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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站 黄岩 | 茅畲、上郑

本报记者吴世渊/文 杨 辉/摄
抗战时期中共黄岩县委机关旧址纪念馆，设在黄

岩区茅畲乡茅畲小学内。
这是一座中式的四合院建筑，门口有一匾额，上书

“茅畲小学”四个大字，由爱国书画家陈叔亮题写。
建筑有上下两层，完好地保持着历史原貌。
一层开辟成展厅，图文并茂地展现了五四运动

以来黄岩的革命斗争史。沿着木质阶梯走上二层，东
边有个起居室，室内有桌案、柜子与床，物什摆置如
旧——黄岩第一个党支部的书记林泗斋，曾经就居
住在这里。

80多年前，林泗斋在茅畲小学担任校长，利用办学

机会进行革命活动。这所山乡里的小学，也成为当年黄
岩革命的中心。

一

林泗斋生于1892年，黄岩县东南乡田际村（今路桥
区新桥镇田际村）人。他少年时念过私塾，长大后当店
员，还曾是一个国民党人。

虽身在国民党，林泗斋却与共产党人有所接触，他
很快发现，自己的理想，其实与共产党是一致的。这年9
月，他就被中共临海县委发展成为共产党员，与他一起
加入的还有王宝珩、金毅等人。

黄岩城内公园里，林泗斋等人在临海共青团干部
王保均的主持下，秘密进行入党宣誓，并建立了黄岩县
第一个党支部，由林泗斋任支部书记。

林泗斋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几年，正是革命
的低潮期。他本人也一度被捕入狱，与党组织失去联
系。1931年，他回到家乡，先后在田际小学、保全小学教
书，1934年秋，来到茅畲小学担任校长。

一到茅小，林泗斋就把工作重点放在确定办学方针、
建立规章制度和整顿校风上。他特地请来朋友陈叔亮，在学
校门口的两边墙上写下“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创造的
精神、艺术的兴趣”20个美术字，作为培养学生的办学宗旨。

另一方面，林泗斋还把教育工作推向社会。他办夜
校、动员高年级学生上门，开展扫盲运动。自 1935年下
半年起，浦洋、茅畲两地先后办起农民夜校，由茅小教
师轮流任教，教农民读书识字，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
中、高年级学生也到街头田间办识字班。一时之间，茅
畲乡里，涌现出读书、学文化的热潮。

随着日寇入侵，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

同年6月，林泗斋发动师生们召开大会，通过了章程和宣
言，茅小“救国会”宣告成立，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二

茅畲小学成为黄岩县委机关所在地，是时势使然。
中共黄岩县委最早成立于 1928年 5月，地点设在

黄岩东南乡（今路桥区峰江街道）蒋僧桥支部书记戴大
夫家里。后由于县委主要领导人被捕等原因，黄岩党组
织遭到破坏。

直到1937年,黄岩的党组织才得以逐渐恢复。同年
12月，中共台州临时工作委员会、各县工委、海门特别
支部成立。黄岩工委由林泗斋、林尧、周思远三人组成，
林泗斋担任书记，并任台州临工委委员。

1938年 5月，中共台属临时特委成立，特委机关设
在黄岩城内林尧的家里。同月，黄岩县委重建，林泗斋
任县委书记。

因为茅畲地处黄岩西乡，四面环山，离县城较远，
国民党统治势力相对薄弱，方便开展革命活动，加上林
泗斋一直在茅畲小学教书，群众基础较好，因此，县委
机关就设在了茅畲小学内。

县委重建后，党员们积极在城关、新桥、乌岩等地
发展党组织，两年多时间里，建立起 7个区委和 1个特
支，全县共发展了65个支部、520名党员。

抗战期间，中共黄岩县委为了动员群众开展抗日
救亡运动，十分重视开展对当地反共乡保长的斗争。茅

畲当地的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乡长叶光远，多次散布针
对林泗斋的流言蜚语，并撕毁茅畲小学贴在街上的宣
传抗日救亡的公报。林泗斋开展了与顽固派叶光远的
斗争，迫使他辞去了乡长职务。当时，参加过“五四运
动”的北大学生牟正非回乡在家，林泗斋便促成他接替
了乡长职务。

为了加强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 8月，黄岩党
组织在城内东禅巷开办新生书报社。党组织派党员共同
负责书报社的工作，并在书报社内设立了党的联络站。

黄岩县委也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对国民党黄岩县
政府开展统战工作，决定动员青年参与抗日救国运动，
帮助县政府解决征兵困难。在新桥、金清、石曲一带，就
有党员林其商等32人报名参军。

黄岩县委还十分重视和关心妇女工作，积极教育
和培养妇女干部。1938年下半年，林泗斋在茅畲浦洋发
展了章益坚、章学英两姐妹入党，建立了黄岩历史上第
一个妇女党支部，章益坚担任支部的书记。章学英还曾
在伪军眼底下，把画着两个“○”的火急信巧妙地送了
出去。章氏姐妹也被人亲切地称作“革命老妈妈”。

1939年9月，林泗斋被国民党当局密令通缉，被迫调
离茅畲，后来，他担任天台县委书记和江苏丹阳县委书记。

1941年3月，因形势变化，黄岩县委工作暂时中止。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黄岩没有建立统一的县委领导
机构。黄岩西部和西南部党组织，分别由浙南系统的永
乐黄边区委和仙临黄边区委领导，黄岩的东部由浙东
系统的椒南工委领导。

三

1949年 5月 29日，黄岩迎来了和平解放，从此，进
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

曾经作为中共黄岩县委机关所在地的茅畲小学，一直

被人铭记。新中国成立以来，旧址经历了多次修缮：1990年
6月，小学内设立了党史陈列室；2002年，重新修缮过一次；
2007年“七一”前夕，纪念馆前建成广场和纪念碑；2014年3
月，一楼展厅重新装修，设施和功能更加完善。

1985年11月，抗战时期中共黄岩县委机关旧址被台
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保单位，1998年3月，又被中
共台州市委、台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距离茅畲小学不远的茅畲乡浦洋村，还有革命老
妈妈故居陈列馆。该陈列馆于2019年7月12日揭牌，展
示了章学英智送“双○信”等革命事迹及遗留物件、黄
岩革命巾帼足迹地图、中共杰出革命女性代表、黄岩杰
出革命女性代表等。

“茅畲有丰富的红色资源，承载了我党波澜壮阔的
革命史，先辈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我们
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茅畲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林
永军说，近年来，该乡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牢固树立“传
承薪火之源，共建和美畲川”的发展理念，奋力打造幸
福之乡、安全之乡、红色之乡。

幸福之乡，就是推进生态旅游深度融合，逐步形
成以九溪源为主，以绿色生态游、养生度假游、农业观
光游为辅的旅游发展格局，促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
振兴；安全之乡，就是通过加强网格化管理，建立基层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红色之乡，就是要发
掘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打造红色旅游的高地。

3月10日，茅畲乡成立了“畲小川党史宣讲团”，由
26名成员组成。其中，7名青年是当中的生力军，乡妇联
还输送了3名“90后”女干部进入宣讲团。

“接下来，我们将以讲故事、诗朗诵等形式，开展党
史宣讲，把这段动人的历史讲给干部、群众听。”畲小川
党史宣讲团团长陈静说，“我们希望通过宣讲，让群众
感受到温暖，让干部充满力量，让党员更加清正廉洁”。

茅畲小学的红色记忆

本报记者吴世渊/文 杨 辉/摄
黄岩区上郑乡圣堂，倚靠着黄岩溪，四周青山环

绕，浙东浙南部队会师纪念馆就坐落在这里。
馆内有上下两个展厅，收集了近300张历史图片、

3万多字文字资料、30多件实物和30多幅书画作品，并
有主题雕塑和“沙盘”，再现了 1948年，浙东台属“铁
流”部队和浙南括苍支队胜利会师的场景。

76岁的老人郑英俊是纪念馆的管理员。
“每年都有3万人到馆参观，不久前，刚有两批客人

来过，他们都为纪念英雄、学习党史而来。”凡有访客，郑
英俊便充当讲解员，他一般用方言讲解，声音洪亮，情感
充沛，陡然间便将人们带回那个革命斗争的年代。

这个故事，要从1930年代说起——

郑九院

“旧时上郑叫做黄岩溪，一支民谣传千里；黄岩溪，
老百姓生活过得实苦惨；脚踏石子两边飞，只吃番薯不
吃米……”郑英俊说，因为贫穷，老百姓更容易接受共
产党的新思潮。早在上世纪 30年代初，上郑当地就有
党组织开展工作，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这一时期的
革命斗争中，不得不提到郑九院。”

郑九院，永嘉溪口苍山桥头人。1930年，中国工农
红军第十三军（以下简称“红十三军”）在永嘉成立，郑
九院加入其中，组织木壳枪队，历经多次战斗。

1932年 5月的“岩头事件”，标志着红十三军斗争
的失败。为了彻底消灭余部，国民党政府调集军队，进
行全面清剿，“白色恐怖”笼罩着浙南大地。郑九院也被
通缉，在险恶环境中，他无法在家乡立足，便于1935年
秋来到与永嘉接壤的黄岩溪乡抱料村（今上郑乡抱料
村），搭棚定居。

在抱料村，郑九院明面上以种地为业，暗中仍从事
革命活动。他一边传播革命的道理，一边把当地农民组

织起来，秘密建立了武工组，领导他们开展武装斗争。
1940年，他会同红十三军的十余名旧部，除掉了作恶多
端的溪口民团团总戴显凤。

1943年冬，郑九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像
一把火焰，在黄岩西部山区燃烧发光。他先后在抱料、外
坦、北山等村庄发展了10余名党员。到1944年春，又把
武工组扩大为武工队，有队员10余名。他领导着这支队
伍，活动在黄岩与永嘉的边境地区，巧妙地与敌人周旋。

然而，在1944年11月，郑九院下山到宁溪赶集，回
抱料途中，被埋伏的歹徒枪杀，时年49岁。

会师

在上郑一带活动的革命先驱，除了郑九院之外，还
有王槐秋。

王槐秋，杭州人，1937年入党，1939年担任中共括雁
山脉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在黄岩、仙居周边开展党的工作。

王槐秋平日以教书为掩护，在上郑当地发展党员、
建立党支部。党组织建立后，重视发展自己的革命武
装。在 1942年冬至 1943年上半年，上郑各村都建立了
武装机构，逐步发展人民的武装力量。

1947年初，浙东工委决定成立中共台属工作委员
会，确定以发展武装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中心工作
任务，着手组织武工队，开展游击战争。由于民间本就具
有武装基础，因此队伍迅速扩大，台属地区的武装部队
成立。

1948年春，该武装部队被正式命名为浙东游击队
第三支队第二大队，代号为“铁流”部队。台属工委书
记邵明任第三支队政委兼第二大队政委，周象银任大
队长，王槐秋则是台属工委副书记。

1948年 3月 11日，邵明率台属“铁流”部队开赴四
明，北上行进途中，却遭到了国民党天台县自卫大队、
新昌县自卫总队袭击。行程受阻，台属工委只好重新部
署行动方案，决定改北上为南下，到黄岩西乡与浙南游

击纵队括苍支队会合。
浙南游击纵队括苍支队（以下简称“括苍支队”），

由中共浙南特委成立于1947年11月，是共产党在南方
国统区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3月28日，“铁流”部队与括苍支队取得联系，双方
约定，在黄岩柔极乡里岙村会面。4月 2日，邵明、王槐
秋、周象银等人率领台属部队30余人，从临海大雷山出
发，于4月4日到达里岙村，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款待。

然而，在里岙等了 3天，浙南部队仍未到达。长期
的游击经验，让“铁流”部队意识到，不能再逗留，应当
继续南下，尽早与浙南部队会合。

4月 7日，“铁流”部队从里岙出发，抵达了上郑的
圣堂村。同日，括苍支队第二中队政治指导员万文达，
率领一个分队 40余人，从仙居出发；副支队长徐寿考
率领二中队另一分队和括苍中心县委第三期青训班全
体学员共 80余人，从联岭乡决要村出发，先后于当天
下午和傍晚到达圣堂村。

浙南和浙东两支兄弟部队，终于在圣堂胜利会师。

连接

4月8日晚，两支部队在圣堂村圣堂殿举行集会。
会上，浙南部队代表万文达说，在今后的战斗日子

里，两军互相支援，积极配合，争取早日解放温州、台
州。浙东部队代表邵明说，两支部队欢聚一堂，
证明浙东与浙南的走廊已经打
通，这次会师山头，争取
下次会师灵江。

4 月 9 日，

台属部队到达永嘉岭头乡中堡村，受到括苍支队支队
长周丕振和支队机关的热烈欢迎。此后，台属部队便在
永嘉境内的中堡、南正、培山和黄岩境内的决要、外坦
等地休整。

两军会师，在黄岩、永嘉等地民间引起了巨大反
响。许多青年见到部队的英姿，纷纷要求参军。仅在圣
堂村，台属部队就吸收了6名青年入伍。

会师后，两支部队进行了集体活动和协同作战。在
5月8日，两支部队从乌岩头出发，抵达宁溪街，国民党
保警队、便衣队和镇公所的人员，全部闻风而逃。部队
在宁溪街上召集群众，到处刷写大幅标语，宣传人民解
放军的大好形势。

5月 12日，敌人纠集了黄岩保警第二中队等共约
300余人，和两支部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幸好，台属部
队巧妙地击毁了敌人的军号，使对方陷入混乱，两支部
队才得以突出重围。

6月10日，邵明、王槐秋率领一支40来人的台属部
队，告别了括苍支队，进入临海境内，踏上了新的征途。

从此，浙东台属部队和浙南括苍支队，既各自为战
又南北呼应，与国民党军周旋于崇山峻岭之中。

浙东台属部队和浙南括苍支队在黄岩溪乡圣堂会
师，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除相互鼓励、相互学习外，更重要的是，两支部队
在军事上配合战斗，把浙东、浙南两块根据地连接起

来，实现了华东分局战略部署，壮大了革命力
量，为推进黄岩、台州解放发挥了巨大作用。

为了记录这段不平凡的历史，2007
年，黄岩区委区政府在圣堂建立了

浙东浙南部队会师纪念馆。

圣堂会师，红旗漫卷

抗战时期中共黄岩县委机关旧址纪念馆。

3月10日，茅畲乡成立了“畲小川党史宣讲团”。

抗战时期中共黄岩县委机关旧址纪念馆一层的展厅抗战时期中共黄岩县委机关旧址纪念馆一层的展厅，，展现了五四运动以来黄岩的革命斗争史展现了五四运动以来黄岩的革命斗争史。。

浙东浙南部队会师纪念馆浙东浙南部队会师纪念馆。。

19481948年年，，浙南和浙东两支部队胜利会师浙南和浙东两支部队胜利会师。。“会师之路”，位于黄岩区上郑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