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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

龙泉革命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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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年 艰 苦 卓 绝
的革命斗争，在浙西
南留下了大量革命
遗址遗迹，由此也形
成了众多革命纪念
场馆。它们见证着
浙西南革命的光辉
历史，承载着浙西南
革命的巨大功绩，彰
显着浙西南革命的
伟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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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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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溪苏维埃政府旧址（廖家祠堂） 周恩来为青田东源小学题词纪念碑中共处属特委机关稠门驻地旧址

本版由丽水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及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共同主办

中共遂昌县委旧址

位于遂昌县塘岭头村。1927年 10月，在
外地隐蔽的中共党员谢云巢、傅以和等返回
遂昌开展工作。他们在塘岭头村召开党员
骨干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中共遂昌县委，傅
以和任书记，谢云巢为负责人。1928年 7月，
县委在塘岭头村傅正友公祠召开会议，商讨
武装暴动事宜。旧址是中国共产党在浙西
南首次领导开展武装斗争的见证，现为丽水
市党史教育基地。

遂昌县工农革命军武装暴动誓师
大会旧址

位于遂昌县梭溪村。1928年 4月，中共
遂昌县委建立 200 余人的遂昌县工农革命
军，准备举行武装暴动；7月 20日夜，县委在
塘岭头村傅正友公祠召开会议，商讨武装暴
动事宜；7 月 22 日，县委在梭溪庙召开誓师
大会，誓师暴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开
展浙西南武装斗争的征程。

中共缙云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

位于缙云县高潮村。1928 年 9 月 6 日
夜，在中共浙西特委委员邵溥慈指导下，中
共缙云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壶镇燕翼小学
召开，30余名代表与会。会议选举产生中共
缙云县第一届委员会，赵汝池任书记，确定
了以发展组织、建立武装、打击土豪劣绅、实
行土地革命为县委中心任务。此次会议是
浙西南地区首次县级代表大会。旧址现为
丽水市党史教育基地。

红十三军壶镇战斗旧址

位于缙云县壶镇镇。1930年 9月 5日拂
晓，红十三军第三团攻打连接四县的缙云重
镇——壶镇。时值溪水暴涨，进攻壶镇的唯
一通道贤母桥又遭敌严密封锁，红军组织敢
死队，身披湿棉被，多次冒死冲锋，但均因桥
面狭窄、守敌火力过猛而无法突破封锁。战
斗至中午时，又有敌方援军从红军背后发起
进攻，红军被迫撤出战斗，牺牲 30多人。该
桥建于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现为浙
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三岩寺红军洞

位于莲都区太平乡楼根山脉中部的半
山腰，因洞内建有胡公殿，故也称“胡公
洞”。1930 年 9 月 15 日凌晨，驻扎于洞内的
宣平南营红军百余人，遭敌偷袭。红军虽武
器低劣、弹药受潮，仍奋勇抗击。除部分红
军攀附大树、古藤滑落悬崖突围外，其余均
英勇牺牲，其中承担阻击任务的 30余人无一
幸免。胡公洞遂被称为“红军洞”。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随军银行旧址

位于龙泉市溪头村。1934 年 9 月 3 日，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至龙泉溪头村，在
该村杂货店设立随军银行，用银圆、铜板换
回红军沿途向群众购买物品所使用的中央
苏维埃政府纸币（群众称之为“红军票”），以
免群众遭受损失。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被
群众称为“仁义之师”。旧址现保存完好。

红军挺进师溪头战斗遗址

位于龙泉市溪头村。溪头村位于龙泉
与福建浦城的交界处。1935年 3月 25日，红
军挺进师兵分三路，攻打驻扎在溪头村阻击
红军的浙江保安队 3个分队：一路攻打七峰
山敌碉堡，一路攻打士后岙敌工事，一路攻
打大堂庙敌据点，俘敌 20余人，缴获枪支弹
药若干。溪头战斗是挺进师入浙第一仗。
遗址现建有纪念碑亭和纪念公园。

中共龙浦县委驻地遗址

位于龙泉市高山村。1935年 6月，中共
浙西南特委书记宗孟平在该村主持召开会
议，传达红军挺进师政委会小吉会议精神。
会议决定建立中共龙（泉）浦（城）县委，下设
龙（泉）遂（昌）区委（大北区委）、龙（泉）浦
（城）区委（小北区委）。原址建筑已毁，现高
山村建有烈士纪念亭。

红军挺进师安岱后革命旧址群

位于松阳县安岱后村。1935年 5月，红
军挺进师在松阳安岱后一带受到当地进步
群众组织“青帮”的欢迎；6月，红军挺进师在

“青帮”首领陈凤生、陈丹山的家乡安岱后村
发动群众，创建党、政、军、群革命组织。该

旧址群包括挺进师领导人旧居、浙西南特委
和军分区旧址、松（阳）遂（昌）龙（泉）游击总
队旧址（陈氏宗祠）、红军食堂旧址、红军桥
等，现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浙江省文
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
基地。

红军挺进师王村口革命旧址群

位于遂昌县王村口镇。1935年 7月，红
军挺进师师部进驻王村口，设立领导中心，
全面领导和开展游击战争及根据地建设。
该旧址群包括红军挺进师战斗遗址（白鹤
尖）、红军挺进师师部旧址（程氏民宅）、王村
口苏维埃政府旧址（蔡相庙）、红军挺进师八
一誓师大会旧址（天后宫）、粟裕演讲会场旧
址（宏济桥）、粟裕陵园等，现为全国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和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

红军挺进师枫坪革命旧址群

位于松阳县枫坪乡。1935年 5月，陈凤
生、卢子敬、陈丹山带领群众，将红军挺进师
迎到斗潭村永福寺，召开欢迎大会；6月，红
军挺进师政委会在小吉村召开会议，总结、
部署工作；7月 22日，挺进师政治部主任、中
共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在宜兴社主持召
开会议，建立中共玉岩区委和区苏维埃政
府。该旧址群包括欢迎红军大会旧址（永福
寺）、红军挺进师政委会小吉会议旧址（翁光
道老屋）、中共玉岩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成
立地旧址（宜兴社）及驻地旧址（杨大年家）
等，现为浙江省党史教育基地。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中共竹溪区委
和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分 别 位 于 松 阳 县 高 背 村 和 燕 田 村 。
1935年 7月初，红军挺进师干部杨林等在高
背村地姥庙召开会议，建立中共竹溪区委和
区苏维埃政府，后区委、区苏维埃政府机关
移驻燕田村吴氏宗祠办公。现高背村已整
体搬迁，但地姥庙保存完好。吴氏宗祠经修
复布展，现为浙江省党史教育基地。

红军挺进师后方基地旧址

位于遂昌县后塘村。1935年 8月 13日，
红军挺进师没收委员会主任谢文清率部到
后塘村，着手建立红军挺进师后方基地，包
括军需物资供应站、枪械修理所、伤病员疗
养院（后方医院）等。随后，后塘乡苏维埃政
府、后塘乡游击队建立。旧址现为浙江省文
物保护单位。

住溪苏维埃政府旧址

位于龙泉市住溪村。1935年 8月 20日，
中共龙（泉）浦（城）县委书记方志富在住溪
村廖家祠堂主持召开大会，建立住溪苏维埃
政府，下辖竹垟、独源、大横坑、宝溪、上田等
乡苏维埃政府。旧址现为全国红色旅游经
典景区、浙江省党史教育基地。

中共浙西南特委会议旧址

位于龙泉市西坑自然村。1936年 6月，
中共浙西南特委重建，特委书记许信焜率
机关人员驻于西坑村范氏宗祠。此后，浙
西南的工作得到恢复，逐步开辟了龙（泉）
浦（城）江（山）遂（昌）游击根据地。当月，
特 委 在 范 氏 宗 祠 召 开 会 议 ，恢 复 中 共 龙
（泉）浦（城）县委，建立中共龙（泉）遂（昌）
县委。该旧址现保存完好，为丽水市党史
教育基地。

中共龙遂县委旧址

位于龙泉市碧龙村。1936年 6月，中共
龙（泉）遂（昌）县委建立，驻地为碧龙村杨家
大屋，下辖住龙区委和王村口区委（浦北区
委），领导周边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和根据地
建设。该旧址现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景宁毛窠红军医院遗址

位于景宁畲族自治县毛窠村。1936 年
春，红军挺进师第一纵队第一大队转战于青
（田）景（宁）边，常有伤病员需安置、疗伤。
毛窠村的畲族大娘钟金钗以祖传的草药医
术，为伤病员治病疗伤。为防敌人搜捕，钟
金钗和丈夫把伤病员安置在人迹罕至的毛
窠岭石谷洞。至 1937 年秋，先后有 30 余名
红军伤病员经钟金钗治疗后痊愈归队。红
军称该址为毛窠红军医院。

凤阳山战斗旧址

位于龙泉市凤阳山。1937年 5月，中共
浙西南特委副书记、红军挺进师第二纵队政
治部主任杨干凡率部转战至龙泉凤阳山，宿
营于凤阳庙。次日凌晨，在弥漫的大雾中，
部队遭国民党军袭击，被迫向西南突围。杨
干凡负责殿后，掩护部队突围，不幸中弹牺
牲。旧址现保存完好。

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旧址

位于莲都区高井弄 9 号。1938 年 3 月，
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在此设立，吴毓任主
任。办事处负责办理新四军在浙江的有关
事宜，承担中共浙江临时省委与东南分局、
新四军军部等上级部门的联络工作，指导地
方党组织的工作。同年 10月，因新四军驻温
州通讯处突遭国民党查封，中共浙江省委决
定主动关闭办事处。旧址现为丽水市文物
保护单位。

周恩来为青田县东源小学题词纪
念碑

位于青田县东源村。1938年 2月，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总务厅厅长赵志垚
个人出资在家乡创办的青田县东源小学开
学。次年 1月，应赵志垚之请，周恩来为东源
小学题词“中华民族新希望”，朱德、董必武、
郭沫若等也分别有题词。周恩来等题词高
悬于该校纪念堂，深深激励着全校师生。有
多名师生先后投笔从戎，奔赴前线抗日。
1978年，当地立碑纪念周恩来题词。纪念碑
现为丽水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共浙江省委联络站旧址

分别位于莲都区大众街 32 号和梅山弄
19号（原花园弄 2号）。1939年 3月，中共浙
江省委机关迁驻丽水时，开设兴华广货号百
货店作为省委联络站，是省委与中共东南局
和下属各特委的主要联络点。黄景之律师
事务所原为中共丽水县委联络站，省委机关
迁驻丽水后，成为省委的重要活动场所。省
委曾在此秘密召开会议、研究工作、印发文
件。两旧址现均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周恩来视察浙江省铁工厂纪念碑

位于云和县小顺村。1939 年 4 月 2 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
在黄绍竑等人陪同下，从金华经丽水到小
顺，并于次日视察浙江省铁工厂，向全厂职
工发表演讲。周恩来小顺之行，有力促进了
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推动了浙江
的抗日救亡运动。1989年 8月，当地在正屏
山立碑纪念这次视察。2014年底，纪念碑迁
入小顺抗战文化建筑群，此地现为丽水市党
史教育基地。

中共闽浙边委湖住溪旧址

位于龙泉市湖住溪自然村。1940 年 6
月，因形势逆转，中共处属特委撤销，分设中
共闽浙边委和中共丽水中心县委。中共闽
浙边委机关驻地从水塔村转移至草鞋岭村，
后又转移到湖住溪村五龙山庙。至同年 11
月，因形势进一步恶化，边委机关撤进山中
坚持斗争。该旧址现保存完好，村内建有烈
士纪念亭。

万山地下交通总站旧址

位于青田县万山村。1939年 1月，青田
中共组织设立万山地下交通站。1940年冬，
发展为交通总站，既承担中共青田县委（特
派员）与各区委的交通联络，又承担缙云、永
嘉、仙居、丽水等县中共组织与中共处属特
委、中共浙南特委的交通联络，一度还承担
与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联络，为革命斗争
发挥了重要作用。旧址现为丽水市党史教
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共处属特委机关稠门驻地旧址

位于缙云县江西山后自然村。1940 年
秋，中共缙云县工委书记林艺圃将稠门村江
西山后独门独户的李银通家选定为秘密活
动点。之后，中共缙云县委书记曾绍文、李
文辉先后隐蔽于此，将此作为中共缙云县委
机关驻地。1944年春，中共处属特委机关迁
驻缙云时，这里又成为特委机关主要驻地。
李母郑月梅被党内同志尊称为“革命老妈
妈”。旧址现为丽水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党史教育基地和缙云县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闽浙边地委和游击队崔上村
驻地遗址

位于庆元县崔上村。1947年 3月，中共
闽浙边地委机关进驻崔上村，以此为基点，在
松溪、浦城、庆元、龙泉等县开展群众工作和
国民党乡、保、甲长的统战工作，在 40多个自
然村建立游击据点；年底，驻地遭国民党军

“清剿”，地委机关及游击队驻扎的建筑被烧
毁。1987 年，当地立中共闽浙边地委驻地纪
念碑。遗址现为丽水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共丽水县委旧址

位于莲都区岱后村。1947年 2月，中共
处属特委指派张之清到丽水县北乡开展活
动；3月，中共丽水县委在岱后村朱氏宗祠建
立，张之清任书记；5 月，丽（水）武（义）宣
（平）武工队建立。由此，朱氏宗祠成了县委
机关驻地和联络指挥中心。旧址现为丽水
市党史教育基地、莲都区文物保护单位。

唐公宪故居

位于遂昌县梭溪村。唐公宪，1898年出
生，浙江遂昌人。1921 年，参加衙前农民运
动。1923年 3月，在杭州加入中国共产党，后
相继于绍兴、建德、温州、遂昌等地开展革命
活动，历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候补执行委
员、中共温州独立支部书记、国民革命军东
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宣传室主任等。
1926年 12月，奉命返回家乡创建中共遂昌支
部。1927年 4月，在杭州被捕入狱。1937年
7月，被保释出狱，后任遂昌县简易师范学校
校长。著有《中国历史纲要》。故居现为浙
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李逸民将军故居

位于龙泉市李登自然村。李逸民，1904
年出生，浙江龙泉人。1925年 6月，考入广州
黄埔军校第四期；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
加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1927 年 8 月 1
日，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春，在上海被捕，
狱中仍坚持斗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经
组织营救出狱，赴延安抗大学习。历任抗大
三分校政治部主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宣传
部部长、东北人民政府财经计划委员会常务
委员兼秘书长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历任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军委总直属队
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报》总编辑、总政治部
文化部部长等。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故居现为丽水市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

潘香凤烈士墓

位于青田县革命烈士陵园。潘香凤，
女，1926年出生，浙江青田人。1939年 6月，
受大哥、中共万山村支部书记潘博亨影响，
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冬起，任万山地
下交通站（总站）交通员，多次出色完成交通
任务，被誉为“常胜的女交通”。1944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 1月 7日，浙江
保安第四团到万山村“清乡”时，与父亲和乡
亲共 12人一起被捕，为救群众，承认自己是
共产党员；1月 13日，在永嘉县邵园村牺牲。

龙泉革命烈士陵园

位于龙泉市区陵园路。1959年，龙泉县
委在县城北隅的安清山兴建龙泉县革命烈
士陵园，是全省首批烈士陵园之一。1980年
1月，粟裕为该陵园题名。陵园设门楼、纪念
馆、纪念碑、墓园等，内有粟裕部分骨灰敬撒
处、季步高烈士纪念碑、宗孟平烈士纪念碑、
许信焜烈士墓、张麒麟烈士墓、李逸民墓以
及其他革命烈士墓。现为浙江省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和龙泉市文物保护
单位。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

位于遂昌县王村口镇。1935年 3月，红
军挺进师奉命入浙开展游击战争；7月，红军
挺进师师部进驻王村口，全面开展根据地建
设和游击战。后游击战发展至闽浙边、浙
南、浙东等各地，粉碎了国民党军数十个团
的多次“清剿”，坚持了三年游击斗争。红军
挺进师浴血奋战三年，在战略上策应了红军
长征，锤炼了一支中国革命劲旅，创造性地
实践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为缅怀革命先烈，
弘扬红军挺进师的丰功伟绩，2011年 7月，在
红军挺进师师部驻地开设纪念馆。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