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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人先”薪火相传

1921 年的萧绍平原，农
民深受地主豪绅的压迫和剥
削，终年不得温饱。靠钱塘
江的南沙一带还连年遭受坍
江之苦，耕地日渐减少。农
村经济的凋敝，使阶级矛盾
进一步激化。当年4月，中共
早期党员沈定一回到家乡衙
前，开始实施其“中国的社会
革命，应该特别注意农民运
动”的革命实践。

在沈定一等人的共同努
力下，培养和团结了一批农
民积极分子，如李成虎、单夏
兰等。这年 5 月，正值青黄
不接之时，粮商乘机抬高米
价，引起农民的气愤。李成
虎带领农民捣毁龛山“周和
记米店”及附近哄抬物价的
米店，迫使粮商恢复原价，随
后又争得了被绍兴县官绅把
持的西小江养鱼权和捕鱼
权。

9月27日，衙前以及附近
村庄的农民在东岳庙集会，
宣告成立衙前农民协会，颁
发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
《衙前农民协会章程》，提出
了土地应该归农民使用，同
时选举了李成虎等6位贫苦
农民为领导者。这也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
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衙
前农民运动。

白墙黛瓦，肃穆庄严，位
于凤凰山下的衙前农民运动
纪念馆，如今迎来了一拨又一
拨参观者。在现代化的“声、
光、影”的展馆中，参观者感受
着百年前的这场红色革命斗
争，感悟着革命先辈的铮铮傲骨。这里也
成为了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浙江省
党史教育基地、浙江省青少年红色之旅经
典景区，年接待参观人数达3.5万人次。

红色成为了衙前的“基因”，成为了农民
革命斗争发轫地凤凰村发展的“底色”。改
革开放以来，“敢为人先、永不满足”的衙前
农民运动精神，在凤凰村发扬光大，曾经的
穷村变成了富村，村级可用资金达5000多
万元，多年位居萧山第一、全省前列。

翻天覆地的变化何止在农运的发轫地。
“敢为人先”的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萧山

人走在了发展的前列。
眼下，随意走进

萧山的一个村庄，
都如同走进一个
个风景区，或散
发着浓浓的古
韵，或充满现

代化气息，或
田园野趣十足，

让人流连忘返。
在这片“斗争”的土

地上，农民们通过自

己的勤劳和智慧，过上了美好生
活，2020年萧山农村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为43847元，连续多
年位列全省前列，萧山农民传承着
红色的血脉，赓续着“争先”的精
神。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衙前农民运动
留给后人的不仅仅历史上的“四个第一”，
更是推动萧山发展的精神和力量。在萧山
发展之初，面对人多地少的矛盾，萧山人敢
想、敢拼，先后开展了33期大规模围涂，创
造了“人类造地史上的奇迹”，为持续的发
展提供了丰厚广阔的土地资源。

改革开放以后，萧山人更是抓住发展的
机遇，在不同的岗位用汗水和智慧铸就了

“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精神，涌现出
鲁冠球、徐冠巨等一大批杰出的创业创新企
业家，造就了萧山民营经济的辉煌。在强大
精神原动力的驱动下，萧山也插上了令人骄
傲的“三面红旗”，走上了发展快速路，摘得
了“全国百强县十强”等一系列荣誉。

精神相随，发展不停。进入新世纪，萧
山更是连连迎来“高光时刻”，G20杭州峰
会、杭州亚运会等一系列国际高规格活动，
青睐这片红色沃土，让萧山走向了更开放、
更国际的舞台。

如果自强不息是这片土地的禀赋，敢
为人先就是萧山永恒的追求。今天，激情
满怀，凝聚力量，萧山正迸发出重塑辉煌的
磅礴士气。

件事 话对

1982年，朱淼水从原单位调到了萧山县
委党史研究室，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研究

“衙前农民运动”。为此，在 1982 年到 1984
年间，他走访了 100 多个村庄，了解衙前农
民运动带来的影响。

“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
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被
称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最先发轫
者’。”朱淼水说，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
党人领导农民运动的有益尝试。

这场农民运动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
是，衙前农民协会的成立，推动了萧绍等
地农民运动的全面兴起。在短短两个多
月时间里，萧山、绍兴、上虞等县八十多个
村建立了农民协会。在此基础上，衙前农
民协会联合会于 1921 年 11 月 24 日宣告
成立，衙前则成为萧绍平原农民运动的中
心。

衙前农民运动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很
大。《新青年》全文刊载了《衙前农民协会宣
言》《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和《衙前农村小学
校宣言》。《中国现代史稿》肯定“浙江省萧山
县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先

声”。衙前农民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
的斗争经验使革命者成熟起来，使中国社会
对农民产生了新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使
农民运动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衙前农民运动，如星星之火，为今后中
国共产党开展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朱淼水表示，它揭开了中国现代
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显示了农民群众中蕴
藏的巨大革命力量。

而从萧山的发展来说，衙前农民运动犹
如种下了一颗“种
子”，让“敢为人
先”的精神渐
渐长在了萧
山 人 的 骨
骼里 ，融
入 了 血
液中，让
红 色 精 神
代 代 相 传 ，
成为萧山精神
的重要来源。

李栋：在那样一个年代，是什么力量推动您走上了革命之
路？

李成虎：1854 年，我出生在衙前西曹村的一个贫苦家
庭。和土地，和苛捐杂税打了一辈子交道，68岁的时候，认识
了上海回来的三先生，改变了我的一生。三先生说了，我们的
劳动是最值钱的，我们凭什么把辛辛苦苦劳作出来的大部分
粮食都上交给那些地主。我们是劳动者，世界上劳动者是很
多的，地主都是资本家，我们劳动者应该联合起来。

李栋：您说的“三先生”，就是引领您走上革命道路的沈
定一先生吧。正是在他的建议下，由您牵头，筹备起了农民
协会。可是反对、退缩的声音，还是很多。

李成虎：只要大家心齐，怕什么？我们这么多农民，如
果官府来抓人，大家都去，监牢里关不下这么多人的。

李栋：是啊，就因为您和其他革命人的坚持，1921年的
9月27日，衙前农民协会诞生了。我们仿佛还能听到当时
那一遍遍朗读的宣言，“农民在中国历史上是被尊敬的人
民”“世界上的土地应该是归农民使用”。

李成虎：后来的故事，想必你们都清楚了，我们的斗争
换来了萧绍地区轰轰烈烈的“减租抗租”运动，但最终还是
被反动当局镇压了。

李栋：是啊，久受酷刑的您，死在了牢狱之中。遗体安葬
于凤凰山南坡。墓边筑起了一座高大的石牌坊，在牌坊两旁
的石柱上镌刻着：“中国革命史上的农人这位要推头一人”。

李成虎：也许我的身子烂尽了吧，但我的心是不会烂的。

因为有千千万万的人，在我身后扛起革命的火种，点燃中国梦的

丰碑。

李栋：就是因为您的故事，今天我们守望“吃苦在我，成

功在人”的李氏家风，就是守望中华民族的浩荡清流，引领

家庭成员积极向上，把好家风融入精神血脉里、体现在具体

行为中，绽放在新时代的荣光里。

李成虎：如今，家乡的农民们过得都好吧？

李栋：中国共产党强大了，我们农民群众也崛起了。如

今萧山这片土地已经成为了宜居乐土，萧山农民群众更是

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大家住着农家小院，家门口是美

丽的环境，有着稳定的工作，即使年纪大了也不用怕，有养

老金、股金分红，生病住院都能报销……

李成虎：好啊，好啊，我们以前想到的生活都实现了，还
过上了我们想都不敢的好日子。

李栋：大家的生活好了，但没有人会忘记您和其他先辈

用生命换来的斗争精神，我们会把红色基因变为精神动力，

为群众谋求新幸福。

凤凰山愈发青翠，站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李栋久久不
能平静。那是薪火相传的革命精神，那是“敢为人先”的萧山
精神，我们不敢忘，也不能忘，我们要传承，更要发扬光大。

革命火种点燃中国梦丰碑
说新

谈访

——李栋与高祖父“李成虎”的对话

2021年夏，站在凤凰山下，这里没有高耸的山峰，没有
美妙传说，这里是李成虎长眠的地方。

李栋静静地伫立着，仿佛隔着那一个青黑色的墓碑，与
高祖父李成虎进行着跨越时空的“对话”。

“敢为人先”融入了血液里

——专访萧山区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朱淼水

开创了中国
现代农民运动的先河

本版撰稿 记者 龚洁

1921年，萧山衙前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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