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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刘英和红军挺进师战斗在台州的故事①

李兆建/文
1934年 6月，第五次反“围剿”已苦苦作战近一

年，中央苏区的形势严重恶化。为了掩护红军主力战
略转移，中央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
队”朝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出动。7月初，由寻淮洲任
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
政治部主任的红七军团踏上了战斗征程。

1934 年 7 月 7 日晚，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
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县出发，经过福建长汀
县、连城县、永安县 (今永安市)境，攻克了大田县
城，然后经尤溪县以东，进至闽中。7月底，红七军
团渡过闽江，占领古田县黄田。红七军团进占黄
田后，遵照原定计划，应该经浙江庆元县、遂昌县
北上，直趋皖南。当红七军团先头部队刚到达古
田县谷口时，7 月 30 日，博古、李德突然电令红七
军团转兵东进，相机袭取福州。

红七军团突然之间剑指福州，令蒋介石震惊。
蒋介石急忙电令国民党各路兵马驰援。国民党“围
剿”部队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连忙赶到福州督战。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城墙高大，工事坚固，敌军防
守力量强大，武器精良。红七军团只有六千余人，
三千余支枪，又无攻城器材，此仗敌我力量对比悬
殊。红七军团于 8 月 7 日深夜发起攻城，战斗持续
到第二天下午。敌人据险而守，并出动飞机进行轮
番轰炸、扫射。红七军团根本无法继续战斗下去，
只能虚晃一枪，快速脱离战区。8月中旬，红七军团
进入闽东游击区，与当地的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
得到了短暂休整。

8 月 28 日，红七军团向浙江庆元县城挺进。
国民党庆元县县长张致远闻讯，急忙派保安队
防守县城附近的周墩。粟裕经过侦察分析，以一
个连的兵力猛攻敌人碉堡，守敌四散溃逃，红七
军团顺利进入庆元县城。这时，国民党浙江省保
安处处长俞济时自知浙西南兵力单薄，请求蒋
介石将驻守福建浦城县的浙江省保安第三团调
回庆元县，与浙江省丽水县 (今丽水市 )保安警察
大队、庆元县保安团会合，企图夺回庆元县城。
当天下午，红七军团主力在庆元县竹口镇北面
的瓦窑山与浙江保安三团这三股敌人相遇。经
过激战，红七军团打垮了敌人的阻截，歼灭浙江
保安三团大部。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于 9 月 4
日报道了这次战斗情况。

9月 10日，中央和中革军委电令北上抗日先遣
队继续执行北上任务。于是，红七军团北上向浙江
省江山县（今江山市）二十八都镇行进，占领了江山
县清湖镇，消灭浙江保安团一个营，并袭破常山县
城，直逼遂安县城。9月 17日，红七军团进军至浙江
常山县芳村一带。这时，国民党军调兵遣将，企图将
红七军团围歼在浙西地区。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第
四十九师、浙江省保安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加紧追
击，并将王耀武的国民党补充第一旅、第七师第二
十旅从江西省调到浙江省参战。

1934年10月1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离开江
西瑞金的中央苏区，开始了长征。长征途中，10月15
日、21日，博古、李德两次致电指令，要求红七军团转
移到闽浙赣苏区休整。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等领导
创建的革命根据地。10月下旬，红七军团进至闽浙赣
苏区，在赣东北德兴县(今德兴市)重溪地区同红十军
会合，受到了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和苏
区人民的亲切慰问。

11 月 4 日，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七军团
与闽浙赣苏区红十军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
十军团，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任军团长，
乐少华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十九师、第二十师、
第二十一师。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寻淮洲
任师长；红十军主力改编为第二十师，刘畴西兼
师长，乐少华兼政治委员。中革军委还决定，闽
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兼任闽浙赣军区
司令员，曾洪易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
赣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刘
英任闽浙赣军区政治部主任。稍后，以原红十军
一部和当地地方武装组建为第二十一师，胡天
桃任师长。红十军团成立后，继续担负北上抗日
先遣队的任务。（未完待续）

北上抗日先遣队
转战闽浙赣（上）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将领中，粟裕位列
十大将之首。粟裕的人生富有传奇色彩。他从
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队伍，没有上过军校，
却在战争中磨练出神奇的军事指挥本领。他一
生历经无数次生死考验，百战成将，成为人民
军队中的一位优秀高级将领，创造了许多在军
事史上堪称经典的战例。毛泽东称赞他是“最
会带兵打仗的人”。

刘英 1905 年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县。1929 年 4
月参加红军时，就立下了“赤心献革命，决然无返
顾”的铮铮誓言。1934 年 7 月，刘英任中国工农红
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1935 年任红军挺
进师政治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边省
委书记。1938 年任浙江省委书记。1942 年 5 月，刘
英被敌人枪杀在浙江永康方岩。毛泽东主席在刘
英牺牲后曾深情地说：“刘英为人民而牺牲，人民
就会永远纪念他。”

1935年至1937年间，粟裕和刘英一起率领红军
挺进师一千多名战士，转战于浙江西南部山区和浙
南地区，与几十万的敌人“清剿”部队周旋于莽莽大
山之中，创建了浙西南根据地和浙南根据地。

粟裕率领的红军挺进师四进仙居，三过天台，横
穿临海,进袭黄岩,转战台州，在台州大地上播下了革
命的火种。粟裕和红军挺进师在浙南的三年游击战
争中，留下了许多传奇的故事。

本报记者卢珍珍

说起路桥，人们会想到路桥小商
品批发市场。吃苦又勇于创新的路桥
人，血液里流淌着一股闯劲，形成了
特有的地域性格。走进路桥蓬街镇筑
塘博物馆，你可能会追溯到这种性格
的源头。巧的是，路桥此次推出的建
设创新之旅，景点全都散落在蓬街各
个角落，花一天时间，500 年的筑塘历
史、中国汽车梦想起航之地、非遗布
贴画、镇东村特色农业景观观光休闲
基地，都能游个尽兴。

路桥背山临海，海岸线漫长。
明清时期，沿海地区海溢时有发

生，居民溺死无数，良田遭受海水侵
吞。为抵御海水侵蚀，自明弘治年间，
当地居民便趁严冬小水潮，筑塘保卫
家园，一代代筑塘人用最简陋的工具，
围海造田，共筑海塘 14道，围垦陆域面
积 44.5平方公里。

筑塘博物馆展示的，就是 500多年
的筑塘文化。它位于蓬街镇入镇口向北
150米处，是集文献资料、摄影图片、实
物展陈于一体的展馆。

扁锹、三角担、溜管、竹簾，每个实物
和图片资料，会在你的脑海里一帧帧还
原当时的筑塘场景。冬天，迎着海风，脚
踩塘泥，筑塘人用泥弓取泥，泥弓入土三
尺深，锯起河泥百斤重，随后，人们排起
长队用溜板和溜管配合传递湿软的泥
土。在每种简易工具和详实图片资料前，
你会发现，每一道海塘都凝结了筑塘人
的智慧和血汗。

筑塘的历史是凝重的，游完筑塘博

物馆，你可以去趟小伍份村，那里的气氛
轻松一些。小伍份村，因最先有五户人家
到此地落户，聚集成村而得名。

在小伍份村有一处红旗粮仓，过去，
它就是一个储存粮食的仓库，现在，它里
面隐藏着一个非遗布贴画传习所。

不同色彩的布块，剪剪缝缝再拼
贴，便成了耳环、画、钥匙扣。冬日，女
孩们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在暖阳中，在
音乐的律动中，在传习所里体验、交流
布贴画。

体验过布贴画，穿过简约风走廊，走
进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工业展厅，你就能
触摸到小镇的工业发展肌理。如果带上
小孩，这里趣味科技馆绝对值得你再停
留一会。

在蓬街逛过一段时间，你会感受到，这
条建设创新之旅，在说过去，也在道未来。

蓬街的筑塘文化，是当地人勇于拼
搏和创新的蓝本，但它的未来，则需要当
地工业一同书写。去过蓬街的人，都会说
起吉利汽车小镇，它是首批省级特色小
镇名单中唯一的汽车小镇，是汽车文化
的体验地。在这里，你能大概了解到，路
桥人的汽车梦，是如何走向世界的。游客
若要前往需注意，今年 10月份，路桥工
厂改称为“沃尔沃汽车台州工厂”，导航
设置地点时不要弄错。

除了工业氛围，想要体验乡村旅游，
还是得来镇东村，一个省 3A 级景区村
庄。镇东村打造的“农业+文旅+居住”的
新田园主义建设模式，为乡村振兴提供
了产业支撑。

我对镇东村的初级印象，来自于一
张网红照片。照片里，在一片粉色的花海

中，一条木栈道蜿蜒通向远方，画面的中
心，一袭红色外衣头戴斗笠的女子，置身
花海。虽未与其谋面，但画面所营造的美
感，足以勾起网友的好奇心去奔赴镇东
村，去看个究竟。

去到现场你才会发现，花海只是镇
东村的一部分。开发 6万平方米核心区
块的花海，打造的集赏花休闲、特色美
食、科普观光、婚纱摄影、儿童游乐园于
一体的漫花庄园，在不同时节，总会有不
同的惊喜。

当你身处镇东村，2000 平方米的
村庄墙绘，会拓展你游览的时间与空
间。在冬日，你依旧能观赏到成片向日

葵摇曳在风中，你看，绿色的水杉排成
排，木船停泊在河道中，当黄昏的落日
打在墙体上，静谧的乡村风光，会让你
心头一暖。喜欢凹造型的女子，总能在
大色块的墙绘上，找到一处拍照的好
地方。可爱风、搞笑风，一处背景便是
一个主题。

镇东村的夜晚，是另一番模样。若是
碰上举办大型3D光影艺术节，你印象中
的镇东村将会在大脑中格式化，你所体
验到的，是一个全新的视觉享受。不同色
彩的小夜灯所营造的光影，发掘出镇东
村不同的魅力。游人漫步其中，头顶是星
光璀璨，眼前则是梦幻光影。

路桥·建设创新之旅：筑塘博物馆-小伍份村-亚欧工厂（现沃尔沃汽车台州工厂）-镇东村

传筑塘文化，走创新之路

本报记者王佳丽文/摄
义城港，是灵江第二大支流。
临海江南街道上江村，位于义城港

的下游。上江村以“水”为媒，描绘了一幅
宜居宜养的田园风光图；以“花”为媒，走
上了一条朝气蓬勃的旅游致富路。

2013年，百花园进驻上江村，这里
鲜花盛开：郁金香、马鞭草、波斯菊、紫荆
花……游人春赏牡丹，夏来消暑，各类鲜
花轮番登场，上演四季锦绣缤纷。不过，
花朵的意义，不仅仅是美丽，它还给村庄
带来了发展新机。

2017年，百花园成功创建国家3A级
旅游景区。近几年，百花园朝着文旅综合
体方向推进，通过升级改造，规划出萌宠
乐园、农耕乐园、美食广场等项目，丰富
了景区内游玩观赏项目。景区逐渐扩大
的知名度吸引来越来越多的游人，上江
村村民做起休闲旅游生意，开民宿，开餐
饮店，在“家门口”当起了老板。

冬风起，跟着义城港清冽的水一路
向东北，河水平稳地注入灵江。而在江的
对岸，另一条灵江的支流——逆溪，也正
奔流而来。

逆溪，发源于小芝镇大罗山。逆溪的
水自东向西流淌，缓缓流经牛头山水库
和灵湖景区，最终也汇入灵江。

牛头山水库的修建，和临海曾长期
遭受水患之难有关。水库修建之后，435
米的坝宽驯服了这片水域，只留下一波
平静和美丽风光。

青峦叠嶂，绿水悠悠，牛头山水库有
望海尖、箸龙坑、卧龙潭、龙粼间、虎头岩
等景点。在水库的上游，还有一片片红杉
林：八岭、毛山洋、杨岙，在这个季节，美
得而不自知。

水库下有一牛头山村，是个移民村。
1979年，因水库建设需要，村民从水库
坝脚搬至后山脚下。2008年，牛头山村
又搬至鼠岙村边上，村里修建起一幢幢
崭新的楼房。

近年来，牛头山村依靠水库资源和
绿水青山的自然环境，发展民宿产业，做
起旅游生意。

环境清幽的村子，绝对是逃离城
市、休闲放松和感受自然的好地方。步
行在水边栈道上，杨柳依依，草木茵茵，
鬼针草的花偶有点缀，枸骨的果实红得
鲜艳，呼吸一口养肺的新鲜空气，只感
觉心旷神怡。

从牛头山村出发，继续向东北方
向行进，便会遇到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村——岭根村。

村落聚集，烟火升起，就会生出一个
个故事。

关于岭根村的过去与现在，还要
从 700 多年前、王皡举家迁至岭根说
起。接下来的几百年间，王氏宗族在此
繁衍生息。

从王皡之后，岭根王氏便以躬耕苦
读传家，不少人考取了功名。而让这个村
庄更加大放异彩的，则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清朝中期，这里出了
一位 141岁的大寿星王世芳。王世芳学
武出生，16岁开始刻苦读书，到中年考
上临海县学，80岁高龄被选为贡生。在
90多岁时，老人参加了由乾隆皇帝举行
的“千叟宴”，乾隆皇帝还赐他牌匾和在
岭根村外王村口立“香山九老”牌坊的资
格。可惜，牌坊古迹已经被毁，如今的这
个牌坊，是岭根村村民后来重建的。

另一件事，便是岭根村出了 7位将
军，这也是岭根村被叫做“将军村”的由
来。清末至民国末年，中华大地山河破
碎，风雨飘摇，从这个小小村庄走出的王
氏子弟投身革命，书写了岭根王氏历史
上的鼎盛时期。这些人之中，有投身革命
的辛亥革命志士王文庆，有参加过抗战
的国民党将领王纶和王萼，也有潜伏敌
后的王梦之夫妇。

村子还保留着一些清代、民国时
期的建筑，王文庆故居、王梦之旧居，
王宜斋、王素常故居等几个将官故居
保存较为完好。行走在古村之中，窄
巷、墙弄、黛瓦、天井、坊亭……一切
都是那么古朴幽静。站在石墙旁，仿
佛还能看见曾经的人们在巷子中穿行
的场景，在那些无数个泛起薄雾的清
晨，从这里走出的岭根王氏子弟，走
过青石铺地的小巷，走过村旁的三孔
石拱桥，走向远方。

临海是一座山水名城。山川秀美疏
朗，水道蜿蜒密集，穿城而过的灵江是这
座城市的灵魂，一条条从高山峡谷奔流
而出的溪流就是灵江的血液。

无数条溪流脉络相生，串联起无
数个村庄，村庄升起无数个烟火，烟
火带出无数个故事。这些故事，有关
于灿烂的过去，有关于美好的明天，
一齐涌入灵江，也造就了这座城市的
独特气质。

临海·绿水青山之旅：上江村-牛头山村-岭根村

择山而就，因水而居

本报讯（记者诸葛晨晨）11 月 16 日，
“温润之州山海有情”——2021龙湾·苍南
文旅（台州）联合推介活动在椒江举行。台
州市、温州市文旅部门相关负责人，台州旅
行社、景区、酒店行业代表，苍南县、龙湾区
两地参展商、旅行社代表等参加活动。

温州市龙湾区和苍南县位于浙江的最
南端，兼得山海美景和历史人文的区位优

势和资源优势。龙湾拥有山海古堡等特色
文化旅游资源，苍南则由一条168.8公里的
黄金海岸线串联起渔村古城风光。

台州与温州两地毗邻，作为兄弟城市，
台州不仅是温州旅游的重要客源地，同时
也是温州游客所喜爱的旅游目的地。随着
长三角一体化加速，两地联系更为密切，合
作交流也更加频繁。

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人表
示，此次苍南与龙湾携手走进台州，希望三方
能够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特别是台州和温
州旅行社能够深度对接，互送客源，进一步提
升两大城市的山海旅游资源的影响力。

现场，龙湾区和苍南县通过特色产品
推介、特色美食品尝、民俗文化展演等形
式，集中展示了两县区近年的文旅发展成

果，引起台州各大旅行社的关注和兴趣。
“温润之州 山海有情”台州人冬游温州活
动也正式启动，并针对台州市场发布了龙
湾·苍南冬日暖阳山海游、冬日文化休闲游
两条定制线路。

会上，龙湾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苍南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和台州旅行
社协会三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2021龙湾·苍南文旅联合推介活动走进台州

共建山海协作提升旅游影响力

去台州乡村，寻找别样风景

王纶故居王纶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