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我们重修了陈弄坑展厅，

打造了红色广场，集中展示了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故事。”当天

一早，寻访组成员在云川村陈弄坑自

然村“解放永康从这里出发”展览馆

前的红色广场集合，该村的红色讲解

员孔海生详细地介绍了当年的红色

历史。

70 多年前的陈弄坑，全村只有十

来户人家，处于崇山峻岭之中，进出

仅凭一条羊肠小道，村民贫穷，草棚

散落，瓦房很少。浙东人民解放军六

支队政委卜明、支队长应飞带领胡一

元、陶健、黄光耀、吴圃新、耿易、应跃

鱼等 80 余名队员就驻扎在这里。安

顿好住处后，应飞派遣支队部短枪组

组长胡一鸟去上茭道侦察敌情。胡

一鸟在上茭道公路上，面见了第二野

战军（刘邓大军）三十四师师长尤太

忠，接受了尤师长进军接管永康的命

令，一举解放了永康。

聆听着孔海生的讲述，寻访组一

行走进展厅，迎面而来的是一段段燎

原烈火般的革命历史：永武联合暴

动、八字墙平粜斗争、革命勇士陈玉

成、“二五减租”农民运动、夜袭八字

墙日军兵营⋯⋯一组组图文展现了

我市上世纪革命重要历史事件的悲

壮与激奋。

除了展厅，村里还处处可见红色

遗址，如第六支队驻扎地旧址、凉亭

坑古道游击路、陈弄坑革命遗址等。

穿过村庄，寻访组一行抵达了陈

弄坑东岩山山脚，这里就是凉亭坑古

道的起点。一眼望去，古道蜿蜒盘旋

于崇山峻岭之中，大小不均的石头平

整地镶嵌在山路上。行走其中，沿途

绿树成荫，鸟鸣不绝，潺潺的流水声

一路相伴。

约莫走了半小时，陪同的村民

说：“到大清塘了，大家休息一下。”

所谓的大清塘只是古人取的一个名

称，只见溪流旁有一块约 50 米长的

岩石从上游延伸下来，是前人担柴

累了最喜欢的歇脚之处。这不禁让

人联想到，或许此处也是当年战士

休整的地方。

相比之前走的古道，寻访组成员

明显感受到凉亭坑古道的山路更陡，

更耗体力，不少成员已经拿起木棍辅

助走路。快到山顶时，前面出现了一

条岔路。孔海生介绍，往右走就是去

武义方坑，往左平走一段路，便可到

达白云岩洞。那是一块约300平方米

的平地，洞内还有石凳、石床、石臼、

石井、石水槽，相传革命队伍曾在这

里驻扎。

在孔海生的带领下，寻访组一行

到达了白云岩洞。走进洞口，眼前豁

然开朗，山洞朝南，视野极佳，一眼能

看到山脚下的陈弄坑自然村和进出

的道路。如今，每到周末，就有不少

游人来到凉亭坑古道游玩，白云岩洞

内还有游客来此野炊后留下的器具。

凉亭坑古道拉开
解放永康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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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街镇地处我市西北角，与义乌、武义接壤，区域内八素山脉上的大寒山、凉亭坑古道是旧时人们往来的主要交通要道，也是
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当地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地。

4 月 28 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委党史研究室、市融媒体中心和花街镇党委、政府相关工作人
员走进大寒山、凉亭坑古道，挖掘古道红色革命历史，共议古道保护和修复。这也是“寻访永康古道红色印记”活动的第三站。

“寻访永康古道红色印记”活动第三站走进大寒山、凉亭坑古道

“麻莲”智救解放军的故事广为流传

大寒山古道盛开着一朵“木莲花”
山后胡村坐落于大寒山山脚，距离

陈弄坑自然村 12 公里，旧时乡亲们都

是通过凉亭坑古道翻山往来的。在抗

日战争时期，该村利用地处义乌、武义、

永康三县交界的有利条件，为抗日官兵

和游击队活动提供了便利。

方坑村经寒山翠谷和山后胡村相

连，寒山翠谷是我市西北部大峡谷，谷

内森林茂密，古树参天，泉水淙淙，景点

众多。“白云山过来再走一段就是大寒

山古道。大寒山古道位于大寒山南麓，

当时解放军也经常通过大寒山古道和

凉亭坑古道往返山后胡和陈弄坑。”该

村红色讲解员陈象齐介绍，在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三十里坑就已经建立了共产

党的组织。1927年5月，党组织领导了

八字墙平粜斗争（因1926年闹灾荒，百

姓处在挨饿边缘，党组织领导三十里坑

群众要求地主平价售粮给贫苦农民）取

得胜利。山后胡村民受这次斗争的积

极影响，有10多人参加了红军，为以后

的红军游击队和六支队开展革命活动

提供巨大的帮助。

山后胡村一间老屋的外墙还记载

着一段“麻莲”智救解放军的故事。

1948年3月8日，应飞带领六个人的小

分队途经山后胡岭时，遇到了国民党

进山清剿的队伍。敌众我寡，他们只

能边打边撤，分散甩开敌人。应飞被

敌人紧紧追捕，仓促中撤到了山后胡

村，躲进村民王金莲家中。王金莲认

识应飞，她二话没说，马上叫应飞上二

楼睡入床中，盖上被子放下蚊帐，并在

楼梯下拿了一把艾草在门口点燃。敌

兵转了一圈找不到应飞的下落，就想

进入王金莲家中搜查，到门口闻到艾

草的气味。王金莲急中生智大声地哭

了起来：“儿子啊，你的天花病何时能

好啊？又不能碰面，传染给外人怎么

办？”敌兵听说是易传染又难治的天花

病，吓得慌忙离开。王金莲马上回到

房内，一边望风一边掩护应飞直往后

山跑，躲进了深山密林，虎口脱险。

然而，本村的坏分子出卖了王金

莲。敌兵知道被骗后，马上抓了王金莲

将其毒打一顿。几个敌兵还捆绑了王金

莲的手脚，当众将又臭又黑的阴沟水灌

入她的嘴里。敌人撤离后，乡亲们马上

去救治。第二天，由于毒水的发作，王金

莲全身长满了红疙瘩，气管严重发炎，连

话都说不出来。过几天，她的脸上还出

现了密密麻麻的黑疙瘩⋯⋯后来，村民

就将王金莲称为“麻莲”（永康话“麻痢”

的谐音）。王金莲临危不惧、机智勇敢、

品格高尚、挺身而出、宁死不屈的精神，

充分体现了军民鱼水情深。“麻莲”智救

解放军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

1993 年 3 月，“麻莲”长眠在大寒

山山脚下。不久，在这片土地上，开出

了一朵绚丽不败的“木莲花”。

扫码进群访红色古道

在走访这两条古道之时，寻访组

成员无不惊叹古道森林覆盖率高，动

植物资源丰富。古道两旁分布着赤

楠、紫楠、油桐、厚朴、合欢、八角枫等

各类珍稀树木，还有山樱桃、山莓、茅

栗等珍稀野果。但是，两条古道也都

有不同程度受损，有些路段经受雨水

冲刷时间过长，石块裸露松动；有些标

志性的建筑受到损害，甚至已经不见

踪迹，如因凉亭而命名的凉亭坑古道，

如今只剩下一个凉亭遗址。古道的修

缮工作迫在眉睫。

当天下午，在山后胡村文化礼堂，

来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局）、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体育局、市农业农村局

和花街镇党委、政府的领导和云川、山

后胡两村村干部聚集一堂，共同讨论大

寒山、凉亭坑古道的保护与修复工作。

座谈会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浙江省古

道保护办法》的实施，为古道建设提供

了指引。比如，为破解古道保护资金

缺乏的困境，《办法》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将古道的修复、

管护等所需必要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建立古道保护修复的长效机制。

与之配套，省林业局还制定了《浙

江省古道分级保护办法》与《浙江省古

道保护修复导则》。接下去，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林业局）根据省林业局统

一部署，还将开展古道资源普查，全面

查清全市范围内古道数量、权属、地理

信息及相关矢量数据、历史沿革、保存

现状、沿途生态环境状况和主要景观资

源、相关附属设施、非物质历史文化遗

存以及开发利用状况等，并对古道的生

态景观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开发利用

价值等开展评价，最终将相关数据上报

全省古道资源数据库，为下一步古道分

级保护和科学利用奠定基础。以“最小

干预”为原则，科学利用古道资源，发展

古道经济，推动古道资源成为森林康养

和生态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

市山区农民的生财之道、小康之道。

融媒记者 吕鹏 通讯员 程基进

共议古道保护与修复 推动我市古道分级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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