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期间，江西省于都县葛坳乡桐

溪村，吸引了一批批游客。欣赏山村美

景、品味农家风味、感受红色文化……游

客们乘兴而来，带着满满收获而归。于

都县人武部部长李章荣告诉笔者，五一

假期，于都共接待游客超过 79.46万余人

次，端午假期游客人数更多。守护“红色

坐标”给这座长征源头的红色小城带来

生机与发展，也激励着当地军民积极投

身革命文物保护和利用。

“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这

里处处有红色景点，户户传颂红军故

事 。 全 县 共 有 革 命 遗 址 100 处 118 个

点，馆藏革命文物 1047 件，红军标语、

漫画 1720 条（幅），是开展国防教育、革

命传统教育的鲜活教材。”于都中央红

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宣传陈列

科负责人张小平介绍。前些年，由于当

地气候潮湿、革命遗址旧址多为砖木或

土木结构，一些遗址旧址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损毁。“革命文物见证革命历程，是

不可再生资源，必须加大对革命文物的

抢救性保护和利用。”军地达成共识。

于都革命遗址点多、量大，修缮、维

护都需要大量人力财力。为此，于都县

探索革命遗址共建共护路子，激活了保

护利用革命文物的一池春水。

于都县城建国路的红四军军部旧

址暨朱德旧居是百年老宅，因年久失

修，一度破败不堪。2017 年，于都县对

旧址旧居按原貌进行全面修缮，引入民

间力量开设“长征源民俗博物馆”。如

今，这里每天游人如织。

“ 活 ”过 来 的 革 命 旧 址 不 只 这 一

处。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旧址被辟为

非遗传习所，集中展示客家古文和木偶

戏；长征前夕毛泽东旧居何屋的部分空

间交由红色研学机构运营展示……

同时，于都还将革命遗址纳入乡村

振兴发展规划，革命遗址旧址成了乡村旅

游的“香饽饽”，全县形成“红色引领、产业

整合、旅游兴旺”的红色旅游发展新格局。

县人武部干事李应发告诉笔者，

“全县专武干部和广大基干民兵积极收

集红色文物、红色故事、红色书籍，整理

充实到各乡村的红色景点中，并积极担

任义务讲解员。”

行走在于都的乡村，162 个融生态

资源、客家文化、红色文化于一体的“五

美”乡村示范点，犹如一颗颗美丽的明

珠熠熠生辉。

“晚霞映红于都河，渡口有一支难

忘的歌……”傍晚，笔者漫步于都河畔，

耳边回响着《红军渡长征源》的旋律。

当年的浮桥，已变身为长征大桥、渡江

大桥、红军大桥；当年的火把，已化作闪

亮的霓虹灯光。于都河两岸高楼鳞次

栉比，呈现出一派现代化城市的繁华。

人民生活富裕，国家繁荣昌盛，这不正

是当年红军为之奋斗的目标吗？长征

大道、长征源广场、长征照相馆……于

都街头，用长征命名的场所随处可见，

从苦难走向辉煌，长征精神在于都人民

的血脉中流淌。

江西省于都县军地合力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长征源头守护“红色坐标”
■肖力民

初夏，走进重庆市綦江区安稳镇崇

河村红军街，一幅美丽乡村的画卷徐徐

展开：郁郁青山为底，红旗、红军服和乡

亲们的笑脸交相辉映。依托“红色文

化+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去年该村村

集体年收入达 20 万余元。

5 月 27 日，綦江区永城镇中华村王

良同志纪念馆，排队等待 10 分钟后，记

者来到打卡屏前，在电子屏幕上轻轻一

点，成为第 110929 位向这位中国工农

红 军 建 军 初 期 著 名 将 领 网 上 献 花 的

参观者。开馆不到一年时间，该馆接待

参观者逾 35 万余人次。

建设红军街和王良同志纪念馆是

綦江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

的探索。开发红色资源与乡村振兴、生

态文明建设相结合，为这片红土地蹚出

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十四五”开局

之 年 ，綦 江 区 农 业 总 产 值 突 破 100 亿

元，同比增加 9.5%。重庆市綦江区委

书记、区人武部第一书记姜天波说：“红

色资源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深耕

‘红色沃土’，可以为乡村振兴装上‘红

色引擎’，让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綦江区是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的

过境地，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近年

来，綦江深入挖掘红色资源，打造“没有

围墙的红色课堂”，在注重传承红色基

因的同时，让红色资源充分赋能乡村振

兴。

“红军故里的后代，必须像他们一

样敢打敢拼！”初夏的夜晚，永城镇中华

村一处院坝里，党员、村民、游客聚齐一

堂，共忆革命传统、共赞发展成果、共话

美好前景……中华村是烈士王良的家

乡，之前经过努力攻坚，该村实现了整

村脱贫。脱贫不是终点，该以什么样的

姿态站到新奋斗的起点？村党委“一班

人”到王良故居感悟初心。“英勇善战，

屡建功绩”是对王良仅 27 年短暂生命

的高度评价，一个“屡”字体现出对革命

事业的担当和党员的冲锋姿态。接续

推进乡村振兴，同样需要这样的精神。

“一班人”带领全村近 200 名退役军人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雁”，采取党组织领

办合作社的模式，盘活资源要素，打开

产业发展新局面。目前，通过党组织领

办合作社和劳务公司，人均年收入超

2.7 万元。

在綦江，由 300 余名军地“王良志

愿者”组成的宣讲队，每月在 21 个乡镇

宣讲红军在綦江艰苦奋斗、百折不挠、

无私奉献、敢为人先的红色故事；挂牌

的 4 所红军学校，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

班会、红色经典诵读、红色文化大课间、

红领巾广播站等活动；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各乡镇、村、社区班子开展“参观一

次教育基地、听一次讲座、看一段教育

片、重温一次誓词、学一本《红色故事》”

的“五个一”学习教育活动，坚定理想信

念、奋斗决心。

綦江闹市区，一栋川南民居风格的

木板楼房格外显眼——这是革命烈士

邹进贤故居，中共綦江支部旧址。当年

就是从这里开始，红色火种传遍綦江。

去年 1 月，旧址修复完毕正式开放，目

前已有上百个党组织在这里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綦江区文旅委主任周铃介

绍，目前，綦江已梳理出不可移动革命

文物 19 处 36 个点，革命遗址遗迹 162

处，像邹进贤故居这样可供干部群众参

观学习的地方有 10 余处。同时，他们

整合宣传、教育和文旅活动资源，策划

“瞻仰先烈故居、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

色 影 片 、聆 听 红 色 故 事 、重 走 长 征 之

路、开展党史学习”等长征精神六大课

程，面向学校、企业和党政机关开发推

出中小学生研学、大学生社会实践、企

业团建和党建培训服务。去年以来已

有来自重庆、四川、贵州等地的 4500 多

个党组织 30 余万人次到綦江开展学习

活动。

“既为参观学习者注入力量，也为

沿途地区的乡村振兴积攒人气！”漫步

安稳镇崇河村红军街，綦江区人武部政

委何先进介绍。路旁一家“红色主题餐

馆”，正忙着张罗的崇河村村民罗德开

笑着告诉记者，以前一年最多能赚两三

万元，去年收入超过了 10 万元。

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中华村也迎来

了众多游客。“参观完王良同志纪念馆

的游客，约有三分之二会选择到村里体

验绿色生态游、乡村特色游。”中华村村

支书王中炎告诉记者，该村依托王良同

志纪念馆、王良故居，推动农文旅融合

发展。

5 月 25 日，“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

程——乡村振兴风正劲”“村晚”在中华

村上演。通过网络直播，113 万观众在

全国各地观看村民自编的讲述乡村振

兴故事的节目。借助“红色引擎”，美丽

乡村充满蓬勃的气息。

重庆市綦江区深入挖掘红色资源

乡村振兴装上“红色引擎”
■本报记者 左庆莹 通讯员 罗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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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0 日上午，安徽合肥，小雨淅

沥 。 来 自 16 个 军 分 区（警 备 区）的 党

委第一书记齐聚安徽省军区机关，进

行党管武装工作述职。

会议桌这边，包括省委书记、省军

区党委第一书记郑栅洁在内的省军区

党委常委们凝神静听；那边，16 个地市

的党委“一把手”逐一述职。

“去年征兵工作中，我市大学毕业

生占比达 53.9%……”第一个登台述职

的合肥市委书记、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

虞爱华开门见山，用 38 个具体实例、55

组精确数据，一气呵成完成汇报。

“这是‘真刀真枪’比拼啊！”虞爱

华 的 开 场 让 有 的“ 一 把 手 ”心 里 打 起

鼓，会场“硝烟”顿起、“战味”渐浓。

“去年，我市民兵训练任务完成率

100%、基地统训率 100%，群众性练兵

比武成绩跃居全省第一。”池州市委书

记、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方正报告工

作如数家珍，剖析问题毫不避短，“但

是，我们对征兵工作抓得不够、质效不

高，全市大学毕业生征集比例低于全

省平均水平 3.31%、退兵率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 0.58%。”

“ 我 市 军 地 建 立 互 办 实 事‘ 双 清

单’制度，解决部队演训场地、重点项

目 建 设 等 矛 盾 难 题 21 件 ”“ 我 市 新 质

民兵分队坚持精编精训，整组检查总

评成绩靠前”……蚌埠、马鞍山、铜陵

等市市委书记纷纷登台，讲成绩、摆问

题、谈打算，人人交出“明白账”。

省军区党委常委们边听边记，不

时提问。最后，郑栅洁对 16 个市党管

武装工作“考卷”逐一讲评，明确提出：

“各位书记抓经济工作是一把好手，抓

武装工作也不能撒手，既然挂帅，就要

带头深入研战、谋战、备战，推动党管

武装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在备

战打仗上，省军区可以多给地方出题

目、交任务，大胆讲问题，让地方同志

看得见炮火、闻得到硝烟……”

会议结束，与会代表坦言，参加这

样的述职会让人鼓舞，数据“说话”、事

例“答辩”、“含战量”满满，下一步的努

力方向也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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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初心剧社”走进河北邯郸职业技术学院演出，

以舞台剧等形式讲述先烈事迹，传播红色文化。 周同义摄

“学习使用很方便！”打开“青年民

兵之家”APP，福建省晋江市民兵应急

连一排排长潘和平说。

“解决了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人

员不便集中带来的教育难落实问题，今

年政治教育一定保质保量完成。”惠安

县民兵连长李志强一脸欣喜。

5 月 14 日，福建省军区民兵思想政

治教育试点推进会上，一款“青年民兵

之家”APP 引起大家的关注。

福建省军区政治工作局领导告诉

记者，民兵聚之为兵、散之为民，每年

集中教育的时间有限，临时召集开展

教育难度大，掌握思想动态、开展常态

教育引导更是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为

此，他们针对网络时代民兵认知特点，

专门研发“青年民兵之家”APP，推动这

一问题的解决。他们运用 APP 汇总党

的创新理论、时事政策法规、先进典型

事迹、实用致富技术等，并精选部分内

容打造成微课，以直观新颖、通俗易懂

的形式展现在用户面前，增强学习教

育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从解决学习效

果难评估问题入手，设置自动化考评机

制，合理划定各模块学习分值，用户在

线学习、跟帖评论、答题闯关等过程会

自动量化增加积分、不断升级。同时，

每个线下的“青年民兵之家”都在 APP

上“安家”建群，方便大家交流思想，集

体之间还可在线上展开挑应战，营造比

学赶帮超浓厚氛围。

“有了这款 APP，备课轻松多了！”

厦门市湖里区人武部政委张朝阳告诉

记者，想实时了解民兵思想，可发布网

络问卷进行调研分析，还可查阅民兵对

热点话题的跟帖，民兵最近关注什么、

有什么“思想疙瘩”，研究分析相关数据

和内容即可掌握；在资源库内，有关民

兵理想信念、使命任务、战斗精神等方

面教育资料分类存储，教育筹划者可实

时搜索相关资料。

此外，针对网上交流实时性、互动

性、参与性强等特点，该省军区还着力

将“青年民兵之家”APP 打造成连接教

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心灵通道”。政治

教员在 APP 上可用真实或虚拟身份在

论坛内与民兵讨论交流，对个体需求进

行精细引导，起到解答一个题、教育一

大片的效果。同时，他们严把流程关、

技术关、审核关，系统设置多重网络防

火墙，并对敏感信息进行严格检测，确

保没有失泄密隐患。

思想调查网上开展、备课资料实时搜索、热点问题线上
辨析。福建省军区研发推广“青年民兵之家”APP——

为“生命线”加载“数据链”
■邹亚平 本报记者 肖芳菲

5月 31日，江苏省苏州市

相城区黄桥街道办事处方浜

村的大学毕业生陆敏杰参加

完核酸检测后发现，领到的检

测凭证与以往有些不同，多了

征兵宣传的内容。这是苏州

市相城区征兵办做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条件下征兵宣传的

创新。

近段时间，苏州市持续开

展区域核酸检测，每位检测者

都会拿到一张核酸检测凭证。

下半年征兵宣传工作展开，苏州

市相城区人武部协调疫情防控部

门，将核酸检测凭证作为征兵宣

传的新载体，印上征兵宣传语、参

军报名热线电话和“全国征兵网”

二维码。几天来，该区已发放带

有征兵宣传内容的核酸检测凭

证120万张。截至6月6日，已

有1863名青年报名应征，大学

生人数达征集任务数的 20 余

倍。图为参加完检测的大学生

展示核酸检测凭证。

郑东彪、朱熙君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