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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天鹅之城”美誉的三门峡，是

1957年伴随着万里黄河第一坝——三

门峡大坝的兴建而崛起的一座新兴城

市，也是一座红色文化厚重的地方。这

里是《论共产党员修养》的诞生地，是陈

（赓）谢（富治）大军强渡黄河挺进中原

的出发地，是共产党河南二地委二分区

所在地，迄今仍广泛流传着战争年代许

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三门峡市老促会自成立以来，依托

当地丰富的红色资源，以传承红色基因

促进老区发展为目标，以挖掘保护红色

资源为重心，强化自身建设，狠抓项目

带动，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获得

了“河南省老区工作先进单位”等一系

列荣誉。近日，我们对三门峡市老区建

设促进会会长赵光超进行了专访。

老促会建设实现“八个有”

三门峡市老促会成立于2006年 2

月，是河南省成立较早的老促会之

一。2017年新换届的理事会，对老区

工作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思路进行了全

新的定位，将老促会工作的“四个有”

延伸为“八个有”：办公有地点、人员有

编制、经费有供给、交通有保障、工作

有章法、项目有资金、培训有基地、党

政有主管。

赵光超介绍说，在市委、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我们率先实现了市和各县

老促会的“八个有”工作定位。以“八个

有”为标准，三门峡市老促会在自身建

设方面，以建设学习型组织、服务型单

位、协调型机构、实干型队伍为目标，走

出了具有三门峡特色的老区工作步伐。

三门峡市老促会将每周三下午定

为全市老促会系统党建学习日，由会长

带头学习；完善党建工作机制，带动各

项工作。目前，三门峡市老促会及4个

县（市）老促会已形成了一支领导班子

强、党建机制健全、工作制度完善、能干

事会干事的老区工作队伍。

六项工作成绩突出

三门峡市老促会十分重视党建工

作，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提出

的“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

民过上更好生活”重大要求为指导，始

终积极与党委政府领导沟通老区建设

工作。赵光超说，市县两级老促会系统

牢固树立抓好思想建设就是做好老区

工作的理念，积极汇报沟通，主动作为，

老促会工作顺利开展。

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三门峡市老

促会工作成效显著，取得了六项成绩：

抓好项目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特

色养殖项目和红色遗址保护开发项目；

设立专项经费，建立奖惩机制，4个县

（市）均评为全国编纂工作先进县；建

立宣传队伍，弘扬老区精神，市、县、乡

三级分别设立分管领导监督工作；建

立教育基地，培训老区干部，对老区专

职干部进行专项轮训；传承红色基因，

狠抓场馆建设；注重调查研究，会长亲

自带队巡回督导调研。由于成效突

出，三门峡市老促会多次受到市委、市

政府领导的肯定和表扬。

老区工作未来可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对老区发展十分挂念，先后多次赴革

命老区考察调研，并对革命老区振兴

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三

门峡市老促会勇于担当，主动谋划与

作为。在成立之初，老促会就促成了

《三门峡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老区工

作的意见》在全省率先出台，在老区项

目建设、红色遗址保护修缮等各项工

作领域也名列前茅。当前，三门峡老

区建设仍面临挑战，但基于先前老促

会工作积累的成功经验，三门峡市老

促会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加之国家对

于老区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三门峡老

区的未来发展令人期待。

赵光超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新

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河

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河南省革

命老区振兴发展促进条例》，给新时代革

命老区振兴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我们

要做到政策不留白，工作不断档，投入不

减力，找准目标、坚定信念、明确定位，低

调务实埋头苦干，不负老区人民重托。”

谈及下一步工作，赵光超表示，未来

的三门峡老区工作，目标方向明朗，未来

可期。我们将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着力解决老区发展中面临的堵点、卡

点和难点问题，踔厉笃行，奋力谱写革命

老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助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访三门峡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赵光超

卢氏县是红25军创建的苏区县。目前，全县正在打造“长征先锋、红色卢氏”旅游品牌。图为文峪乡水峪河上修葺一新的红
军桥。 卢氏县老促会 白旭东程传艺雷燕 摄

赵光超同志在《陕州革命
老区发展史》首发式上讲话

□张生平 杨明华

夏日时节，走进“红色村庄”汝南

县常兴镇代塔村，田野绿意盎然，产

业发展生机勃勃。“近年来，我们传承

红色革命精神，致力乡村振兴，呈现出

了产业旺、村庄靓的喜人景象，人民群

众共享发展成果。”村党支部书记孙俊

敬说。

站在村委东望，绿油油的玉米随风

摇曳，4架无人机正在空中喷洒农药。

“自从成立康正农机种植合作社、康正

有机肥合作社，农民过上了土地流转收

租金、合作社务工领工资的新生活！”

78岁的老党员邓合乐呵呵地说。

2018年前，代塔村大多数耕地存

在撂荒现象。为破解种地难题，当年春

季孙俊敬投资300多万元，购买了6台

大型农机，又将村里的10多台大型农

机组织起来，成立了康正农机种植合作

社，并以每年每亩800元的价格流转了

400亩耕地，动员 100多户农户入社。

村民参加打药、除草、灌溉等劳动，每月

工资 1500 元；农机手每人每月 4000

元。由于科学管理，当年亩产小麦

1200斤，比一般农户种植的小麦每亩

增收310元。农户看到效益后，纷纷加

入合作社。如今全村土地流转面积达

到500亩。

土地流转，不仅提高了土地收益，

还解放了劳动力，助推了乡村振兴。脱

困户王海龙家有 26亩耕地，去年他将

土地入股到合作社，自己在合作社开农

机，务工收入加年底土地效益分红，全

年共收入5万多元。

2018年春，村里还成立了康正有

机肥合作社，并与一家公司签订了每

年供应果树有机肥700吨的订单。为

增加社员收入，合作社出台奖励政策：

社员们除每月3000元工资外，在完成

规定生产量后，每超出一吨按销售收

入 80%给予奖励。今年 52岁的脱困

户任运成，妻子病逝，两个孩子都在读

大学，家庭十分困难。合作社将他安

排到有机肥制作车间，免费一日三餐，

超额奖励全部归己。仅今年前 6 个

月，任运成的工资加奖金就收入了 2

万多元。

产业活了，人居环境、文明风气也

得抓起来。代塔村在早期革命斗争中，

通过组织农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发动

群众投入抗日战争，为新中国成立作出

了积极贡献，为代塔村留下了红色印记

和美好回忆。党支部组织村民传承红

色革命精神，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

用，大力开展“六清”、治理“六乱”工作，

在党员干部带领下，大伙儿一起疏沟修

路、安装路灯、植树种花。目前，全村植

树种花 3000 余株，绿化、亮化村道 3

条，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敲开村民郭新

红家的门，仿佛走进了花园。月季、海

棠争奇斗艳，衬得“美丽庭院”的牌子更

加惹眼。“家里收拾漂亮了，天天心情都

好。”郭新红说。

“美丽乡村既要颜值高，又要内在

美，双管齐下才能相得益彰。”孙俊敬介

绍，通过“好媳妇”“好公婆”评比、“五美

庭院”表彰等活动，乡亲们的精神面貌

发生了明显变化。代塔村老党员王结

实，曾经是党支部书记，如今成了“美丽

乡村宣传员”，村里的道路有破损，他总

是义务帮工，“大家都出份力，乡村才能

更美丽。”王结实说。

代塔村还积极开展“家训进农家”

活动，通过开设道德讲堂，设立善行义

举榜，让真善美永留人间。

季夏时节，来到镇平县雪枫街道

七里庄村，街道整齐、花香四溢。位

于村内的彭雪枫纪念馆，游客有序参

观，现场聆听革命故事。“来这里接受

红色教育，近距离了解和感受心中的

英雄，会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

福生活。”一名暑期返乡大学生动情

地说。

彭雪枫将军 1907年 9月出生在

七里庄村，在艰苦卓绝的战争中，一

步步成长为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

杰出的指挥员、军事家。1944年 9月

11日，在指挥收复夏邑县八里庄战斗

中不幸中弹牺牲，被毛泽东、朱德誉

为“共产党人的好榜样”。

“雪枫将军是全村的骄傲。在新

时代发扬传承好将军精神，就会让村

里乡亲们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七

里庄村党支部书记彭长宏说。通过

精准扶贫，曾经贫困的七里庄村已摘

掉了穷帽子，群众过上了幸福生活。

按照“彰显红色文化，实现生态宜居

宜游宜业”的思路，七里庄村以打造

将军故里红色文化为核心，提升基础

设施，推进旅游业发展；大力发展村

集体经济，借助农民专业合作社，鼓

励村民通过流转土地、务工等方式增

加收入；加大资金投入，修缮、扩建彭

雪枫故居，建设标准化雪枫小学；建

造蓄水灌溉设施，硬化道路，栽植行

道树。

依托厚重红色文化和优良生态

资源，七里庄村面貌焕然一新，呈现

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图景。同时，七里

庄村用文明新风滋养群众，通过开展

“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引导村民

移风易俗，组织文化演出，丰富群众

生活，尊老爱幼、崇文尚学在该村已

蔚然成风。

近年来，七里庄村所在的镇平县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

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强力实施

“镇平人建设新镇平”战略，以党建

“第一责任”引领和保障发展“第一要

务”，以乡村振兴统揽全局。坚持“三

产融合”，在稳定粮食产量的基础上，

统筹抓好小麦、金鱼、荷花、苗木花

卉、绿色蔬菜、食用菌“六园”建设。

推广“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农

场+金融+农户”模式，强力推进现代

农业产业园区建设。按照产业化思

路，大力发展玉、鱼、花等乡村“美丽

经济”，植入文旅元素，调优产品、调

新业态、调强产业；积极发展食用菌、

服装、箱包等居家就业产业，引育龙

头企业，做大产业规模，优化合作模

式，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让更

多家庭充满温情，打造“幸福产业”。

同时，镇平县搭建县、乡、村三级

服务网络，构建县域电商生态链，实

现“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

双向流通功能。目前，全县电商从业

人员 3万余人，电商网店总数 2.2 万

家，2021年电商年交易额突破260亿

元。

（镇平县老促会 谭亚廷）

聆听革命先辈、楷模人物的红色

家风故事，重温他们的奋进历程，以

“小手拉大手”带动广大家庭传承红

色基因，弘扬红色家风。7月 18日，

新县老促会妇工委在新县光彩实验

学校举行未成年人红色家风故事公

益讲座。

红色家风是共产党人在长期革

命建设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宝贵财

富，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

本次讲座邀请高敬亭故居文物管理

员高昌奎讲述高敬亭烈士的革命事

迹。高敬亭（1907年 8月~1939年 6

月）原名高志员，河南新县人，1928年

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鄂豫皖苏区三年游击战争中的红军

主要领导人。曾任红二十八军政治

委员，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

高昌奎是高敬亭烈士后代，他声

情并茂地向孩子们讲述了高敬亭烈士

生前艰苦朴素举办“特殊婚礼”，红二

十八军军纪严明，处处保护群众利益，

被称为“红福军”等英雄事迹，感人至

深、催人奋进。听完讲座，孩子们纷纷

表示，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在今后

的学习中不怕苦、不怕难，刻苦学习知

识本领，努力成为祖国栋梁。

近年来，新县老促会妇工委积极

主动作为，目前已举办家风家教宣讲

活动59场，组织亲子阅读活动100余

场；为留守困境儿童发放微心愿礼物

及助学金7万余元，资助贫困女童5.6

万元。

新县老促会妇工委主任兰凤芝

表示，将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未成年

人关爱活动，厚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沃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持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新县老促会 龚炳熹王鸿）

在近日闭幕的荥阳市第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荥阳市老

促会提交的《关于荥汜抗日民主政府

旧址开发利用的建议》等5份议案、建

议，得到大会的采纳。市政府积极按

照有关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建议

办理程序研究办理中。

据悉，荥阳市老促会向大会提交

的5份议案、建议，全是关于荥阳市市

域范围内革命遗址遗迹的开发利用、

革命先烈纪念场馆的建设保护、红色

文化的研究挖掘传承和发扬光大方

面的。

为保证提交的议案、建议质量，

市老促会工作人员克服种种困难，

前期进行了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工

作。针对每项议题特点、特性，依据

实际，阐明立场，表明态度，分析原

因，提出有针对性切实可行的解决

办法，使每项议题都能表述清晰，有

理有据，便于落实。

“下一步，市老促会将配合市人

大常委会有关部门，督促落实好议

案、建议的办理进度和办理质量。”

荥阳市老促会会长王金章表示。

（张生平刘征）

八一前夕，舞钢市老促会新四军豫南战迹寻访团一行与泌阳县老促会及新四军研
究会负责人座谈新四军在泌阳地区战斗的峥嵘岁月。舞钢市老促会 李贵生 摄

1944年 5月，侵华日军占领伊川，

驻守寨子街（今白元）据点的是日军第

一一○师团的第一三九联队第三大队

（相当于营）。大队长大内义弘大尉经

常率部四处“扫荡”，又到处抓丁拉夫，

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仅寨

子街被挖坏的良田就有300多亩，被强

奸、轮奸的妇女达 50多人。该村民工

杨振被日军打得遍体鳞伤，昏迷不醒；

府店镇农民王定去做小工，被日本人放

出的狼狗活活咬死，肠子被扒出肚外。

这时，假装投靠日军的自卫团团长

郭绍绪，目睹日军暴行，痛不欲生，激于

民族义愤，日夜筹思歼敌之计。8月20

日，日军第三大队连续外出“扫荡”三

天，回来后骄横不可一世，郭绍绪见时

机已到，就暗自决定借设宴贺功之机，

乘其不备，杀敌除害。

郭派人从山里采购了猴头木耳，又

从洛阳买回了海参鱿鱼，请来杨岭的烹

调高手。8月 25日上午（农历七月初

七）郭绍绪向日军驻寨子街大队全体军

官下了请帖。临近中午，他才吩咐贴身

护卫卢铁信、相明科检查枪支，并要他

们“大胆谨慎，不露行迹”。

下午3时许，大内义弘大尉带领第

一一中队长榊亲志中尉、机枪中队长甲

斐治郎中尉、大队副官村濑信三少尉和

军医、会计、曹长、翻译共 8人，按时赴

宴。郭绍绪将敌一伙“请”进团部办公

处，分宾主围桌而坐。陪客者杨省三、

杜明则不知其中底细，对敌人百般恭

维。相明科、卢铁信，一个不停地给大

内义弘大尉扇扇子，一个不时从脸盆里

绞出毛巾，递给“客人”们擦汗。他们小

心谨慎，毕恭毕敬，日本人毫无察

觉。酒过数巡，郭绍绪顺手掏出手枪，

首先向大内义弘大尉射击。相明科、卢

铁信迅速闪至门旁，从腰间拔出手枪，

对准日军军官开火，不足五分钟，就将

他们全部击毙。

傍晚，郭绍绪集合队伍，撤离寨子

街。行至村外，又先后击毙日军5名。

（伊川县老促会 李聚池 整理）

7月 12日，在汝州市老促会多方

协调促进下，马英烈士纪念馆如期建

成。汝州市委常委、秘书长黄彬，汝

州市老促会会长樊占营为马英烈士

纪念馆揭牌。开馆当日 200余名同

志参观学习。

马英烈士纪念馆共分苦难童年、

坚贞不屈、英雄壮歌等11个部分，共

展出实物60余件。通过文物、图片、

文字、画册等资料，形象、直观展示女

英雄马英的感人事迹。

马英烈士 1919 年出生于米庙

镇，10 岁时父母双双染病，家境贫

寒。为了让马英有条活路，父母托人

让枣树庙村一何姓人家领养，做童养

媳。马英和丈夫一家人，对国民政府

的黑暗统治和日伪汉奸土匪的暴行

无比痛恨。1944 年秋，皮（定均）徐

（子荣）支队挺进大峪店后，马英就和

丈夫及丈夫的哥哥一同参加了革

命。马英动员群众为八路军送情报、

筹军粮等，工作十分积极。敌人得知

消息后，千方百计迫害马英。为了保

护筹粮村民的生命安全，马英面对敌

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始终以“不

知道”回答敌人。狠毒的敌人用烧红

的铁锨往她身上烙，她仍然坚持说“不

知道”。直到最后被敌人活活打死，敌

人也没能从她口中得到任何信息。

新中国成立后，马英同志被追认

为革命烈士。2001年她的事迹被载

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2021

年10月被列入“鹰城十大英烈人物”，

革命烈士纪念邮票即将公开发行。

马英烈士纪念馆的建立必将对

讲好革命老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老区精神起到推动作用。开馆

以来陆续接待 3000余人参观学习。

（汝州市老促会 樊占营安汝保）

荥阳市老促会建真言谋良策

助推老区精神红色文化发扬光大

新县老促会妇工委举办红色家风故事公益讲座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红色家风

镇平 将军故里绽新颜

伊川老区抗日故事

寨子街设宴歼敌

汝州 马英烈士纪念馆落成

汝南县代塔村 产业旺村庄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