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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作为文旅领域新兴内容，露营产业异军
突起。同样，在台州，露营基地及装备市场迅速发展，
且催生出一种“精致露营”新模式。该模式汲取了“帐
篷+酒店”的优势，满足旅行者近距离接触大自然的
需求，同时提供精致露营场景，对于户外“小白”群体
来说极其友好。

嗅到商机的台州创业者也闻风而动，在各地打
造出多样化的精致露营基地。近日，记者走访了临
海市括苍山蜂巢露营基地、玉环市鸡山乡知野之
也·帐篷营地、天台县平桥镇峇溪村云涧露营基地，
一探究竟。

旅游需求升级新体现

临海括苍山是我市最早发展露营基地的景区之
一。在刚刚举行的 2021年浙江省第十届运动休闲旅
游节上，临海括苍山蜂巢露营基地入围“2021浙江十
佳露营地”。其山顶风车、夏夜星空、日出云海等独特
景观，再加上括苍山山地车赛、柴古唐斯越野赛、星
空帐篷音乐节等大型活动造势，每年都会迎来一批
又一批的户外爱好者登上山顶“扎营”。

括苍山蜂巢露营基地负责人陈平于 2015年创
业，最先在山顶经营农家乐“云顶山庄”。自2016年开
始，他先后引入露营小木屋、野奢帐篷，使“精致露
营”成为括苍露营新选择。

“现在的露营，可不是简单的帐篷搭配睡袋。”陈
平告诉记者，露营基地早已打破简陋的传统帐篷，在
基地小木屋内，配有照明、墙暖、充电接口等日常设
备，实现WiFi覆盖。陈平认为，精致露营的新兴是大
众旅游消费需求升级的体现，旅行者需要的不仅是
到此一游，更要有旅途中独一无二的体验。

今年五一假期，位于玉环鸡山的“知野之也”帐
篷营地正式对外营业。借着流量平台的推波助澜，鸡
山岛的海景、精致的高端帐篷，吸引众多年轻消费者
来此打卡。

“知野之也”负责人是 80后鸡山乡人陈麒宇。他
一直关注家乡文旅产业，曾参与投资岛上“漫野奢
屿”民宿项目。作为年轻旅游从业者，陈麒宇一直热
衷尝试新的旅游产品。去年，他开始关注新兴的露营
市场，“大众旅游热衷寻求新的城市周边玩法，露营

成为释放旅游需求的新渠道”。
去年，在鸡山岛火车村考察期间，陈麒宇发现了

一块占地约6亩的草坪公园。在当地相关部门的支持
下，他包下部分空地，联合有着资深民宿管理经验的
丁城辉开办帐篷营地。陈麒宇介绍，“知野之也”现有
10顶野奢帐篷，目前接待反响不错，周末、节假日均
是预订爆满的状态。

帐篷里的舒适体验

今年五一假期，28岁的杭州人伟伟和朋友第一
次来玉环鸡山岛度假，她是在小红书刷到鸡山乡“知
野之也”帐篷营地的。9月，她又来到鸡山岛，再次入
住“知野之也”。一顶野奢帐篷，住宿一晚费用为1300
元，但她觉得挺值。

伟伟热衷户外运动，喜欢近距离接触大自然，她
坦言，以前自带帐篷在外露营，体验感并不舒服。“知
野之也”的帐篷体验感，完全颠覆了她的印象，“可以
免去前期准备户外设备以及搭帐篷的时间，这对于

露营小白来说真的太友好了。”
在采访中，多家露营营地负责人提到的“野奢帐

篷”，其实是一种新兴露营产品，类似户外版的民宿，
内部配齐设施，客人可直接拎包入住。

“知野之也”帐篷营地店长丁城辉介绍，营地前
期投资超过 100万元，主要用在打造露营场景上，包
括租赁场地、购置酒店帐篷、通水通电、增设专业户
外设备和配套设施等。“把舒适的现代居住体验搬进
帐篷。‘精致露营’击中传统露营方式的痛点，可以让
户外体验者获得更加舒适的露营体验。”

除了住宿单元，露营地还开发出其他产品，既能
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又是增加收入的一种途径。

天台县平桥镇峇溪村，是国家森林村庄、浙江省
3A级景区村庄、省级美丽乡村特色村。去年，峇溪村
再度跃升为台州新晋的网红打卡地——该村依托优
越的峡谷资源，成功招商引资建设户外拓展营地，开
发了飞腾峡漂流、云涧露营基地项目。

峇溪村党支部书记王林辉介绍，一期营地搭建
了 10顶野奢帐篷，停车场、卫生间等配套设施完善。
住客们还可以在帐外公区办篝火晚会、看露天电影，
村里的厨师团队提供烤全羊等餐饮服务。目前，露营
基地以接待公司团建居多，“基地大大提高峇溪村的
接待能力，我们准备明年在露营产业加大投入。”

市场的无限可能

在采访中，露营基地负责人也反映，相比酒店、
民宿，露营市场尚不成熟，且发展约束力多。

比如，关于露营市场的可盈利性。括苍山旅游每
年旺季为5月至10月初，鸡山岛旅游旺季则为4月至
11月，高峰期集中在暑期和重大节假日，季节、天气
等自然因素都会影响正常运营，都是约束其盈利能
力的不可抗力因素。不过，好在帐篷灵活性强，运营
者可以根据客流量的不同，不断调整产品组合。

另外，关于露营营地的“准入门槛”，括苍山蜂巢
露营基地负责人陈平一直有一个顾虑，就是建设露
营营地，首先要确定土地性质是否符合要求，但目
前，在我国并没有与此相关的明确政策规定。“因此，
当下的露营市场并不能像民宿和酒店那样实现标准
化建设。”陈平说，这需要相关部门进一步关注，出台
更多的政策和规定，规范并扶持露营产业的发展。

当然，台州各地已经多方发力，为提升景区接待
能力营造氛围。比如，玉环市提出了“至少来一次，最
少住一晚”的景区建设愿望；临海市括苍镇则以美丽
城镇创建等重点项目为契机，深入挖掘括苍的特色
产业，引领沉浸式文旅新风尚，助推括苍山“浙江省
十大文化名山”建设。 （图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是一顶帐篷，也是一个“酒店”

台州露营市场，传统向时尚“变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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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心元与红十三军第二师的故事⑤

李兆建/文
1930 年 9 月上旬，红十三军政治部主任陈文杰率

红一团攻打永嘉瓯渠后，留在上董养伤，被叛徒出卖，
20 日在温州遭杀害。红十三军军部的核心领导遭到严
重的削弱。

为了整顿和加强对浙南红军的领导，10月 19日，潘心
元被党中央任命为红十三军政委，再次来到浙南。潘心元通
过地下联络站找到浙南特委书记王国桢。浙南特委召开紧
急会议，贯彻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分析浙南的革命
斗争形势，并决定首先由台属红军，即红十三军第二师会合
黄岩、临海等地的游击队，夺取玉环、温岭、黄岩等县的胜
利，以冲破国民党的“围剿”态势，迅速改变浙南地区斗争的
被动局面，全面恢复红十三军。

会后，潘心元派人联络雷高升和戴元谱部队，但雷高升
所率红一团一部在战斗中损失惨重，青田籍红军战士大部
走散。除一部分红军战士坚持战斗外，其余则分散隐蔽，埋
好武器，待机再起。潘心元决定联络有生力量，再振红十三
军。当他得知红十三军第二师尚保存着相当实力，立即派员
前往温岭坞根联络。

11月 5日至 8日，浙南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并改组特
委。由石瑞芳任代理特委书记。潘心元出席会议，听取了各
县武装力量情况的汇报。会后，他到黄岩西乡葡萄坑，整顿
戴元谱领导的葡萄坑游击队。

11月中旬，潘心元和杨敬燮、张侃来到温岭坞根，找到
红二师负责人柳苦民，听取了柳苦民关于红十三军第二师
现状的汇报。他了解到红二师目前存在军心涣散、领导层力
量薄弱等问题后，决定下力气整顿好这支红十三军的有生
力量。潘心元在温岭坞根住下，分别找红二师各级负责人谈
话，初步掌握了红二师领导层的思想动态。随后，他召开中
层以上干部会议，强调了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的纪律，达到
了统一思想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再召开全体指战员会议，
进行党纪、军纪教育。通过这一系列整顿教育，红二师干部
战士的思想重新开始凝聚起来。

为了帮助红二师搞好整顿，全力肩负起党交给的战
斗任务，11 月下旬，潘心元与杨敬燮（化名张云）来到了
苔山岛。

潘心元与杨敬燮到达苔山岛后，立即开展了细致的群
众工作。在潘心元的积极工作下，红二师在苔山岛上纪律
严明，秋毫无犯，深受岛上群众的赞扬，战斗力也有了很大
的提高。同时，他还亲自创办夜校，教农渔民们识字学文
化，教唱“共产歌”，讲述革命道理。由于潘心元和杨敬燮平
时待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因此，岛上群众都亲热地叫他
们为“潘先生”“张先生”。岛上的群众还组织十八艘船只随
时由红军调遣。

12 月初，潘心元接到浙南特委通知要去温州开会。
这一天，潘心元告别苔山岛上的红军指战员，准备乘坐
渔民的卷底船前往温州。当时，红二师的一名战士与他
同行。不料，有人向国民党当局告密。当潘心元乘坐的卷
底船驶到九眼港洋面，准备换乘另一艘来自外塘的货
船，再坐货船到温州时，这艘外塘货船的船舱里突然冲
出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浙江省保安队人马，他们二话
没说，没等潘心元站稳脚跟，就左右一架，将他反绑。在
没有任何审讯的情况下，国民党省保安队命令外塘货船
驶抵九眼港对岸的芦浦分水山，将潘心元就地枪杀。潘
心元壮烈牺牲，年仅 27岁。潘心元牺牲后，红二师领导派
苔山岛上的渔民冒着危险运回了他的遗体，并在苔山岛
召开了追悼会，将他安葬在苔山岛上的最高处。党中央
发了悼念文章，并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为潘心元秘密举行
了一个小型追悼会。1945 年，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将潘心元的名字写进了中
国革命英名录。

潘心元是在台州牺牲的红军最高领导人。他的壮烈牺
牲，是红十三军的巨大损失。红十三军第二师自此出现了重
大的转折。由于台州红军处在初创时期，红十三军第二师队
伍中暴露出严重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一些混入红军队
伍的地痞，经常违反红军的纪律，借红军的名义进行敲诈勒
索，强抢民女。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师长柳苦民，对这些行
为十分痛恨，一经发现就严肃处理，轻则开除，重则处决。为
此，有过劣迹的程声梓（特务队小队长，后叛变，1948年被
浙南游击队处决）多次在特务队队长程小林面前搬弄是非，
挑拨红二师领导人之间的矛盾。

1930年 12月 12日，一场蓄谋已久的杀害红二师负责
人柳苦民的事件发生了。这天上午，程声梓设下圈套，叫了
一帮人聚集在坞根上街一家农户里赌博，自己去坞根里港
把柳苦民骗来。那天，柳苦民的警卫员柳正标生病在家，不
在他身边。柳苦民带着一名号兵与程声梓一起来到坞根上
街，刚进入那家农户，就被后面的程声梓开枪打死，紧接着
一阵乱枪，把号兵也打死了。待程顺昌、赵裕平、叶勉秀等闻
讯赶来，柳苦民已经倒在血泊之中。程声梓等人谎报枪械走
火误伤，以此掩盖事实真相。当时，红二师师部有的领导人
对此存疑，但因斗争环境复杂，也未作查究。这就是震惊浙
南红军的“坞根街头事件”。

柳苦民的牺牲，使红十三军第二师失去了一位坚强
刚正的领导人，使红二师失去了主心骨。潘心元、柳苦民
的相继遇害，使红二师士气低落。红二师也开始从强盛
渐趋衰败。

之后，红十三军第二师余部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先
后经过温州夺轮战斗、激战陡门头、劈监越狱、关帝庙突
围、杨柳坑海面遭遇战等数十次大小战斗，一直坚持战斗
到 1936 年。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叶勉秀、程顺昌、陈洪
法、赵裕平、应保寿、雷高升、金永洪等一批台州红军指战
员都壮烈牺牲。

红十三军是台州地方党组织和红军历史上最为可歌
可泣的英雄篇章。潘心元烈士是在台州大地上牺牲的红
军最高级别将领。在艰难的斗争岁月中，潘心元烈士和
红十三军牺牲的将士们，他们怀着无比坚定的信仰，怀
着追求国家强盛、民族解放的理想信念，不惜牺牲自己
的宝贵生命，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他们对革命事业忠
心耿耿，出生入死，浴血奋战，铮铮铁骨，凛凛正气。他们
的英雄业绩和革命精神，像巍巍的丰碑，永远屹立在台
州人民心中。

潘心元和红十三军
第二师的悲壮历程

本报记者吴世渊

台州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古代文学教授李建
军，是四川省大竹县人。2007年，他在四川大学念完
博士，就来到台州学院，任教至今。

14年的工作、生活经历，令他融入了台州。比方
说，他的饮食口味，从无辣不欢，到偏爱清淡。

安居台州容易，要对台州建立文化上的认同
感，却非易事。李建军说起台州的山水、名人、典故，
如数家珍，除需学问功底，也表明他对于这座城市
的自然与人文，发自内心地热爱。

学者们的认同感，多从书中获得。对李建军而
言，点校《民国台州府志》，是他更深度了解台州的
一次契机。

《民国台州府志》，由喻长霖等人编纂，是一部
涵盖台州地区（民国时台州含临海、黄岩、仙居、天
台、宁海、太平六县）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社会等
内容的地方志。

2012年，《民国台州府志》整理与研究项目启
动。台州文献丛书古籍编辑部的胡正武、徐三见、楼
波、李建军等四位专家，花了两年时间，完成了这套

“大部头”的点校工作。
李建军负责点校《山水略》《水利略》《建置略》

《祠祀略》《学校略》《武备略》等六部分，约70万字。
通过点校《山水略》，李建军得以了解台州主要

的山脉和水域。一些山，起于何处，经过何地，最后
在哪里分水，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他还去现场进

行勘探。这过程中，他才领略到“台州有山、有海、有
水，雄奇且秀美”，正如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所
说，是“围在海外的另一乾坤”。

《建置略》《祠祀略》《学校略》等，藏有台州历史
文化的一个个侧面。历史上，台州的中心曾在章安，
隋唐以降，慢慢转移至临海。台州人自古以来，就崇
敬英雄，崇敬祖先。各个朝代供奉的英雄各不相同，
则表明了民间信仰的变迁。台州的文教，始于唐代
的郑虔，到宋代时，有上蔡书院、樊川书院、桐江书
院等，读书风气兴盛一时。

《武备略》中，详细讲述了明代时，为了抵御倭
寇侵扰，戚继光在台州修筑卫城、卫所等海防设施，
并九战九捷，给予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重重一击。
可以说，戚继光在台州人心目中，是战神一般的人
物，台州也是他的发迹地、成名地。

与台州结下不解之缘的，除了戚继光，还有朱
熹——这是李建军在点校《水利略》时发现的。

《水利略》有介绍金清闸的片段，说“原黄岩四
十七都金清埭，朱子议建闸”。

原来，在宋淳熙九年（1182），朱熹任提举两
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相当于分管民政的副省
长），往台州黄岩赈灾。当时，黄岩旧河泾堰闸多
有废坏，水利失修，粮食产量受严重影响。考察灾
情后，他认为，当前紧要事是修闸，此事直接关系
农业收成。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朱熹说，“惟水利修，则黄
岩可无水旱之灾；黄岩熟，则台州可无饥馑之苦。”

经过一番努力，朝廷同意支付二万贯，用于台
州水利建设资金。朱熹还确定了林鼐和蔡镐，作为
修闸的主持人选。

可惜，朱熹没能见到金清闸的竣工，就调任江西。
这项工程，是他的后任官员句龙昌泰主持完成的。

事实上，除了兴修水利，朱熹还在台州讲学授
徒、整顿吏治，做了许多好事。史书记载，“晦翁传道
江南，而台特盛”，晦翁，即朱熹晚年的号。

“点校的过程，是个知新的过程。”李建军说，尽管
点校工作很辛苦，但获得新的知识，总是很愉悦的。

（本文配图由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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