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青春村，听村民讲起一个个革命

故事，你会深深触动。因为这都是有血有

肉的、有困惑有失败的普罗大众，就如同

普通的我们。但他们遇到压迫、遭遇暴行，

为了生活，为了家园，奋起反抗，通过自己

的双手和血汗闯出一条血路，而不是等待、

屈服。

在青春村岭背自然村，你会真切地明白

人民创造了历史，就像淮海战役胜利后，华

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所说的：“淮海战役的

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在质朴

的故事里，人民创造历史是前赴后继、奋勇

向前的力量，里面有游击队，有农民，有国际

主义战士……他们汇聚成了磅礴力量，为自

己、为人民、为国家，创造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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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文/图

苏溪镇青春村位于苏溪镇北
部，与大陈镇接壤，由岭背、西张两
个自然村组成，在这片四面环山的
土地上，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红
色记忆。虽然时光流逝，物换星移，
但那些人和事以及曾经的烽火与
硝烟，一如海滩上的贝壳，被时光
的浪花冲刷、深埋，却在岁月的深
处永恒。

初秋，记者来到青春村岭背自
然村，在岭背村 91 岁高龄的村民
蒋永权和其儿子蒋乐松带领下，寻
访八里岭背战斗旧址。如今，日军
建造的碉堡早已荡然无存，原先的
老铁路也被一条美丽乡村精品公
路所代替，这里每天车水马龙，川
流不息，一派繁忙景象……战火中
的罪恶与残暴最终被和平的阳光
所驱散，但红色精神却跨越时空，
激励着后人。

1942 年 5 月 21 日，日
军第十五师团第一独立
旅团侵占县城，义乌沦
陷。从此义乌人民陷入了
长达三年之久的苦海，这
是义乌历史上最黑暗的
一页。

义乌沦陷后，日军在
苏溪、大陈两镇交叉点的
八里岭背筑起一个碉堡，
派汪伪军一个小分队驻
守。那时，村民们到苏溪、
楂林赶集都要经过八里
岭背，伪军强派岭背附
近各村的农民分段轮流
护路，轮到护路的人，傍
晚到伪军那里领来一个
腰牌做标记，天亮后把
腰牌交回去验查。这个
据点一方面保护铁路运
输安全，另一方面监视
坚勇大队的活动。这些
伪军平时勾结日军围捕
革命志士，烧杀抢掠，无
恶不作，还经常向老百姓
敲诈勒索，强派当地百姓
守护铁路，引起附近群众
的极大愤慨。

“这座碉堡有两层楼
高，四周全部用粗壮的松
木牢固搭建，松木中间再
用实心泥土砌筑。”蒋永
权告诉记者，碉堡建成
后，日军将它交给汪伪军
小分队看守，碉堡里暗藏
凶险，空气中弥漫着紧张
的氛围。

在蒋乐松的陪同下，记者在村后
的塘卜山上找到一条抗日战争时期
遗留下来的战壕，随着岁月的流逝，
部分战壕已被山泥淹埋，中间有个
深约 50 厘米、宽 1.5 米的大掩体仍清
晰可辨。战壕四周已长满密密麻麻
的柴草，人根本钻不进去，但整条战
壕至今仍完好无损。望着眼前这条
曾经历过无数次风霜血雨的战壕，
老人脑海里仿佛又重现当年激烈的
抗战场面……

1942 年苏溪岭背村共有 5 人被
日军杀死，其中楼英、蒋英荣被枪杀，
蒋妹闷死，朱法被打死，蒋云卿被刺
死。据蒋永权回忆，日军进村后，自己
和全村男女老少都跑到岭背村和邢
宅村之间的山上避难。没想到日军一
进村就烧房子，不少老宅子被日军烧
毁，部分村民发现家里着火，连忙下
山救火，结果被日军抓去修筑铁路。

无
法
磨
灭
的
记
忆

1944年1月中旬，陈福明以短枪和几个
归队的伤病员为基础，发动群众参军，并收
集武器弹药，重新建立一个三四十人的中
队，中队长陈雄，指导员华红，对外仍称“坚
勇大队”，陈福明任大队长。群众亲昵地称
这支部队为“小坚勇”，而称原来的坚勇大
队为“大坚勇”。从此，八里岭背有了革命的
火种。

为了沉重打击日、汪伪军的嚣张气焰，
保护老百姓的安全，坚勇大队决定开展“虎
口拔牙”行动，集中火力端掉八里岭背碉堡。
行动开始前，陈福明大队长亲自指派立山黄
村侦察员黄厚顺等人一起配合八里岭背地
下情报站，深入虎穴侦察敌情，趁机在铁路
边抓获3名替汪伪军看护铁路的巡路工人，
把他们抓到后深塘村软禁起来，并严加盘
问。通过审查，坚勇大队摸清了岭背碉堡据
点周围的地形特点，掌握了伪军的活动规
律，坚勇大队决定于 1944 年 5 月 15 日拂晓

前发起突袭行动。
5月14日傍晚，陈福明带领34名坚勇大

队战士（对外宣称 300 多人），从马畈村出
发，翻山越岭，途中未经过一个村子，到达后
深塘村祠堂宿夜。大队长陈福明在村中做了
战前动员和周密部署，然后全队休息待命。
当天深夜，陈福明和中队长陈雄带领战士又
出发，由后深塘小学的一位老师作向导，在
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摸到八里岭背汪伪军碉
堡外埋伏起来，等待最佳行动时机。

破晓的晨风撕开了黎明，坚勇大队队员
发现敌人碉堡周围的铁丝网大门仍未打开。
一直等到太阳升起，坚勇大队队员才看见一
个伪军伙夫打开碉堡门出来挑水，陈雄乘机
率队一拥而入，战士黄勇迅速冲上敌人碉
堡，缴下哨兵的枪支。陈雄大喝一声：“不许
动，缴枪不杀。”30 多名坚勇队员犹如神兵
天降，伪军见了吓得魂飞魄散，不敢动弹。伪
军分队长不甘心束手就擒，突然跳起来，赤

着双脚朝枪架奔去，陈雄眼疾手快，飞身上去，
抢前一步用快机顶住他的背，逼得他只好举手
投降。另一名战士健步如飞，扭住伪军分队长的
两只手，用绳子将他捆住。

这个碉堡内有一个绰号“鸡路”的伪军，年
纪虽最轻，却什么坏事都干，当地群众对他恨之
入骨，骂他是“小鬼子”“十恶不赦”“比鬼子还
坏”。平时他和那个伪军分队长经常在同裕村途
经苏溪赶集的凉亭里，对过往行人拦路打劫，见
东西就抢，见妇女就强奸，没有钱就狠狠地揍一
顿。碉堡被攻破之日，坚勇大队把这两人抓到岩
界新殿处死。就这样，在溪后自卫中队的密切配
合下，坚勇大队袭击八里岭背碉堡，不费一枪一
弹俘获伪军分队长一下14人，缴获大批武器弹
药，一举端掉了这个据点。

当天，沿途群众听说坚勇队端了岭背日军
碉堡，都很高兴。5 月 15 日中午，岩界村民为坚
勇队员摆庆功酒，当天晚上，部队到达楂林九坞
口，村民又设宴招待坚勇队队员。

抗日烽火的传奇

现在，八里岭背的土地上还流传着国际
主义战士坂本寅吉参加革命的故事。

“你们知道国际主义战士坂本寅吉吗？”
蒋永权说，楂林有个维持会长，也是伪镇长，
绰号叫“蒋油壶”，常给坚勇大队送些情报。有
一天，“蒋油壶”找到大队长陈福明，说有个日
本人想为坚勇大队做些事。陈福明大队长答
应见面。由“蒋油壶”牵线，坚勇大队和这个日
本人取得了联系。这个日本人就是坂本寅吉。

陈福明向他提出三点要求：一不许上山
伐木；二不许做危害中国人民的事；三要向坚
勇大队提供情报。坂本寅吉当即表示全部做

到。果然，坂本寅吉给坚勇大队送去数批粮
食、药品以及过冬的棉衣，并为抗日武装提供
了多次敌军扫荡的情报，使这支抗日游击队
安然无恙。有一次，义乌县城里的日本警备司
令部要运送一批军需物资给楂林镇的日伪
军，里面有坚勇大队最需要的军火、毛毯和药
品等。坂本寅吉将这个情报送到了我们坚勇
大队。根据情报，坚勇大队在八里岭背附近打
了一次伏击，缴获了这批物资。

1945年初，义乌县日本警备司令部派黑
田来接替坂本寅吉当伐木队队长。根据坂本
寅吉的情报，坚勇大队成功将黑田抓获并枪

毙。坂本寅吉因此受到日军的怀疑，他连夜赶回
家，想接出妻儿，可是迟了一步，河野已经带了一
队日本兵把他的家围住，坂本寅吉被捕了。

坂本寅吉被捕后，县警备司令部的指挥官河
野扬言要押他回东京军事法院审判。那时火车在
经过义乌八里岭背时，因为路陡，会开得慢。坚勇
大队的同志在设法营救他，当得知坂本寅吉要被
押往杭州时，就在八里岭背埋伏接应。关键时刻，
坂本寅吉从火车上跳了下来。

正是八里岭背的纵身一跃，改写了坂本寅吉
的人生。之后，坂本寅吉在淮海战役中牺牲，成为
烈士。

跨越国界的战士

“这几年，村里变化很大，路修好了，环境美
了，生活也好了。”蒋乐松站在家门口指向右方
告诉记者，岭背自然村村民在碉堡原址上建起
的四间民房，去年11月因旧村改造拆除。“你看，
我两个儿子同时参加了村里的第二批旧改，现
在新房子也造好了，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采访间，不少青春村的村民从家中走出来，
招呼记者。他们在这里已居住多年，问起那段历
史，都摇摇头。周围堆放着的生活用品，将原有
的历史痕迹一点一点淡化。

这些年，青春村已发生巨大变化，村民们
从务农、做手工面发家，后办起了衬衫厂，勤
劳的青春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走上
了脱贫致富小康路。位于岭背自然村的保定
禅寺积淀了700余年的历史，几经修缮扩建，
既成为青春村的一道靓丽风景。厚重的历史
和传统文化引导村民向善、包容和友爱，形成
了青春村文明和谐的村风。

走在义北的大地上，历史的痕迹尚存，新时
代奋斗的号角正吹响。青春人民在这片红色的
土地上正在进行新的奋斗，书写新的历史。

接续奋进新征程坂本寅吉烈士

村内景色宜人。

青春村新貌。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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