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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是小门村的大姓，也是当地
望族。徐家祖上于明朝成化年间从
山东迁入小门，历代辛勤劳作，耕读
传家，人才辈出。

中岭古道之下，潺潺清溪两岸，
徐氏故居就坐落于此。故居依山而
建，坐西北朝东南，占地1090平方
米，有前后两个三合院，穿斗结构，重
檐楼屋。徐家出过不少秀才、举人，
以前大院里还贴有中举后的皇榜。
但这座百年老宅真正为外人所知，还
是因为“一门双烈士”的英雄事迹。

“一门双烈士”指的是为投身抗
日救亡运动而壮烈牺牲的徐建农、徐
长海。徐建农生于1911年，是徐长
海的胞兄。早年受革命思想熏陶，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毅然投身
革命。1938年在丽水碧湖镇参加浙
江省战时工作人员训练团，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是白峰地区最早的共产
党员之一，后任镇海县抗日武装部队
中队长。1942年4月2日，他去柴桥
上傅执行清匪行动，收缴土匪枪支。
在战斗结束返回途中，遭到日伪反对
派贺宝利部的伏击，激战后寡不敌众
不幸被捕，押解至三山（今春晓）宣化
寺关押，4月6日在三山大溪坑西青
龙碶被杀害，时年31岁。

徐长海生于1912年，1938年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三东特派
员领导的定象保安总队第一支队第五
大队政治指导员。1943年10月在紫
石乡大溟村（今柴桥街道）英勇就义。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表彰
这两位英烈，授予他们家庭“一门双
烈士”的光荣称号，并在小门村建墓
立碑。

事实上，小门徐氏一族的红色之
路就是在两兄弟的示范和昭垂下被
打开的。老宅先后走出了许多英雄
儿女，他们的拳拳爱国心和使命感，
深植在小门村这片淳朴的土地上，也
成为小门村打造“红村”品牌、激活乡
村活力的原点。

今年6月9日，小门村的“大事
件”就发生在徐氏故居：故居经修缮
后重新对外开放，同时挂牌当地首个
红色记忆馆。不同主题的展厅，通过
展陈徐家人的英雄故事及相关老物
件、旧照片，贯穿起一个世纪以来小
门村的发展印迹。

红
色

记者 陈烨
通讯员 何宁

吕旭涛 姚敏娟 文/摄

从宁波主城
区出发，沿 329
国道一路向东，
驱车约50公里，
在与海发路交叉
口处，“小门”二
字赫然在目。这
里是北仑区白峰
街道小门村，三
面环山，一面濒
海，也是记者新
近探访的一个村
庄。

与很多以风
景秀美著称的村
庄不同，在北仑，
它是一个远近闻
名、风格独树一
帜 的“红 村”，
2021 年还入选
百个省级红色美
丽村庄。最近，
这里人气很旺，
各企事业单位的
党员陆续来访，
触摸红色印记，
汲取奋进力量。

近日，记者
也沿村道而行，
一探属于小门村
的红色故事和发
展脉络。

夏日的小门村，草木葱茏，鸟语
蝉鸣。弯弯绕绕的村道整洁有序，
溪坑里清水潺潺，河岸边的护栏有
绿植点缀……目之所及，是一幅安
居乐业的喜人图景。

近些年，新农村建设项目逐一
落地：从兴建水塔将汩汩清泉引进
千家万户，到消灭露天粪缸并建造
公厕；从实行垃圾集中回收处理使
全村彻底摆脱“脏乱差”面貌，到实
现闭路电视、通讯线路等“三线”改
造工程……随着一块块“硬骨头”被
啃下，村庄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生态优良、乡风文明、村容
整洁、管理民主的“善治”之路。

2007年初，小门村获评“全面
小康建设示范村”称号；2012 年
10月，获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2019 年底，成为北仑区唯一一个
获得“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殊荣
的村庄；2020年获“浙江省‘一村
万树’示范村”称号；2021年上榜
第四批浙江省省级引领型农村社
区。

诸多荣誉的背后，有党建引领
乡村治理的厚积薄发，也有长期以
来乡贤反哺故土的蓬勃力量。

这片土地上，回报桑梓的温暖
故事频频上演。一手创办了永发集
团的胡小良是土生土长的小门村
人，早年在企业走上发展快车道的
同时，他不忘回馈故土，从1993年
开始累计向小门村投资达1000多
万元，极大地增强了村集体经济实
力，助力美化村庄环境，助推新农村
建设步伐。

2011年，本土企业家——盛威
国际创始人徐普南发起成立浙江盛
威普世慈善基金会，并每年捐助善
款用于青少年教育和助老公益事
业，2012年至今，每年资助小门村
老年协会和困难家庭，累计善款
350万元。2014年捐资15万元修
建小门村道路；2020年给村里敬老
院捐赠价值4万元的空气净化机；
2021年捐资140万元修建小门村
河埠头……

徐普南的父亲徐既仁，更是第
一个从小门村里走出来的“中国好
人”，生前他捐款265万元助学助村
的善举，一度打破小村庄的宁静，全
国媒体争相报道。至今，老人的无
私奉献，依然是村民茶余饭后津津
乐道的话题。

在战争年代舍小家，洒热血；在
和平年代投身生产，建设家园。红
色传承，在走过峥嵘岁月后，成为刻
在小门村人骨子里的精气神。从筚
路蓝缕到开山拓土，从兴办实业到
振兴乡村，小门村从一个偏僻落后
的小渔村，发展为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村民安居乐业的示范村。

上世纪70年代，为摆脱农田难
以稳产高产的困境，小门村引进农
田水利建设先进经验，通过改河、治
山、修建机耕路，让乱石遍布的山林
有了梯田的雏形。

上世纪80年代，趁着改革开放
的浪潮，小门村借茶叶地多的优势，
建起精制茶厂，后又办起冷冻厂。
兴办实业，让小门村挖到了集体资
金收入的“第一桶金”，村集体经济
大为改观。

彼时，小门村也不曾放弃传统农
业，利用山地优势，继续大力发展经
济林和优质小水果，坚持“两条腿”走
路。村民在厂里做工有收入，山上种
茶树有效益，田里种庄稼有收成，热
火朝天撸袖干的一幕幕，是因为生活
有奔头。当时村里有这么一句口号

——山林是银行，田里是粮仓。
上世纪90年代初，宁波永发集

团有限公司崛起，小门村由此迎来
巨变。其产品曾远销欧美等70多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首批中国名牌、
中国驰名商标等荣誉，被业界誉为

“中国保险柜之王”。
除大力发展永发集团，小门村

还同步引进了许多企业，包括塑料
厂、纸箱厂、玛瑙厂、金属厂、鱼粉厂
等，工业发展态势呈现一片大好局
面。那个时代，随着企业、工厂的入
驻兴办，一个工业园区逐渐成形。
在产业带动下，村富民强的画卷徐
徐展开：村民收入逐年提高，村里盖
起了一栋栋新楼房。

至2006年，当周边其他村的村
级集体经营收入还只有几十万，甚
至几万时，小门村已经达到了304
万元/年。

眼下，俯瞰 329 国道以北及
329国道南侧沿线，100多家企业聚
集在这个工业园区，包括物流、箱柜
安防等几大产业。一个村庄能有这
样的集群效应，以前罕见，即便是放
在当下，也是少见的。

红色传承
这里有一个英雄辈出的
徐氏家族

兴办实业 这里有一座百企聚集的工业园区

献智献力 这里有一群回报桑梓的乡贤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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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氏故居正堂。

徐氏故居一景。

俯瞰小门村的工业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