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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的一个傍晚，风清气爽，笔者坐着

观光旅游车穿梭在革命老区西华县黄桥乡裴庄

村的万亩桃园中，只见白里透红的桃子挂满枝

头，前来运输桃子的车辆络绎不绝。裴庄村党

支部书记吴东亮笑着说：“仅今天一天，我就卖

了200箱桃子，收入1万元。”

作为周口市唯一一个全域革命老区县，西

华县如何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

过上更好生活？7月 10日，西华县委书记田林

就此接受了采访。

“万亩桃园已经成为西华发展特色种植的

一张新名片。”田林介绍说，西华是传统的农业

大县，裴庄也是传统的农业村，村民普遍采用麦

豆连作的耕作方式，麦茬豆、豆茬麦，农业效益

差、村民收入低。但村民们大胆尝试，揣摩透了

“一亩园、十亩田”的道理，主动栽种桃树，卖桃

收入可观，带动周边村也纷纷栽种桃树，如今桃

树种植面积已超万亩。

“在实践中，我们把美丽乡村建设与发展观

光农业结合起来，依托优势资源，大力发展‘名

优特精’农业产业品牌。”田林介绍说，桃树种植

从裴庄村辐射到黄桥乡，又从黄桥乡辐射到全

县，发展成为万亩桃园，并最终实现了三产融合

发展。

田林说，发展桃产业，首先要引导群众种好

桃树。近年来，西华县委、县政府加大扶持力

度，采取多项措施，帮助农民引进优良桃树品

种、提高桃树管理水平、解决桃子销售问题，有

效提升了当地桃子的品质、产量和效益，巩固提

高了万亩桃园的经济成效。

在具体的实施中，西华县与中国农业科学

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河南农业科学院等科研机

构合作，引进优质蜜桃、油桃、蟠桃品种，免费发

放桃树苗31万余株，使当地桃树完成更新换代，

如今当地已有79个优质桃树品种；与河南经贸

职业学院、深圳大学对接，投资695万元建立智

慧农业平台，实时掌握万亩桃园的土壤墒情、桃

树生长等情况，并可及时根据情况进行操作管

理，让桃树管理实现现代化、科学化；多次举办

桃树管理培训班，向群众传授授粉、疏果等技

术，提高桃子的产量和品质；利用项目资金引进

豆粕肥，改施化肥为施豆粕肥，使桃子的糖度大

幅提高……

通过多措并举，西华县桃树品种越来越多、

桃子的品质越来越好，万亩桃园的成熟期也由原来的3个月延长至6个

月，优质品种桃子由原来的“按斤卖”到现在的“论个卖”，亩效益由

4000元增加到了8000元，正在向两万元迈进。现在，西华县桃树种植

面积已增加到2.1万亩，年产值上亿元，成为西华县的支柱产业之一。

“依托万亩桃园，西华县已连续举办了19届桃花节，形成了从种桃、

卖桃到赏花、卖景，再到喝桃花酒、住桃家院、看桃缘戏、赏桃艺品的文

旅产业。”田林说。

“如今的裴庄村，先后被评为‘中国美丽田园’‘国家森林乡村’‘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第二批全国乡村治

理示范村’‘河南省现代农业示范园’等。”田林介绍说，位于万亩桃园腹

地的裴庄村，村民富、村貌美。村里先后投资200多万元，修建道路、游

园，安装路灯，绘制墙体画，建起了农家乐，安装了体育设施等，打造出

桃源广场、街景花园、梦幻景观灯、特色产品展区、儿童娱乐区等系列景

点。全村呈现出村容美、村风淳、村民富的美丽乡村新图景。

田林表示，西华县要以万亩桃园，带动各乡镇发展种植无公害蔬菜

和小杂果，培育黄桥乡桃子、东王营乡葡萄、西夏镇黄金梨、艾岗乡小辣

椒、西夏镇小香瓜等一批叫得响的“名优特精”农业产业品牌，丰富市民

的“菜篮子”“果盘子”，鼓起农民的“钱袋子”，加快建设与发展的步伐，

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7月10日，时值仲夏，我们来到舞钢

市尹集镇大刘庄村，在这片红色土地感

受时代巨变。

82年前，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豫

南会战”中最惨烈的战场一角，国民革命

军第 110 师 330 团团长及部下官兵共

1068人，在抗击日寇的激烈战斗中壮烈

殉国，长眠于此；78年前，这里是新四军

第五师河南挺进兵团拔除日军据点的

“尹集战斗”主战场之一，新四军将士在

闫庄村、宋庄村、大刘庄村、孤山寨奇兵

突袭，一个连轻取日伪军一个营，活捉营

长以下官兵300余人。

如今，在平顶山市乡村振兴帮扶责

任组的帮助下，在尹集镇党委、镇政府的

领导下，这片红色土地展现了乡村振兴

新画卷：投资1.2亿元的高端民宿群雏形

已现，投资1800万元的小寨沟美丽乡村

建设如火如荼，房车露营地等规划为这

里集聚了更多乡村振兴的原动力。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平顶山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先后派出3名第一书

记 6名工作队员常驻大刘庄村，其中第

一任第一书记因公牺牲在了扶贫路上，

为这片红色土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帮扶八年来，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以党建为引领，先后帮助大刘庄

村建起了新村室和文化广场，完善了基

础设施，改善了医疗条件。如今，大刘庄

村人居环境美了，村民笑脸多了。用真

心真情帮扶老区群众的平顶山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受到了省老促会的表彰，被

评为“河南省支持老区建设先进单位”。

近年来，大刘庄村邀请省内知名规

划公司描绘发展蓝图，引进国内领先的

民宿企业开发建设民宿集群，引入来自

江苏省常州市的企业在村里成立园林公

司。经过 3年时间的发展，园林公司已

流转大刘庄村及周边土地 480亩，带动

群众种植七彩苗木 310亩，培训技术工

人100多人。

“经过脱贫攻坚，大刘庄村村民全部

实现高质量脱贫，人均收入持续增加，产

业发展后劲十足，村民们楼房盖了一栋

又一栋，小车买了一辆又一辆。我们正

在按照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争创4A级

乡村旅游示范村，让老区群众在家门就

能过上幸福生活！”站在“省级卫生村”

“市级文明村镇”“先进党支部”的牌匾

前，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派驻大

刘庄村第一书记潘路说。

（平顶山市老促会 陈殿武 张召辉）

近日，在第七批

河南省中共党史教育

基地授牌暨河南党史

文献资料库上线仪式

上，卢氏县豫鄂陕党

政军机关旧址被中共

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

史志研究室命名为第

七批河南省中共党史

教育基地。这是继

2021 年该县中国工

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

征纪念馆被命名为第

六批河南省中共党史

教育基地后，卢氏县

第二家获此命名的中

共党史教育基地。

近年来，卢氏县

老促会和县委党史

和地方史志研究室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二十大精神，不断

深化红色资源保护

利用工作，积极发挥

“红色基因库”作用，

服务党史学习教育

常态化、长效化，取得了明显成效。

截至目前，卢氏县已有省级中共党史

教育基地2家，市级中共党史教育基

地9家。

（卢氏县老促会 白旭东 雷燕）

近日，荥阳市老促会会长王

金章带队深入革命老区，就革命

遗址遗迹及纪念场馆保护利用工

作进行调研。

在董天知故居，王金章详细

了解了日常开放、管理等情况。

同时，对“弘扬老区精神传承红

色基因”示范基地的建设提出

具体要求，希望大家不断探索，

努力提高基地的示范和教育功

能。

在刘河镇革命烈士纪念园，

王金章详细了解了日常维护管理

情况，查看了纪念设施保护情况、

防汛预案落实情况等。

（荥阳市老促会 刘仪）

周口市革命老区是一片底色浓重的

红色沃土，也是革命老区大市，全市有9

个县（市、区）、99个乡镇、2500多个行政

村被省政府认定为革命老区。

在这片红色土地上，曾留下先辈们

南征北战的足迹、金戈铁马的故事、彪炳

史册的功绩。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

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周口多地建立了

革命根据地，并相继成立了豫东特委和

水东地委，组织根据地人民开展抗日救

亡、参军参战、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活

动，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建立作出了巨

大贡献。

周口市革命老区现有红色场馆（园）

19个、红色遗址（旧址）37处、红色人物70

多人，其中，吉鸿昌将军纪念馆被中宣部

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020年，该基地被中国老促会、河南省老

促会和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命名为

“弘扬老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示范基地。

周口市革命老区干群十分敬仰革命

先辈的丰功伟绩，除政府出资建立大型

纪念馆外，不少有识之士自发筹资为革

命烈士树碑立传，建立纪念馆。太康县

杨庙乡三官庙村的王锦敬，是“一门六烈

士”的后代，他自筹资金 300多万元，在

烈士墓前建成了三官庙革命纪念馆。新

四军《拂晓报》原主编姜鸿起的后人，自

筹资金数百万元，在英雄故里扶沟县韭

园镇太康营村建成了姜鸿起烈士纪念

馆。扶沟县柴岗乡塔湾村是为革命英勇

献身的十八位烈士的长眠之地，该村群

众三次自发捐款 100多万元，对烈士纪

念园进行整修并建立了纪念馆。西华县

奉母镇广大干群筹资，在岗张村建成了

周口市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

周口市革命老区红色资源影响巨

大。每逢开展重要教育活动，或是清明节

等重要节日，前往纪念馆参观学习和到烈

士陵园拜谒革命先烈的广大党员、干群等

络绎不绝，对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革命传

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红色资源已

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深深注入了我们

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是鼓舞

和激励后人踏上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周口市革命老区红色资源的保护利

用需要大力加强。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周口市在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上还存在一

些问题：一是政出多门，管理混乱，没有

形成统一的规划、开发建设与保护利

用。二是资金不足，许多场馆建设和遗

址旧址保护，都遇到了资金紧张的问

题。三是宣传不力，教育滞后，很多人甚

至包括不少基层干部都不知道周口市有

很多地方都是革命老区。四是管理落

后，内容陈旧，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红色

教育发展的需要。

针对周口市在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上

存在的问题，我们建议各级党委、政府要

高度重视红色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工

作，努力营造全社会支持、参与革命老区

红色文化振兴发展的良好氛围；要厘清

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和管理的隶属

关系，建立健全科学合理有效的管理机

制；全市各级财政每年要下拨红色场馆

和革命遗址建设、管理的专项资金。同

时，引导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革命遗址

的开发和建设，增强红色场馆和革命遗

址的发展活力；各级应加强对红色场馆

和革命遗址的宣传，加强青少年革命传

统教育；加强对讲解员的选拔、培训和使

用，不断提高对红色场馆的解说质量；合

理开发利用红色旅游资源，走可持续发

展道路；严禁无规划开发，防止低水平重

复建设，杜绝庸俗化和过度商业化。

（周口市老促会）

跨越时空的追寻彪炳史册的记忆
——周口市革命老区红色资源调查

舞钢市尹集镇大刘庄村

“红色引擎”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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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谈革命老区建设县委书记谈革命老区建设

平顶山市老促会

调研红色文旅融合发展情况

荥阳市老促会

调研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作

湖光山色美，民宿迎客来。革命老区舞钢市尹集镇大刘庄村在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驻村工作队的积
极帮助下，依托国家4A级旅游景区二郎山，擦亮旅游品牌，引进服务产业，使孤山寨高端民宿群运营初见成效。陈殿武 潘路/文 赵天金/图湖光山色映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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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建议

近日，平顶山市老促会妇工

委主任何振华、副主任米巧凤、副

秘书长李晓黎和鲁山县老促会副

秘书长于庆彬等，到鲁山县尧山

镇天龙池景区调研红色文旅融合

发展情况。平顶山市乡村振兴协

会副会长、天龙池景区负责人石

信昌参加调研活动。

调研组一行通过座谈走访，

进一步了解了 1945 年当地群众

掩护八路军伤员及护送八路军

伤员归队的一些情况，得到一些

新线索，对现有史料进行了补

充。

座谈会上，当地知情群众对

掩护八路军伤员的情况进行了回

顾，调研组成员进行了座谈交

流。何振华在会上指出，要深入

挖掘革命老区鲁山的红色资源，

促进红色文旅融合发展，同时进

一步进行史料的征集和佐证材料

的收集。（鲁山县老促会 任广朝）

近日，光山县老促会在光山城市书房开展赠书活动，向位于司马光广场、颖园、盛湾公园、沙滩公园、南城广场等场所的6个城市书

房，捐赠《红色光山》《光山县革命老区发展史》等红色图书108册。 光山县老促会 谢绍柏 邓伟 摄

捐赠红色书籍 传承红色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