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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耀，原名黄

成江，1927 年 3 月 18

日生于下前田（今舟三

村）。1940 年，14 岁

的黄成江离家到县城，

先后在协泰饭店、华记饭店当学徒。1942

年10月，他转到被当成中共永康地下党秘

密联络站的华记米厂当炊事员，认识了中

共地下党人朱恒卿、李秀芝、李文华等人。

1945 年正月，黄成江经李秀芝、李文

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 年初，黄

成江成为永康县城核心党小组成员；同年

11 月，调任成为应飞的政治交通员，为保

密，正式改名为黄光耀。

1947 年 4 月，黄光耀受应飞指派，以

货郎身份作掩护，回到舟山开展地下工

作，从筹建青年读书会入手，发展成员从

七八人增加到十几人，使读书会成为与国

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群众组织。

1948 年 6 月 4 日，浙东人民解放军第

六支队正式成立，支队长应飞、政委卜明，

黄光耀被任命为永康路东副特派员。同

年6月6日上午，黄光耀化身商人，前往敌

人俞溪头征粮的必经之地——灵岩寺前

村侦察敌情，助力六支队开展俞溪头伏击

战并取得大捷。同年 8 月，黄光耀担任路

东武工队指导员兼队长，直到永康解放。

黄光耀（1927—）：投身永康解放事业

舟山镇：百年党史留印记 砥砺前行传薪火

□融媒记者 徐敏 整理

纵览永康革命斗争的风雨历程，舟山镇是不可忽
视的红色热土。在舟山大地上，走出了不少革命先辈，
他们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播下了革命火种，点燃
了燎原星火，在那峥嵘岁月里书写着波澜壮阔的战斗
史诗，成为了舟山一笔宝贵的红色财富。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红色根脉历久弥新。在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舟山镇党委正式推出“重走初
心路 唱响映‘山’红”活动，引红色资源之“源”，活党
性教育之“水”，切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秀水舟山高质量发
展的不竭动力。

在此，让我们怀着初心，一起翻开舟山百年
党史的画卷，沿着革命先驱者在舟山大地上
深深浅浅的足迹，一起重温昨天的历史，让
红色文化走进百姓生活，让理想信念之火
燃得更加炽烈。

村庄篇

在里木坦村边西南山岗的一

块坡地上，有一座坐北朝南、边门

东开的小庙，俗称本保殿，占地约

70平方米。就是这座本保殿，成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舟山、新楼革命

活动中心，是王金标、王章多、楼其

团等早期党员的秘密活动场所。

在这里召开的两次木坦会议，在永

康革命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1929年12月初，当时的中共中

央巡视员卓兰芳与中共永康中心县

委的督察员徐英湖在这座本保殿召

开了第一次中共永康中心县委扩大

会议，主题是尽快推进年关暴动准

备工作。当时参会的还有李立卓、徐阿宝、

应积堂、陈宝朝、应岳奎、楼其团、王振康、

章思赞、应金献、王章多、王金标、应文弟、

王成品和应成喜等代表。

会上，卓兰芳肯定了永康中心县委建

立以来取得的成绩，传达了“八七”会议后

中央的系列指示精神，分析了全国革命形

势，面对群众日益高涨的革命热情，要求武

平、游仙两区党组织充分发动农民群众，做

好年关暴动一切准备，听候中心县委号令，

积极参加统一行动。同时，他还建议暴动

胜利后马上建立永康苏维埃政权。

徐英湖组织讨论，大家积极发表意

见，氛围相当热烈，于当日15时许结束。

之后没多久，卓兰芳又在本保殿组织

召开第二次中共永康中心县委扩大会议，

吸收武平区主要党组织负责人参加，听取

汇报吕思堂工农军的情况，获悉吕思堂同

意听从党的领导，到时将带队配合武装暴

动的消息，与会人员受到很大的鼓舞。

这两次木坦会议的召开直接促成了

1930年1月11日发动的一场声势浩大的

群众武装游行示威。尽管因多种原因，年

关暴动计划最终未能实施，但给了反动势

力极大震慑。值得一提的是，参加木坦会议

的代表都是永康的革命骨干，对成立永康苏

维埃政权、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

三团、开展游击战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楼其团，舟一村

人，1928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29 年秋，

楼其团受派开辟仙居

县西部组织工作，在

岭下、溪口、黄寮、四都、新罗等地发展了

20 多名党员，建立党支部。同年冬，他化

名李红鹏，在缙云三溪乡一带发展 20 多

名游击队战士，建立了缙云、永康、仙居、

永嘉四县联络点，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1930年4月，楼其团受中共中央指派，

与中共永康中心县委书记应焕贤回永康，

重组永康、缙云边境游击队为属中共永康

中心县委领导的第一、三游击中队，任党代

表。同年 7 月上旬，队伍又整编为红三团

团，楼其团任政委。红三团成立后，取得了

金竹缴枪、唐市退敌、方山口大捷等胜利，

打出了红三团军威。同年9月5日攻打缙

云县壶镇失利，红三团由盛转衰。

面对敌人血腥镇压，楼其团与王振康

等率红三团部分骨干转移到缙云、仙居边

界的山区继续战斗。1932 年 8 月，因叛

徒出卖，楼其团从上海返永，途径台州海

门被抓捕，被关进浙江陆军监狱，反动派

软硬兼施逼他变节，都遭到严词拒绝。

1934 年，楼其团在敌人生活上、精神上、

肉体上的折磨下病魔缠身，在监狱病逝。

王金标，里木坦村人。1927年6月，王

金标由池长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

后，他先后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武平区委委

员，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28年，在徐英湖

的协助下，王金标组建了一支农民革命武

装队伍，活跃在四十四坑一带。为了武装

这支队伍，王金标多次冒险到上海购买枪

支武器。队伍里聪明的匠人制作出有暗层

的行担，将枪支子弹偷运回家乡。

1929 年 12 月初，王金标积极筹备并

参加了木坦会议，其妻胡苏金还竭尽所有

为参会人员送来热气腾腾的蒸团当午

餐。1930 年 1 月 11 日，王金标会同徐英

湖等人联合各地党支部组织了一场声势

浩大的群众武装示威游行活动。经此游

行，他的革命身份也随之暴露，在当时白

色恐怖疯狂地镇压下，面临着生命危险，

不得不根据组织安排离家转移到上海避

难。1931 年夏天，胡苏金接到王金标在

上海病逝的消息，强忍着悲痛为其在父母

的坟墓旁做了一个衣冠冢。

王金标（1887—1931）：四十四坑革命引路人

王振康，原名王

遗 生 ，外 木 坦 村 人 。

1928 年，经王金标、

徐英湖介绍参加了中

国共产党。

1930 年，永康红军游击队正式成立，

任命王振康为游击队长。此后，他率领这

支队伍活跃在舟山、新楼一带，打土豪分浮

财。同年5月，永康第一个工农政权——永

康苏维埃成立；同年7月，红三团成立；同年

8月，他组织红三团反“清剿”战斗，在铜山

岭伏击战打出了军威。

1932年12月30日，王振康率领红三

团余部骨干整编的游击队夜袭芝英警察

分局，缴获了敌人 11 支长短枪和多发子

弹，充实当时的武装力量。1933 年初，省

政府专门派一个团到永“清剿”，悬赏 100

块大洋通缉王振康。同年11月，王振康执

行任务途中与敌密探队相遇，不幸被捕。

被捕后，王振康任凭敌人严刑拷打、

百般折磨，始终不泄露半点组织的机密。

1934年1月31日，反动派将脚钉重镣、遍

体鳞伤的王振康架出来游街示众后枪决，

他的英雄事迹一直在永康大地上传扬。

王振康（1909—1934）：永康红军的“王老虎”

应文棣，又名应文弟，台门村人。

1927年，应文弟途径江西苏区井冈山，加

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没有留在江西，

而是被安排回乡开展地下党革命活动。

应文弟介绍台门村的应兰宜、应阿

芳、应成喜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组建党支

部，任支部负责人，开展党的秘密活动。

1929 年 12 月初，应文弟参加了木坦会议

后，回到台门村认真贯彻会议精神，宣传

发动群众，落实年关暴动准备工作。

1930 年 1 月 11 日，应文弟带领台

门村党员、群众数十人高举两面蜈蚣

旗，参加武装示威游行，沿途张贴标语，

冲进地主豪绅家烧毁土地存报册，开仓

放粮，给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很大

震慑和打击。

1930 年 7 月，应文弟加入红三团，积

极参与游击战斗，与王振康、王成喜等率

短枪组冲进恶霸家中除掉“新楼四霸”，大

快人心。同年8月，应文弟在方山口村参

加反“清剿”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应文弟（1904—1930）：回乡革命血洒大地

王 成 品 ，又 名“ 金 香 ”，外 木 坦 村

人。1928 年，光荣入党的王成品加入了

王金标组织的农民武装队伍，很快成为

四十四坑共产党员里的中坚骨干，先后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武平区委员。

1930 年，永康红军游击队骨干王

成品加入红三团，在同年 8 月 21 日，开

展得反“清剿”战斗中，带领队伍埋伏

在上丁与凌宅的高地奋勇杀敌，切断

敌人退路。

英勇善战的王成品经此一战威望

大增、名声在外，国民党保卫团也因此

盯上了他。

同年 10 月 17 日，王成品到岩后一

带为部队筹粮，被国民党洪川庄保卫团

发现后追捕。

寡不敌众的王成品被敌人射伤跌

入岩后村的朱后塘。敌人抓住王成品

后，将其杀害并抛至朱后塘。王成品的

母亲获悉后赶至岩后村将王成品带回

家埋葬。

王成品（1905—1930）：身先士卒扬军威

王 章 多 ，里 木 坦

村人。1927 年，由王

金标介绍加入中国共

产党。入党后，王章

多积极参加农民运动

和武装斗争，曾参加木坦会议，组织村农

民协会开展“二五”减租运动。

1930年7月，王章多参加了浙南特委

农委应焕贤在方岩镇下宅村召开的党代

会，改选永康县委，他被选为县委宣传委

员，兼任中共武平区委书记。此后，他为

组建工农红军和创建四十四坑游击根据

地常常奔波在永缙边界的山区，逐渐成为

党的核心人物，被国民党列入追捕名单。

1930年8月2日，王章多肩挑行担行

走在里木坦通往外木坦的路上，与得到

密报的舟山保卫团及永康县国民党保安

队迎面相遇，不幸被捕。保卫团将王章

多五花大绑押到外木坦市基，对其严刑

拷打，要他招出木坦村加入共产党或红

军的村民。王章多尽管被打得遍体鳞

伤，但咬紧牙关，坚称自己是安分守己的

手艺人，坚决不泄露一点组织秘密。

失去耐心的保安团为了杀一儆百，

当着村民的面将王章多杀害。王章多舍

生取义守护党的秘密，他的英勇事迹被

后人广为流传。

王章多（1903—1930）：舍生取义浑不怕

人物篇村庄篇
楼其团（1905—1934）：团结工农同心干

1948 年 2 月至 1949 年 2 月，浙东人

民解放军第六支队路东武工队应飞、黄

光耀、张四达等带领 30 余人来到溪塘村

大坑自然村秘密驻扎，并在一个叫“十八

间”的四合院策划了许多革命活动。当

时“十八间”的主人叫范宝富。淳朴、善

良的她不仅视游击队员如子女，带领 5

个儿媳妇一起为游击队员提供后勤保

障，还支持 5 个儿子参与革命活动，为游

击队送信、送枪、张贴布告、带路、看守被

抓的恶霸等，为当时永康的解放事业贡

献了溪塘力量。

其中，溪塘村的王德昌、王德月两兄

弟受游击队领导委托，运送一批枪支到

历山的福建寮。其一路上惊险重重但无

所畏惧，圆满完成送枪支的任务。徐春

仙帮助黄光耀送信联系到弟弟黄成侠，

由黄成侠带回黄贵德回信，随后与之配

合进击舟山，从地主、原民团成员家中，

缴获 20 多支长短枪和大量弹药，大大增

强了武工队战斗力。

1949 年 2 月，15 岁的村民王根火假

扮卖柴人，将一捆反共分子胡介庭和周

其高被处极刑的布告送往前仓村，不幸

在半路上遇到一批前仓乡的联防队员，

并被搜出了布告。王根火被联防队员五

花大绑送到国民党县政府请功领赏。王

根火奶奶范宝富积极配合游击队员投入

人力和物力，花了 36 块大洋，才将王根

火赎回。

溪塘村：“十八间”里演绎军民鱼水情

台门村：双眼井中藏机密文件 智救红军挺进师伤员

里木坦村：本保殿两次召开木坦会议 推进永康苏维埃政权建立

方山口村：建立永康苏维埃政权 组建红十三军第三团
方山口村的徐公祠占地 990 平方

米，建于清代，是典型的古代祠堂结构。

91 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金华

地区首个、永康唯一一个苏维埃政权的

旗帜在这里竖起，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

军的旗帜也在这里飘扬。

1930 年 5 月，中共永康中心县委在

方山口村建立永康苏维埃政权，徐英湖

任主席。同年 7 月，徐英湖被捕，永康苏

维埃政权随之解体。与此同时，中共永

康中心县委根据中国浙南特委的决定，

将永康第一、第三游击中队和缙云、仙居

的一部分红军游击队，集中在方山口徐

公祠进行整编，正式宣布建立红三团，归

属永康中心县委领导。团长程仁谟，政

委楼其团，下设 2 个营、9 个大队、1 个独

立中队，总人数达1500余人。

据史料记载，红三团鼎盛时有各式

枪支 900 多支，土炮 4 门，手提机枪 4 挺，

是红十三军三个团中武器装备最精良的

一个团。红三团主要活动在永康的三十

四坑、四十四坑，缙云的西施、道门、白

竹，仙居的曹溪、杨岸一带，先后开展了

数十次战斗，缴获国民党军枪支 60 余支

和大批弹药，开辟和巩固了红军游击根

据地，在永康、缙云、仙居等地播下了革

命的火种。

铜山村：铜山岭伏击战 打出红三团军威
1930 年 8 月 21 日，国民党军兵分三

路，向三十四坑和四十四坑扑来，对红三

团发起进攻，主要攻打方山口村。但敌军

做梦也没有想到，红三团早已获悉情报，

并设好了包围圈，等候敌军自投罗网。

在红三团战士的重重埋伏下，国民

党军队遭到了痛击，有的直接丢下枪支

装扮成老百姓逃脱，有的则往铜山岭方

向狼狈逃窜。红三团第一营营长王振康

指挥部队以最快速度赶到铜山岭，迅速

抢占制高点，控制要道口，在密林深处埋

下伏兵。当敌人气急败坏地爬到铜山岭

山腰时，才发现已被红军包围。王振康

命令部队围而不打，就这样把敌人围困

在山腰整整两天两夜。敌人没有饭吃，

没有水喝，又累又饿，到最后竟然摘下油

桐子来啃嚼，在当地百姓中传为笑话。

到了第三天，埋伏在密林中的红三团

战士向敌人发起进攻，早已疲惫不堪的敌

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整场战斗以红三团

的胜利宣告结束，打死保卫团和浙江省保

安队30多人，全歼县城六里保卫团一个分

队，重创了省保安队，缴获枪支52支、子弹

一大批，打出了红三团的军威。此后，在永

康县城内的省保安队一提起红三团就心

惊肉跳，长期不敢轻易进犯四十四坑了，而

六里保卫团不久也瓦解了。

大路任村山坞自然村：一个村走出60多名红三团战士
山坞地处永康东部，与缙云壶镇交

界，是舟山非常重要的一个革命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山坞有 60 多名村民

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红三团，并参与了攻

打缙云壶镇的战斗。由于情报早已被敌

军获悉，又恰逢大雨无法涉水作战，红三

团惨遭失利，多人牺牲，但幸存的红军战

士潜伏下来，为浙东人民解放军六支队

（武装革命）留下了革命的火种。

解放战争时期，黄光耀首先深入山

坞宣传、发动群众，使其成为可靠的游击

根据地，10多人参加游击队，村里的俞氏

宗祠是浙东解放军六支队常驻地。1948

年 7 月 31 日，国民党军 102 旅 12 团两个

营700余人由旅长陈阵率领，从永康县娘

娘殿出发，扑向四十四坑，连着两天展开

血腥屠杀，一路逮捕无辜群众百余人，枪

杀平民百姓 28 人，被当地百姓愤怒地称

为“杀人兵”。

到了第三天，这支“杀人兵”前往山

坞，在行至山坞不到的一处山坳，对抓来

的无辜百姓进行非人折磨，又杀了14人，

加上秘密惨杀的 10 余人，累计屠杀民众

达 53 人，被称为“六·二六”惨案，激起了

红军和民众打倒反动派的决心。

受此次“清剿”影响，驻扎在山坞的

第六支队全体指战员进行了突围，向永

康、东阳、磐安交会的山区转移，并成立

了第六支队第七大队，在全县范围内开

展除恶军事活动。

四十四坑战斗旧址

里木坦村本保殿

溪塘村溪塘村

舟三村舟三村

舟一村舟一村

里木坦村里木坦村

方山口村方山口村

铜山村铜山村

山坞自然村山坞自然村外木坦村外木坦村

台门村台门村

1929 年前后，在井冈山入党的台门

人应文弟回到台门村，介绍应成喜、应

兰宜、应阿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建

了台门村党支部，并在白岩山半山腰的

五承洞开展党支部秘密活动，组织台门

村党员和群众参与武装游行示威。为

了确保党的机密不被发现，应文弟将机

密文件进行了防水处理，藏在该村的双

眼井中。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台门村

是革命根据地。当时人称“小老虎”的浙

西工农红军第一大队大队长陈龙虎的队

伍常在台门村一带活动。巧除反共密探

俞汝春、台门反“清剿”等都是陈龙虎驻

扎在台门村时发生的事件。

1936 年 4 月，陈龙虎率队会同红军

挺进师战士在台门村休整，遭遇了国民

党省保安大队的“清剿”。台门村军民团

结一心、奋起抵抗，取得了反“清剿”的胜

利。但在战斗中，原挺进师战士丁金荣

腿部中弹，急需送往上海治疗。为防敌

人设卡拦截，陈龙虎等人设计将丁金荣

放在门板上装“尸体”，盖上破草席。护

送人员身穿白布衫，腰系稻草绳，有的抬

“尸体”，有的提香灯，有的撒纸钱，上演

了逼真的“出殡”大戏，成功将丁金荣转

移并送往上海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