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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橘乡文化

承传统文化 扬石狮精神
——访屿头乡石狮坦村文化礼堂

■本报记者 叶晨曦 通讯员 屠锦樱
时光追溯到千年以前，黄

岩西部柔极溪和梨坑溪的上

游雨水充沛，两条溪流冲撞交

汇在骄山山脚处，形成沙石

坦。有人渡溪而来，在沙坦之

上安家。因远处有14块山岩形

似狮子，头对沙石坦，村被命

名为十四坦，后写成石狮坦。

如今，石狮坦人口不多，

却是一个久负盛名的“抗日战

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村”。村民

们弘扬石狮精神，开创新的生

活。去年，石狮坦村文化礼堂

建成，传承历史印记，成了村

民们的精神家园。“石狮坦村

文化礼堂以红色文化为主题，

突出红色记忆，不断激励村

民。”屿头乡党委委员王文芳

说。

“我从小就知道村里有几位革命烈士，最出名
的就是李文益。”石狮坦村党支部书记黄岳启告诉
记者。

李文益原名李镜东，乳名李启荷，别名李平，
笔名林克多。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
2月，担任中共宁海县党的核心小组宣传负责人，
参加宁海县农民协会对土豪劣绅的斗争；1927年
4月在宁海被捕，在押往宁波途中逃脱，后经中共
上海党组织介绍去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和东方大学军政特别班学习和考察。

1931年，他回国后，一直在上海等地在文化
战线上继续同敌人作斗争。1937年“八·一三”事件
以后，李文益夫妇随难民去四川，途经武汉，参加
由朱克靖担任团长的战地服务团。后来，他又先后
任职于新四军政治部、国民政府外事组，担任宣传

和接待苏联顾问的翻译工作。
1946年秋，李文益返回家乡。1948年，他在家

乡参加由中共括苍中心县委领导的秘密工作。
1949年，李文益在土匪围攻时光荣牺牲。1950年，
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我们村很多老人小时候跟着李文益一起参
加革命，现在都九十多岁了。”黄岳启说，他的父
亲也参加过革命，常常跟自己提起当年的事情，
而他的叔叔是和李文益一起牺牲的革命烈士。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村”是石狮坦村
的“标签”，也造就了村民们心中坚定的理想信
念。以前，村里就有建李文益纪念馆的计划，文化
礼堂的建设便成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如今，在石
狮坦村文化礼堂里，李文益纪念馆是一个重要的
区块。

老照片、往来书信、军用水壶等旧物品……和
李文益有关的资料和物品都被陈列在这里，让村
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李文益的事迹，感受革命气
息，弘扬石狮精神。

“李文益是我爷爷的叔叔，我家里至今还保留
着李文益孩提时睡过的雕花大床，不知道有多少
年的历史，估计有一百多年了。”村民李建雄告诉
记者，“以前我只知道家里有这样一个长辈，对于
他的具体事迹都不太清楚。我们家和他的几个女
儿有联系，这次建文化礼堂需要他的资料，我们就
帮忙一起联系。”

在李文益资料收集的过程中，李建雄一家人
积极帮助联系，李文益的女儿也主动提供资料，这
才有了如今的李文益纪念馆。

在文化长廊上，还介绍了一块百岁碑，这
是为纪念村里一位百岁老人而立的。她姓黄，
一生未嫁，曾学过医，救济村民，帮人无数。在
那个年代，她活至百岁，村民视为祥瑞之兆，为
她立碑。

百岁碑高约两米，松树木为板，板面黑色烤
漆，以金色漆刻字，记录老人一生，立在上坝头，供
世人敬仰。后来，村民将百岁碑作为水闸放在人工
渠入口处，直到发洪水时被冲走。从此，百岁碑不

知所踪，成为了村民们的一大遗憾。
“我十多岁的时候还见过，大概有十厘米厚，

七八十厘米宽。”今年58岁的村民黄岳林说。
事实上，石狮坦村村口还曾有一块下马石。

“这是一块四四方方的石头，不是很大，我小时候
还在的，现在没有了。”81岁的村民黄米钗告诉记
者，传说大概是清朝时期，村里有一个人当上大
官，才有这样一块下马石。

“有囡不嫁石狮坦，三面环水住溪滩，月亮弯

弯随水流，后生壮年撑排多，排杆戳到底……”在
文化长廊上，还写有这样一段民谣，这也是石狮坦
村过去的写照。在文化礼堂建成之后，有村民看到
这段民谣，想起如今的石狮坦，不仅山清水秀，环
境优美，村民们的生活也变好了，便编了一段内容
描写现在的石狮坦，手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原先那
段的下面。

“我们都不知道究竟是哪位村民贴的。”说起
这个事情，村文书蒋法均觉得很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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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由台州市税务局颁发的浙江黄岩万里塑料模具厂税
务登记证副本，税号为331003148130397，声明作废。

遗失由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机动车商业险
保单和保单发票，保单流水号为：1100450001869015，发票流水
号：06073697，付款人：蒋永明，车牌号：浙 JG596N，声明作废。

黄米钗十五六岁时是歌咏队队员，他还会扭
秧歌。“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唱歌跳舞了，也没有机
会、没有地方可以表演，现在有了文化礼堂，我有
空就过来唱歌。”他说，自己喜欢唱一些老歌，比如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
如今，他还会自己编写快板和顺口溜。在记者

采访的时候，他拿出手写的作品，表演了起来，赢
得在场听众的阵阵掌声。

今年春节期间，文化礼堂里还组织了一场春

节联欢晚会。没有彩排，甚至没有安排节目，村
民们自发上台表演，精彩纷呈。“节目有十余个，
八九岁的小孩、七十多岁的老人都有表演。老人
张正才的顺口溜贴近我们的实际生活，让我印
象特别深刻。”蒋法均说，这场晚会很简单，却很
热闹。

今年夏天，石狮坦村党员以文化礼堂为平台，
煮上一大锅凉茶，为老人送清凉。

石狮坦村文化礼堂建成以后，活动不断，石狮

讲堂、石狮礼堂、石狮书屋等都成为了村民们茶余
饭后的好去处。唱歌、看书、跳舞……村民们其乐
融融。此外，村里还有排舞队和腰鼓队，时常组织
表演，丰富了村民们的业余生活。

“我们还每月组织一场政策宣讲活动，有时邀
请乡村大使，有时邀请驻村干部。”黄岳启告诉记
者，征兵政策、森林防火、消防安全、垃圾分类……
一些和当前党委政府工作有关的内容通过文化礼
堂这个平台传达给村民。

（部分图片由屿头乡党委宣传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