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 编辑/林娟辉 版式/ 陈雯琪4 今日苍南
2022年7月1日 星期五

“喜迎二十大、奋进共富路”。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101周年之际，为挖掘苍南红色

资源，助力乡村红色旅游，助推共同富裕，

中共苍南县委党史研究室主办建设的《苍

南红色旅游地图》正式发布上线。该地图

汇集全县 25处革命纪念设施，基于“天地

图”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设置图

片、文字、语音、视频等多栏目，介绍红色打

卡点的建筑情况、历史背景、重要革命人物

事迹，并链接周边景区，做到一图在手，苍

南红色旅游景点掌上通。

1.苍南县革命烈士陵园、苍南革命烈士
纪念馆

位于灵溪镇公园路，主要设施包括烈

士墓、烈士纪念馆、陵园大门、石牌坊、亭、

廊等。纪念馆系四合院式仿古建筑，馆内

分4个大厅，陈列自新民主主义革命至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苍南著名烈士的照片、生平

事迹和烈士英名录。苍南县革命烈士陵园

是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国防教育基地、

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市党史教育基地、县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县文物保护单位。

2.朱程故居
朱程故居位于矾山镇南面的鸡笼山后

的内山村。现故居有朱程半身铜像、物品

陈列室、朱程文化广场、碑坊和两个纪念亭

等。陈列室内展陈朱程烈士生平事迹和照

片以及朱德、彭德怀写给朱程的信，原冀鲁

豫军区政委崔田民等同志的题词及烈士遗

物等。2022年开始扩建朱程将军纪念馆。

朱程故居为省党史教育基地、省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市党史教育基地、县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县文物保护单位。

3.王国桢烈士故居
位于马站镇蒲城片区西门外村上南

垅。故居是一座完整的四合院建筑，建筑

面积为 1128平方米。故居内设陈列室，分

三个部分展出有关资料、领导和老同志题

词等，全面展示了王国桢烈士的生平事迹，

包括他的求学、生活、革命工作等方面的历

史资料和珍贵相片。王国桢故居为市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市党史教育基地。

4.陈式纯烈士纪念馆
位于金乡镇金灵路园山头。陈式纯烈

士纪念馆是一座五间仿古建筑，馆内详细

陈列烈士生平事迹、遗物，设置数字媒体播

放区，滚动播放烈士革命事迹、金乡籍烈士

名录、相关史料等。该馆周边有陈式纯烈

士墓、纪念碑、书法题词碑林。该基地为市

党史教育基地、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市双

拥教育示范基地、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5.林夫纪念馆
位于钱库镇林家塔村。馆内陈列林夫烈

士遗作、纪念林夫的题字、楹联、书法作品。林

夫版画题材广泛，刀法粗犷、简洁，黑白对照强

烈，有独特风格与浓厚的时代气息。20世纪30
年代中，鲁迅倡导新兴木刻运动，林夫是先驱

者之一，名字载入中国现代版画史。该馆为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市党史教育基地。

6.南坪革命烈士纪念馆
南坪革命烈士纪念馆位于霞关镇南坪

村坑子尾岗。该纪念场所由纪念碑、纪念

墙、纪念馆等组成。馆内展出南坪党组织

各个时期革命活动史料、照片等。该馆为

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县文物保护单位。

7.红军挺进师五岱山活动纪念馆
位于桥墩镇南山头村。该馆主要讲述

挺进师在刘英、粟裕同志的率领下，进入浙

江，历经三年游击战争的过程。以挺进师

的军史为主线，五岱山的革命史为副线，以

图片展览、实物陈列、绘画、场景再现、多媒

体技术相结合的形式，来展示挺进师和五

岱山革命的联系，充分体现先辈们革命艰

辛、曲折。该馆为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8.莒溪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浙南第
三县队成立旧址

位于莒溪镇田寮村石洞景区。馆内设

有资料展厅、文物展厅，展示游击战争时期

的珍贵图片资料和文物。1936年，刘英、粟

裕率红军挺进师进驻莒溪田寮，开展革命

活动，宣传当前形势，组织群众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掀起了田

寮红色革命的高潮。1947年，在莒溪田寮

村石岘上寮（现称红军寮）成立的浙南第三

县队。该馆为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9.大埔山村红色教育展厅
位于南宋镇大埔山村。馆内设红色学

堂、史志专柜、展示柜等，展厅分五个篇章，

展出108幅图片故事及一批文物资料，展示

了以吴毓为代表的23位南宋籍烈士及一批

老红军革命丰迹，回望了南宋从大革命时

期以来的革命斗争历史。该展厅为县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10.华阳烈士公墓
位于灵溪镇华阳社区。华阳烈士公墓

建于 1959年 12月。公墓正中央是一座高

约10米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碑

后安葬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解

放战争等等时期的烈士。公墓四周环绕着

青松翠柏，主要建筑纪念物有烈士墓穴、革

命烈士纪念碑、文化长廊、旌旗墙、陈列室

展厅。华阳烈士公墓为市党史教育基地、

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县文物保护单位。

11.福掌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位于岱岭畲族乡福掌村。1935年10月中

共平阳中心区委成立了福掌村党支部，是年冬

福掌村成为中共平阳中心区委驻地，并成立福

掌村赤卫队和抗租团，开展“五抗”斗争，斗争

坚持到1936年10月止。1935~1938年，福掌

村共有14位烈士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

一部分为福掌村革命烈士墓；第二部分为福

掌村革命烈士纪念碑；第三部分为福掌村红色

纪念馆，纪念福掌村艰难的革命斗争史。1999
年3月被命名为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2.马站烈士陵园
位于马站镇桥头村。陵园建于 1960

年，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建筑面积800平

方米。园内竖立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纪

念碑，安息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牺牲的王国

桢等48位革命烈士。烈士陵园成为对广大

党员、群众进行党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阵地，是县文物

保护单位、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3.霞峰宫革命纪念馆
位于马站镇霞峰村霞峰山麓东侧。霞

峰宫原系“平阳县第四区农民协会”成立旧

址。纪念室大门正上方题“霞峰宫革命纪

念室”，屋顶为金黄色琉璃瓦，具有民族建

筑物风格。二楼为纪念室陈列厅，分5个篇

章展陈，分别反映霞峰村党员群众参与大

革命等时期的光荣革命传统。该纪念室为

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4.环川农民协会纪念室
位于钱库镇东社村。1927年2月，环川

农民协会在协天庙里成立，是平阳县第一个

乡村农会组织。1993年 10月，环川农民协

会纪念室由环川农协会旧址协天庙拆建重

修而成。纪念馆由纪念室、厢房和后殿三个

部分组成，被列为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5.神山革命烈士纪念馆
位于望里镇神山村。神山村曾是平阳

县一个重要的革命据点。1934年春，叶廷鹏

在江南进行活动，发展党组织，成立神山党

支部，组织神山赤卫队，开展游击活动，先后

攻打藻溪保安团、攻打赤溪石塘国民党渔业

办事处据点。1937年，刘英带队攻打国民党

驻神山的敌人。神山村有杨仁国等八位烈

士为革命壮烈牺牲。为缅怀先烈和纪念在

神山开展的革命斗争事迹，1955年始建神山

革命烈士纪念馆。2016年，神山村重新集资

对纪念馆的场馆修缮、文物保养和布展更

新。目前纪念馆为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6.陈百弓纪念亭
位于矾山镇青山后村，于 2014年 12月

建成。该亭为一座三层仿古建筑，亭内竖

着“浩气长存”石碑，碑的四周樑柱上悬挂

纪念烈士的楹联，亭内二三层摆放革命烈

士相关照片和实物。

17.垟尾园红色展厅
位于南宋镇垟楼村，系欧阳宽故里。

该展厅为两层木结构平房，一楼设图书馆、

二楼设展示厅，占地面积400多平米。展厅

通过红色书籍、上墙图文及革命老物件等，

全方位介绍了当地红色历史和革命人物。

18.矾山杨子山张培农纪念室
位于矾山镇。中共早期党员张培农曾在

这一带的杨子山宫等处开展革命活动。原有

张培农武装留下的部分武器，如尖刀枪、砍刀、

腰刀、铁尺、尖钻等，后因无专人保管年久流

失，“培农学校”遗留下来的讲台桌、书桌等，也

在2006年2月1日一场大火烧毁杨子山宫时，

化为灰烬。2007年重建杨子山宫。2014年冬

修缮，在中共苍南县委党史研究室的帮助下，

搜集有关资料进行布展，以供后人纪念。

19.玉苍山战斗纪念碑
位于玉苍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龙船湖

旁，1995年 11月由苍南县人民政府立碑，

原任浙江省军区副参谋长的程美兴题字碑

名，篆刻着刘英率领浙南红军挺进师冲破

国民党包围的英勇战斗事迹。。

20.蒲南学校交通联络站旧址
位于霞关镇南坪村张氏宗祠。1925年

6月，温独支成员张培农回乡创建“蒲南学

校”，自任校长，在蒲南学校成立南坪农民

协会，发动渔农民向豪绅进行斗争，开展农

民运动。1940年夏，在蒲南学校成立“中共

蒲门区委员会”，发展党的组织，兴办抗日

夜校，激发群众爱国热情，掀起抗日救亡运

动。蒲南学校作为革命时期联络点，承载

着南坪成为浙南革命老根据地的印迹。

21.中共鼎平县委第一次代表大会纪
念碑

位于矾山镇埔坪大岭头，1995年 11月

由中共苍南县委员会立。1939年春，为迎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

鼎平县委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工作部署，在埔

坪大岭头举行中共鼎平县委第一次代表大

会，总结与部署党的工作，发动群众开展抗

日救亡运动，选举刘先、欧阳宽、陈百弓、吴

明著为代表出席浙南特区党代表大会。

22.林辉山纪念亭
位于赤溪镇圆潭村。纪念亭匾额由书

法家林剑丹题写，楹联由原中顾委委员、成

都军区政委万海峰题写。纪念碑林由 8块

青石碑组成，内有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

原省委书记铁瑛、原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

校长薛驹等的亲笔题词。碑林上刻有林辉

山的遗像、七大代表证、红军纪念章等。

23.刘先纪念亭
位于矾山镇埔坪社区埔坪村炮台岗。

2014年，由群众集资建造而成。亭为六角形

仿古建筑，亭中立刘先纪念碑，正面由原浙

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泽民亲笔

题字，背面刻有介绍刘先生平事迹的文字。

24.苍南大渔湾战斗纪念馆
位于赤溪镇赤溪村。为纪念1963年的

大渔湾战斗，传承大渔湾战斗精神而建馆，馆

内有集中展陈区主要保存和展示大渔湾战斗

及表彰的相关照片、锦旗、战斗用具和文献资

料等，基本展现了大渔湾战斗的真实战况；爱

国主义教育观影区主要运用LED大屏播放大

渔湾战斗画面、宣传军民战斗英雄事迹等；红

色文创区主要用于排练红色节目、举办专题

汇演等。该馆为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5.陈铁君故居
位于桥墩镇十三亩自然村，始建于清

代雍正年间，陈氏族人于民国 36年重建。

该故居为木结构，依山而建，正屋和厢房形

成三合院落，为常见的浙南山区民居类

型。目前在修缮中。

（中共苍南县委党史研究室 章文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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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红色旅游地图》
带你打卡25处红色旅游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