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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革命老区巡礼

在那段风起云涌的抗敌岁月中，
溪后村村民们众志成城，掩护了许多
地下党同志逃离敌人的抓捕，先后有
77 位村民参加了革命斗争。至今，还
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斗争故事。

1940 年春，溪后村党支部成立，
楼茂清任村党支部书记，这是义北地
区第一个党支部。第二年冬，溪后村成
立抗日自卫队。1942 年夏，楼茂清等
自卫队员在蜈蚣形抓到一个日本鬼
子，在山枝坞塘里处决。

1943 年，楼茂清加入坚勇大队。
同年8月21日夜里，溪后村自卫队参
加严州中队攻打楂林伪军碉堡，首战
告捷。“陆军坚勇大队”在溪后祠堂宣
告成立。

同年11月25日，为了壮大坚勇大
队的武装力量，楼茂清冒着生命危险，
千方百计与已经打入日军内部的义乌
警察局朱桂基同志联系，密议截取武
器的措施和方法。不料，在归途中被王
升部队情报组长金和尚发现，抓捕后
关在苏溪火车站日军宪兵队。他受尽
酷刑，宁死不屈，在苏溪火车站后面的
马丁山背一口小池塘里，被日军杀害，
英年24岁。

“老辈们说，楼茂清被刺了很多
刀，丢进池塘里，池塘里的水全都染红
了，他还在挣扎抽搐……”楼正有说。

傅关美是坚勇大队的通信员，
2006 年离世。生前，她曾多次与家人
谈起那段与敌人周旋的故事。

1944 年春，她奉坚勇大队之命，
把信件送至苏溪镇的有关人员手中。
在行至新新工作片的某一山坡时，远

远看见日本鬼子正从前方走过来。开
始她想隐藏起来，但已来不及了。既然
已被看见，跑显然不行，于是她连忙走
到一凹处，趁鬼子还未赶到，立即把密
信埋在地下，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向
前走。这时，鬼子已飞快地赶到跟前，
一路吆喝。傅关美坚持说自己是走亲
戚的。鬼子不相信，开始搜身，但没有
发现可疑之处，只得放她走。

为坚勇大队送信的时间一长，这
样的经历就多了起来。外出送信时，除
了遇上日本鬼子，更多的是被特务大
队抓住。为了隐蔽，傅关美往往把密信
用针线缝在鞋内。有一次，党组织又派
她去送信。她一手抱着小孩，一手挎着
一个包袱，悄然出发了。谁知走到半路
上，就遇到了特务大队。他们厉声问：

“你是干什么的？到哪里去？”“到娘家
去。”傅关美不慌不忙地回答。他们打
开傅关美的包裹，没发现可疑之处，就
开始搜身，连小孩身上的衣服也解开
搜查，结果仍一无所获。

纪念馆内，“楼茂清、楼西山、楼德
昌、楼恒钱、楼勤生……”77个名字列
在“红色战士”一栏中，仿佛在静静地
述说着背后那一段段硝烟中的往事。

纪念馆内还有这样一段“结束
语”：由诸暨、义乌、东阳三县边区组成
的诸义东这一段革命历史,前后四年多
时间，虽然经历革命斗争的时间不长，
但在内容上丰富多彩，在武装斗争上
卓有成效，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和国民党在农村的反动统治，直至抗
战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这在金华、
绍兴乃至浙江党史上都是一件大事。

流传
无数动人的斗争故事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通讯员 朱姣俊 文/摄

为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7月8日，稠城街道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携手义乌市吟诵协会举办“国学夏令营”开营
仪式，吸引24名小朋友到场参加活动。

据了解，此次为期16天的夏令营以“国学”为主题，根据
7-13岁儿童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进行课程设计。夏令营期间，
主办方以国学经典与文明礼仪为主要内容，通过诵读国学经
典，学礼、知礼、懂礼、用礼，让孩子们在感悟真理中提升文化
素养，在陶冶情操中感悟圣贤智慧。

活动伊始，工作人员宣读了夏令营期间的纪律要求，并为
参加活动的小朋友们统一发放服装。随后，工作人员组织孩子
们进行开营前的“破冰游戏”，用轮流自我介绍的方式引导孩
子们从相互认识，相互熟悉，到相互信任，亲密共处，增进了在
场所有人之间的认识与感情。

为建立起互助协作的团队意识，工作人员还安排抽签分
队成团，小组成员轮流当值日组长，为自己所在的小组取名，
制定“营规”，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
乎？”在国学讲堂上，孩子们拿着书本齐声诵读《论语》，个个聚
精会神，用心感受着传统国学文化的魅力，在国学经典的世界
里尽情遨游，郎朗的读书声不时回荡。

随后，老师还对文明礼仪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鼓
舞孩子们在追求理想、培养远大志向的同时，规范自身言
行，传承文明。“觉得自己表现优秀的小朋友举手！为什么
你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因为我觉得自己字写得不够好
看，但是我会继续努力。”在一问一答的互动中，孩子们对
社交礼仪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掌握，也让传统文化的种子
浸润了他们幼小的心灵。

“品味国学经典，传承文明礼仪。”主办方相关负责人
表示，希望通过举办此类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国学更
好地融入生活，让更多青少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
分，传递道德正能量，共筑精神家园。据了解，接下来，稠
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国学夏令营”将结合经典诵
读、诗词吟诵、传统礼仪和儿童茶艺等内容，通过课堂讲
座与多重体验活动的结合，使孩子们深切感受国学亘古
长青的智慧之光。

品味国学经典 传承文明礼仪

稠城街道
“国学夏令营”开营

▢ 全媒体记者 王月/文 吕斌/摄

7 月 8 日上午，由市委组织部（机关工委）、市委宣传部
指导，市文旅局、市文联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礼献英雄”暨“抗疫时光”义乌市疫情防控主题摄
影展在义乌市文化广场七墨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展出一
百余幅（组）入选作品，真实展现了抗疫期间涌现的感人故
事、“最美”瞬间及社会不断复苏的过程。此次展览将持续
至7月17日。

据悉，自市文化馆发出征集摄影作品号召后，收到了义乌
各界众多摄影爱好者的踊跃投稿，共收到摄影作品八百余幅
（组）作品，通过专家评审最终择优选取了其中的 100 余幅
（组）作品进行展出。展出的照片主要以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社会民生为主题，作品内容丰富，形式风格多样，展现了义乌
市摄影工作者及爱好者较好的创作水准。

其中一组名为《天使的眼睛》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摄影师
王洁介绍，这组照片摄于疫情期间浙大四院的负压病房，照片
中的9位人物都是负压病房的医护人员。有位出院患者曾说

“说星星很亮的人，那是没有见过病房里医护的眼睛”。全身的
防护服，能看到的只有眼睛，而这坚毅的眼神，就是抗击疫情
岁月里最大的希望、最大的力量。

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
年之际组织策划本次摄影展览活动，也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背景下对群众摄影艺术工作的一次阶段性总结，更是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摄影作品向党献礼，向奋战在一线的
英雄献礼。

市文化馆举办
“抗疫时光”疫情防控
主题摄影展

诸义东革命历史纪念馆:

三地边区人民用鲜血谱就一段革命篇章
▢ 左翠玉 文/摄

时光的转轮奔腾如斯，而掩
埋在诸(暨)义(乌)东(阳)三地边区
人民心头的那段红色岁月从未褪
色，一张张照片、一声声乡音、一
尊尊染满鲜血的身躯，每每念起，
依然让人热泪盈眶。

大陈镇溪后村有着悠久的革
命斗争史。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一
度成为义东北工委、诸义东县委、
义北区委驻地，是义北游击队坚
勇大队的诞生地，被称为“红色堡
垒村”，为义乌的抗日战争做出了
重大贡献。

诸义东革命历史纪念馆就坐
落在溪后村楼氏宗祠内，匾额由
浙江省老省长薛驹题写。2013年
开放后，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全国
各地新四军研究会成员的参观，
也是我市社会各界人士缅怀革命
先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
场所。

楼氏宗祠恢宏大气、古色古香，为
前后三进五开间两天井连一戏台、左
右两庑各 6 间组成的院落，占地面积
946平方米。祠堂内的墙壁上，挂满了
坚勇大队的各种英勇事迹。

“据资料记载，从 1943 年 8 月 21
日创建至1945年9月28日奉命北撤，
两年多时间里，坚勇大队历经大小战
斗30余次，推毁了4个伪军据点。除去
配合八大队和金萧支队主力部队作战
所取得的战果外，共击毙日军6人、伪
军7人，击伤日伪军30余人，俘获伪军
中队长以下90人，毙伤国民党军70多
人，俘获120多人。共缴获轻机枪5挺、
步枪200余支、各式短枪40余支、炸药
650余公斤及手榴弹、子弹、军毯等大
批军用物资。坚勇大队在战斗中不断
发展壮大，创建时只有 60 余人，除了
上调金萧支队主力两个中队外，北撤
时部队和地方党政干部还有 200 多
人。诸义东抗日根据地，面积约850平
方公里、人口约20万。”诸义东革命历
史纪念馆的负责人楼正有介绍说。

坚勇大队在日、伪、顽重重包围的
艰苦斗争环境中，浴血奋战，前仆后继，
留下了一段段动人心魄的传奇经历。

奇袭日军需库。
1943年10月的一个晚上，中共大

陈地下党支部书记郑有昌发现，大陈
日军临时军需库内，存有大量的军毯、
布匹和罐头等物资，只有2 个没有武
器的人看守。第二天晚上，坚勇大队大
队长陈福明派陈流中队长带领 30 多

名战士，组织溪后村民兵配合去劫取
这批物资。大家到达目的地后，把被窝
中的2 个管理员抓出来，用布塞住其
嘴巴，强迫交出钥匙打开各库房。然后
大家背的背，扛的扛，只用个把时辰，
不费一枪一弹，就把全部物资从鬼子
的眼皮底下弄到了手。当地群众听闻
后，无不拍手称奇。

智取飞凤山。
诸、义沦陷以后，日本鬼子在诸南

的飞凤山筑一碉堡，派8名伪军驻守。
这里是诸义交通要道，威胁很大。为了
拔掉这颗“钉子”，诸暨派魏伯英等 3
人、坚勇大队派对飞凤山情况最熟悉
的骆有成配合完成这个任务。

1944 年 2 月 20 日上午，4 人从宦
塘村集中出发。大家把短枪藏进棉衣
里，乔装侦察，发现碉堡防御松懈。4
人遂分头钻入碉堡前面的茶树林中，
猫着腰冲向碉堡。魏伯英首先缴下哨
兵的枪，其余3人飞快冲进敌堡，举着
枪高喊：“不许动，谁敢动就打死谁！”7
个伪军被突如其来的喊声吓坏，个个
呆若木鸡高喊饶命……4 个侦察兵，
逮住了8个汪伪兵，缴获了8支步枪。
消息传来，敌人闻风丧胆。

日军为了保护他们的铁路运输，
监视抗日部队的活动，在大陈、苏溪、
楂林三镇交叉的岭背村建了一座炮
台，派伪军一个分队驻守。这些伪军经
常出来敲诈老百姓，群众非常痛恨。
1944年5月的一天凌晨，战士们悄悄
地来到伪军碉堡四周埋伏，待机行动。
天快亮时，一个伪军炊事员打开碉堡
门出来挑水烧早饭，中队长陈雄趁机
率队一拥而入。战士黄勇迅速冲上炮
楼，缴下哨兵的枪。此时此刻，碉堡中
的伪军睡意正浓，毫无反应。陈雄大喝
一声“不许动！”十多支木壳枪一齐对
准伪军，十多个伪军吓得浑身发抖，不
敢动弹。

伪军分队长似乎不甘心被擒，想
抢枪反抗，迅速被制服。前后半个多小
时，抓获了伪军 14 人、还缴获了枪及
一批子弹。参加战斗的同志高兴地说：

“这次抓伪军真有趣，好比瓮中捉鳖，
手到擒来。”

还有“顺手牵羊”“痛歼朱顽”“激
战范家”……这样的传奇经历，坚勇大
队还有很多。

难忘
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

这里是坚勇大队诞生地。

浮雕墙下，鲜红的党旗屹立。

溪后宗祠见证了溪后村悠久的革命斗争史。

诸义东革命历史纪念馆坐落在楼氏宗祠内。

这里已经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