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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上高铁，从杭州往南，

沿途宛如在画中穿梭，蓝天

白云，青山绿水，梯田纵横。

200 多公里后到达金华永

康，再往东北爬上十几公里

蜿蜒的山路，就来到古山镇

前黄村脚下。

前黄，是中国古代思想

家、文学家、南宋状元陈亮的

祖地，也是革命烈士李立卓、

李立倚的故乡，还是改革开

放后第一批富起来的村庄。

现在的前黄村由上前黄、下

前黄、寮基、西炉、芷塘头五

个自然村组成，人口大约二

千人。

日前，钱江晚报来到这

座静谧的小村庄，探访这座

有着悠久历史的红色村落。

永康这个红色村落，改革开放后成为当地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亿元村

美丽乡村前黄村，打造特色红色产业
本报记者 高佳晨 “流血不流泪”的亲兄弟

为革命事业付出了一生

在前黄村的西南角，竖着两座墓碑，经常

会有村民在墓前放上一束鲜花，或是撒一杯

酒。墓碑下面，埋着两位革命烈士李立卓、李

立倚的忠骨。他俩还是亲兄弟。

1892年，李立卓出生于前黄村一户农民

家庭。他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残杀中国同胞

的暴行，并于1925年在上海毅然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从事革命宣传工作。

1927年上半年，李立卓回到前黄村。“当

时，李立卓他们的群众关系非常好，村民都愿

意听他们的，也愿意尽可能的提供帮助，李立

卓也曾以前黄、下徐店两所村小为据点，以教

书为掩护，继续开展党的活动，还介绍弟弟李

立倚等多名青年入党，并积极投入农民运动，

领导前黄村农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前黄

村联村干部胡敏告诉记者。

1929 年 12 月，李立卓担任永康中心县

委书记。1930年8月26日，为协调永康和仙

居两地红军的关系，李立卓途经磐安白岩大

溪时被国民党抓捕，被施以惨绝人寰的“点天

灯”酷刑，仍坚贞不屈，壮烈牺牲于缙云壶镇。

弟弟李立倚毅然接过了哥哥未曾完成的

使命。1933 年春李立倚任永康工委宣传部

长，在形势恶劣的环境下，李立倚

仍坚持在前黄一带隐蔽活动。

1946 年，永康组建武

工队，开展武装斗争。李

立倚为武工队安排宿

营地、侦察敌情、掩护

武工队员。在武工队

发生给养困难时，李

立倚毅然卖掉了家里

的耕牛，把钱全部支援

武工队，使武工队的战

士免遭饥饿。

“一次在执行任务时，

李立倚被敌人包围，为保护同

志及群众，他只身向外引开敌人，不

幸左腿中弹，断定自己无法脱险后，就将随身

携带的重要文件嚼啐咽下，来不及吞下的，就

用鲜血糊掉。国民党抓捕他后，残忍地将他

的头砍下示众。那天是 1948 年 8 月 31 日，

李立倚牺牲时年仅 44 岁。”胡敏说起这段带

着血和泪的历史，在场者无不动容。

奶奶得到消息的时候
爷爷已经没了

在前黄村，记者见到了李立卓的孙子李

法，生于1962年的他，对于爷爷的印象，都来

自于奶奶的回忆。

李法说，奶奶家境不错，为了爷爷的革命

理想，奶奶倾尽全力支持。爷爷懂得很多，还

会医术，家里有二三十本医书，都是爷爷留下

来的珍贵遗物。

回忆起爷爷被捕时的情形，李法有些哽

咽。“爷爷是在磐安白岩大溪那边被抓到的，

当时村民看到后，马上把消息送到奶奶家，小

脚的奶奶立马雇轿往那边赶，想把爷爷担保

下来。可是还没走多长时间，缙云壶镇传来

消息，说红军已经把缙云打下来了。奶奶以

为爷爷肯定安全了，未曾想到的是，爷爷已经

在河滩上被烧死了⋯⋯”

李法说，受爷爷的影响，叔公（爷爷的弟

弟）、父亲也都参加了革命，为党和劳苦大众

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作为革命老根据地，前黄村共有17人加

入中国共产党，9人参加工农红军，10人参加

浙东人民解放军。村里的廿间头，是李立卓、

李立倚等一批革命者的故居，也是永康市级

文物保护点。

离廿间头几步路的距离，是村民李世绪

的家，84 岁高龄的他，耳聪目明，人精瘦。他

是烈士李立倚曾经的学生。提到李立倚，李

世绪亲切地称他为“叔叔”。

李世绪告诉记者，李立倚的大儿子跟他

同岁，上学的时候，他们三人住一个房间，那

时候条件不好，烧饭什么的都是自己来，李立

倚也是一位严格要求学生的老师。

“当时，李叔叔以卖洋货为掩护来干革

命，为了给同志们买吃的，把家里牛都卖掉

了。他的牺牲，也使革命队伍损失了一员得

力干将。”

先富起来的亿元村
如今成“红色旅游”精品村

红色的基因深深根植在前黄村村民的骨

血里，也造就了村民们不怕苦、不怕累、勇于

开拓的特质。

改革开放后，前黄村的村民冲在改革开

放的前沿，带头致富。

“村里人多地少，剩余劳动力多，为了脱

贫致富，村里大部分农户烊起了铝灰。可是

几年下来，村里污染严重，连家禽都无法养

活。”现任前黄村党支部书记李定是告诉记

者。后来村里决定：利用荒滩建立村工业区

集中冶炼。

1987 年秋，前黄村集体投资 50 多万元，

造了首批 185 间厂房，建设了第一个经县政

府批准的村级工业小区，这也是永康县小康

工程示范村，当年的厂房出租收益就达18万

多元。1988 年底，工业区产值 1860 万元，成

为金华市第二个超千万元村；1995年工业产

值突破亿元大关，成为永康市第一批亿元村。

“当时一辆小汽车要十来万元，也有很多

人开上了。那个时候，无论走到哪里，只要说

自己是前黄村人，讨媳妇都很好讨的！”胡敏

打趣道。

前黄村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村后有 500

多亩的美丽田园，1000 多亩阔叶林山地，有

一条 5 公里长的原生态山谷，过山就是太平

水库。还有一个个美丽的传说故事。

2011年，前黄村被评为永康市美丽乡村

精品村。李定是介绍说，近年来，前黄村文化

综合体工程中的革命博物馆、图书馆、报告厅

已完工，美丽田园工程项目已完成节水灌溉

工程、机耕路工程，机耕路两旁都种上了马家

柚。“一个崭新的红色前黄将展现在人们的眼

前。”

正说着，胡敏拿来一本厚厚的《前黄村

史》，是由村党支部编写的，每几年就更新一

次，村里人几乎都对这本村史熟谙于心。

“我们要传承前黄村的革命精神，把前黄

村打造成革命教育基地，比如在山上打造全

真实景的地道战旅游等等，依据前黄村的环

境优势和红色文化，打造特色红色产业之

路。”李定是说。

—
—老区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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