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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浩瀚历史云烟，追寻恢弘红色记忆。闽
清地理特殊、文化厚重，造就了无数仁人志士在这
片热土上艰难跋涉的红色历程。一段段革命传奇
往事，如雕塑般立体呈现在我们面前。多少革命
先驱的战斗和牺牲，告诉我们闽清人民幸福生活
的来之不易。本文将介绍闽清17处红色革命之
地，探寻那些不能忘却的纪念。

红 色 足 迹·红 土 难 忘
——闽清县红色文化地图概略

闽清县文庙：项南领导的战时民教流动
工作队队部旧址

位于梅城镇城北大街的闽清文庙内，2017
年被列为县级党史教育基地。

1939 年，中共闽江工委组织部长兼中共闽
清工委书记卢懋居及地下党员项新（即项南）、
舒诚等来到闽清，以闽清文庙为阵地，组织开展
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将福州师范、福州简易师
范和福州英华中学统配到闽清做民教工作的二
三十位青年学生组成战工队。他们在文庙排练
宣传抗日救亡的歌曲和话剧，并在许多乡村演
出，给闽清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闽清县革命烈士陵园：
位于梅城镇洋桃路17号。
陵园建造于1963年9月，占地6200平方米，其

中烈士陵墓占地215平方米。陵园内共安葬新中
国成立前及初期牺牲的革命先烈262名（女烈士2
名）。陵园1984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县
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5年被列为省级党史教育
基地。

兴增厝：闽清人民游击队成立旧址
位于金沙镇上演村兴增厝，2017年被列为

县级党史教育基地。
1949年3月，中共闽清县核心领导小组负责

人黄世杰在上演村兴增厝宣布成立闽清人民游
击队，黄世杰为总负责，谢元安为队长，并以上
演村为基点建立闽（清）尤（溪）边游击根据地。
同年4月至6月，闽清人民游击队成功策反国民
党南平专署保安营第一连连长谢道球率部起
义。6月，人民解放军第29军86师副师长徐光
友率南下解放大军先遣队与游击队胜利会师并
进驻兴增厝。8月，游击队与解放军密切配合取
得“十五都反击战”胜利，并为解放闽清县城作
出了重要贡献。

仙峰山公园：十五都反击战纪念台
位于白中镇仙峰山公园之顶，建于2003年6月，2017年被

列为县级党史教育基地。
1949年8月，解放军第29军86师先遣队与闽清人民游击

队，在白中镇前坂村与国民党军发生激战。经过一天的战斗，
我方以 150 余人兵力战胜 4 倍之敌，并毙伤敌副团长等 30 多
人。十五都反击战是自解放战争以来在闽清发生的最重要、
最激烈的一场血战。它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当局据守闽
清、阻止解放大军南下的美梦，为闽清县城的顺利解放奠定了
基础。1999年白中镇政府在仙君寨建立一座“烽火台”以纪念
这次战斗。

宏琳厝：项南住所暨《抗日救亡》周刊
编辑部旧址

位于坂东镇新壶村宏琳厝的黄开修家，2012年
被列为福建省党史教育基地。

1939年初，中共闽江工委指派中共地下党员项
新（即项南）、舒诚等到闽清组建“闽清战时民众教育
流动工作队”（简称“战工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项新到闽清后住在宏琳厝，与闽清县政府第三科督
学黄开修一起组建“战工队”，创作和排练了大量抗
日救亡的歌曲和话剧，赴全县各地巡演，极大鼓舞了
闽清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1939年8月，项新为避国
民党抓捕离开闽清。1937年8月，黄开修、黄开云在
宏琳厝创办《抗日救亡》周刊。1949年3月，中共地下
党员黄育能、黄培熙在宏琳厝创办《人民半月刊》。

六叶祠（虎丘黄氏祠堂）：
中共闽清县核心领导小组活动旧址
位于坂东镇墘上村六叶祠（黄氏祠堂）。
1948年6月，闽清籍福建协和大学毕业生、中共地

下党员黄世杰受命回闽清开展革命工作。7月，黄世杰
与暑假回乡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鸿中等人，在六叶祠（当
时为省立闽清中学），以“专科以上学校闽清同学会”名
义，开办补习班，学员有100多人。补习班借学文化，组
织开展时事讲座等活动，引导青年学生提高政治觉悟，
从中培养革命积极分子，为发展党组织做准备。同年
10月，黄世杰主持重建闽清党组织的工作。11月，黄世
杰决定把分散在闽清各地的基层党组织集中起来，组建
中共闽清县核心领导小组。

谢开莲洋楼：南下解放大军先遣部
队指挥部电台楼旧址

1949 年 6 月 28 日，南下解放大
军先遣队 300 多人，在人民解放军
第 29 军 86 师副师长徐光友率领下
进驻上演村。7月5日，南下解放大
军侦察班一行 16 人在余参谋的带
领下，由游击队政工员肖武梅做向
导，专程护送一部新的电台和军用
地图，从南平经尤溪口，过百丈岭，
安全抵达先遣队驻地上演村。当
时，先遣部队电台就设在谢开莲洋
楼，负责收集、发送军事情报。

洪安村100号：中共福建省委地下交通线
洪厝里联络站旧址

位于坂东镇洪安村100号洪厝里的黄炳顺家，占地面积
约120平方米。

1944年3月，中共福建省委为尽快打通古田-闽清-永
泰地下交通线，委派黄扆禹、吴盛端等人到洪厝里，筹划建
立地下交通据点事宜。同年5月，左丰美、黄扆禹等人率游
击队20多人和吴盛端一起从古田来到洪厝里的黄炳顺家。
经左丰美批准，吴盛端拜黄炳顺母亲为“谊娘”，并对其母子
进行革命教育。经考验后，确定黄炳顺家为闽中游击队地
下联络站，即中共福建省委地下交通线洪厝里联络站。建
站后，中共福建省委经常派人到洪厝里联络、指导工作。

昙溪中学：昙溪小学孩子剧团旧址
位于云龙乡台鼎村昙溪中学（原为昙

溪小学）。
1939 年 9 月，“闽清战时民众教育流

动工作队”（简称“战工队”）到达昙溪小
学。之后，黄开修协助二都联保主任朱品
院等人，组织了“昙溪小学孩子剧团”，排
练演出《锄奸记》《侵略者的末日》《放下你
的鞭子》等抗日题材剧目。不少人为之感
动，慷慨解囊为抗日捐款。随后，昙溪小
学孩子剧团把募集到的款项上交政府，并
因此荣获“福建省抗敌后援会”主任陈肇
英题赠的“献金救国”金字匾一面。

桂堂厝：闽中游击支队莲宅联络总站旧址
位于塔庄镇莲宅村桂堂厝内的林庭礼家。
1947年6月，在中共闽中地委领导下，中共地下党骨干刘志

德、吴盛端在莲宅桂堂厝的林庭礼家建立闽中游击支队莲宅联络
总站。总站建立后，积极吸收地下革命骨干和游击队员，发展联
系点、红点户及负责人，做好宣传发动、传送情报、筹措经费、救治
伤病员、安全保卫、筹粮支前等工作。闽中、闽永游击队领导人林
汝楠、祝增华、蔡光周等经常来站里开会或检查指导工作。1949
年5月，闽永游击队队部由永泰大洋乡洋尾寨移驻莲宅村。

詹氏祠堂：伴岭革命老区纪念馆
位于桔林乡伴岭村139号伴岭詹氏祠堂，2017年底建成并

正式对外开放。
1934 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途径伴岭，播下了红色种

子。1944年初，中共闽浙赣省委为打通闽北到闽南的地下交通
线，决定选择伴岭村开辟革命据点，组建中共古田工委，建立武
装队伍。其间，中共闽浙赣省委主力部队曾在伴岭扎营整训，
与古田游击队一起在闽清、古田边界一带活动。之后，中共古
田工委扩建为中共闽东特委，机关驻伴岭三丘田，统一领导古
田、闽清以及建瓯、屏南、罗源、宁德等县开展武装革命斗争。
1946年冬，伴岭又成为中共南（平）古（田）（建）瓯工委南区区委
基地，直至闽清解放。

谷口村：张昌龙故居
位于省璜镇谷口村。张昌龙（1908-1988），原名张恒源，省璜镇谷口村

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1月，张昌龙经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参加了红军。他先在闽北红

军军械厂当枪械修理工，不久后被抽调到赣东北方志敏所属红十军刚成立
的弋阳兵工厂制造枪支、子弹。两年后，随红十军攻打福建浦城时负伤而
留在闽北红军平雪兵工厂。解放战争期间，他曾担任解放军师军工部部长
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
上校军衔，1960年6月晋升为大校。1964年7月，他到江西视察时发生车
祸，不久后离职休养，1988年4月26日病逝于南京。

可霖厝：闽浙赣游击纵队
开仓赈粮旧址

位于塔庄镇茶口村可霖厝。
1947年4月，闽浙赣游击纵队司

令员兼政委左丰美率主力部队 200
多人，从古田出发，挺进闽中。10日
拂晓，游击队到达闽清龙峰乡（今塔
庄镇），左丰美派遣一支小分队攻打
国民党龙峰乡公所，战斗速战速决。
随后，游击队开进茶口村，占领了茶
口粮仓，并张贴布告，开仓赈粮。茶
口村及邻近村庄的群众闻讯后纷纷
赶来。不到两小时，茶口粮仓300多
担稻谷全部被挑光。

限头厝：中共闽尤永南沙中心
县委联络点旧址

位于塔庄镇林洞村限头 3 号限头
厝，即“林洞惨案”旧址。

1947年9月，中共闽尤永南沙中心
县委和中共闽清县委在林洞村梧桐顶
土堡寨建立后，立即发展党的基层组
织，发动群众开展抗丁、抗粮斗争，积极
筹建革命武装。1948 年春，中共闽清
县委武工队成立，由刘志德带领，以林
洞山头为中心的闽（清）永（泰）边七八
平方公里地方几乎成了解放区。1948
年 16 日晚，中共闽尤永南沙中心县委
联络点遭到闽清国民党发动当局的破
坏，史称“林洞惨案”。刘志德等中共地
下党骨干先后牺牲，72 位中共地下党
员和革命群众遭逮捕、传讯和迫害，给
当时的闽清革命工作造成重大损失。

中共闽清县核心领导小组活动旧址中共闽清县核心领导小组活动旧址

宏琳厝内景

仙峰山公园烽火台仙峰山公园烽火台

闽清战时民众教育流动工作队队部旧址闽清战时民众教育流动工作队队部旧址

闽清县革命烈士陵园闽清县革命烈士陵园

闽清人民游击队成立旧址

中共福建省委地下交通线洪厝里联络站旧址中共福建省委地下交通线洪厝里联络站旧址

昙溪中学，原昙溪小学孩子剧团旧址

闽中游击支队莲宅联络总站旧址闽中游击支队莲宅联络总站旧址

伴岭革命老区纪念馆伴岭革命老区纪念馆

张昌龙故居内景

中共闽尤永南沙中心县委联络点旧址中共闽尤永南沙中心县委联络点旧址

南下解放大军先遣部队指挥部电台楼旧址

闽浙赣游击纵队开仓赈粮旧址闽浙赣游击纵队开仓赈粮旧址

(县委党史研究室）

台鼎村83-1号：
中共闽清二都支部旧址
位 于 云 龙 乡 台 鼎 村 83-1 号 ，

2017年被列为县级党史教育基地。
1947 年 10 月，中共闽浙赣省委

电台台长黄广天受省委委派返乡调
查处理“牛皮山事件”。其间，黄广天
秘密发展党员并组建了闽清县内第
一个地下党支部——中共闽清二都
支部。中共闽清县委组建后，中共闽
清二都支部改由中共闽清县委副书
记郑一惠领导。11月中旬，郑一惠领
导中共闽清二都支部开展抗丁斗争
并取得胜利，党的影响和革命队伍迅
速扩大。1947年底，中共闽清二都支
部升格为中共闽清二都区（工）委。

台鼎村：中共闽清二都区（工）委旧址
位于云龙乡台鼎村，2017年被列为县级党史

教育基地。
1947年底，中共闽清二都支部升格为中共闽

清二都区（工）委，下辖台鼎、际上支部。
1948年三四月，中共闽清县委和中共闽清二

都区（工）委遭破坏。同年10月，复建中共闽清县
核心领导小组后，重建了中共闽清二都区（工）委，
下辖四个支部，并继续开展农民运动，筹资购物支
援山头游击队等革命活动。1949年7月后，中共闽
清二都区（工）委积极筹粮支前，配合人民解放军
解放闽清县城。

尾栋厝：中共闽东特委游击队联络点旧址
位于桔林乡伴岭村215号尾栋厝，即詹泰瑞宅院。
1944年初，中共闽浙赣省委为打通闽北到闽南的

地下交通线，决定以伴岭村为革命据点，组建中共古田
工委。期间，民主人士詹泰瑞、詹其祥经常为游击队做
掩护、保密等工作，并将所获取的情报，通过堂兄詹泰
准，族人詹兴化、詹开入以上山之名传递给游击队。他
还曾配合游击队营救过省委交通员丁克同志。

中共闽清二都区中共闽清二都区（（工工））委旧址委旧址

中共闽东特委游击队联络点旧址

中共闽清二都区中共闽清二都区（（工工））委旧址委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