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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血色浸染的溪后村如今成了“红色溪
后”，处处保留着红色文化。近年来，溪后村以八
都精品线建设为依托，以红色文化为基础，大力
推进乡村振兴。走进溪后村，平坦整洁的道路、
错落有致的房屋映入眼帘，村民墙壁上、道路边
的宣传牌写着一句句激励人心的红色标语。

“2015 年底，大陈开始推动浪漫八都美丽
乡村精品线建设，我们村就在这条精品线上。依
托精品线，我们村的红心猕猴桃产业愈发红火
起来，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溪后村党总支书记
楼永健指着村民家墙壁上的红色壁画说，“去
年，我们村还完成了外立面改造、美丽庭院改
造、线路上改下及白改黑改造等多个工程，形成

‘功能配套、设施完好、环境整洁、停车有序、面
貌一新’的优良人居环境。我们在建设美丽乡村
的同时，增添了不少红色元素，还打造了一条十
里七彩文化长廊，每一根七彩斑斓的廊柱上都
刻着意蕴深厚的图案，或古时佳人，或传说故
事，或红色文化……这条长廊深受当地和广大
游客的欢迎。这里成了不少游客拍照打卡的‘网
红景点’。”

作为“红色堡垒村”，今年以来，溪后村掀起
了学党史、办实事的热潮。楼永健表示，通过“两
问大走访”，村两委积极谋划村产业楼项目，预
计下半年启动该项目，争取明年年底前完工。届
时，产业楼可每年为溪后村增加数十万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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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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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今，溪后人民继承发扬“坚
勇”革命精神，投身到乡村振兴中。猕猴桃产业让村民
们的腰包鼓起来，七彩文化长廊让村民们的文化生活
更丰富，美丽庭院改造、白改黑等工程让村民们生活环
境全面提升……作为八都精品线上的一颗明珠，溪后
将红色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紧密结合，传承了红色基
因，留住了红色情怀，描绘了至美大陈的绚丽画卷。

“今后，我们不再是国民党义乌
县抗日自卫独立大队，从今天起，我
们正式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金萧支队独立大队！”4 月 26 日晚
上，在大陈镇政府7楼，一场激励人
心的红色情景剧赢得观众一阵阵掌
声。这是大陈镇“青年说”党史情景
剧《薪火相传》。该剧由大陈镇的青
年委员们自编自演，再现了坚勇大
队在溪后村成立、诸义东抗日根据
地开辟等红色故事场景。

1942年5月，义乌沦陷。在日军
侵占义乌后，义北地区（大陈、苏溪）
平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在党

的领导下，诸义东交界处，坚勇大队
在溪后村成立，在敌人的夹缝中创
建了诸义东抗日根据地。这片根据
地包括义北、义东、东阳岭北周和诸
南区域，总面积850平方公里，约20
万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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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义乌的抗日游击斗争
进入了第二年，迎来了新的高潮阶
段。1943年7月，金属地区特派员陈
雨笠遵照浙东区党委关于“应积极
设法开辟诸义东边区，以便与诸暨
小三八部队连成一片，并打通与四

明山抗日根据地的通道”的指示，派陈
福明、骆平、骆守宝、楼应荣、王力群组
成中共义东北工作委员会（兼管东阳
岭北周区），在党的基础较强的溪后
村、八都坑长府村一带开展工作，并成
立情报站。同年8月21日，童坤、陈流、
蒋忠率领部队，迂回到后山腰，从铁丝
网的缺口进入山脚伪军据点，发动突
然袭击。与此同时，江征帆等率一部队
在对面山头上，用密集的排枪对日军
小队驻守的碉堡进行火力封锁，掩护
童坤小分队。不到半小时，伪军 20 多
人被俘，缴获他们的轻机枪、步枪、日
式手枪和弹药。

首战楂林，旗开得胜。就此，“坚勇
大队”的番号一战成名。4 个月后，坚
勇大队已发展到120余人。同年年底，
成立金萧支队时，坚勇大队下属中队
和八大队的两个中队，合编为金萧支
队第二大队。据统计，坚勇大队自创建
到北撤的 2 年多时间里，历经大小战
斗30余次，摧毁日伪军据点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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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陈镇青年委员蒋磊聪是坚勇大
队政委江征帆的扮演者，为了把演出
效果展现好，他一遍遍熟读剧本，深入
了解故事背景，磨炼每一个细节。蒋磊
聪说：“能把这些故事演绎出来是我们
的荣幸，我们会继续努力，让更多的人
知道这些故事。作为青年委员，我将把
学党史和日常工作相结合，把红色精
神传承和改革创新相结合，努力把家
乡建设得更美更好。”

诸义东抗日根据地上的红色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溪后村一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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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段红色岁月被藏在了诸义东革命历
史纪念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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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氏宗祠恢宏大
气、古色古香，为前后三进五开间、两
天井连着戏台、左右两庑各6间组成
的院落，占地面积946平方米。2013
年开放后，这里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来
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也成了我市社会
各界人士缅怀革命先烈、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的重要场所。据悉，去年至今，
纪念馆接待了近万名来自全国各地
的游客，开展红色宣讲近百场。

记者在纪念馆内看到大量实
物、图表、文字和照片，安静的纪念
馆无声地述说着民主革命时期诸义
东党政军群的革命斗争事迹。“一楼
的墙壁上挂满了‘顺手牵羊’‘痛歼
朱顽’‘激战范家’等坚勇大队的各
种英勇事迹。”“这一面浮雕墙刻画

了革命先辈的英勇姿态。”“这些工
具是坚勇大队当时留下的。”纪念馆
管理员楼正有是溪后村的村民，他
指着墙上的一份名单告诉记者，“别
看这些烈士的事迹很简短，大多数
人甚至事迹不详，只记录他们的姓
名、籍贯、牺牲时间和地点，但在诸
义东地区，这段历史已经铭刻在人
们的心中。金平欧、童坤、陈雄、骆守
宝、宣美芳……这些烈士名字，看起
来很平凡，却很伟大，他们的牺牲，
换来了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尊严，
留下了值得世代记取的不朽功绩。”

在这么多烈士的名字中，记者
看到了一个特殊的名字——坂本寅
吉，他的照片下还放着一些生前留
下的物品。楼正有告诉记者，这是一
位日本籍烈士。坂本寅吉认为侵华
战争是不正义的侵略战争，就毅然
参加了日本地下反法西斯组织——
日本反战同盟会。1943年，他娶了大
陈楂林姑娘蒋荷菊，并与坚勇大队
取得联系，一次次为坚勇大队送来
情报。1945年10月，坂本寅吉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月上旬在
淮海战役中牺牲。

“这是我的爷爷，他曾是坚勇大队
中队长，常常带着队员们开展宣传教
育活动，参加过多次大小战役，在解放
战争北撤时牺牲了。”看着纪念馆内爷
爷的名字，说起那段红色岁月，溪后村
村民楼朝飞不禁红了眼眶。如今，楼朝
飞担任溪后村支委委员，积极参与村
内各项工作，服务群众，继承和发扬爷
爷“坚强、勇敢”的坚勇精神。

置身展馆内，革命前辈无私奉献
的抗争精神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深深震
撼着每一位参观者。在这场艰苦卓绝
的抗战斗争中，197 位优秀儿女献出
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时光的转轮奔腾
如斯，而掩埋在诸义东三地边区人民
心头的那段红色岁月从未褪色，每每
念起，依然让人热泪盈眶。

纪念馆内藏着的红色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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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后村：传承红色基因，激励后人坚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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