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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站 温岭市坞根镇

扫一扫扫一扫，，看台州新闻看台州新闻APPAPP

本报记者陈洪晨/文 杨 辉/摄
“十里坞根岭，冷饭套头颈”，曾经，这是位于交通末

梢的坞根人民的生活写照。如今，一条疏港公路穿境而
过，到温州和台州主城区一小时、到温岭城区半小时的
快速交通圈初步形成；G228复线、S324、杭绍台高铁开
工在即，交通环境得到改善，区位优势逐渐凸显。

以打造独具风情的红色文旅小镇为发展定位，坞根
镇大力发展学生研学、干部培训产业，推动革命老区乡
村振兴。据不完全统计，该镇的红色旅游游客量达到每
年10万人次，带动各项旅游收入超过3000万元。

红色遗址凸显小镇风情

细雨朦胧，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二师烈士陵园
笼罩在一片雾色中。程暄涵沿着陵园的台阶拾级而上，
红军亭、仰英亭、纪念碑一一映入眼帘，山顶便是红二
师纪念馆。

这座纪念馆，她并不陌生。小学五年级时，她曾是
纪念馆的一名“小红军”讲解员，向游客讲述红二师的
历史。如今，她已是一名大学生，为了完成“了解家乡、
记录家乡”的实践作业，她再次走进纪念馆。

“这里的样子和我小时候的大不相同了。”她回忆，
“以前，馆里只有图文展板。现在，有浮雕壁画、英烈铜
像，还有投影区和放映厅……”

走出纪念馆，她在廉政文化广场前驻足，阅读黑色
大理石上记录的100多名英烈的生平。片刻，她沿着一
条两旁是竹林的石子路步行下山，到达山脚的红山村
文化礼堂。在礼堂二楼，放映员用老式放映机为她和其
他游客放映了一部红色电影《孤胆英雄》。

小小的、昏黄的画面投射在墙上，程暄涵眼前一
亮——她当小讲解员时，游客们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参
观体验。

这条全新的参观路线，是她的母亲——红二师纪
念馆讲解员方海红推荐的。

三年前，方海红参加坞根镇统一培训，成为该镇讲
解红色故事的骨干力量。为女儿推荐的参观路线，正是
她接待游客团队时常走的——这条路，去年7月，她走
了16遍；而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坞根镇红色旅游最兴
盛的时候，她走这条路最高的频率是每天5遍，“一个团
队刚带下山，马上返回入口处，紧接着带下一个团队去
参观”。

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二师在温岭坞根
诞生。从那时起，这片土地就被涂上了传奇的底色。

为了纪念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英烈、传承和发扬

红二师精神，1984年，中共温岭县委、县人民政府在烈
士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坞根西山竖起了纪念碑，后
建立烈士陵园，陵园里有柳苦民等烈士墓。2017年，坞
根镇人民政府把柳苦民牺牲地——坞根上街头的一间
民房作为革命遗址保护场地……

2016年以来，坞根镇对镇内保存的11处红二师革
命遗址进行修复，包括修建坞根游击大队成立旧址回
龙宫，修缮柳苦民牺牲地、红军台门、红军井等。2019
年，该镇投入近200万元翻新了红二师纪念馆，展陈方
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运用一些现代化技术
手段，馆内还展出了多件珍贵的历史图片及烈士遗物，
并定期播放红二师纪录片《星火耀黎明》。

红色旅游带动老区经济

除了参观红色遗址，游客来到坞根，还能做什么？
“为了打造红色文化传承示范区，我们把镇里的红

色资源串点成线。”坞根镇党委书记张颖介绍，该镇策
划了“一次坞根行，一生红军情”品牌，推出以“穿一次
红军服、走一趟红军路、唱一首红军歌、吃一餐红军包、
越一次红军谷、听一个红军故事、看一部红色舞台剧”
为主要内容的深度体验游。

实际上，做强红色旅游这项工作，坞根镇已深耕多年。
近年来，该镇针对党员干部陆续推出多条红色党

建路线，针对中小学生推出多条红色研学旅行路线，共
计接待团队约1640批次，接待人数约13.3万人。

为了优化党员教育服务，去年，该镇投入2500万元
打造了占地150亩的台州市党员干部教育基地，整合红
十三军二师烈士陵园和纪念馆、“囍事花溪”主题村庄
等教学资源，形成了“一个中心、多点联动”的教育布
局，探索构建理论课与实践课两大课程体系。理论课以
党性教育、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等主题课程为主，实践
课则涵盖了爱国主义现场教学、党建现场教学、乡村振
兴示范村现场教学以及团队文化拓展训练，形成了课
程特色化、品牌化、常态化。

该镇还推出了原创红色舞台剧《大坞风雷》，出版
了红十三军二师革命事迹《桂庐文集》，拍摄了“追寻烈
士足迹”红色宣传片；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红军谷”
户外大型素质拓展项目，集拓展培训、观光游览、户外
运动、文化传承、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

近年来，红色资源优势在坞根镇进一步凸显，红色
文化红利进一步释放，老区经济走上了一条可持续的
发展道路。去年，该镇又争取中央专项债资金1.5亿元，
用于建设革命老区红色研旅基地。

未来，这片红色土地将迎来更长足、更显著的发展。

红色旅游，为坞根发展注入新动能

本报记者陈洪晨/文 杨 辉/摄
“1928年的一天，坞根来了一位光头赤脚、熊腰

虎背、声如洪钟的卖咸货小伙，他就是中共温岭县委
派往坞根创建党的地下组织的柳苦民。凭着对坞根
一带的熟悉，他走家串户，介绍了程顺昌、赵裕平、程
小林等一批革命志士成为共产党员。”

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二师纪念馆，讲解员
方海红将红二师的历史娓娓道来。参观者脚踩高低
不平的地板——这寓意着革命先烈为人民群众踏平
的崎岖道路，有的在沙盘地形图前仔细查看，有的在
柳苦民、赵裕平的铜像前驻足……

上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中国革命曲折前
进。红二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走过了一段发展、壮
大、最后走向衰落的悲壮历程。

一

1929年 12月 10日午夜，东脉坑沙坦庙（今岩门
寺）四周昏暗而寂静。柳苦民等10多名革命者在这座
不起眼的小庙里，举行了“揭竿暴动”的重要会议，史
称“东脉坑会议”。

会上，柳苦民传达了中共台州中心县委关于“迅
速把武装力量编制起来，建立农民武装队伍，开展游
击战争”的指示，并作出了五项决议，决定以革命的
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

1930年 1月，中央派浙南特派员金贯真到温岭
巡视，对温岭共产党如何发动游击战争作出重要指
示。3月 19日，柳苦民等召集各地农民赤卫队，在坞
根横坑溪回龙宫召开会议，宣布“坞根游击大队”正
式成立。柳苦民任大队长，程顺昌任副大队长，叶景
泰为党的联络员，赵裕平任军需负责人，程小林为

特务队队长。游击大队下辖街头、新方、茅陶、
蒋山、青屿、湖雾、梅溪、黄湾、外塘、清港、

芦浦、杨梅坑、沙山等 20多个游击分
队，共有队员400多人。

当天，柳苦民率领 200
余名游击队员攻打横

山乡保卫团和一
户地主，旗开

得胜，缴获30多支枪，游击队士气大振。
这支新生的农民武装力量，引起了国民党反动

统治的恐慌。国民党温岭县政府立即纠集县保卫团、
驻地省防军及各乡镇保卫团，对坞根游击大队发动

“围剿”。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柳苦民采取灵活机动的

游击战术，敌进我退，避敌锋芒，将部队撤到附近海
岛和乐清雁荡山一带。

1930年 3月 28日，隐蔽在雁荡南碧霄寺的部分
游击队员被包围，其中 8人被捕。除 1名队员中途逃
脱外，7名队员被关押在乐清县监狱。

柳苦民得到消息后，立即派赵裕平、叶景泰前往
乐清，与中共乐清县委共同商量营救办法。当时，乐
清县城有150余人的保卫团，80多名警察，装备精良。
单凭武力正面劫狱难以成功，只能智取。

赵裕平和叶景泰回坞根向柳苦民汇报，经过认
真研究，决定派会说乐清话的程方福托关系把500元
大洋送给牢头，把5支木壳枪、10多支步枪运入牢中，
并把劫狱时间告诉难友们。

4月 18日，柳苦民、赵裕平率 200名战士，分乘 4
条木船，开赴横床岛。第二天早晨，柳苦民、赵裕平率
80名战士，全部携带短枪，扮作赶集农民在南塘登
陆。到达北塔山后，他们故意暴露目标，引敌出城。程
顺昌、程小林则率 120名战士，扮成国民党部队进东
门村，等待北塔山战斗打响。

敌人果然中计，集中对付城外的游击队战士，
放松了对监狱的警戒。程顺昌、程小林听到北塔山
的枪声，率部直冲监狱，牢内难友在陈大松的带领
下与劫狱游击队战士里应外合，最终成功脱逃。正
在北塔山与游击队作战的保卫团和警察接到传
报，急着回城。柳苦民、赵裕平率部追击，保卫团和
警察落败而逃。

这次救援行动大获成功。7名游击队员成功返回
部队，同时还解救了34名在牢难友。

二

坞根民间流传着一个故事“老和尚（柳苦民绰
号）发雾退敌兵”，说的是坞根游击大队取得第二次
反“围剿”胜利的传奇故事。

1930年 6月 6日深夜，国民党温岭县政府调集
500余人武装部队，兵分三路对游击大队驻地坞根洋
呈发起反革命军事“围剿”。

柳苦民、赵胜闻报，命程顺昌、赵裕平、程小林各
自集合部队，埋伏在岙桥溪，以坚固、高耸的溪塘作
掩护严阵以待，迎击来犯之敌。

6月 7日拂晓，第一路敌人趁着大雾悄悄挨近岙
桥溪。游击队给敌人当头痛击，当场毙敌 2人、伤 3
人。第二路敌人行至小洋垅时，忽闻岙桥溪有枪声，
急忙向岙桥溪增援。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游击队顽
强阻击。

这时，鸟公山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游击大队有
战士中弹牺牲。

因为雾气弥漫，游击队辨不清敌人的准确位置。
柳苦民、赵胜分析，鸟公山上肯定来了强大的敌人，
因为看不清目标而胡乱开枪，此时游击队不宜恋战。

游击队战士趁着大雾，悄悄撤离了阵地。
等大雾散去，敌人才发现鸟公山上不是游击队，

而是国民党省防军岙环驻军。先前的一阵猛打，是省
防军岙环驻军向国民党县保卫团和省防军温峤驻军
射击。

借着天时地利，坞根游击大队取得了第二次反
“围剿”的胜利。

1930年7月，坞根游击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
第十三军第二团，8月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
第二师，下辖坞根、青屿、楚门（海上）3个游击大队、
直属特务队和天台游击队，23个分队，部队发展到
700余人（不包括天台），武装力量遍及乐清湾沿海，
形成温岭、玉环、乐清三边武装割据的局面。

1930年 9月 15日，国民党温岭县保卫团和省防
军一个连又向红二师“围剿”过来。红二师研究商定
了“埋伏观音山，派小部队引敌进山，然后伏兵突出，
四面攻击”的军事计划，敌人果然中计。

这场战斗，红二师以 200 余人战胜敌人 400 余
众，取得了以少胜多的第三次反“围剿”胜利。

这支年轻的农民武装队伍，在上级党组织的重
视和帮助下，在不断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一步
步走向成熟，军队也一步步正规化。

三

1930年底，师部领导成员深入连队，柳苦民留在
街头村里港，其警卫员柳金标患病在家。

投机革命者程声梓（后公开投敌，1948年被中共
玉环游击区队镇压于小坦岛）见机向柳苦民报告，说
有战士在上街头一农家聚赌。柳苦民素来重视军纪，
闻言立即起身，只身来到上街头。刚跨进门槛，程声
梓就在他身后连开数枪。待赵胜、程顺昌、赵裕平、叶
勉秀、程小林等相继赶到现场，柳苦民已不幸殉难，
年仅34岁。

这就是震惊浙南的“街头事件”。
此后不久，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中共温岭县

委解体，浙南特委遭敌破坏，红十三军转入隐蔽斗
争，红二师一时失去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地方宗
派主义更加猖狂，赵胜不得已离开了红二师。

柳苦民遭遇暗算和赵胜被迫离开，红二师一下
子失去了主心骨和坚强的领导，在战场上遭受一连
串的失败——1931年 2月温州夺轮失败，叶勉秀等
12名战士被捕；同月，寺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
二师主力受到重创。

随后，国民党在温岭、玉环、乐清边境及各革
命根据地展开拉网式“围剿”，红二师队伍溃散。尽
管如此，余部战士仍在乐清湾、漩门湾一带海上坚
持斗争。

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温岭的革命武装力量，
红二师沉重打击了温岭反动政权和封建势力，为浙
南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虽然最终被反动统治阶
级扑灭，但红二师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
影响。

（本文参考了《中共温岭党史（第一卷）》《悲壮的
历程》《红十三军二师烈士传》等文献）

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二师诞生于温岭坞根。从开始活动到余部斗争停止，红二

师经历了50余次战斗，时间跨度长达七八年。作为红二师的诞生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有代表性的革命老区，坞根被誉为中国东部的延安。

星火闪耀“东部延安”

红十三军二师纪念馆。

纪念碑纪念碑

红军井红军井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二师革命烈士陵园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二师革命烈士陵园

在红山村文化礼堂，放映员为游客放映红色电影。方海红（右）为参观者讲解红色历史。 坞根镇把红色资源串点成线，推出深度体验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