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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村内，悠悠古村间，洋溢着工人们
叮叮咚咚的作业声。村的另一侧，赤岸镇相
关工作人员与成新友热烈讨论着村庄的建
设，他们手中，一张新的“雪峰文学小镇”规
划图徐徐展开。

近年来，神坛村积极传承红色文化，弘
扬革命精神，一系列红色印迹都结合进了
新的建筑中。根据规划，雪峰文学小镇的建
设以充实故居内容、扩展红色文艺空间、融
合沉浸式体验、共享雪峰学堂、体验长征精
神为核心，打造雪峰邮局、湖畔诗社、红星
露天广场、红色餐厅等20余处景点，并结
合“长征田园+赤岸130公里户外步道”带
动沿线村庄旅游发展。

据了解，雪峰文学小镇主体分两期打
造，第一期以修旧如旧保留历史记忆，恢复
原有沙土墙立面灰瓦屋顶的方式，对冯志
祥故居、湖畔诗社、年代照相馆等5栋建筑
改造修建，对长征田园、红星露天广场、雪
峰之路等景观节点进行提升，并计划今年
6月底前全部完成。

“耗时耗力最长，也最令人期待的，就
是雪峰文学馆的建设。”成新友说。雪峰文
学馆主要用于冯雪峰生平及其著作展示。
建筑总用地面积3784.49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4015 平方米。目前，雪峰文学馆已建成
结顶，正在进行后续的装修工程。

每年，省内外各地的党员纷纷前来冯雪
峰故居，实地感悟老一辈革命家的初心使
命，感受到冯雪峰同志忠党爱民的高尚品
质、守纪如铁的作风。也有新入党的同志，在
故居内庄严宣誓，传承红色信仰，接受党性
和革命传统教育。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少年
的殷切嘱托和希望。为了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展示少先队员团结奋进、立志成才的良好精神风
貌，赤岸镇依托冯雪峰故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自
2019 年 4 月开始，在神坛村冯雪峰故居设立红领巾 e
站，每周六组织党员老师和家长带领小小讲解员到冯
雪峰故居做义务讲解服务，传承优秀的革命传统。目
前，小小红色讲解员志愿服务活动已有70名志愿者参
与，至今已举办71次活动，累计接待了一万多名游客。

回望，百年前的神坛村，虽处处是坑洼积水，但遍
地是热血雄心；且看，百年后的神坛村，雪峰文学小镇
建成在即，红色旅游掀起一片热潮；展望，未来的神坛
村，规模化红色教育基地呼之欲出，新时代新人在红色
基因的传承中成长、强大。从神坛村辐射3公里，赤岸
镇将充分发挥“旅游+红色文化”的辐射带动作用，打
造一个“文化休闲、养生度假、民俗体验、革命熏陶、生
态观光”的红色文化精神旅游基地。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摄

人间四月竞芳菲，春潮烂漫山花

红。位于赤岸镇红色旅游核心区域的

神坛村内展现两幅不同的精美“图

画”——一边是雪峰文学馆及其周边

配套设施建设如火如荼，一边是西海

风景区及冯雪峰故居等红色文化旅游

人潮涌动。

这是一个红色的村庄，百年前，这

里走出了两位革命家——冯雪峰和冯

志祥。

一文一武两位名人，从神坛村出

发，投身革命，走完了漫漫两万五千里

长征。百年洗礼，红色基因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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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逐渐晴朗，神坛村村口的五角星门
牌下，刻“雪峰故里”的石碑也变得锃光瓦
亮。黑瓦白墙的村中民房，倾斜而下的村口
溪流，以及拔地而起的一栋栋红色文化建
筑，都彰显出这个小山村作为义乌党史学习
教育基地的特殊意义。

神坛村距义乌城区 29 公里，北靠八石
村，南连新屋村，东邻胡坑里，西与倍磊接
壤。徜徉村庄，古树、山坡、溪流、老屋，老旧
的村庄历史印记挥之不去。村庄三面环山，
村落地形似坛子。昔传此地有一毛陈师会仙
术，见天大民无水吃，他就在村后的岩石上
用伞柄一捣，捣出个圆圆的石洞，清泉顿时
从岩洞中涌出，村民们吃水有了保障。自此，

村称神坛，已历400余年。这口仙井，至今仍
完整地保存着。

村前，一条源于倍磊八宝山的小溪淙淙
流过，隔溪是一畈平坦广阔的水田，一条公
路直达赤岸，与县道相通；村后绿树蔽日，幽
谷莺啼；村西南约 500 米处有一凉亭，为抗
日战争时期由冯雪峰的爷爷筹资建造，冯雪
峰题名并亲书“必胜亭”。

站在必胜亭向四周瞭望，一株株绿植如
春的希望，在四周拔地而起，倚靠着一处又
一处红色旅游建筑，使其熠熠生辉。众所周
知，神坛村最吸引人的红色旅游点便是冯雪
峰故居。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3
月份以来，前来冯雪峰故居瞻仰雪峰精神的
游客络绎不绝，神坛村内掀起了一阵红色旅
游热潮。每天，专业解说员冯小花都会在冯
雪峰故居门口迎接八方来客，并为他们详细
解说冯雪峰的故事。她的父亲冯潮忠正是冯
雪峰的亲侄子。“爸爸最近去上海疗养身体
了，我提出代替他做好游客的接待与解说工
作，这样他才会放心疗养。”冯小花说。

每天，冯雪峰故居的来客不计其数，有
各所学校组织的学生团体，有各家企业组织
的员工团体，更有从周边县市区赶来参观的

党组织。“离不开，放不下，这是我们村的精神
所在，更是党的精神所指。”冯小花说，让她感
到欣慰的是，赤岸镇多所学校都会组织小小解
说员，参与到游客接待与解说的工作中来，这
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与解说技能，也为
她分担了不少工作量。而小小解说员的参与，
成了冯雪峰故居的一大旅游特色，更实现了

“雪峰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村内好几个红色旅游点都还在加紧建造

中，但许多游客依然迫不及待地来参观冯雪峰
故居，这让我们非常感动。”神坛村党支部书记
成新友感慨道。目前，村内完整开放的红色旅
游基地就是冯雪峰故居，冯雪峰故居经过多
年数次的修缮维护，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展
陈格局。2004 年，冯雪峰故居就被评为金华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2018年开始，市文旅局
牵头对冯雪峰故居展陈作了重新规划，如今，
故居一楼内还原了部分故居当年的房间分
布，陈列了冯雪峰小时劳作和外出求学的组
图；二楼还原了冯雪峰的起居室、书房和女儿
闺房。更惊喜的是，故居还陈列了冯雪峰心系
抗日和回乡执教的两组塑像，这些都为游客
参观故居提供更多实物的展示，也让冯雪峰
的形象更加鲜活。

鸟鸣与清风相间，绿水穿过新砌的石
桥，绕着村曲曲折折地走，眼前忽地豁然开
朗，村中央一处显眼的红色文化长廊立于眼
前。这条红色文化长廊两侧，陈列着村内一
文一武两位名人的毕生事迹，他们便是冯雪
峰与冯志祥。文化长廊左侧展示着冯志祥的
革命一生，名为“永远的军人”，长廊右侧展示
着冯雪峰的革命事迹，名为“我的长征路”。

“冯雪峰是一名用热血燃烧的文人，用
文学与革命对抗，能走万里长征路也能打
游击战；而冯志祥戎马一生，从枪林弹雨中
走过，从一名战士成长为一名将军，九死一
生，他们都是村里的永垂不朽的榜样。”成
新友说。

在村中，冯雪峰的名字早已深深烙进每
个村民的心中。1903年，冯雪峰出生于神坛村。
投身革命后，冯雪峰回家乡就有三次。第一次
回家乡时，他身负革命重任，以教书名义从事
地下工作，秘密的党内身份则是义乌城区支部
书记，那时候，他忙得连回神坛老家看一看的
时间都没有。第二次回家乡时，神坛村成了冯
雪峰开展事业的据点，他在故居深居简出，创
作长征题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最后一次
回家乡时，冯雪峰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了
解父老乡亲的生活状况，积极践行党的群众观
点和群众路线，因此深受老百姓爱戴。

冯雪峰故居的二楼起居室和书房，摆设
十分简单，一张雕花木床，一张不大的书桌，
书桌上放着一个小型木质书盒和一盏老旧的
煤油灯，桌面上斑驳地残留着一些痕迹。书桌
正对着一扇木质小窗，从窗口看出去视线一
览无余，窗外是粉墙瓦黛，层层山峦。冯雪峰
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后，便是在这里用文
学形式反映长征的伟大壮举。

与冯雪峰一样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
神坛人，还有冯志祥。冯志祥的出身清贫，幼
年时和冯雪峰一起在邻近的八石小学上过
学。从军后，他革命一生，军人一生，参加过井
冈山战斗。参加革命后，他南征北战，参加数
十次战役和战斗，身上留下了13处伤疤。参
加革命后，冯志祥也有两次回乡，分别是
1950年、1966年。据资料记载，冯志祥第一次
回家，给广大党员干部和武装民兵上了一堂
生动的国内外形势教育课。他第二次回到神
坛村，踏着泥泞的小道，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
流坞坑水库，还与村民们促膝长谈，了解村里
的概况，谈谈他参加革命的经历，还为家乡建
设出谋划策。冯志祥每次回乡都没惊动当地
政府，就住在亲戚家里，吃着家乡的小菜，但
由于备战的缘故，总是来去匆匆。

冯志祥故居离冯雪峰故居并不远，为了保
留更多关于冯志祥的记忆，村里对冯志祥故居
进行了修缮，冯志祥展陈馆也将运用虚拟讲
解、投影等数字动态技术，结合图文展板、遗物
陈列等静态展示再现冯志祥的戎马一生。

在村庄文化长廊的一条石子路一侧，不远
处就是冯雪峰墓地。从冯雪峰墓上去，是一条游
步道，名为“长征路”，全长1600米，将几处小山
坡连在一起，一直通到村口。游客在神坛村，可
通过体验走这条游步道，重温“长征路”，重温红
军精神。冯志祥墓地则位于神坛村后山，离冯雪
峰墓地并不远。如今，100多年后，就在曾经一起
玩耍、一起学习的地方，冯雪峰和冯志祥这两个
从同一个村子里出去的，胜利走过长征，走进新
时代的老红军又聚在了一起，在青山绿水间，日
夜守望着他们深爱的家乡——神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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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故居内的冯雪峰半身铜像。神坛村景。

神坛村党史建设一角。

冯志祥故居。

湖畔诗社。

神坛村口神坛村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