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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德抗日自卫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之一，诞生于抗日战争最

为艰苦的相持阶段。1942年5月，日军发动了残酷的浙赣战役，金华、兰溪

相继沦陷，建德、寿昌两县经常有小股日军侵犯。在此情形下，建德县委积

极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斗争，组建了一支以共产党员陈一文（陈流）、潘力行

（茂坤）、蔡惠荣、朱增球等领导的抗日自卫队，并以“国民军坚勇部队”为番

号，在江东地区（兰江、富春江东南岸）打击日寇。从初期的60余人，到解放

战争的100余人，为国捐躯20余人，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七月一日，我们怀着一颗敬仰的心来到梅城镇洋程村，走进刚刚开馆

的建德抗日自卫队纪念馆，走近两位 90 多岁高龄的自卫队员，了解他们的

故事中。

红色七月：听老前辈讲革命的故事

现年91岁的陈步伦出生于洋尾乡洋尾村

（今梅城镇滨江村）。他的父亲陈一文是建德

抗日自卫队组建者之一，母亲蔡玉香跟随父亲

做情报工作。1943年，16岁的陈步伦听从了

父亲的召唤，离开杭州中学，跟随着父亲的抗

日步伐来到义乌。正月初二，随队长等三人执

行任务，化装成拜年的亲戚，穿过日军封锁线，

越过浙赣线，不幸被汉奸告密，被国民党部队

抓捕，先后被送往义乌、永康、丽水、上饶集中

营和福建等地关押。在近2年的关押中，他经

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还曾染患伤寒，差

点命丧狱中。直到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后，

陈步伦才被释放。在狱友陪同下回到洋尾埠，

他想回到自卫队，却得知父亲所在的部队已被

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一部队第

三旅八团，于1个月前已经北撤。

他留在了家乡，经父亲朋友的介绍去了

兰溪法院当了“公丁”，做打杂的事情。1949

年，杭州、建德解放，陈步伦来到了浙江省委

组织部，3 个月的干校学习后被派往上虞县

担任团县委宣传部长，之后又入华东团校学

习 ，在 那 里 ，他 正 式 加 入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

1962年他被派往省体委工作，直到离休。

陈步伦说，他的一生受父亲影响很深。

1996年，91岁父亲弥留之际对他说：“是我鼓励

那些乡亲们参加革命，他们中有30位为了革命

理想客死异乡，他们是无名英雄。我想建一座

革命烈士纪念碑，用来纪念这30位牺牲的烈

士。这样对他们的家属也算有个交代，对得起

历史，对得起后人。”那一刻起，陈步伦在心里暗

暗发誓一定要完成父亲的愿望。1999年5月，

这座由陈步伦发起的，自筹资金，政府主办的纪

念碑终于在当时的洋尾乡洋尾村建成。它凝聚

着陈一文、陈步伦父子两代人和许多战友的心

愿和心血。从那天起，陈步伦就在纪念碑旁边

住了，一个人，一辈子，守着一座碑。

陈步伦：追随父亲的脚步，圆梦父亲的心愿

陈果 程永成

如今，只要走进梅城镇滨江村，远远就能看

见一座革命纪念碑的身影，它俨然已成为村里

乃至镇里的一个标志。这座革命烈士纪念碑

高近10米，占地面积约1亩，这1亩地都是陈

步伦为造纪念碑自掏腰包买来的，他已经和子

女约法三章，纪念碑及周边的土地绝不改作它

用，他说他要把革命烈士舍身为国的精神世世

代代传承下去，让大家都记住这些无名英雄。

陈步伦放着杭州城里舒适的高楼不住，就

这样住在纪念碑旁边，守着这座纪念碑，几十年

如一日做着重复的事情，打扫纪念碑、修葺纪念

碑、在纪念碑周围种上各种各样的树⋯⋯和他

一样默默守护着这座纪念碑还有潘三友。每年

冬至、清明，村民们都会自发地来祭扫。当地学

校也会组织学生前来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和鲜

花，村里乡里新兵入伍前都要先来缅怀革命烈

士，还有不少老干部的党员活动也选择这里，这

里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随着两位老人的年事愈高，纪念碑管理

问题已经成了他们夜不能寐的心事。老人百

年之后，谁来接管？如今纪念碑顶部破损严

重已经超出了陈步伦能力范围，相关部门能

不能来安排修葺？采访之余，两位老人借助

媒体表达了这样一个心愿。

纪念碑何去何从？成了两位古稀老人的最大心事

口述建德——本栏目由建德市委党史办与《钱江晚报·建德生活》共同举办

潘三友 1924 年出生于建德县洋尾埠。

他18岁参加抗日自卫队，经常和陈步伦的母

亲蔡玉香、童小姣（童祖凯的姐姐）等人做侦

查情报和宣传工作。有一次，日军汽船从兰

溪沿江而下，来到洋尾埠停靠。几名日军上

了岸。潘三友等立即向自卫队报告，击毙日

军，缴获武器和物资，将汽船沉入江中。

1949 年 5 月，潘三友来到杭州，经五十

三师谭震林引荐，先后去过园林管理、邮政通

信等部门，因没有文化，怕做不好。当时家乡

刚刚解放，土匪猖獗，地方政府还没有建立起

来，他就放弃了大城市工作向组织请缨回到

家乡，开始了他的剿匪生涯。

建德的土匪主要是徐国辉的国民党军残

兵败将和地方民团武装队伍。盘踞在洋尾大

雾山，土匪凭借大山地势险要，负隅顽抗。县

政府组织剿匪，县中队和民兵大部队无法进

剿，一旦交火伤亡很大。县政府组织想派一

人前去说服。这个人不仅需要有胆量，更需

要口才，而且必须了解当地情况。潘三友自

告奋勇带头请战，最终成功劝降土匪中队长

方桂生，说服他带着队伍向政府投降。

剿匪结束后，组织派他去参加土改工作

培训。回县后先后参加过杨村桥、三都、乾

潭、麻车和兰溪五个地方的土改工作。他带

工作组去麻车，进村时遇见六七十位乡亲跪

在他们面前。一了解，原来，前天村里农会主

任、民兵队长和农会干部四人被逮捕，将面临

枪毙。他一听，问题严重。马上劝退群众，把

工作组同志分散到农户家去了解情况。原

来，邻村一个农会主任被五花大绑吊在树上，

被人救下，说是这里四个干部谋害的。经过

细致调查，这个所谓的受害者其实是漏网的

土匪头目，逃回村里竞选农会主任，村里人不

知底细，看他有点文化，做事有魄力，就把他

选上了。他自导自演了一出“苦肉，离间，借

刀杀人”的阴险戏。潘三友带人连夜奔赴县

城，深夜敲开在法院工作的老乡家门。组织

明辨是非后，为被冤枉的村干部洗冤复职，将

混进革命队伍，罪大恶极的土匪头目就地枪

决。此事匡扶正义，大快人心，土改工作势如

破竹，圆满完成。

潘三友：保卫家乡大本营，清剿土匪稳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