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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遵远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刘云

“七一”前夕，第二届红色文化论坛暨
大别山精神研讨会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
干部学院举办。参会成员围绕金寨县红
色文化及大别山精神研究、宣传和弘扬经
验进行分享交流，助力全县传承红色基
因，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大别山区是我国重要的革命老区之
一，大别山精神已被列入党中央批准的第
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党的伟大
精神的重要内容。“在党的 101 周年华诞
即将到来之际，在革命老区六安市金寨县
共同举办这次会议，很有意义。”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有关负责人在会议上
表示，“希望能通过与会专家学者的深入
研讨，将红色文化特别是大别山精神研

究、宣传和弘扬推向新的高度，从伟大建
党精神与大别山精神的关系角度出发，挖
掘大别山精神的丰富内涵，自觉担当赓续
红色血脉。”

“在红色文化工作的组织领导上，我
们的主要做法是‘整合力量、整体推进’；
在红色文化内涵的挖掘研究上，我们的主
要做法是‘内外结合、引育并重’；在打造
党性教育基地上，我们的主要做法是‘点
面同步、改造提升’……”活动现场，与会
代表围绕金寨县发展红色文化、传承大别
山精神方面的经验和成效进行了分享。
大家群策群力，努力将红色文化研究与传
承向前推进，让红色文化焕发时代光芒。

据介绍，本次活动由中共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中共安徽省
委宣传部、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共
同主办。

安徽金寨县

举办红色文化论坛共话大别山精神

□□ 顾逸博 董明航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范亚旭 文/图

夏夜微凉，河南省襄城县麦岭镇 152
处禁烧帐篷中灯光闪耀，与夜空中点点繁
星交相辉映。

“‘五星’党支部创建，咱们村全体党员
都要带头参与，还要带动家家户户都行动起
来，参与到村里环境整治、防诈骗宣传、防汛
救灾、疫情防控等方方面面……”在麦西社
区禁烧帐篷内，麦岭镇人大主席、生态宜居
星创建工作专班班长张晓红正在组织召开

“帐篷会”。参加会议的是由5位村干部、党
员志愿者和3位镇干部组成的麦西社区“三
夏”禁烧小分队，他们刚刚从自己分包的地
头和路段赶来，共同交流麦西社区“五星”党
支部创建工作有序有效开展的方法。

“医疗和养老保险参保率是关系咱能
不能获得文明幸福星的重要指标，镇上已
经对微信、支付宝线上办理社保业务进行
了培训。咱们要按照干部包片、党员联户
机制把工作层层布置传达下去，大喇叭宣
传起来，手把手教会各自分包小组的党员
和网格长们。”讲到“五星”创建工作，麦西
社区党支部书记李广涛干劲十足，信心满
满，“遇见困难碰到难题，咱们继续碰头商
议，提前谋划好工作，打好主动仗。”

“‘五星’创建必须找准优势和短板，

产业兴旺星，咱有入股企业；生态宜居星，
咱有排前路和五美庭院作引领；平安法治
星，咱有四级网格长为群众解决矛盾纠
纷，维护好安全稳定；文明幸福星，咱人人
交医保交养老保险，还组建了村文化舞蹈
队；支部过硬星更不用说，咱几个要从自
己做起，抓好班子建设，过硬不过硬咱叫
群众评。”东坡方村党支部书记王丹丹一
边表态，一边向帐篷内的党员干部明优势
找不足。

自夏季麦田防火、秸秆禁烧及综合利
用工作开展以来，麦岭镇将全镇 29 个行
政村的 152 个禁烧值班点就地转化为露
天会议室，开展“五星”党支部创建工作

“帐篷会”。据介绍，“帐篷会”主要有三项
内容：一是集中学习，共同研判。对县委
组织部印发的《农村“五星”支部创建工作
指导手册》等资料反复学习，对照农村党
支部 29项重点任务逐项研究探讨。二是
畅通渠道，集思广益。听取在场村民对村
党支部各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想方设法
解决群众反映的矛盾纠纷、家庭困难等“急
难愁盼”问题。三是支部会商，扬长补短。
各村结合“五星”党支部创建计划表，梳理各
村在支部过硬、产业发展、平安建设、生态宜
居、幸福文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
地研究对策，补齐短板，擦亮优势，推动“五
星”支部创建工作步步走稳、星星创实。

河南襄城县麦岭镇

小小帐篷会闪耀“五星”光芒

□□ 顾晨熠

近年来，浙江省海盐县将党性教育与
传承红色基因相结合，实施澉浦镇南北湖
村、六里村两个省级“红色美丽村庄”建
设，突出红色主题，提升内涵品质，凸显教
育功能，通过情景式、体验式、传承式“三
式”教育和浸润学、实践学、联动学“三学”
方式，激发党员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热情，
在实践中赓续红色血脉。

据介绍，当地开设情景式教育模式，

通过开设特色党课，梳理历史故事，编排
文艺作品等突出“浸润学”；加强体验式
教育，做精教育路线，推行“五同教学”，
宣讲红色故事突出“实践学”；创新传承
式教育，建立“一村一品”，完善“晒比”机
制等突出“联动学”。全县 230 名年轻干
部参加“未来营、赢未来”成长营，参营干
部带头领办 100个重点项目，让党员干部
把红色能量转化为建设美丽家园、推进
共同富裕生动实践的有力动能，助力乡
村振兴。

浙江海盐县

“三式三学”赓续红色血脉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刘云

盛夏时节，江西省瑞金市沙洲坝镇
沙洲坝村古樟成荫，蝉声响动。沿着村
里鹅卵石铺成的小路一直向前走，一口
老井呈现眼前。井边，身着红军军装的
讲解员在几名游客的簇拥中，将这口老
井的故事娓娓道来——

“1933 年，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
的时候，在沙洲坝住过。见乡亲们吃水
难，毛主席就带领战士和乡亲们在这儿
挖了一口井，现在大家都叫它‘红井’。
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里，讲的就是这
口井……”

沙洲坝村位于瑞金市西北郊，距市
中心约 3 公里，全村共 2962 人。村内有

“红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
员会旧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革命旧
址。昔日红色足迹遍布，如今又有哪些
新的变化？沙洲坝村党总支接过历史的
接力棒，用一次次强班子、惠民生、兴产
业的实践激活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为沙
洲坝村书写了新时代的振兴答卷。

筑牢堡垒 聚起“雁阵”

“我爷爷是红军。我父亲叫杨大毛，
这名字是毛主席给他取的……”在沙洲坝
村的村史馆中，红军后代杨小春在几位游
客面前说着父辈往事。近年来，沙洲坝村
党总支依托红色名村建设工作，牵头梳理
村情村史，建起村史馆、红色大讲堂、红色
书屋，同时组建红军后代讲解员队伍，联
合沙洲坝镇八一希望小学培养红色小导
游，助力沙洲坝村红色阵地创新发展。

阵地“靓”了，队伍更要强。如何选优
配强红色名村的村“两委”班子？沙洲坝
村采取能人回引、建立人才储备库等方法
扩充“雁阵”，打造一支年富力强、有干劲的
乡村振兴人才队伍。今年36岁的杨航之前
开办过运输公司，生意做得不错。2014年，
镇党委、村党组织和群众代表找到杨航，
动员他回村参加村“两委”竞选。

“当时开运输公司，年收入能有200万
元，说要回村，确实有些不舍得。”杨航坦
言。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回村。2020
年，杨航当选沙洲坝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现在看来，我当时的选择没错。
咱们村红色旅游资源这么丰富，发展前景
越来越好了，带着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
很有成就感！”杨航告诉记者。

如今，通过回引人才扩队伍，沙洲坝
村“两委”换届后平均年龄由之前的53岁
降至 43.16岁，大专以上学历占比提升了
33%。与此同时，沙洲坝村还为村党组织
建立了人才储备库，将人才分为劳动技
能型、社会服务型、生产经营型等不同类
型，目前“在库”人员共989人。

“雁阵”壮大了，队伍质量也要跟上
来。近年来，沙洲坝村组织村“两委”干
部开展乡村振兴专题业务培训班、党史
学习教育共建活动等，邀请专家授课，提
升干部队伍业务能力。“今年参加过不少
培训讲座，有民法典普法课堂，还有红火

蚁防控技术培训等等。这些实用知识我
们先学好，到时候才能给全村老表做好
示范。”沙洲坝村党总支组织委员杨爱民
告诉记者。

产业进村 落地“生金”

“以前红军来我们沙洲坝都很亲切
的，帮老表挑水、干农活……”在沙洲坝
村党员、红军后代杨衍洪开办的餐馆里，
杨衍洪不时地向前来用餐的游客们聊起
过去的故事。“这些都是我小时候听老人
们说的，现在我又讲给来这里吃饭的
人。”杨衍洪笑着说。

2008 年，杨衍洪在村里开办了这家
餐馆。随着村中游客量的不断增加，餐
馆的生意越来越好。如今，有 10 余名本
村村民在餐馆就业，每人月收入可达
3000余元。

杨衍洪是沙洲坝村的党员致富带头人
之一。近年来，沙洲坝村党总支创新提出

“红色+”理念，通过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发
展，设立10位党员致富带头人，围绕“吃、住、
行、游、购、娱、学”主题，带头丰富村中红色
旅游业态。2020年，沙洲坝村整合6295万
元资金打造红井步行街，并在村党总支带
领下对外出租店铺打造红色餐馆、剧场、书
屋等。“红色文化旅游节期间，我们这条步
行街人气爆棚，每天能接待2万多名游客！”
杨航自豪地告诉记者，“现在步行街每年光
是靠店铺租金就能为村里带来360多万元
的收入。村民们还能在街上开店摆摊，既能
收租又能就业增收，拿两份收入！”

6月初，在离红井景区不远的杨梅基
地里，前来采摘杨梅的游客络绎不绝。

“这两年村里的游客多，我们基地的杨梅
每年都是全部售罄。”基地负责人杨瑞昌
告诉记者。这片杨梅基地，是村委会副
主任、老党员杨照春几年前领着几位村
民一起建起来的。眼见着红色旅游引来
不少游客，杨照春就和几位村民合计着

把村里的 350 亩集体山林承包下来种植
杨梅树，发展采摘业。如今，杨梅基地已
成为沙洲坝村的特色水果“名片”，同时
带动全村 50 多户村民在基地就业增收，
杨照春也被评为“全村党员致富带头
人”。通过探索“党员致富带头人+乡土
人才+基地”产业发展模式，沙洲坝村发
展杨梅、柑橘等采摘产业，带动集体经济
发展。近日，沙洲坝村党员干部又“试
水”直播带货，通过乡村振兴直播间销售
沙洲坝粉干、精品蔬果等特色农副产品，
带动23户村民户均增收2.2万元。

民生接力 薪火相传

临近傍晚，沙洲坝村的村民活动广
场热闹起来。村民们三两成行，有的手
里提着录音机等待着跳广场舞的同伴，
有的扇着扇子搬着小板凳过来唠家常。

“以前村里没有路灯，路又窄，晚上走
路都不安全，哪能搞得了这些活动！”提起
村中的发展变化，杨爱民感慨道。

对曾经摸过黑、走过窄路的村民而
言，近十年间，沙洲坝村有了不少可喜的
新变化。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采取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加大对革命
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
扶持力度。同年，《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
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
台。一项项政策，为包括沙洲坝村在内
的赣南苏区画下了精准的发展路线图。

“国家一直惦记着我们革命老区的
发展，出台了好多政策，都是实实在在
的！”杨照春告诉记者，“有了这些好政
策，我们肯定要带头落实好。”52 岁的杨
照春曾任沙洲坝村党支部书记，回忆起
当初和全村党员干部一起奋斗的经历，
老杨仍然记忆犹新。

“当时安装路灯，有的村民说挡了自
家风水，不同意安装。我们几个党员干
部就去村民家做工作，跑了好几趟，最后

才把大家说服了。”说起村里的太阳能路
灯，杨照春回忆道。在党员干部的共同
努力下，沙洲坝村的一盏盏路灯亮了起
来，路也宽了起来。“以前村里路窄，只有
一到两米宽，还都绕来绕去，去市区办事
要走个大圈。”杨爱民告诉记者，“后来搞
路面扩建，要征用村民的地，村里的几个
党员干部挨家挨户去村民家里做工作，
才有了现在的‘村村通’‘组组通’。”如
今，沙洲坝村共安装太阳能路灯 160 盏，
硬化道路、入户路 5.6 公里，改造排污排
水沟985米……每一项可喜的变化背后，
都离不开沙洲坝村党员干部“说破嘴皮”

“磨破脚底”的不懈付出。
一场场民生接力，在红色土地上薪火

相传。2021年，沙洲坝村用村集体征地补
偿款中的1200多万元预留资金在村中建
设红井书院，并通过公开招标租赁给瑞金
市私立英才学校，2021年9月已投入使用，
目前通过收取租金，可为全村带来54万余
元的村集体收入。村集体“腰包”鼓了，沙
洲坝村党总支开始计划为村民带来更多
福利。杨航告诉记者，2021年底，村党总
支召开会议，初步计划利用红井书院带来
的村集体收入为全村 496 位 60 周岁以上
老人代缴医疗保险费，今年下半年，将通
过以“四议两公开”形式全面征求村民意
见。“今年我们还打算修缮村里破损的灌
溉水渠，解决危旧房的安全隐患……要做
的事还有不少！”杨航说。

如今的沙洲坝村，粉墙黛瓦层叠有
致，红井步行街穿村而过，将历久弥新的
红色记忆串点成线。2020年，沙洲坝村被
中组部、财政部确定为全国首批红色美丽
村庄建设试点村之一；2021年，沙洲坝村党
总支被评选为全省年度乡村振兴模范党组
织……在全村干群共同努力下，沙洲坝村
捧回了一块块亮眼的牌匾。汩汩而出的红
井水生生不息，映照着出一代代党员干部
在红色土地上重叠、延伸的奋斗足迹，也将
继续见证沙洲坝村迈向振兴的坚实步伐。

红井汩汩幸福来
——江西省瑞金市沙洲坝村以党建领航红色名村振兴路

□□ 边瑞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肖力伟

近日，记者走进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
波罗镇小咀村，一幅美丽乡村画卷在眼前
徐徐展开——道路宽阔、村容整洁，文化广
场和住宅区遥相呼应，家家户户房顶安着
太阳能热水器，房前屋后停着小汽车……
小咀村如今的新风貌，都要从该村党支部
书记肖甫宏说起。

强组织 激发战斗堡垒作用

“胜利，这个月的党课你准备讲点什么
新鲜干货？”群众口中的“胜利”，就是小咀
村党支部书记肖甫宏。今年51岁的肖甫宏
曾在一家煤矿公司工作。2009 年，肖甫宏
辞去稳定的工作，回乡当起小咀村党支部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这一干就是十多年。

曾经的小咀村党支部战斗力较弱，党
员纪律松懈，党内制度落实不到位，阵地

“年久失修”。肖甫宏任党支部书记后，瞄
准组织建设工作，诊断结症，对症下药。结
合标准化党支部建设标准，进一步健全和
完善以党支部为中心的村级组织，充分发
挥村委会、监委会、妇代会职能作用；坚持

“三会一课”制度，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强化

流动党员管理，自觉带头学习、宣传党的政
策和法规，切实提高党员干部素质，把党员
的思想统一起来，坚定群众脱贫致富奔小
康的信念；坚决贯彻执行“四议两公开”工
作机制，在全村实现用制度管人、用制度办
事，全面落实党务、村务、财务三公开，主动
接受群众监督，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为带领全村经济发展提供坚强的
组织保证。

谋发展 解决热点难点问题

让村民过上好日子是肖甫宏最大的目
标。面对小咀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人地
矛盾突出、外出人口较多等热点难点问题，
肖甫宏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逐户走访，
广泛征求意见，认真谋划发展思路，积极争
取项目资金。

近年来，在村党支部牵头引领下，全村
先后建成淤地坝 4座、宽幅梯田 4000余亩，
大力推动现代标准农田建设和农业生产机
械化，提升了全村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此
外，村党支部还为村里争取资金 200 多万
元，治理盐碱地 600 多亩，既改善了全村生
态环境，又大大增加了耕地面积，打破了村
子人多地少的发展瓶颈，助力全村实现农

业稳产高产的目标。“治好”了盐碱地，村党
支部又争取73万元资金给村里“开源”——
打出两眼大口机井，新建一个420立方米的
蓄水池，解决了群众用水不足的问题。此
外，又新安装太阳能路灯 245 盏，绿化进村
主道路……肖甫宏任职以来，带领全村党
员干部实施了移民搬迁、道路硬化、农网饮
水改造等一系列民生工程。

兴产业 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绿豆、小米、土豆、高粱是小咀村世世
代代种植并赖以生存的特色农作物。为了
给本村种植业发展“探路”，肖甫宏带领党
员群众到邻近村集体经济发展好的村子考
察，学习先进经验。几次考察后，村“两委”
班子按照乡村振兴产业先行的思路积极争
取投资，把全村的山地全部建成宽幅梯田，
并聘请区农业农村局的技术人员进行产业
规划和种植指导。目前，小咀村的种植业已
成规模化发展，共种植山地苹果320亩、饲草
800亩、中药材300亩、特色小杂粮800亩。

种植业发展初见成效，养殖业也不能
落下。肖甫宏向帮扶单位——陕西省卫生
健康监督中心积极争取 32 万余元帮扶资
金，用于支持全村白绒山羊、生猪、蛋鸡养

殖等。如今，通过发展种植养殖产业，小咀
村村民年人均纯收入从 5年前的 9300元增
加到如今的15580元。“光一家富没用，只有
大家的日子都好了，我这个书记才没白
干！”肖甫宏成就感满满地说。

解民忧 维护村内平安稳定

“一个村如果没有平安稳定的环境做
基础，想发展是难上加难。”肖甫宏告诉记
者，自打任职以来，他时刻关心着小咀村群
众身边的热点难点问题。村民打官司、邻
里田间地头修水渠、夫妻感情不和、弟兄之
间闹矛盾……无论大事小事，肖甫宏对群
众反映的问题都是第一时间处理，防止“小
事拖大、大事拖炸”。

如今，肖甫宏用一次次为民解难的实
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村民遇到自己
解决不了的问题，经常是一个电话就直接
打过来了。”肖甫宏说，“只要接到电话，不
管刮风下雨还是深更半夜，我都得马上赶
到。家里人有时候说我是‘疯子’，但村民
们都说我是‘贴心人’。”在肖甫宏带头引领
下，村党支部成为一支维护乡村和谐稳定
的主力军，打造出小咀村平安祥和的发展
环境。

“大家的日子都好了，我这个书记才没白干！”
——记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小咀村党支部书记肖甫宏

□□ 张俊芳

“现在门前的这条水沟水面清了，臭
味没了，晚上还能在附近遛遛弯、打打
牌。”日前，在巡察立行立改质效民主测评
会现场，山东省庆云县庆云镇陈瑞芝村村
民陈学忠在“立行立改问题整改满意度测
评表”上郑重地写上“满意”二字。

问题整改得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
权。为压实整改责任，做好巡察工作“后半
篇文章”，庆云县建立巡察整改质效群众评
议机制，把整改质效的评判权交给当地群
众，让群众参与整改、监督整改、评判整改。

为了让群众全过程推动问题整改，在
立行立改和巡察整改阶段，被巡察村（社
区）党组织通过召开村民代表、群众代表
座谈会，广泛听取并收集群众意见和建

议。在持续整改环节，村级党组织将问题
整改情况通过村务公开栏公开、村广播里
播放以及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进行通报，接
受群众监督和评议。在整改总结及成果
运用环节，选取完成集中整改三个月的关
键节点，以召开民主评议会议的形式对被
巡察党组织重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满意
度测评。在刚刚完成的第一轮“巡镇带
村”巡察暨惠农惠民补贴资金专项巡察
中，累计发现问题 370 个，移交问题线索
323条；在立行立改阶段，通过评议机制发
现整改不到位问题6个。

“把整改的评判权交给群众，不仅能
够倒逼反馈的问题彻底改到位，还能拉近
与群众之间的距离，真正让群众感到自己
的事有人管、有人问。”庆云县纪委监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

山东庆云县

巡察整改质效农民群众说了算

红井景区前，沙洲坝镇八一希望小学的孩子们在进行红色小导游培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