络点、炮台岗等红色遗迹，
积极打造红色旅游基地和红色旅游精品路线，让
红色财富和资源促进当地绿色发展。

“这份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我们不能
丢。”张加文说。

一份财富，让革命精神激励前行

对于张献明来说，那段红色革命史，是家史，
更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0 年—1983 年，作为当地的乡镇干部，张
献明和党史办工作人员一起挖掘、整理。“如同旧
址一样，那段红色革命史值得永远铭记。”他说。

退休后，他不仅担任起民间组织——龙泉市
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致力龙泉当地革命历史的
整理和研究，而且义务为中共龙泉县委旧址当起
了讲解员。这名拥有 43年党龄的老党员，用这种
方式，接过父亲张三妹的接力棒。

张献明对记者说，“我十分怀念我的父亲，怀
念他老人家为我们党的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
他的为人处世和独特的人格魅力，给我们晚辈留
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3月 26日，龙泉市西街街道组织 20余名青年
党员干部，前往中共龙泉县委旧址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一幅幅生动的照片、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旧址里陈列着的珍贵史料和图片，无不诉说
着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艰苦战斗历程。

“中共龙泉县委旧址是龙泉市重要革命遗
址。1938年 2月至 1939年 9月，傅振军任中共龙
泉县委书记。那时县委机关的革命战士从五湖
四海来到一起，为了一个革命目标而奋斗 ......”张
献明的讲解，让青年党员干部们详细了解当年开
展抗战救亡与生产自救的故事，在革命先烈们的
光辉业绩中回首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活动中，全体人员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
表达对先烈的缅怀与敬仰之情，并学习了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学习
时报》头版头条刊发袁家军书记的署名文章《传
承宝贵财富 守好“红色根脉”》精神。

从理论学习到走进“历史现场”，进一步引导
了青年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汲取
奋进力量。参加此次活动的西街街道组织干部
陈鸿表示：“这次党史学习教育，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参观中共龙泉县委旧址，是追寻前人的
足迹，也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感悟革命精神。作
为一名组织干事，我会认真回顾走过的路，继续
走好前行的路，不断从党史学习中汲取前行的智
慧和力量，接好历史交接棒，以饱满热情投入新
征程。”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来到了南泥湾……”年轻的声音飘荡在旧址上
空。春日阳光下，鲜艳的五星红旗正迎风招展。
而山下，联新村那一排排整齐漂亮的新洋房，组
成了龙泉市新农村建设农民居住的示范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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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龙泉““南泥湾南泥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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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永不褪色的红色根脉

中共龙泉县委旧址。

1995 年, 张 三
妹（左）和傅振军合
影。

张三妹的第三个儿子张献明为青年党员干部讲红色家史。

西街街道青年党员干部在旧址上党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