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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浙江第一支红军队伍在这里建立，浙江第

一面苏维埃政权的旗帜也在这里竖起——三门县亭旁
镇，因此有了个响亮的名号：“浙江红旗第一飘”。

时光荏苒，鲜艳的红旗已经在这座古老的小城上
空飘扬了 93年，红色的基因早已在这片土地上扎根。
依托丰富的红色精神和珍贵的革命遗址，如今的亭旁，
高声唱诵红色赞歌，全力发展红色经济。一场渲染着明
亮红色的美丽蜕变，正在革命老区徐徐上演。

亭旁绘制的红色画作

“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建设，让红色资源成为撬
动革命老区全域旅游、鼓起村民腰包的重要支点。”亭
旁镇党委书记奚捷很清楚，红色，就是亭旁发展的颜
色。

走进亭旁，一眼便看见矗立的台州海防同知署古
城墙，青砖白泥，飞檐翘角，人们或走路或骑着车子穿
城门而过，熙熙攘攘，小城在这里陡然变得热闹。

城墙边，一个宽旷的广场中央，“浙江红旗第一飘”
的雕塑醒目亮眼——广场的名字也因此取得直白而骄
傲，名为“浙江红旗第一飘主题广场”。

走过广场，古旧的城隍庙仍然保持着它历经沧桑
的模样，几位老人在门前坐成一排，在潮湿的雨后谈天
说笑，让这处那时作为亭旁起义集会的场所更接地气。

沿着石板路往前走去，便是1928红色街区——干
净宽阔的道路边，一排排白墙青砖黛瓦的房屋鳞次栉
比，屋檐下的一面面红色国旗随风飘扬，拿着枪的战士
雕像立在街边像要随时再与敌人厮杀，还有那棵距今
已 800多年、曾被红军战士鲜血染红了树干的英雄树
依旧挺拔……老街的一切都充满红色的生机。

坐在亭旁起义纪念馆边的初心广场，60岁的杨家
村妇联主席杨莲春颇有感触。“在我的记忆里，亭旁一
直很热闹，但镇上的基础设施很差，街道狭窄，房屋破
旧。像这里，以前就是个农贸市场，又脏又乱，哪里有这
么敞亮的广场？”她伸出手，沿着初心广场的轮廓比划
了几道弧线，“现在不一样啦，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到
处都焕然一新。”她觉得，亭旁的面貌，完成了从破旧农
村到旅游景区的转变。

作为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亭旁在伊始便确立了以
“浙江红旗第一飘小镇”为定位，来进行改造。

在包括亭旁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包定公园、亭旁起
义纪念碑在内的红色遗址得到妥善修复的基础上，亭
旁对镇区进行了景区化改造。原本的农贸市场被整体
搬迁，建成如今的初心广场；城隍庙前的赶集一条街成
了1928红色街区，沿街商铺林立，规范整齐；包定故居
从一所破落的四合院，改建成了精致的纪念馆……在
完成细致如排水管网建设、通景公路等项目的改造外，
亭旁还完成了浙江省红色地名馆建设、乡贤馆修缮、包
家老公社修缮等工程建设。

但亭旁要绘制的红色图画，还不仅于此。
“接下来，亭旁要参与到一个‘红缘圈’的活动中

去。”奚捷介绍。据了解，“红缘圈”是以嘉兴南湖为圆
心，以国内外的红色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区为战略支

点，以挖掘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
为初心使命，以网红经济崛起为时代背景，以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群体为核心圈层，以“中
国红”“中国缘”“中国圈”为圈域主题的“红缘互联
生态圈”。

“三门红色资源丰富，有亭旁起义、城西精神、蛇蟠
岛围垦精神，届时，将以亭旁为‘红缘圈’第一镇，城西
村为‘红缘圈’第一村，蛇蟠岛为‘红缘圈’第一岛，串点
成线，串珠成链，努力把三门建设成为‘红缘圈’先导
区、引领区、示范区。”

芹溪与岙楼的红色

“好风凭借力”，亭旁下属的村庄，也燃烧起了红色
的火苗。

芹溪村，地处三门与临海的交界处，因曾是中共临
三工委驻地而被认为具有“红色火种传承地”的光荣身
份。车子驶进芹溪，群山叠翠间的红色元素很是醒目。
村口，“红色火种传承地”几个红色大字之上是一把飞
扬着火焰的火炬，设计得别有新意——火焰由“芹”转
化而来，“溪”则成为火炬炬身。

怀揣着“有能力一定要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事”的
信念，卢永军在 2014年从宁波回到芹溪，此后便一心
扑在家乡建设中，现在他是芹溪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在他的带领下，芹溪依托当地的红色资源，积
极开展旅游建设。

沿着盘山公路驱车行至山间，有两幢石屋在山

林间隐隐可见，刻在山岩上的几个红字说明了旧址
为何——“中共临三工委旧址”。新中国成立前，芹溪
村曾因地势险要而成为中共临三工委驻地，如今，

“中共临三工委驻地纪念馆”在原址上修缮而成，两
间用石头垒砌而成的房子，斑驳的石墙，质朴的木
窗，再现了那段激昂的时光。

在芹溪村，还有一条引人注目的江南红旗渠。上
世纪 80年代，芹溪村干部带领村民，在悬崖峭壁上开
凿引水渠，孕育了艰苦奋斗的“江南红旗渠”精神。现
在，芹溪人再一次发扬“江南红旗渠”精神，将亭旁红
色文化和自然环境融合，在芹溪原有古道的基础上修
建而成一条全长 2.8公里的登山观光步道，沿途岩石
嶙峋、草木葱茏，拾级而上便可看到盘旋山腰的江南
红旗渠。

芹溪村到岙楼村，距离10公里。
在岙楼村村口，“红色文化研学村”几个红色大字

和一面红色旗帜立在一片草坪上——村庄被赋予的红
色意义，便显而易见了。

在村党支部书记楼可掌看来，岙楼村“紧靠亭旁
镇红色景点核心区域，是亭旁红色之旅的重要环
节”。而事实上，红色的火焰早在 9 年前便在这里燃
烧起来——自 2012 年以来，坑下村（现岙楼村坑下
片）借势“浙江红旗第一飘”红色旅游开发之势，又乘
着“美丽乡村”建设之风，开始开发以红色为主题的
农家乐旅游。2018 年，随着三门全县行政村规模调
整，原岙楼村、坑下村两村合并，重新组建了岙楼村，
坑下的红色产业便延伸向了整个岙楼村。

此后，拆除破旧老屋，改建道路，95幢白墙灰瓦的

小楼拔地而起，连成一片。在村民楼可远眼里，村里这
些年的变化十分明显，“几年前，村路旁有好几个猪圈，
排放的污水快要流到路上，捏着鼻子经过还是觉得臭
气熏天……现在，村里的绿化越来越好。从大路拐进我
们村，村口的绿色长廊让人眼前一亮。村前有溪流穿
过，村后青山云雾缭绕，环境十分优美。”

冬日里的岙楼村，白净的墙面、明亮的窗几、层
叠的灰瓦，构成了一排排独具江南风韵的徽式建
筑，而远山如黛，天空透亮，小小的村庄仿若一幅清
雅的画。

作为红色文化研学村和红色主题民宿村，岙楼村如
今已颇具规模。红色主题餐厅、红色休闲绿道、红色驿
站、红色宣讲所、红色户外扩展基地等休闲旅游设施，以
及19家投入运营的红色主题民宿，让这个掩映于
山明水秀中的村庄在传承发扬红色精神的同
时，也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为红色旅游
提供服务的红色驿站和开展红色研学、党性
教育的红色精神宣讲所，都会吸引
游客前来。节假日里游客更多，

民 宿 的 生 意 也 越 来 越
好。”楼可掌说。

让红旗在亭旁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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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鹤山，北风寒冷，苍松掩映。
这座位于三门县亭旁镇东北的小山，虽不巍峨，

却是远近闻名的英雄山。
一块灰黑色的纪念碑，犹如一把“刺破青天锷未残”

的利剑，在山顶傲然矗立。碑身上书写着七个大字——
“亭旁起义纪念碑”，由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题写。

纪念碑两旁，立有10座半身像，分别是：包定、邵
茂藩、任畴、叶信庄、梅其广……93年前，正是这些人
发动了震惊全国的亭旁起义，把镰刀斧头旗帜，第一
次插在浙江大地上。

为此，他们付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一

亭旁镇包家村里，坐落着包定故居纪念馆，这是
一座古朴的四合院，亭旁起义的领袖包定生于斯、长
于斯。馆内陈列着包定生前用品、老照片和亲笔诗稿，
为来访者讲述这位革命烈士的事迹。

1901年，包定出生在亭旁一个小工商户家庭。包
家经营着两间店铺，有几亩田地，家底虽不算富有，但
也衣食无忧。

包定自小聪颖，7岁入私塾，后转入亭山高等小
学。他一边读书，一边习武，练就了一身好本领。高等
小学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教师。1919年，他被任命
为私立桂林国民学校校长。

包定喜爱文学，工诗善词，被时人誉为“亭旁才子”，
著有《鹅湖遗矩》，收集诗词213首，多为借景抒怀、托物
言志之作，自序中更是写道：“生而为人者终当鸣。”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诞生，
各种进步刊物和书籍逐渐流向台州一带，包定因此接
触到了共产主义信仰，在这些书刊中汲取了丰富的营
养。1926年，中共宁海中学支部成立，隔年，共产党员
林迪生邀请包定到宁海中学教书。不久以后，包定也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初，中共亭旁区委（当时亭旁属宁海县）
成立，包定兼任书记。短短几个月时间，该区就发展了
党员、团员700多人，各村还成立了“农民协会”。知识
分子党员多以小学教师作为掩护身份，组织亭乡学
会，控制了各乡村小学。为教育群众、宣传土地革命，
他们组织了平民夜校、剧社、狮子会、车灯会等公开社
团，包定还亲自参加剧社下乡演出。

这年 3月，宁海县委根据浙江省委的指示，决定
成立武装部队，总部设在亭旁包家杨子聪大院，实行

“局部暴动，循环游击，扩大影响，争取群众”的策略，
准备秋后举行起义。

暗流涌动的农民运动，引起了地主豪绅们的恐慌
与忌惮。

二

亭旁南溪土豪梅长恕，长期欺压农民，霸占族田。
1928年的清明节，他举枪威胁大同小学教师、地下党
员梅其慎，还将其打伤。

百来名农民协会的会员被激怒了，他们包围梅家
大院，双方僵持了两天三夜。包定认为，此时将矛盾公
开化，恐怕对起义不利，便出面调解，双方才作罢。

但“南溪事件”还是为接下来的亭旁起义埋下了
导火索。这一边，梅长恕逃到任家，约请任家讼师拟写
诉状，准备向省政府投诉“党匪枪弹穿其门壁如蜂
窝”；另一边，亭旁的农民对地主豪绅的激愤到了极
点，斗争情绪高昂。

眼看冲突一触即发，包定、任畴、邵茂藩等人便于
5月20日在谷仓岭主持召开了亭旁、海游、珠岙、桑州
四个区的暴动预备会议，决定成立红军指挥部，部署
亭旁起义计划。

5月 23日晚，亭旁，武装待发的 180多个农民集
中在丹邱寺，随后冒雨强攻官僚地主任禹玉家，并火
烧任友端大院。“任家事件”打响了亭旁起义的第一
枪，武装起义已成事实。

5月24日上午，亭旁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指挥部
正式成立，由包定任革委会主席兼总指挥，任畴任副总
指挥，下设五个部，确定了各部负责人。这天晚上，200
多个武装农民，又冒着倾盆大雨在丹邱寺进行编队。

翌日拂晓，起义的农民高举镰刀斧头的大红旗，
扛着土枪、火药枪、大刀、长矛，大襟前挂着红布条，浩
浩荡荡向亭旁进军。当地政府和土豪闻风逃窜，未经
战斗，农民军就占领了亭旁。

革命群众也纷纷涌向亭旁街，汇成革命的洪流，
和红军一起齐集城隍殿。在殿前召开的大会上，中共
宁海县委宣布立即解散当地反动机构，庄严宣告亭旁
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包定担任主席。为
欢庆红色政权的诞生，亭旁革命人民举行了盛大的游
行示威。

然而，亭旁起义的枪声，却引来了敌军的围剿。

三

亭旁苏维埃政府才成立1天，国民党的军队便来
进犯。红军抵抗了一阵子，终因敌众我寡，难以坚守。
为了保存实力，指挥部决定化整为零，将武装力量转
入地下。

包定等人撤到珠岙，开展组织天台地区的革命斗
争，并决定在各地设秘密联络点，等待重新起义的机
会。5月底，包定调到天台县委工作。他化名为袁应
吉，在天台榧树、坦头、欢岙一带发动和组织农民活
动，领导当地农民进行减租、闹当、平粜等斗争。

后来，包定担任天台县委书记，活动在天台的小西区
一带。国民党当局认为包定是心腹大患，到处张贴告示，
以上千银元悬赏缉捕他。这令包定非常苦恼。一日，包定
偶然看到房东在炒芝麻。热锅里，滚烫的芝麻“噼啪”直
响。他心生一个念头，突然推开房东，将脸贴近热锅，双眼
紧闭，任凭芝麻打在脸上。顷刻间，他的脸被烫起一个个
包。过了几天，脸上的痂剥落，他成了一张麻子脸。

改变容颜后，包定不再担心国民党的通缉，在白
天也外出工作。

1929年 3月，包定与共产党员陈祥一起到杭州，
准备向省委请示。途中，他们两次发密信与省委机关
联系，然而，这两封信件均被国民党当局截获。在杭州
武林路的住所，包、陈二人被捕。

在陆军监狱，包定经受严刑拷打依然坚贞不屈。
他自知不免一死，仍对后代寄有殷切期望。在最后一
封家书中，他写道：“我在外面不易回家，照顾孩子们，
这是你们所明白的。盼教孩子们踏着父亲的足迹，以
建设新中国为志，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1930年6月22日，包定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于杭州
松木场，时年29岁。就义前，他留下了最后一首诗：“碧
血洒芳草，正气壮山河。笑看刀光闪，高唱国际歌。”

除了包定之外，其他参与亭旁起义的骨干，如任
畴、邵茂藩、叶信庄等10人也先后被抓捕、牺牲。他们
的平均年龄仅23岁。

亭旁起义并不是一场成功的起义，但它的发生，
犹如一颗火种，点燃了浙江大地革命的熊熊烈火，最
终呈现出燎原之势。烈士们的革命精神和浩然正气也
永存人间。

93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这场具有探索意
义的农民起义——在亭旁起义纪念碑前，安放着许多
花圈，都是全国各地的人送来的。孩子们为烈士像系
上的红领巾，在冬日下，也显得格外鲜艳。

93年前，他们发起的那场起义，为浙江大地插上了第一面党旗

生而为人终当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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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定像包定像

位于城隍庙的亭旁起义旧址。

芹溪村，因曾是中共临三工委驻地而被认为具有
“红色火种传承地”的光荣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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