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台州市市府大道358号 邮编：318000 电话：办公室 88516003 广告：88516011 订户服务热线 88516333 印刷 本报印务公司 定价：每份1.5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台广证002号 本报法律顾问：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显根、李钟年、蔡辉强

2021年2月5日 星期五 责编/版式：张莉贝 电话:8851657112
台报集团建党百年大型融媒体报道

重
访
星
火
之
地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协
办

第二站 黄岩平田

本报见习记者王佳丽

进入黄岩区平田乡，沿着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
驱车穿过官龙村、天灯垟村、车里岙村、蒋家垟村等，
一路可见“星火平田，红色小镇”“党建共建路”“中国
梦”等红色元素。这条全长 10公里的乡村公路既是

“美丽城镇”平田的一个载体，也是依托红色资源建
设而成的黄岩首条党建景观路。

路的最后一站，便是革命老区——桐树坑村。

深挖红色资源，全域改造提升

桐树坑村位于海拔400多米的高山上。这里远离
城区，群峰环抱，偏僻的地理位置，曾让这里的村民

自嘲“有囡不嫁桐树坑，千年未听锣鼓响”。
但也是崎岖的地形，为革命活动开展提供了绝

佳的条件。这个藏于深山的小村庄，成为中共台属特
委机关驻地，也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
根据地。在长期的烽火岁月里，桐树坑村党支部带领
群众，为地下党领导机关和游击队提供食宿、掩护、
联络等任务。

来到中共台属特委机关旧址纪念馆，88岁的辛
杏春用一段顺口溜，生动地讲述了桐树坑村的过去
和现在。

眼前的纪念馆是 2006年重新修建的。纪念馆分
两层，二楼的陈列室里，展出了近百幅历史图片和近
万字的文字史料，展现当年台属特委机关和桐树坑
村党支部的革命活动和斗争历程。

“目前，我们正在计划打造五方面内容，包括电
子翻书、幻影成像、电子沙盘、微型雕塑和红旗雕塑，
提升纪念馆的硬件功能，更好地展现桐树坑故事。”
黄岩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献之介绍。

讲好桐树坑红色故事，做好红色旅游资源开
发，是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据悉，目前，当地
已建成以革命纪念馆为中心，浙东十八潭、红色走
廊、三条坑“公馆”、纪念亭和纪念碑共同组成的桐
树坑革命历史参观群。“一期工程投入 800多万元，
主要用于桐树坑村核心区块立面改造，目前还在
修建红色旅游接待中心和停车场、三条坑游步道
等，解决好游客的衣食住行，让游客愿意留下来。”
桐树坑村党支部书记辛小元说道。

“让游客愿意留下来”，意味着，可以实现更多的创收。
事实上，近年来，桐树坑村红色旅游资源的开

发，已经给当地带来不少变化。
纪念馆，不仅成为重要的精神阵地，也成为村民

日常休闲的最佳场所。在纪念馆前的八角思源亭和
溪坑旁的木制吊椅上，老人们悠闲地坐着，聊天，晒
太阳。红色旅游接待中心的入驻，给村集体带来每年
30余万元的收入。政府又投入资金对桐树坑村进行
村容村貌改造。2019年年底，台州市开通首条“红色
公交专线”，其中一站便是桐树坑村。2020年，桐树坑
村入选浙江省卫生村名单。

当年峥嵘岁月，如今已是静好，但留存绿水青山间的
“红色精神”始终翻涌不息。新时期，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
里，“红色精神”焕发出新的生机，涂抹出最亮丽的色彩。

弘扬桐坑精神，做活山水经济

“桐树坑精神，简单地说，就是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从优到强。”平田乡党委书记郭韬韬说，平田乡的
发展，也是这样一步一步壮大的。

平田乡多山地。曾经，这些山地是阻碍当地经济
发展的“拦路虎”，如今，山地成了村民的“聚宝盆”。平
田乡创新农业发展思路，目前已建成10多个成规模的
高山农业种植基地，种植农作物包括南方大樱桃、中
草药、竹笋、铁皮石斛、猕猴桃、枇杷、白茶等，形成了

“一村一品”甚至“一村多品”的绿色农业发展格局。
同时，平田乡抓住“绿水青山”资源，依托当地的

花海、果园、竹海、山林、溪坑、水库等旅游资源和红
色资源，实现“美丽风景”向“美丽经济”转化。

据介绍，该乡发展“美丽经济”的具体项目主要
有两大块。

一是围绕桐树坑红色革命精神，推进桐树坑红
色旅游项目。打造红色文化党建群落，加快桐树坑红
色旅游核心区块项目建设进程，做精红色旅游线路。

另一块则是依靠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态农业建
设，推进绿色休闲旅游项目。蒋家垟的油菜花、东山
村的向日葵，都已成为旅游“新亮点”。网红打卡地

“天空之城”，原是承包给外地客商种植的茶园，经过
系统开发，打响了“茶香景美”的知名度，并带动当地
村民就业，增加经济收入。

“景区解决了附近村庄 40%以上的低收入农户
的就业问题，带领村民共同增收致富。”郭韬韬说。

平田乡，奏响了一曲景美民富人和的新乐章。
2020年，平田乡9个行政村实现集体经济总收入200
余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约150万元。

从“山穷水尽桐树坑，四面山岭绕羊肠”到“山海
山村山貌美，人人快乐赛神仙”，平田乡正在谱写“星
火平田 红色小镇”的“美丽城镇”新篇章。

绿水青山间的“红色能量”

本报记者彭 洁/文 杨 辉/摄

“黄岩唯一桐树坑，支部力量最坚强；群众基础
如铜墙，山村山岗三哨场；地理特殊天然生，台属特
委移桐坑……”

在中共台属特委机关旧址纪念馆门前，88岁的
辛杏春声情并茂地讲着顺口溜“中共台属特委机关
旧址桐树坑革命史”——作为纪念馆的义务讲解员，
这段历史他讲了23年。

黄岩区平田乡桐树坑村，位于黄岩与乐清的交
界处，海拔400多米。这个被群山环绕的小村庄，曾是
中共台属特委机关的驻地，也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的台州革命根据地。

在1938年到1949年的11年烽火岁月里，桐树坑
村党支部依托当地特有的地理优势和深厚的群众基
础，坚持斗争，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迹。

一

“山穷水尽桐树坑，四面山岭绕羊肠；遍地杂草乱
丛生，夜间鬼鸟叫天亮”，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桐树坑村的
真实写照——作为黄岩西部最偏远的山区，那时，村里
只有51户人家，农民终日劳作，却过着穷苦日子。

1938年，黄岩县工委书记林泗斋翻山越岭来到
桐树坑村。

他是带着使命来的。根据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指
示，他打算在桐树坑村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这个偏
远村庄的独特地理环境和政治条件，具备了革命火
种萌发的条件。

那年年初，林泗斋在桐树坑村村民辛家连的家
里住了下来。他走家串户，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包
括辛家连在内的村民们讲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杀敌
的故事；教他们唱《劝郎当红军》等革命歌曲；给他们
分析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减租减息政策、
改善民生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的明灯在桐树
坑村村民心中点亮！

1938年5月，中共黄岩县委成立，林泗斋任书记。
而在桐树坑村，接受了革命思想熏陶的村民辛道田、
辛家连、辛家魁、辛家秋、辛道和、辛士荣 6人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桐树坑党支部也建立了起来。

在本村发展党组织的同时，桐树坑党支部还向
周边村庄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并先后在潘家垟、庄
前、上下吉和蒋店等村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党员
人数不断增加，党的组织不断扩大。

星星之火，在桐树坑村，开始燎原。

二

1938年5月，中共台属特委在黄岩城关淑德小学
成立，成立伊始为临时特委，10月转为正式特委。

淑德小学，原本是晚清黄岩知县林元荣的宅第。
1915年，林元荣的儿媳林卢云捐出西楼房产创办淑
德小学。1938年，林元荣的孙子、中共台属临时特委
候补委员林尧将其东楼住舍作为临时特委机关驻
地。台属特委第一次会议、扩大会议和台属地区党代
会等几次重要会议，先后在此举行。

在中共台属特委领导下，黄岩建立了抗日武装，

组建起黄乐边抗日游击队，下辖3个大队。同时，特委
还积极培训抗日骨干，举办了为期8天的妇女骨干培
训班和青年运动骨干培训班，特委书记宿士平、特委
委员林尧等给学员们讲课。在充分利用“抗敌后援
会”“抗卫会”“政工队”等合法组织举办抗日培训班
的同时，特委还推动“政工队”开展“二五减租”和反
资敌斗争、反顽斗争。

一系列的抗日救亡运动和革命活动，让台州民
众参与抗日救亡活动的热情达到新高潮，党组织的
影响也随之迅速扩大。

在所有特委领导中，杭州人王槐秋是驻桐树坑
村时间最长的。1939年 9月，中共台属特委在桐树坑
村设立了括（苍）雁（荡）工委，领导桐树坑村等周边
地区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工委驻地设在桐树坑村。第
二年，王槐秋以括雁工委副书记的身份到来，住在村
民辛家魁家里楼角上的一个小房间里。房间昏暗，只
有一扇小小的窗透着光亮，室内简陋，只铺着粗糙的
稻草席。王槐秋白天吃着番薯丝、咸菜，晚上睡着稻
草铺，与村民们打成一片，彼此获取信任。

三

1941年 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掀起国
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国内政治形势恶化，在台州的
国民党顽固派也更加猖狂。

当年 10月，中共台属特委书记刘清扬率领特委
机关由乐清泽基转移到桐树坑村，住在村民辛荣柳
家，并于次月在此召开特委会议，指明了在形势逆转
的情况下坚持革命活动的正确工作方针。

特委会议召开的那几晚，辛荣柳家彻夜通明。点
亮的灯火如白昼之光，冲破了笼罩在桐树坑村上空
的重重夜幕。

特委机关驻桐树坑村期间，是中国共产党开展

隐蔽斗争的时期。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开展统一战线、
争取乡保政权、开辟地下交通线、举办党组织培训班
等，为迎接下一个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好准备。

为了保护特委领导同志的安全，桐树坑村党支
部在村东南比较偏僻的三条坑山上搭了4个茅棚。若
遇到危急情况，特委领导同志就转移到茅棚中。

受条件限制，搭建的茅棚十分简陋，雨漏如麻，
布衾冷似铁，长期居住在这里，身上容易长疥疮，双
脚也极易溃烂。由于远离村落，茅棚里的饮食也无法
得到基本保障，只得依靠党支部成员利用早晚间隙，
偷偷从山下送来烧火的木炭和番薯丝、山芋等菜食。
有一次，送饭的同志只带了干粮却忘了带火柴上山，
他们只得三餐以番薯丝干充饥。

但即便如此，特委领导同志仍充满革命乐观主
义精神。比如王槐秋，他的身体在长期的艰苦生活中
变得虚弱，甚至连走路都变得困难，被送到路桥治疗
后才得以康复。但他却把居住的茅棚戏称为“公馆”，
并编为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公馆。

在特委机关驻扎桐树坑村期间，桐树坑村党支
部在特委领导的直接指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
动，如组织农民协会，进行减租斗争，镇压反动保长，
控制保级政权等。这个只有51户人家的小山村，先后
有 18名党员和群众参加浙东和浙南游击队。国民党
反动派先后5次派重兵前去“围剿”，均以失败告终。

1942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指示，台属
地区主要干部刘清扬、郑嘉治、王槐秋等台属党组织
相关负责人及各县的党员骨干 80余人，陆续秘密转
移至浙东根据地四明山，特委机关也随之撤离。

但桐树坑村党支部仍在台州党组织的领导下坚
持革命斗争，直到1949年黄岩和平解放。

革命的红旗，在桐树坑村飘扬了11年。桐树坑村
也因此被誉为“高山上的战斗堡垒”，并凝结成“坚定
信念、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勇于奉献”的革命精神。

11年革命红旗不倒，这里被称为“高山上的战斗堡垒”

星火桐树坑

88 岁的辛杏春是中共台属特委机关旧址纪念馆
的义务讲解员。

纪念馆展出了近百幅历史图片和近万字的文字史料。

八角思源亭。

网红打卡地网红打卡地““天空之城天空之城””。。

中共台属特委机关旧址纪念馆中共台属特委机关旧址纪念馆。。

纪念馆全景纪念馆全景。。

桐树坑红色旅游项目之一。（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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