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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是玉环红色历史的一个耀
眼光环。

自1948年5月建立以来，这支民兵队伍不断做出超
越想象的贡献。1960年4月，坎门民兵营营长郭口顺和
李其凤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
央领导接见。1964年10月，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浙江省
军区授予坎门基干民兵营“英雄基干民兵营”称号。

它是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浙江省国防教育
基地。

一代代迎风而立的坎门民兵的坚毅身躯，成就了
民兵营无上的光荣。

男儿有志，勇抗强敌

坎门，一个地理位置极其重要的小镇。这里是天然
渔港。出港湾，东与洋屿、鸡山、披山、大鹿隔海对峙，过
了披山洋，还可北窥大陈岛，南视南鹿岛和洞头。

它的重要性，不仅有利于发展经济。在新中国成立
之初，它还被孤守台州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视为必须

占据的要塞。
1948年至 1955年，为了打通海上交通线，国民党

军日夜派遣特务进行破坏，屡屡拼凑残兵偷袭进犯。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迎头痛击他们并取得多次重

大胜利的，是一支民兵队伍。
1948年5月，郭口顺担任中共坎门工农支部书记，

与曾富丁、王云荣、陈通金、林森木、池加寿等八人研究
决定建立坎门民兵组织。

因为没有武器，这支队伍的主要任务是秘密张贴
标语、侦探敌情、递送信件。他们经常借摇舶贩运物资
的机会，监视国民党水警队动态，通过军队士兵了解国
民党武器装备等军事情报。

8月初，中共玉环区委正式批准建立坎门民兵队，
郭口顺兼任队长，共有10名队员。这支队伍就是坎门英
雄基干民兵营的前身。

此后，民兵斗争范围随着形势发展而扩大。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玉环渔区虽然资源丰富，但始

终深受剥削、压迫。“渔民头上三把刀，渔霸海匪加风
暴”，与大海终生搏斗的坎门人，极具抗争精神。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很快投身反抗战斗。

1949年4月7日，玉环解放。坎门民兵收缴地主、渔
霸的武器，武装自己。在玉环解放初期，他们积极配合
解放军剿匪，担负站岗放哨、侦察敌情、当向导、传情
报、运弹药、送粮草、抬伤员以及摇船掌舵等战勤任务，
甚至直接配合部队作战或单独对敌作战。三年中，民兵
队奉献了多场精彩的战斗。

1949年5月，11名坎门民兵凭借七八条“老套筒”，
在赵三王山上抗击100多名窜犯坎门的国民党军，毙敌
2人，俘敌9人。

1949年7月31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浙南行署绥靖
军叶金饶部300多人分三路包抄坎门。因玉环县大队驻
坎门第二中队和部分民兵接到上级命令，转移至楚门半
岛另有任务，坎门只留9个民兵、6支步枪。面对数十倍于
己的敌人，留守民兵毫无惧意，分成3组，以夜色为掩护，
分别到街上、钓艚、花坪等地佯装大军过境，迷惑敌人。
这场“空城计”完美奏效，搞不清状况的国民党军惴惴不
安，毫无头绪。8月1日，坎门民兵配合玉环县大队英勇反
击，歼敌80多人。在这场战斗中，刘木法、徐阿成、潘祥贵
3名民兵被俘，于洞头英勇牺牲。

坎门民兵最引以为豪的一次战斗，发生在 1951年
5月 5日。队长郭口顺率坎门民兵 40多人、分乘 6条小
钓船，于南排山东南海面围歼国民党军武装船，毙敌 3
人，俘敌 5人，缴获 1艘大帆船、1挺重机枪、4支长短
枪、5000多发子弹，而民兵无一人伤亡。此战例被解放
军总参谋部制成电动模型陈列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博物馆。

坎门女兵，名不虚传

如今的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由一支 12人女民兵
班集体驻扎。对此，很多初访者有一肚子疑问。

今年84岁的李其凤，每次都以一段生动的讲述，让
初访者心生感佩。

“我是当年女子民兵班的班长。在男民兵保卫家乡
的时候，我们12个女子，一手拉网，一手扛枪，无怨无悔
地为党和人民做奉献。”

李其凤告诉记者，坎门妇女拥有勇敢、坚韧的品
质。大多数女子是渔家女，男人常年出海，她们既当爹
又当妈，将一个家操持得有条不紊。这种品质，在解放
初期的坎门，很快编织成一张强有力的后方支援网。

1953年6月，坎门妇女成立了“三队一组”（即担架
队、运输队、洗衣队、烧饭组），为部队战士做鞋垫、送军
粮。坎门妇女郑桂兰、蔡金莲，曾在一次战斗结束后连
续七天七夜为战士们洗血衣，留下“渔姑七夜洗血衣”
的故事。

1958年，坎门民兵营成立后，李其凤和 11名一同
加入民兵队伍的妇女，组成女子民兵班。

她们是大名鼎鼎的“十二女将”，“当初我们来当民
兵是很难的。有些难是因为家人反对，更多的艰难是当
女民兵的付出。白天，我们风吹日晒，既要下海，种海
带、捕鱼、钓虾，还要入田种稻、饲养生猪。晚上，我们巡
逻放哨，苦练军事素养。可以说，我们比一些男民兵付
出的还多”。

因成绩突出，1960年，李其凤作为女民兵代表，应
邀去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并受到毛主席的亲
切接见。毛主席还授予她一支半自动步枪。

提起这把枪，李其凤分享了一件至今犹在眼前的
荣誉往事。

“1964 年 5 月，谭政大将到坎门民兵营视察工
作。那天是下雨天，谭将军点名要考核‘十二女将’。
我们很激动，熟练地表演了队列、刺杀、手榴弹投掷
等。没想到，将军突然来到年龄最小、身材最矮的女
民兵商世招面前，说让她表演实弹射击。商世招才
16 岁，却一点不怕，100 米远的靶位，她‘砰、砰、砰’
三枪，正中靶心。谭将军对她直竖大拇指。后来，将
军又要求我用毛主席授予的那支半自动步枪，来一
个俯角射击。我这三枪，也打中了。他说，‘十二女
将’，名不虚传呐！”

1990年，玉环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女子民兵哨所创立。
峥嵘岁月已经远去，昔日的“十二女将”，陆续有人

故去，但李其凤还会经常去女子民兵哨所，走走，看看。

青春风华，为国为民

“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女子民兵哨所三面环海，北
靠大墩山，西有坎门港，东有钓艚港，南与洞头隔海相
望，地理位置突出，视野开阔，可监控乐清湾入口海域
和坎门港进出船只，观察到附近海域大小15个岛屿，与
披山驻军、大麦屿二类民兵哨所构成近海、口岸、内港
监控网络……”

这段地理位置的描述，加上丰富、具体的坎门民兵
营历史，是包括杨笑笑在内的 12名女子哨所民兵熟背
于心的内容。

1969年，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就建立了营史展览
室。2008年7月，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营史展览馆建成
并正式对外开放。女民兵们为一批批访客讲述民兵营
经历的重大事件。

今年 8月，杨笑笑即将迎来在民兵营的第 4个年
头，这个人如其名、总是微笑的24岁清港女孩，是现任
哨长。让人惊讶的是，看上去文弱温柔的 她 ，在 入
伍第一年，就因表现出色成为副哨长。

作为一类哨所，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
女子民兵哨所要求全员脱产服役。也就是
说，服役的两年内，女子民兵和正规服役
的女兵别无二致。

当兵是不是很苦，这个问题，很多人
问过杨笑笑。

“我们肯定不是最苦的。建哨之初的
那批女民兵，徒手在长满蒿草的荒
坡 盖 房
子 。稍
后来的
女 兵
们 ，

喝水都要从山下挑，鞋子、衣服也是上一批留给下一批
用。到我们这一批，已经很幸福了。”杨笑笑顿了一顿，

“要说苦，第一个星期需要背一整本书的讲解词，真的
把我们很多人弄哭了。”

她语气轻松，但明显晒黑的肤色，已经诉说了她们
并不轻松的日常。

除了常规军事训练，女民兵的另一重要职责是放
哨监察。

海面的观察与雷达的使用，是哨员必须具备的技
能。在哨所的制高点，有一个圆形的岗亭，亭内设有望
远镜，亭上装有雷达。每天早上 6时到下午 6时，2名哨
员在此执勤。

在观察室内，有一部高倍望远镜，可以监控海面的
动态，执勤哨员发现渔船行驶的时间，渔船的种类、去
向等，都要一一写在记录本上。

这项枯燥的工作，姑娘们做得一丝不苟。“我们
已经学会享受这种安静。我们还常常开玩笑说，风
光这么好的海景别墅，我们领着工资住，太过意不
去了。”

“设立女子民兵哨所的意义，不仅是传承光荣，
更是对下一代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很多次，前来参
观的小学生会围着她们好奇地提问，为什么来当兵？
听到女民兵的回答，孩子们对国家、对青春、对理想，
会有更深的认识和理解。”坎门街道人武部部长杨金
聪说。

玉环市人武部政委朱东升表示：“随着时代的前
进，女子哨所的军事作用已经逐步减弱，社会职能正
在逐步放大。希望大家通过对女子民兵以及坎门民兵
的历史深入了解，对党的革命精神有更全面的认识。”

本文参考资料：《永不褪色的记忆》

玉环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

民间英雄，光荣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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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站 玉环市坎门街道

本报记者陈 婧/文 杨 辉/摄

林森火，玉环坎门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中共玉
环县地下党组织培养成长的一位少年英雄。他牺牲
时，年仅17岁。

在战争中成长

1933年5月，林森火出生在玉环坎门一个贫苦家
庭，父亲摆肉摊赚来的微薄收入，难以维持全家生计。

有一天，林森火放学回家，发现灶沿冷冰冰的，
就知道家里又没米下锅了，无奈的他便上街去找父
亲。在父亲的肉摊前，他看到国民党要吃“平价肉”，
切了一块肉后，扬长而去。

9岁，林森火入坎门西头小学读书。因为家里穷，
买不起练习簿，他就将香烟包装纸装订成册；点不起
菜油灯，他就到商店门口借灯光看书；只要有空，他
就跟随哥哥上山砍柴、讨小海，上街叫卖炒豆。他一
度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后于 1949年转学至

坎门中心小学。
林森火勤奋好学，爱讲故事，还喜欢画画、

木刻、泥塑。
1947年，中共坎门小教支部在西头小学成立坎

门少年先锋队，林森火被推选为队长。1948年，坎门
少年先锋队改称坎门儿童团，林森火任团长。在中共
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引导下，林森火的思想觉悟不断
提高。他从老师那里听到了许多解放区儿童的斗争
故事，大受鼓舞。

在老师的支持下，林森火带头秘密创办红色图书
馆，与小伙伴一起传阅革命进步书籍。他还通过绘画
及木刻作品，隐晦地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腐朽。

儿童团成员年纪小，不易被敌人察觉。林森火与
潘世庄担任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交通联络员。不管是
海风弥漫的早晨，还是大雨滂沱的黑夜，只要有任
务，他们随叫随到，从不耽误事情。

林森火还经常带领着儿童团成员，在深夜里上
街张贴革命标语，分发红色传单。为了侦察敌情，他
们时常在敌人驻守的营房附近玩抢石子的游戏。说
是玩游戏，其实是在用暗语侦察敌情：黄狗指敌人、
扁担指步枪、扫帚指机枪、鱼网锤指手榴弹。

1949年4月7日，玉环解放，坎门儿童团从秘密转
为公开。次年4月，林森火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走上革命道路的林森火，愈发机智勇敢。坎门解
放初期，国民党残余部队常常来骚扰百姓，林森火

组织儿童团成员，轮流在打锣坑、盘算

石等地放哨。
1950年11月，国民党军队向玉环县城和坎门发起

大规模反扑。枪炮声响起，林森火帮助老师疏散同学，又
主动要求分配任务。完成任务后，林森火想着再做些什
么，就去部队营房为驻军烧水做饭。谁知，一颗炮弹落下
炸毁了炊事房，年仅17岁的林森火，中弹牺牲。

为了纪念这位少年英雄，当地政府将他生前居
住的街巷命名为森火巷。1955年 9月，中央人民政府
向林森火家人颁发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革命牺牲
民兵民工家属光荣纪念证》。1983年2月，民政部为林
森火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1985年3月，在共青团
中央少工委和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的

《中国现代少年英雄传》一书中，林森火被列为全国
13位现代少年英雄之一。

精神的传承

清明前，记者来到玉环市林森火小学。这所学校
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坎门中心小学。

走在校园里，少年英雄林森火纪念馆很是引人
注目。纪念馆原建于后沙街老校舍内，后在海港新校
舍重建，2010年11月20日开馆。

馆内有介绍林森火的文字、图片、视频，还有他
曾经用过的作业本、创作的木版画等。学校通过纪念
馆，向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讲述林森火的英勇事迹，鼓
励学生们向这位少年英雄学习。

作为全国为数不多、馆校合一的省级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林森火纪念馆充分发挥辐射功能，自2010
年开馆后，共接待各级领导、全省中小学师生 5万多
人次。

多年来，坎门中心小学更是坚持开展以“学英
雄，树理想，做文明少年”为主题的活动，命名“林森
火班”、重建“森火图书室”、创建“林森火纪念室”、设
立“森火光荣座位”、雕塑林森火全身像等。

1996年，坎门中心小学被正式命名为玉环县（现
玉环市）林森火小学。

玉环市林森火小学校长章文剑介绍，学校以“林
森火后代在行动”为核心，深入开展“12345”德育工
程，即围绕一个主题，紧扣两个日子，依托三大载体，

推进四项评比，开展五大活动，让英雄事迹深入人心。
“‘林森火后代在行动’是学校深入推进立德树人工作
的主题，各种各样的德育活动，都围绕这一主题加以
深化。”章文剑说。

从2005年起，玉环市林森火小学将每年的11月
20日定为“德育主题教育活动日”，发挥这一活动日
和清明节祭扫日的育人感染力，教育引导学生缅怀
革命先烈，继承英雄遗志。

学校还依托一书（《少年英雄林森火》）、一剧（电
视剧《大海与少年》）、一馆（少年英雄林森火纪念馆）
三大载体，开展演讲、绘画、儿童剧等多形式活动；通
过四项评比，将学生分成“达标中队”“文明中队”“英
雄中队”和“林森火中队”，走出校园，组织参与当地
的公益行动；打造“五十百千”工程，用五年时间，开
展十大系列森火活动，评选一百位森火好少年，颁发
一千枚森火金奖章。

在“12345”德育工程的基础上，学校利用教育阵
地挖掘新的活动方式，通过研学旅行、安全体验、社
会公益、社区角色等实践研学活动，让学生“在研究
中学习、在学习中旅行”。该校还将红色教育引入课
程，选择红色教育素材开展教学；邀请30多年来热心
助学帮困的郭口顺、浙江教育年度新闻人物郑青岳
等走进校园，担任编外“辅导员”，让学生们感受红色
精神的魅力。

少
年
英
雄
林
森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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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向参观者介绍林森火纪念馆里的陈列品。在校园里在校园里，，少年英雄林森火纪念馆很是引人注目少年英雄林森火纪念馆很是引人注目。。

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营史馆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营史馆。。

玉环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

女民兵为访客讲述民兵营经历的重大事件。

女民兵在日常训练中。

84岁的李其凤（中）讲述女子民兵班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