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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上溪镇和平村，一排排被

绿树红花环绕的两到三层小楼，映

着蓝天白云，让人倍感清爽惬意，墙

上一幅幅抗日题材的3D油画，动感

而又逼真；无论是长长的小巷还是

宽敞的院落，都以传播红色文化为

基调，讲述着一个个红色故事，让人

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

和平村人自古以来热爱和平，

但一旦遇到外来侵袭，他们便会义

无反顾地拿起武器，前赴后继，坚定

地维护乡土和平。如今，战火的硝烟

已然远去，和平村成为义乌市的爱

国主义红色教育基地之一，在红色

文化的装点下，美丽新农村吸引着

一批又一批游客前来观光考察。

在和平村支部委员吴琅忠
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和平村后
车门 9 号。这栋两层民居前有
一块牌匾，记录着曾是义乌县
委机关所在地的历史。

历史的书页翻到1941年5
月中旬，义乌县委机关从稠城
石鼓金迁至吴店（现上溪镇和
平村）。

“吴璨邑家交通方便，地势
较高，视野开阔，站在屋内便可
一览全村风貌，且房屋周边村
道狭长曲折，易于八大队成员
隐蔽游走。因此，这里成了义乌
县 委 机 关 所 在 地 的 不 二 之
选。”吴琅忠介绍。当时，义乌
县委采取“精干隐蔽”的方针，
动员党员干部利用公开职业作
为掩护。江征帆（中共义乌县委
书记）的公开职业为记者，曾住
在吴璨邑家长达两年。

1942 年 5 月 19 日，在义乌
柳村老党员杨文清家，召开了里
程碑式的“柳村会议”。柳村会议
的决议，激活了义西金东的每一
根神经。当年5月21日清晨，江
征帆迅即动身赶回吴店。

“柳村会议，像一颗巨大的
精神炸弹在义西金东爆炸。人
称义乌‘小延安’的吴店镇沸腾
起来了；金东傅村、杨家一线抗
敌保家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为
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江征帆、
杨广平、杨民经等人，商议决定
将党的特派员制改为委员会制，
宣布恢复中共义乌县委。”在《别
梦依稀五十春——纪念第八大
队与坚勇大队成立50周年》一
文中，江征帆详细回忆了中共

义乌县委走过的历程。
当时，江征帆任义乌县委

书记，县委直辖金东义西区委。
吴店镇上的椒峰小学、进步人
士吴琅芝先生的家，成为抗敌
保家活动的革命阵地。

中共义乌县委一手狠抓枪
杆子，一手大力发动群众，关心
群众。其时，正值青黄不接，许
多贫苦农民已开始断炊。为解
决这一困难，县委决定开仓济
贫。当年 6 月 6 日，由党员带领
800 多名贫苦农民，在吴店、上
溪、傅村等处，把国民党逃跑遗
弃的粮仓打开，将几十万斤“皇
粮”分给贫苦群众。未过几天，
又接连打开了傅村大地主洪金
兰家的粮库，没收了奸商开设
的火腿仓库，把所有物资分给
群众，赢得了一片盛赞，大大激
发了抗日保家乡的热情。

为维护游击区的安定与秩
序，中共义乌县委积极引导“逼
上梁山”的匪民走上正路。江征
帆带人深入义西山区雪溪“土
匪窝”，直接找首领谈判，宣讲
中共抗日保家乡的方针，并同
他们约法三章。这个做法颇有
成效，后来不仅社会秩序比较
安定，而且其中一些土匪还参
加了游击队。7月上旬，以吴店
为中心，周边村庄先后建立了
10 余个游击小组，为建立抗日
游击武装部队奠定了基础。

和平村两委负责人吴念介
绍，他们准备按照当时的风格，
重建一座义乌县委旧址纪念馆，
预计投资20余万元。这已经列
入了村两委五年计划之中。

恢复中共义乌县委
掀起保家卫国热潮 在义乌县委机关旧址的不远

处，是革命烈士吴弋江的故居。古
朴的木门下，两方小石狮栩栩如
生，似乎在镇守一方安宁。据介绍，
这里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吴
店开展革命工作的联络点，也是抗
日武装八大队的主要活动点。

时光回溯至1942年5月，日本
侵略军发动浙赣战役，义乌、金华、
浦江等县相继陷于日军铁蹄，在这
民族存亡的危难面前，吴山民主动
把家中三支短枪献给抗日游击队，
而且还下山与江征帆一起走遍金东
义西乡村，宣传抗日，组织群众，为
建立地方抗日统一战线不遗余力。

在中共义乌县委的领导下，吴
山民以他的品德与才华，不仅吸引
和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为
抗战工作，而且运用他两度出任县
长的行政管理经验，从敌后抗日根
据地的实际出发，制定并实施了一
系列有利于抗日斗争需要的财政
经济、地方治安、发展生产、文化教
育事业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使
根据地的建设有序稳步地开展，使
八大队拥有了稳固而强有力的后
方支持。

1942年7月，金东义西抗日自
卫大队成立。为了有利隐蔽，吴山
民通过“国民党钱南军别动第一支

队第八大队”作为番号。7月下旬，在
义西下宅祠堂的场地上，江征帆宣
布：金东义西抗日自卫大队改为“钱
南军别动第一支队第八大队”（简称八
大队）。由此，一支党独立领导的人民
武装在浙中的抗日硝烟中诞生了。不
到6个月，八大队的人数增加到300多
人，先后组织了萧皇塘歼灭战和塘西
桥阻击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
话，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这
一时期，金、义、浦、兰人民子弟兵纵横
驰骋，龙腾虎跃，威震敌胆，为创建金、
义、浦、兰抗日根据地，并使之成为浙
东抗日根据地之一作出了不可替代
的贡献。

硝烟中诞生“八大队”，多次重创日军

和平村民风淳朴，始终保持
着革命传统精神和本色。漫步村
中，满目皆是美丽的风景。

和平村文化礼堂被红色簇
拥，掩映在翠绿的松竹之间，外观
设计简单，却很有特色。漫步礼
堂，翰墨飘香，书香浓郁。走进二
楼陈列室，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红
色革命宣传画，它整整铺满了一
面墙；两侧陈列着红色书籍和一
件件抗战史料；墙面上还展示着
一个个英烈的事迹……让人仿佛
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据资料统计，和平村新中国
成立前入党人员达28人，积极踊
跃参加金义浦抗日八大队人员多
达37人，涌现出吴璋、吴翠润、吴
非远等一大批党的优秀儿女，还
有以吴非远为代表的18人作为志
愿军入朝作战。

文化礼堂大门前的小广场

上，四周设置的文化宣传长廊像
一面面旗帜，让人心潮澎湃。“王
姆塘”边，“峥嵘岁月，幸福和平”
红底金色装饰牌、广场上宣传牌
的火炬红五星、绿化草坪上的党
员责任牌，处处洋溢着革命老区
的浓烈气氛。

“从2016年夏天开始，我们邀
请画师在民房墙上绘制农耕文
化、红色文化、党建题材为主题的
3D画，村子面貌焕然一新，更有活
力。”吴琅忠介绍说，巨幅3D画吸
引了很多游客，“其中以‘两新’党
组织和学校学生为多，最多的时
候，一天接待了200多人。”

2018 年 6 月 6 日，浙江省新
四军历史研究会为和平村“传承
红色基因，弘扬光荣传统”示范基
地挂牌，激励村民将红色革命精
神不断传承发扬下去，助推红色
乡村文化振兴。

这两年，和平村立足双星争创，
突出红色基因，以党建红色文化引
领美丽乡村建设，做足红色文章，形
成了“党建+红色文化+五水共治”
良性循环，是红色基因小镇的核心
区之一。

如今，作为革命老区的和平村，
已打造成远近闻名的红色文化精品
村。村子先后获金华市五星级党支
部、浙江省A级景区村庄、三星级美
丽乡村、金华市五星级党组织等荣
誉。目前全村共有 1400 多人，村集
体收入50万元左右。

“慈航溪水绕村庄，鲜花镶嵌新楼
房……欢乐广场舞春风，文化礼堂笑
声朗，豪情满怀唱颂歌，和平好地方，
明天更辉煌……”看着“华萼堂”前老
人们的笑容，看到村两委团结一心，时
时想着为村民办实事，我们相信，和平
村的明天会如村歌唱的那般美好。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张云飞 文/图

建设美丽新农村，做足红色文章

文化礼堂内景。

和平村文化礼堂。

和平村一角。

红色故事历久弥新 革命精神熠熠生辉红色故事历久弥新 革命精神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