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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洲镇，一个脚踩“两省四县”的地方，地处浙江的淳安、开化两县与安徽休宁、歙县两县的交界处，也正是

因为这样一处重要的关隘之地，才留下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足迹。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近日中洲镇以重走古道的方式重温那段红旗漫卷的历史，红红火

火地举办了一场2016年红色中洲第四届古道文化节。活动内容丰富，其中还有中洲镇第三届摄影作品展、红

色中洲美食节、古道登山比赛等精彩内容。

红色中洲：浙西之旅冉冉升起的“新星”
记2016年红色中洲第四届古道文化节

胡月华 汪仙妹

1.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

馆：纪念馆位于中洲镇厦山村，项目总占地

120 亩，建筑物包括纪念馆、研究中心、大型

纪念碑、雕塑群及纪念广场等，总投资达

6000 万元。纪念馆内以图文和实物全面展

示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征战闽、浙、赣、皖四省

四十余县的光辉历史，打造集革命传统教育、

廉政教育、红色乡村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群

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干部培训基地。

2.茶山会议旧址：1935 年 1 月 9 日，由方

志敏主持的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会议在茶山

村方氏宗祠“敦睦堂”内召开，参加会议的有

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刘畴西、政治

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等

人，史称“茶山会议”，会议旧址已被评定为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3.战地医院：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北

上抗日先遣队随军卫生部医院驻扎于泰厦村项

氏宗祠“成德堂”内。祠堂基本保存完好，镇村

将对其修缮布展，展示革命时期的担架、病床、

药箱、医疗器械等物品，成为红色文化瞻仰点。

4.红兵坟（孤魂碑）：坐落在中洲镇厦山

村姜塘坞的红兵坟，建于 1938 年 11 月，内埋

阵亡军士 77 位，是 1934 年至 1937 年期间，牺

牲在泰厦一带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

队、中共皖浙赣省委独立团，下浙皖特委游击

队的红军战士。当时村民为了避免被国民党

扣上通红军的帽子，故将碑名刻为“孤魂碑”，

暗地里称“红兵坟”。

5.中共青半山区委苏维埃政府旧址：

1935年12 月，原红军独立团政治部主任刘中

林和浙皖特委书记何英，在樟村青半山自然

村成立了青半山区委区政府，同年成立了淳

安县最早的共青团组织。

6.余家碉堡：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蒋介

石集结 100 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

对共产党进行合围聚歼。当时在余家，双许

共建有 3 处碉堡，后拆除 2 处，只留下了余家

这 1 处。据了解，尚存的遗址未得到开发保

护的还有十余处。

7.方志敏住所：始建于清末民初，房屋为二

层砖木结构，占地面积80平方米，方志敏住在宅

子的二楼。透过木窗，往右可以看到粟裕刘英

他们住的房子，往下能看到山下的动静。原本

二楼有一个木门，打开便是徽开古道的石板路，

可以说是进退适宜。当时方志敏选择这栋房子

也是有原因的，一是从方氏祠堂到这栋楼的距

离近，便于休息，茶山会议结束时，已经是后半

夜了，就近休息是理所当然的。二是一楼有足

够大的空间容纳军团警卫那么多人休息。

8.粟裕、刘英住所：住所为徽派建筑的天

井房，横梁上还有些许木雕，房屋结构为二层

砖木房子，占地面积七十多平米。这栋房子

同时也是军团政治部的驻扎地，一楼有两个

独立的小房间，右边是粟裕住的,左侧则是刘

英的休息地。之所以选择这栋房子也是有原

因的，房子往左边对过去就是当时军团主席

方志敏的住所，左侧旁边有瞭望台。而且这

都处于高地，视野开阔。

9.泰厦古关隘：位于浙皖两省交界处，自

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地，元朝时期为加强对浙

徽交界地带的管控，便在此修建关隘，设泰厦

巡检司一处，负责治安缉盗、保护商旅。据说

明太祖朱元璋在此屯兵整队后势如破竹一统

天下。中共下浙皖特委领导的红军也曾在此

与国民党部队发生了数次战斗，2011 年在修

复关隘时曾挖到未打过的子弹。

10.红军区委书记程灶林墓地：程灶林，

1936 年 5 月至 1937 年 2 月担任中共龙头（休

宁）县委仁宗坑区委书记。在任开化县仁宗坑

区委（第三区委）团委书记时，率领各武装工作

队员深入中洲金鸡岩一带活动，1936年5月，

开婺休特委将开化县中共仁宗坑区委（第三区

委）扩建为龙头县委（即休宁县委），任命严中

良为县委书记，程灶林为仁宗坑区委（也称第

一区委）书记，程灶林担任区委书记后，经常往

返于开、遂之间进行革命活动。1937年2月19

日程灶林在乘风源村组织红军开展秘密活动

时，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于次日被国民党杀

害在乘风源余氏宗祠门口，割首示众。后来，

当地村民将程灶林的尸体掩埋在乘风源村口

（土名鹰刁兔）的地里，成为无名墓。

图片均由中洲镇人民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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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多年前，方志敏带领的红十军团北

上抗日先遣队经此古道，并在古道途经的茶

山村方氏宗祠‘敦睦堂’内召开‘茶山会议’，

在中洲大地上留下长征的星火。”中洲镇党委

书记杨武军介绍道。

据悉，浙皖茶山古道是省“十大人文古

道”徽开古道的精华路段，也是新评选出炉的

杭州市最美森林古道之一，始于中洲镇厦山

村，终于安徽白际乡，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

史。古道始建于宋朝，既是古时浙皖商人商

贸往来的重要通道，也是重要的军事要塞，兵

家必争之路，历史上中洲茶山古道在浙皖两

省的物资交流、人员交往、信息传递等方面曾

经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称为徽商和浙商商贸

往来的的古“丝绸之路”。

近千百年的时间过去了，这条古道上依

旧还留有岁月的痕迹：元代的巡检司，明代的

古关隘，明清时期的五里亭、十里亭、二善亭、

岭顶亭，红色革命时期的茶山会议旧址、青半

山苏维埃政府旧址等遗址遗迹依旧保存完

好，似乎在向大家静静地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近年来，中洲镇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古道

探秘成为精品旅游路线之一，如今从中洲镇

到白际乡这条古道已成为广大户外运动爱好

者的经典线路之一。

浙皖茶山古道：浙江省“十大人文古道”之一浙皖茶山古道：浙江省“十大人文古道”之一

余家碉堡

泰厦古关隘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