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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一村又一庄，今天我们来到盘樟。
红村盘樟，红得根深脉远。
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大革命

时期，盘樟的“林家大屋”来了个管账先生——年轻的中
共党员傅金林。他筚路蓝缕，在群山叠嶂的盘樟，播下了
革命的火种。

自此，盘樟就有了第一抹红色。
自此，这一抹红色便渐渐润染开来，铺展成宁国第一

面党旗的鲜艳、鲜红。
自此，红旗卷起农奴戟，共产党人带领群众，减租抗

捐、搜仓拦米、武装斗争……盘樟这个偏僻的山村，星星
之火越烧越旺，照亮了皖浙边界的夜空。

自此，党旗映照盘樟红，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盘樟
成为皖浙赣红军独立团在宁国境内活动战果最辉煌的英
雄之地，成为苏浙皖边游击队解放宁国的出发地……那
最初的一抹红色，已成为盘樟最耀眼的底色。

红村盘樟，红得历久弥新。
今天的盘樟，有传承红色资源而建的“红馆”，有汲取红

色文化而兴的“红居”，还有气息炽热的“红韵”党建品牌……
在这里，我们追寻盘樟红色根脉为什么如此深远？
从“林家大屋”的火种，到宁国第一面党旗；从中共宁

国特支的建立，到中共宁东区委成立；从石壁山大捷的硝
烟，到仙霞兵变的烽火；从皖浙赣红军独立团的转战，到
苏浙皖边游击队的出征……这支红色根脉的萌芽、破土、
赓续，薪火相传，清晰可见。

在这里，我们思索盘樟“三红”为什么这样鲜艳？
“红馆”焕新的背后，是红色基因的守护传承；“红居”出

圈的背后，是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红韵”悠扬的背后，是红
色血脉的发扬光大——盘樟“三红”，映照初心，光被未来。

在这里，我们更加懂得：初心恒久远，根脉永流传。
在这里，我们再次体会：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走过

的路。 （张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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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樟“三红”韵味浓根深脉远红盘樟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主 题 报 道（十四）

赤 胆 播
火种，旗映盘
樟红。

位于宁国
市仙霞镇的
盘樟村，是宁

国最早的党组织——中共宁国特支的诞生地。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
今天，我们来到盘樟，追寻红色根脉的生长路径。

■赤胆播火种

盘樟，群山叠嶂。翻过山，便是浙江的於潜、昌化。
盘樟的红色历史，要从山那边说起。
让我们回溯到1928年。
那一年的2月，中共党员、浙江遂昌人傅金林，受中共

浙西特委派遣，来到宁国蓬山村（即盘樟村）。他以走亲串
友做掩护，在亲戚、同乡中秘密宣传革命思想。

为何浙西特委要越山而来，在偏僻的盘樟播撒星火？
宁国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朱普敏介绍，“八

七会议”以后，全国各地党组织根据党中央要求将工作中心
逐渐转向农村，恢复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中共浙江省委在宁波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浙东、浙西
两个特委，将党组织转入地下和隐蔽到农村，开展革命活
动。”就是那时，盘樟村被列入浙西特委开展秘密活动的重
点地区。

史料显示，第一次越山而来的傅金林，工作的重心还不
仅仅局限于盘樟。

那年7月，中共浙西特委在桐庐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研
究发展党组织、建立革命武装、准备举行秋收暴动、建立革
命政权等事宜。傅金林作为宁国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
议。这一次会议在党史中被称为“桐庐定计”。

桐庐会议之后，傅金林返回遂昌，参加中共遂昌县委组
织的塘岭头暴动。暴动失败，傅金林等多名参加暴动的共
产党人遭到了毁家之灾。

1929年2月，受浙西特委书记郑馨派遣，傅金林再次来
到盘樟村。

这一次来盘樟，傅金林有备而来。他落脚在屠户林章
文（又名林老三）家里——林家大屋，他有了一个新的掩护
身份——管账先生。

“林家大屋”现在还在，大屋的外墙，张贴着“红色堡垒”
的简介。

“林老三”的后人还在，我们在宁国城里，见到了他的孙
女林春梅。

她是仙霞中心小学退休的语文老师，今年63岁。
“林家来了管账先生”的红色往事，爷爷曾不止一次对

她说起过。
在爷爷的记忆中，傅金林是识字人，也是热心人，经常

帮当地老百姓代写书信、立字据；邻里有什么纠纷也找他断
断理。乡亲们都尊敬地称他为“傅先生”。

在留下的史料里，识文断理的“傅先生”还有更重要的事
情要做。在林家这个坚固的“堡垒户”里，傅金林最先发展了
朱顺发、罗顺天两个党员。依靠党员“一带一”的方法——每
一名党员再发展一名党员，傅金林很快在盘樟、大佛地、黄金
塔等地发展了九十余名党员。

“为了减少对外暴露身份的风险，当时的入党方式比较
简单，介绍人出一张纸条，写明入党的要求，由申请入党的
人按上手印或盖上印章，这样就算是正式党员了。”朱普敏
如是介绍。

红色根脉，就这样悄然破土，绽发新芽。
1929年春，中共宁国特别支部在盘樟村建立，傅金林

任特支书记，下辖大佛地、黄金塔两个支部。同期，经中共
浙江省委同意，在於潜建立了中共於昌中心领导小组，隶
属中共杭州市委，领导於潜、分水、昌化和宁国东南部的党
组织。

盘樟星火，划破长夜；“宁国第一面党旗”，熠熠生辉。

■旗映盘樟红

红色根脉，一旦植根沃土，必然枝繁叶茂。
中共宁国特支成立后，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

展革命斗争。
1930年7月，中共杭州市委在西湖召开会议，进一步研

究武装暴动问题，傅金林代表宁国特支参加会议。

会后，杭州市委派傅以和与傅金林一起来到盘樟，加强
中共宁国特支的领导工作。傅以和既是傅金林的战友，也
是他的侄子。在盘樟的战斗岁月里，叔侄俩并肩战斗。

在他们的带领下，宁国特支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
做得风生水起。宁国特支以雇农为主体，成立“盘山农民委
员会”，建立了“盘山农民互济会”，入会会员70余人。

红旗卷起农奴戟。农民运动随之在盘樟蓬勃兴起。
宁国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余鸿亮归纳为三个斗

争，首先开展的是“减租”斗争。
原来农民租种地主的田和山场，都是按“三七”或“四

六”分成，地主得大头，农民得小头。农民辛苦一年，仍然吃
不饱、穿不暖。宁国特支通过农会发动农民抗租，迫使地主
同意五五分成。同时，每工加资1角5分，增加了农民收入。

减租加资运动深入人心，搜仓拦米斗争取得胜利。
人祸才平，天灾又起。1930年夏，皖浙边区久旱不雨，

於潜、宁国等地米价大涨，盘樟村地主黄炳林等人借机抬高
米价，由1银元20斤涨到1银元7至10斤，从中牟取暴利。
与此同时，宁国、昌化的米市也被米商操纵，老百姓即使有
钱也买不到米；饥饿的群众喊出了“青天白日旗，大家饿肚
皮”的口号。

傅以和、傅金林因势利导，发动群众搜仓拦米出境、反
对积谷外运，参加斗争的群众达300余人。通过斗争，让地
主将囤积的大米按1银元15斤出售，帮助贫困农民度过了
灾荒。

风卷红旗映盘山。“二五减租”运动和分粮斗争的胜利，
扩大了中共宁国特支的影响，受到群众的拥护，也得到上级
的充分肯定。

在1930年8月召开的中共杭州市委会议上，杭州市委
书记郑馨表扬说：“宁国特支党员90余人，其中大多数是
雇农，特支书记傅金林也是雇农，队伍很纯洁，工作开展得
很有成效。”会议要求於潜、昌化、宁国三地的党组织活动
以宁国为中心，加强对宁国雇农党员的培训，推广宁国特
支的斗争经验。

对宁国特支来说，更为艰巨的斗争是开展武装斗争。

中共於分昌中心领导小组在於潜、分水、昌化三县边境

山区组织3个“打猎队”，队员主要由分水和宁国边境山区

青年农民组成，共百余人。

余鸿亮介绍：“打猎队以打猎为名，实则集结训练，建立

革命武装，为配合江南5省农民武装暴动作准备。”

然而，惊雷未动，乌云先至。

1930年9月，中共浙江省委通讯联络点遭敌人破坏，国

民党军警根据所掌握的通讯录四处搜捕共产党员。

10月的一天凌晨，国民党宁国保安队突然包围了盘

樟村。正在村里的特支书记傅金林不幸被捕，傅以和侥幸

逃脱。

当时，傅以和因患重感冒在林章文家后山一处棚屋里

休息，林章文母亲得知消息后立即叫醒傅以和。从傅以和

1960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当时情势的惊险：“我穿

好衣服就往外跑，刚跑到离林家不远的树林里，反动军警就

包围了林家。我脱险后在大山里躲了两天两夜。”

林春梅告诉记者，在那一次搜捕中，她的爷爷林章文也

被敌人抓走。林章文不愧是堡垒户，面对敌人的讯问，他咬

紧牙关，什么也不说。后来，林章文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一

直生活在盘樟村，直至去世。

林春梅记得，家里还有傅金林送给父亲的银项链，弟弟

去当兵时，父亲把这条具有纪念意义的项链传给了弟弟，让

他牢记盘樟这段红色历史。

遭此突变，宁国特支及大佛地、黄金塔2个支部随之停

止活动。

宁国特支开展活动历时两年左右，虽然时间不长，但在

宁国地方党的发展史上写了光辉的一笔。余鸿亮认为：“为

以后宁国东部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和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根脉在，力量就在。

在此后的岁月里，盘樟这片红色的土地，成为皖浙赣红

军独立团在宁国境内活动范围最广、取得战果最辉煌的英

雄之地；成为苏浙皖边游击队解放宁国的出发地……

盘樟的红，根深脉远。

（本报记者 顾维林）

仙霞兵变，是中共宁东区委
组织的一次威震皖浙两省边区
的武装斗争。

1941 年 6 月初，中共宁东区
委下属的万家党支部在发展党
员时，不慎吸收了4名土匪；在调
查清楚他们的情况后，万家党组

织将他们清除出革命队伍。这4名土匪因此怀恨在心，
向国民党万家乡公所供出了万家党支部的情况。

此时正值“皖南事变”后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大
肆搜捕共产党人。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共於潜中
心县委和宁东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对策。在经
过讨论后，他们认为“与其束手就擒，不如在斗争中求
生存发展”。

会议决定发动兵变，夺取啸天乡公所枪支，上山打
游击。会后成立了中共宁东游击支队，郑先源、叶祖绳
任正副队长。

6月9日清晨，郑先源、叶祖绳带领10多名游击队
战士，在打入啸天乡公所地下党员的接应下，趁乡丁吃
早饭的时机，冲进乡公所，俘获了国民党乡公所部分乡
丁，夺取了18支枪和部分弹药。并在仙霞街上组织一
次示威游行后，按计划向壕堑关方向撤离。

当郑先源、叶祖绳率部队撤离到杨树桥时，由于天
黑路险，加上疲劳饥饿，队伍就地休息做饭。这时，尾

随而至的乡丁在黑夜中发现了游击队员，双方发生遭
遇战。叶祖绳在敌人的围追中，不幸被子弹击中，身负
重伤倒在血泊中；为了掩护战友们转移，他带伤与敌人
搏斗，被蜂拥而上的乡丁抓俘。叶祖绳最后壮烈牺牲，
献出了年仅24岁的年轻生命。

“仙霞兵变”失败后，幸存人员根据中共浙西特委
指示，分散隐蔽起来，等待时机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本报记者 徐静雅）

盘樟村一年四季都被装点得红艳艳的。
春和景明，山有杜鹃花开；夏日晴好，

村有荷塘飘香；秋冬时节，更是漫山枫叶
层林尽染……

红艳艳的盘樟不仅红得漫山遍野，更
红得浃肌沦髓：“红馆”传承着红色历史、

“红居”拓展着红色旅游，“红韵”打造着红
色党建品牌……

盘樟“三红”，根脉久远，韵味浓烈。

“红馆”传承根脉远

“红馆”是盘樟村的新地标。
她的全称是：“中共宁国特支教学点”。
走进教学点，迎面就是一组浮雕，依

次展现了“中共宁国特支诞生-石壁山大
捷-仙霞兵变-迎接新中国”四个标志性红
色事件。

馆内，“宁国第一面党旗”雕塑特别醒
目，这是盘樟的红色骄傲。1929年春，宁
国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宁国特支就在
这里诞生。

“林家来了管账先生”的群像，生动再
现了当年傅金林从浙江翻山越岭来到盘
樟，传播红色星火的场景。

沿着指示牌，从中共宁国特支的建
立，到上浙皖特委的成立，再到中共宁东
区委成立，直至宁国解放……这支红色根
脉的萌芽、破土、扎根、赓续，清晰可见。

一座“红馆”，就是一段浓缩的红色历史。
宁国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余

鸿亮，是“红馆”的“总设计师”。他如数家
珍：展馆分为两个展厅10个篇章，以时间
为顺序进行陈列布展，共展岀不同历史时
期的文史图片68幅，其中有25幅史料图
片（影印件）是第一次公开展出。“为了让
参观者更好地了解历史，我们还复原了一
些战斗场景，像石壁山大捷，让参观的人
有沉浸式体验。”

盘樟村党总支委员朱树新，全程参与
了“红馆”的建设。2018年村“两委”换届
时，他当选村委，第一个任务就是打造“红
馆”。“村里没有搞大拆大建，而是利用原
有的民居进行改造、修缮而成。”

2019年6月，“红馆”开馆，朱树新又
成为兼职的讲解员。

“红馆”的讲解词出自他手。朱树新
是土生土长的盘樟人，从小就听长辈们说
红色故事。但真要系统、详实地给参观者
介绍好盘樟的红色历史，他知道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在档案馆查阅了很多资料，
也专门向党史办和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
专家们请教，几经修改，最后才拿出了一
份像样的讲解词。”朱树新说，把盘樟的革
命历史讲清楚、讲精彩，是他的责任。

如今，“红馆”已成为宁国红色旅游和革
命传统教育基地，有15000多名党员来到这
里，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传统革命教育。

红馆，是一个红色“基因库”，也是一
座红色“加油站”。

“红居”旅游破题新

“红居”就在红馆的旁边。
这是一家以红色旅游为主题，集餐

饮、住宿、民俗体验、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
色民宿群。由古民居、徽式观景楼、徽式
私家庭院、主题餐厅、特色客房组成。

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
古民居是最吸睛的一幢。徽风皖韵，是它
的独特气质。

“咿呀”一声，木门打开，恰好的天光
从高高的天井泻落。漫步其间，只见一桌
一椅都晕染着古色古香的味道。沿着木
制的台阶拾级而上二楼，推窗远眺，远山
含黛尽收眼底。

“这是民宿群里唯一的一座古民居，
由清末时期皖南古民居改造而成。”“红
居”民宿群的主人、来自浙江嵊州的张东
平介绍，古民居前有中心花园，含凉亭、步
道、花木、假山等，屋后还有露天小院，可
供游客休憩之用。

对张东平来说，与“红居”缘分深哩！
他是盘樟村的外来女婿。2015年，初

到盘樟，他就看中了村里一幢老式徽派私
家庭院。“那时，这个庭院的名字，就叫‘红
居’。”他一见钟情，花了200多万元将庭院
修葺一新，并萌发了打造特色民宿的念头。

2016年，仙霞镇成立了宁国市红居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紧接着，盘樟村以村集
体名义收回村民闲置农房，并入股至该公
司，与张东平共同出资建设“红居”特色民
宿群。

说干就真干。仅仅用了两年时间，民
宿群的徽式观景楼、主题餐厅就建成了。
目前，民宿群共有主体建筑5幢，建设面积
200余亩、床位数120张。

几乎在“红馆”开馆的同时，2019年7月，
“红居”民宿群正式营业。

盘樟的红色旅游大文章，从“红居”破
题了。

得天独厚的红色历史，别具一格的徽
式建筑，加上“皖南唐古拉”的秀丽景色，
让“红居”成功“出圈”。

“开业当年，2019年国庆节的时候，
‘红居’民宿群就接待了游客1000人次。”
2020年春节期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红居”暂停营业。此后，随着疫情防
控形势的逐渐好转，重新开门迎客的“红
居”客源爆满。“清明节小长假期间，民宿
营业额达到6万元。”

而今，“红居”的“红味”更浓了。随着
红色旅游的火热，张东平在民宿群内建设
了红色主题活动室，为前来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团体，提供专门的教学活动空间。

在张东平看来，盘樟的红色旅游只是

刚刚破题，他觉得自己要做的事还有很
多。“明年你们再来看，‘红居’会更漂亮！”

“红韵”党建品牌亮

有“红馆”，有“红居”，盘樟的第三红
是什么？

陪同我们采访的仙霞镇党委副书记
杨灵卖了个关子。“你们一路看过来，印象
最深的是什么？”“红韵盘樟呀！”

红韵盘樟，是盘樟村聚力打造的党建
新品牌。

如何把盘樟的红色资源利用好？村
“两委”一班人动了不少脑筋。经过几番
酝酿，村干部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盘樟要
发展，党建引领是关键！

村党总支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
“红韵盘樟”这个党建品牌树立起来。

盘樟村党总支书记谢建平介绍，为了
打造“红韵盘樟”党建品牌，党总支依托

“红馆”建设，把红色基因、红色传统融入
到“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日常学习教育
中，传承精神、凝聚力量。村里组建了“红
色领头雁”队伍，由党员担任“政策知识宣
讲员”“文明实践传播员”“矛盾纠纷调解
员”……发挥党员在美丽乡村建设、旅游
示范村创建、村庄整治试点中的先锋模范
作用，形成了“党员带动、全村提升”的建
设氛围。

党建引领是保障，乡村振兴是目标。
在具体发展路径上，盘樟村抓住被确

定为美丽乡村省级中心村的契机，通过盘
活红色文化、山林土地、乡村民宿等丰富
资源，积极探索“红色资源+乡村振兴”的
新路子。

村里接连打出两张“红色牌”：依托汤
公山万亩高山杜鹃花，成功举办了两届

“踏红军足迹·赏仙霞花海”徒步活动；借
力“皖南唐古拉”自驾越野路线，向外推介
盘樟红色旅游资源，做活红色旅游文章。

在谢建平的推介里，“皖南唐古拉”是
盘樟“红韵”的新亮点。

这是宁国市境内的一条自驾越野线
路，穿仙霞镇、中溪镇、云梯乡等乡镇而
过，呈“U”形状，全程约75公里。而位于
盘樟村的汤公山，是“皖南唐古拉”必打卡
的景点之一。

“我们这山上，有华东地区面积最大
的野生杜鹃花林。”盘樟村吴家畈村民组
村民张满江很开心，随着汤公山花海和

“皖南唐古拉”的名气渐响，他把家中房屋
重新修建，办起了民宿“汤公岭下人家”。

2018年 5月，张满江的民宿开门迎
客。“去年五一小长假，20间房每天都爆
满，因场地受限，我还推掉了33个订单。”

现在，村里民宿和农家乐已有十余家。
谢建平看好盘樟未来的红色旅游前景，

“下一步，村里将继续整合好红色资源，开发
红色徒步线路、红色农耕文化及红色香榧园
等项目，让盘樟‘三红’真正红起来！”

（本报记者 顾维林）

在我们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进行
百年奋斗的伟大历
程中，红色血脉代
代相传。

——习近平

昔日盘樟，是宁国最早的党组织——
中共宁国特别支部的诞生地。受中共浙
西特委派遣，浙江遂昌人傅金林来此进行
革命活动，积极发动群众开展“二五减
租”运动和分粮斗争。

今日盘樟，建立中共宁国特支纪念
馆，充分挖掘红色文化、盘活红色资源，做活红色旅游文
章。2018年被确定为美丽乡村省级中心村；2019年9月，入
选安徽省首批美丽乡村示范村。

仙霞兵变发生地（原啸天乡公所）旧址。

中共宁国特支教学点内景。

中共宁国特支遗址中共宁国特支遗址。。 林家大屋旧址林家大屋旧址。。 报道组在盘樟报道组在盘樟。。 盘樟村盘樟村。。红居红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