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C YM

2 2021年6月28日 星期一 要闻评论部主编 责任编辑：刘军
电话：0579-85381055 版式设计：陈烨 校对：陈庆彪

在“歼寇亭”边的郁郁青松中，还隐
掩着烈士吴高级同志的墓。1956 年，吴
高级出生于大元村一户普通的农民家
庭。1976 年征兵开始，二十岁的吴高级
听闻消息后，认为当兵保卫祖国是青年
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即刻向父母请求报
名应征，淳朴善良的父母很快同意了吴
高级的要求。离家入伍的那天，他拉着
父母的手说：“请你们放心，我一定苦练
本领、报效祖国，用最好的成绩向家乡人
民汇报。”

吴高级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到了部队后，他以黄继光、邱少云、雷锋
等英雄烈士为榜样，时时加强政治修养，
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苦学苦练军事技能，
样样工作抢干在先。有志者事竟成，吴高
级入伍当年就受到连队嘉奖，被评为学
习雷锋积极分子。第二年，吴高级被批准
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提升为机枪连的
战斗班班长。

1977 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
共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了“支援边境、保
卫祖国、准备打击侵略者”的战斗号令。
吴高级立即提笔写下决心书，希望能上
前线。1979 年 1 月 17 日，吴高级协同宁

波舟山部队的参战骨干，开赴广西前
线。当这列特别快车满载着战士路经义
乌车站时，吴高级没有走下车厢，只是
在车窗边望向大元村的方向。40多小时
后，列车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县马
路镇集结待命。临战前，吴高级写了一封
信，给在南京工学院教书的同窗好友吴
广谋，信中说：“敢洒我热血，热血染红
旗，生为党战斗，死为党献身。我一定奋
勇向前、奋不顾身，为了祖国的尊严、为
了人民的安宁。”

自卫反击战打响一星期后的总结动
员大会上，部队首长点名表扬了首次参
战的吴高级。说他“临危不惧、沉着勇敢，
充分发挥了机枪手的巨大威力，为我军
前进扫除了敌人的阻击障碍。”取得首战
告捷后，吴高级所在的三营接着奉命攻
打“高巴岭”。

高巴岭海拔 1060 米，周围群山环
绕、云雾笼罩，处处是悬崖、暗堡，地势十
分险要。敌军借险顽守，妄图切断我边境
公路，阻扰我军前进。吴高级所在连，奉
命配合主攻连，提任第一突击队。吴高级
手端机枪，冲在连队最前面，与左右两翼
部队配合作战，接连夺取4号、5号、6号

三个险要高地。但是，在攻克第7号高地
的过程中，吴高级被暗堡中射出的子弹
击中，吴高级挣扎着架起机枪，用尽最后
的力气，射光了最后的子弹。最终，战友
们在7号高地上插上了五星红旗，但吴
高级没能看到这一刻。

1994年，在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大元
村村旁立起了吴高级烈士墓。“每到清明，
总会有附近的小学、中学生前来扫墓。铭
记历史，感受先辈的爱国情怀。这是大元
村的红色传承，是我们骨子里的红色血
脉。”大元村党支部书记吴奇超说道。

红色精神永流传

▢ 全媒体记者 谭祉潇 文/摄

在郁郁葱葱的义乌南山山麓，有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村庄——大元村。自1064年，义乌主簿吴造卜居此处，吴氏一族在此繁衍生

息近千年，绽放出绚丽多彩的文化之花，孕育出坚定自信的红色血脉。

走进大元村，村内到处闪现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尚书第”门楼和“尚书第照壁”在夏日阳光的照射下庄严而肃穆。而更令人肃然起敬的则

是村北侧的“歼寇亭”和“吴高级烈士墓”。抗日战争时期，义乌抗日独立大队正是在大元村尧山与日军展开了一场决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

气焰，极大鼓舞了义乌人民的抗日斗志，而吴高级烈士保卫祖国、英勇杀敌，用生命捍卫边防战线的英勇事迹仍在传颂，被后代永远铭记。

尧山战役碑刻。

尧山是大元村北侧的一个山坡。尧
山背后便是东阳。1942 年 5 月，义乌沦
陷。驻扎在浙江东部地区的侵华日军为
了保障东阳至义乌公路的安全，在尧山
上修筑了一个据点，派出一个小队的日
军在此据守。据守日军时常走出据点，在
周边村镇进行袭扰，当地人民深受其害，
苦不堪言。

1943年6月，义乌独立大队彭林、俞
慕耕等人经过反复商讨，决定对尧山据
点内的日军进行打击，振奋当地军民的
抗日信心。彼时，尧山据点距离义乌县城
有18里远，其他地区的日军若要赶往救
援，需要耗费不少时间。此外，尧山据点
内担任日军勤务人员的楼顺潮，是独立

大队队员方英凯的同学。方英凯向他提
及此事，迫不得已为日军办事的楼顺潮
立即提出要协助独立大队攻克尧山据
点，希望能将功赎罪。

在楼顺潮的协助下，独立大队队员
张志萱进入尧山据点内侦察，弄清了兵
力分布、武器装备、地形地物等各方面
的情况。

1943年10月9日清晨，由张志萱等
9 人组成的突击队员们，与大元村村民
扮作民夫，在楼顺潮的带领下前往尧山
据点。突击队队长张志萱找准时机，一声
令下，战士们手中的枪一起开火，站在营
房外面的7个日军应声倒下，周边的其
他日军措手不及，只能东西逃窜。突击队

员们火速占领预定的位置，勇敢机智地
消灭敌人。

但很快，反应过来的日军发现突
击队只有 11 名成员后，立即开始疯狂
反扑。营房外的一群日军冲向营房，反
应更快的突击队员当即开枪击毙两
个，其余日军只得退缩了回去。而在营
房外，战况更加激烈。向据点外逃窜的
日军，被守在门外的突击队员一一击
毙，两名队员也在激烈的战斗中不幸
中弹，身受重伤。

一轮战罢，日军再次掀起反扑。尧山
据点日军队长大宫指挥 10 多个鬼子再
次冲向营房，企图取枪。张志萱和林康全
力阻击，子弹都打光了，只能不顾自身安

危，将最后的两颗手榴弹向日军扔去，震
耳的爆炸声遏制了日军的步伐。正是他
们奋力争取的宝贵时间，让其他队员抓
住了战机，向日军发起最后猛攻，赢得了
突击行动的胜利。

在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中，突击队共
打死20多名日军，缴获了2挺机枪、2只
掷弹筒、18 支步枪和一大批弹药。但在
胜利的背后，队员方毅、沈士焕受重伤，
后医治无效牺牲。但是这一仗，沉重地打
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打出了义乌抗日
独立大队的军威，大长了当地军民抗日
杀敌的斗志。1994 年，为了纪念这场胜
利，当地人民在尧山之上修建了尧山战
斗纪念亭“歼寇亭”。

尧山之战大捷

穿过“歼寇亭”，大元村内外
还有数量众多、布局考究的古建
筑。仰止堂、采兰堂、德世堂、凝香
阁、香草园等名人居所，望云楼、
百尺楼、藏书楼各有千秋；三世部
尚坊、尚书坊、尚义坊、孝子坊、恩
荣坊、节妇坊、神道坊、绣衣坊等
八座牌坊错落有致。其中，2019 年
作为大元村新文化礼堂的承德
堂，也就是“七幢”规模最为宏伟，
其建筑总面积 1460 平方米，匾樱、
门窗、牛腿精雕细刻，巍然高耸，
气势恢宏，蔚为壮观，属市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此外，大元村还有大
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古今传说、
民间故事，武术、祈雨、迎龙灯等
民风民俗，更增添了大元村吴氏
文化的无穷魅力。

而如今，这座古朴的村庄处
处焕发生机。文化上，各级各部门
高度重视古村落的开发和保护，
投入大量精力和财力，对村内现
存的古建筑进行抢救性保护，尤
其对规模宏大的“七幢”等古建筑
加以开发利用。大元村吴氏文化
更是跨出了省界国门，蜚声海外。
2000 年、2002 年，美国哈佛大学教
授包弼德，两次带领美、英、日、
韩、新加坡及中国港台学生来大
元村考察采风。

经济上，2014 年启动首批旧
村改造后，6 年间因各种原因进
度缓慢。但去年，新一届村党委班
子上任后，用实际行动解决了这
件村民最关心的大事。2020 年 11
月 16 日，经过前期努力，大元村
完 成 1398 户 的 拆 迁 ，完 成 率 达
99%。根据最新规划，除旧改房屋
外 ，大 元 村 还 将 建 18 幢 高 层 住
宅，规划通过构建“大元一家人”
未来邻里场景这一总目标，依托
邻里中心、线性公园、主题文化公
园与开放广场等，构建社区复合
的邻里交互场所，打造社区五分
钟品质生活圈，塑造大元特色的
邻里交互模式。

改造后，大元村将建成配套设
施完善、共融共生、体现传承和人文
特色的新型集聚社区，在基于青山
绿水环境优势的基础上，营造独具
特色的现代化新型集聚社区。村党
支部书记吴奇超说：“推进大元村旧
村改造，是我们对村民的承诺。接下
来，村两委将继续干好群众关心的

‘小事’实事，做好乡村振兴，带领村
民共奔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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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奠英烈。

张志萱记录尧山战役的手稿。歼寇亭。

尚书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