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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秋国庆“双节”的临近，锦

鲤需求量猛增，这让位于镇平县侯集

镇的长彦观赏鱼基地内的锦鲤变得十

分“抢手”。

“原来论斤称，现在论个卖。借助

电商直播，生意越来越红火。”说起现

在的买卖，该基地负责人李长彦笑得

合不拢嘴。近年来，革命老区镇平县

借助电商，打好“玉、鱼、花、面”四张特

色牌，让县域经济驶入快车道，实现了

高质量发展，群众得到了实惠。

镇平县是一代名将彭雪枫、革命

烈士郭庠生的故里，红色文化氛围浓

厚。镇平县如何实现电商赋能特色产

业、助力经济提速，让老区人民过上更

加美好的生活？9月 15日，镇平县委

书记艾进德就此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艾进德说，镇平县是国家级电子

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近年来，该

县通过搭建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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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万余

人，电商网店总数2.2万家，今年上半

年电商交易额突破 180亿元，县域经

济发展搭上互联网“电”车。

镇平县被誉为“中国金鱼之乡”，

其南部的侯集镇现有金鱼养殖水面1

万余亩，年产观赏鱼5亿尾以上，产值

超5.6亿元；该镇向寨村连续四年被阿

里研究院授予“活体淘宝村”。小金鱼

给乡亲们带来大收益。这是镇平县特

色产业坐上“电商快车”走向全国的一

个缩影。

仲秋时节，每天下午在镇平县石

佛寺镇西棚玉雕市场，网络主播手举

自拍杆边展示边讲解，通过手机直播

带领消费者购买心仪的宝贝……作为

“中国玉雕之乡”，镇平县的玉雕销售

在网上也做得“风生水起”。

艾进德表示，全县通过创建电商

数字乡村、建设新经济产业园、打造跨

境电商创业孵化园等载体建设，不断

增强电商发展活力。特别是强力实施

“十百千”工程，成功创建 10个淘宝

镇、100个淘宝村，培育 1000名电商

带头人。

据悉，为大力发展农村电商，镇平

县成立县、乡、村三级电商工作专班，

建立电商联席会议制度，并健全电商

考核评价体系，县财政列支2000万元

电子商务发展专项基金，出台配套支

持政策等措施，重点支持淘宝村、淘宝

镇创建活动。

2022年，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

究院联合阿里研究院举办“县域数字

乡村指数报告”发布会，公布全国数字

乡村百强县榜单。镇平县榜上有名，

位列全国第31位，河南省第一位。

艾进德表示，电商发展的核心是

树牢“互联网+”思维，以主导产业、特

色产业为依托，拉长产业链条，加快县

域经济转型发展。

位于镇平县的想念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运用微电影、短视频、面“上云”等

形式，线上线下互动，用流量促销量。

联手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开展“零

饥饿”行动，成功举办“面条英雄”抖音

挑战赛，播放量达4.2亿次，参与商超

门店近400家，被媒体和网友称为“中

国面条界第一网红”。

立足金鱼、香菇、木耳、特色林果

等产业优势，镇平县开发包装电商产

品，推动农产品上行。特别是金鱼产

业，以本地合作社、电商基地为依托，

探索出独特的金鱼线上销售、物流模

式，形成了辐射周边 6个乡镇的区域

性电商产业中心。过去金鱼是论斤销

售，现在做了电商之后是论尾销售；过

去一斤鱼 20~30元，现在一尾鱼 30~

40元。累计培育电商带头人215人，

开设网店 650 家，实现网上销售额

9500万元。

艾进德介绍，在进一步完善全县

电商公共服务体系的基础上，镇平县

出台奖补、评选办法，评出 12个乡镇

电商孵化示范基地，每个基地奖励10

万元，用于配备电脑、网线等硬件投

入。建立电商网货供应基地，筛选具

有一定生产规模、有组织供货能力、产

品质量较好且适合网销的企业，由政

府授牌，作为电商网货供应基地，为培

训学员、电商从业者提供网货。该县

以乡镇快递超市为支撑，以中心行政

村电商服务站点为依托，辐射周边村

落，消除了农村物流快递的盲区，打通

快递到村的“最后一公里”，收发货品

实现了县内1天到达。

为做好服务管理，镇平县还引进

建设第三方产品质量追溯项目，建立

健全农村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

平台和“三品一标”“一村一品”数据

库，确保产品质量可追溯、责任可倒

查。

艾进德表示，镇平县将以建设全

市先进制造业隆起区、全省数字经济

先行区、全国三产融合示范区和全球

玉文化消费中心“三区一中心”为契

机，全面提升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质量，

统筹物流、商贸、电子商务等要素，高

标准、高质量推进电商工作再上新台

阶，让电商赋能产业发展，带给广大群

众更多利好。

（谭亚廷 李平会）

仲秋时节，在革命老区方城县四里店镇，

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道道河流绕山间，一个

个桑园山腰缠，一片片柞林绿满山，一只只蚕

儿织锦卷。在绿水青山之间，伫立着“红二十

五军英雄群像”“军民情深堆粮路”等红色雕

塑。红色精神传承和绿色生态发展在这里展

现出一幅生动画卷，呈现出红绿交相辉映的老

区壮美景象。

四里店镇位于方城县西北部、伏牛山东

麓，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地。1934年 11月

28日，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四里店镇，留下了

打开地主粮仓分粮食给穷苦人民的“堆粮路”、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两桌酒席”等动人故事，

充分彰显了红军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根本宗

旨和对群众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

今年春，四里店镇党委、镇政府为缅怀红

军将士英雄业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当年

的长征路上建造了反映红二十五军将士一往

无前革命精神和军民鱼水情雕像，激励全镇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

命，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长征精神代代相传，红色土地绿色发展。

近年来，四里店镇党委、镇政府大力实施“生态

立镇、产业富民”的战略，挖掘发挥传统养蚕业

优势，实行“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

培育七彩柞蚕品种，拉长蚕产业链条，形成集

桑苗种植、柞林保护、桑蚕和柞蚕养殖、文化体

验、研学旅游等于一体的蚕业发展新格局。

截至目前，全镇已建成 5000余亩桑园基

地、3万余亩柞蚕养殖基地，建设标准化蚕棚

186 座，蚕茧年产量 30 余万公斤，年产值达

3000余万元。

建强基地，树立品牌。该镇实施乡村振

兴专项债一体化产业园项目，依托县里柞蚕

原种一场，在余庄村建起蚕桑融合发展现代

农业观光园、万亩柞桑养殖基地，栽种桑苗

120万株，新建小型拦水坝 6座，建设标准化

养蚕大棚 50座；引进宛黄、豫大、胶蓝、胶绿、

鲁红、杏黄、白一化等品种，培育出深蓝色、浅

蓝色、绿色、浅绿色、红黄色、杏黄色、白色等

色彩斑斓的“七彩柞蚕”，已成为柞蚕研发新

品种和旅游观光新亮点。余庄蚕桑千亩示范

方被命名为“2022年度省级农业农村领域30

个标准化示范项目”之一，方城县柞蚕原种一

场被确定为“国家蚕桑技术体系郑州综合实

验站示范基地”。

严格标准，拉长链条。该镇加大科技投入

力度，加强与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合作，按照“三

品一标”的标准，打造绿色有机标准养殖体系，

稳固提升蚕茧产量和经济效益。与方城县柞

蚕原种一场、山东临朐洁美毯丝厂合作，镇里

组织养殖户成立了方城县高峰养蚕专业合作

社、南阳丝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加工生产出

蚕丝被、丝绸丝巾、桑叶茶、桑叶面、蛹虫草、果

桑酒等系列产品，销往河南、山东、浙江、辽宁、

吉林等地。

传承文化，扩大平台。该镇建成“蚕桑文

化馆”，全方位展示四里店镇种桑养蚕历史，宣

传弘扬蚕文化，推介蚕产品。配套蚕宝宝科普

馆、蚕丝科普馆、小蚕培育室、现代规模化大蚕

饲养坊、活动教室、桑葚和桑叶采摘园等，打造

以学习蚕桑文化和体验生命、生态、自然科学

为主旨的中小学生“柞桑蚕文化研学基地”。

建立电商运营中心，购置直播设备，开展直播

带货，集中展示、宣传和销售蚕系列产品，成为

助农增收致富新阵地。 （陈新刚）

荥阳，地处中原腹地、黄河南岸，历来为兵

家必争之地，总面积943平方千米、67万人口，

是一个有着2200年置县史的县级市。

荥阳是一块红色英雄的土地。1925年中

国共产党在此播下革命的火种，掀起了红色的

浪潮。改造红枪会，成立了中原地区最早的农

民协会。发动了震惊中原的杨寨农民暴动，在

河南农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

一页。抗战时期，党带领荥阳人民建立抗日武

装团队、抗日救国同盟会，参加了广武战役、虎

牢关阻击战。成立荥汜抗日民主政府，进行了

琉璃庙沟歼灭战、奇袭皇姑寨、五云山阻击战、

三打崔王镇、火烧柏庙楼等大小战斗数十次，消

灭了大量日伪军。解放战争期间，进行政权建

设，开展武装斗争，支援淮海、渡江战役，为全国

解放做出了永载史册的历史贡献。

这是一块崇尚历史、致敬英雄的土地。“英

雄儿女洒热血，荥阳大地换人间。”建党百年，在

党的领导下，这块土地上上演着一幕幕气壮山

河、感天动地的英雄故事，在册革命烈士近500

人。荥阳大地上遗存的 18处革命遗址、遗迹、

革命纪念地就是荥阳儿女百年来英勇不屈、艰

苦卓绝、不懈奋斗的历史印痕。成为这块土地

上最光荣、最闪亮的红色遗产，她像一面面迎风

招展的旗帜，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敬仰。保护、建

设和利用好这些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红色血脉，让英雄的旗帜高高飘扬成为荥阳儿

女永不懈怠、矢志不渝的历史使命。

栉风沐雨栉风沐雨 历久弥新历久弥新
让英雄的旗帜更加鲜活

成立于 1944年的荥汜抗日民主政府是抗

战时期飘扬在南部山区小寨山上的一面鲜艳的旗帜，是荥阳人民英

勇抗战的时代象征。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霜雨雪，荥汜抗日民主政

府旧址的二层土楼已岌岌可危。荥阳市委、市政府拨出专款80万

元，对原有建筑进行修葺，对周围环境进行改善。修旧如旧，旧貌换

了新颜。

位于南部山区环翠峪的八路军后方医院旧址是豫西抗日根据地

核心区域重要革命遗址。抗战时期，这里军民团结，参军参战，救治伤

员无数。为更好发挥其教育、示范基地作用，近年来当地政府投资

500余万元，对原有病房、窑院、四邻村舍、红色广场、停车场、参观游

览道路等设施进行统一规划，整体打造。今年年初，新塑的豫西抗日

先遣支队政委徐子荣半身汉白玉雕像落成，与原有的他的老战友豫西

抗日先遣支队司令员皮定均的半身雕像，并肩伫立在他们曾经浴血奋

战过的这片土地上。目前，该纪念场馆基础设施完善，红色氛围浓厚，

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人民缅怀历史、致敬英雄的重要教育示范场所。

董天知故居、韩风楼故居、油坊中共地下联络站旧址、庙子烈士陵

园等革命遗址遗迹，在保护中建设、在建设中利用，原有的建筑风貌得

以重现。专业化管理、宣讲团队，规范化的服务流程和服务标准，使人

们能够身临其境地感悟英雄精神，从中汲取不竭的力量源泉。

千淘万漉千淘万漉 吹沙始金吹沙始金 让英雄的旗帜更加生动

高山镇余顶村是抗战时期荥汜抗日民主政府第四区政府所在

地。矗立于村顶的烈士纪念碑，巍峨肃立。近年来，纪念碑广场周边

的交通、绿化、宣传环境等得以改善。当年的革命故事用宣传栏的形

式，图文并茂地展现在广场四周。人们徜徉其间就能深切地感受到

当年革命先烈血与火的抗争。每年清明节前后，烈士纪念碑下的红

色宣讲“八路军来到咱家乡”吸引着当地机关、团体、学校、周边村组

的群众，他们络绎不绝地前来聆听、接受红色文化洗礼。

位于崔庙镇郑庄村的河南省国防文化教育实践基地是一家利用

革命老区特殊地形地貌，打造的集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农业开发、国

防教育、红色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企业。近5亿元的基础

设施投资，使各项教育实践功能逐步体现。河南抗日根据地展示厅

内，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红军长征大型雕塑展，用雕塑形式再现了

“突破乌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10多个历史场景。通过声、

光、电的配合，把伟大的长征精神展现得活灵活现。在“重走长征路”

的“共和国从这里走来”大型雕塑前，人们流连忘返、深切缅怀革命先

烈丰功伟绩，这里成了新的网红打卡地。

大型现代豫剧《董天知》已由荥阳市豫剧团排演完成。该剧全面

展示了荥阳人民的好儿女、民族英雄董天知追求真理、立志报国、英

勇抗日、为国捐躯的英雄故事。

《荥阳市革命老区发展史》《荥阳市革命老区掠影》《荥阳市红色革

命故事》《峥嵘岁月 一位“皮旅”老兵的战斗历程》等系列红色文化书

刊的顺利出版发行，使革命的事迹更加鲜活，英雄的故事更加生动。

踔厉奋发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勇毅前行 让英雄的旗帜高高飘扬

在具体工作中，荥阳市建立了宣传、党史、文旅、教育、军人事务、

老促会等部门组成的联动协调机制。调查研究、制定规划，为市委、

市政府当好参谋助手，使革命遗址、遗迹、革命纪念地等红色资源的

保护、建设和利用走上了科学、有序、高质量发展道路。

荥阳市文旅部门精心谋划，开辟了三条“红色文化一日游”项目。出

版发行了《荥阳旅游》红色旅游指南，人们一册在手，红色景点一览无余。

在红色底蕴丰厚的三个革命老区村建设“村史馆”，用崭新的形

式和表现方式，讴歌时代的进步，颂扬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和今天幸

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红色讲堂”进学校、进社区、进机关、进烈士故乡及“红色故事、

红色图书进校园”系列活动等教育形式已制度化、常态化。中小学校

的红色教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主阵地，得到社会

各界格外重视。烈士纪念碑下的“红色讲堂”已成为宣讲红色基因、

传承红色文化的一张名片，社会效果明显。

每年清明节、烈士纪念日期间全市各级组织、各社会团体纪念活

动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崇尚英雄、珍重历史、热爱和平蔚然成风。

关爱老区，为革命老区群众送科技、送温暖、医疗下乡、扶贫助

困、志愿服务等社会公益事业成为机关团体、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7·20”洪灾后，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全社会对革命老区

“高看一眼，厚爱三分”，革命老区率先实现恢复重建。老区面貌焕然

一新，老区群众过上了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

“革命老区是根，老区人民是本，红色文化是魂”，强根固本壮魂

就需要我们在新的时代、新的征程中发扬老区精神、传承好红色基

因，赓续好红色血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红色政

权代代相传。

据荥阳市老促会会长王金章介绍，荥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革

命老区开发建设和革命遗址、遗迹、革命纪念地等红色资源的保护、

建设和利用工作，制定了《荥阳市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工作要点》

等有关政策，主动听取关于老区发展、红色资源的保护、建设和利用

工作汇报和工作建议，在组织上、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使荥阳境内

的18处革命遗址、遗迹、革命纪念地等红色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建

设和利用。但由于受各方面客观因素制约，红色资源的保护、建设和

利用的质量、效益等还有待不断提高，还有许多具体现实的工作要

做。荥阳市老促会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勇

担红色资源和红色文化忠诚卫士，调动社会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形

成合力，促进发展，使荥阳大地上这些英雄的旗帜更加鲜活、生动，迎

风高高飘扬。 （荥阳市老促会 刘仪）

9月1日启动的“走进老区看新貌，思客作家舞钢行”采风活动取得显著成果，来自全省各地的15名作家感受红色舞钢的
巨大变化，助力老区振兴发展（如图）。作家们先后在虎头山新四军战斗遗址及烈士陵园、庙街乡人头山千宝茶园、二郎山景区
等地，接受红色教育、体验产业发展及自然生态之美，感受老区人民的幸福生活。截至9月17日，作家们先后在各种媒体发表
采风作品10余篇、照片20余幅，使更多的人了解到舞钢的山水之美、红色历史和发展变迁，也为舞钢更好发展起到了加油鼓
劲的效果。 （李贵生 文/图）

3月，随着灵宝市朱阳镇下河红色纪

念馆的成功开馆，促进了灵宝市朱阳镇

南部山区 33公里红军长征红色旅游线

路，成功抵达卢氏县木桐乡豫鄂陕第四

分区革命纪念馆，并与卢氏县红色旅游

线路全线贯通，这足以证明了灵宝、卢氏

红色旅游，已经成为现实。

朱阳镇是灵宝市唯一一个革命老

区乡镇，红色资源丰富厚重，辖区内共

有革命遗址53处，其中红军革命遗址

13处、新四军革命遗址36处、抗战遗

址4处。近年来，在三门峡市老促会、

灵宝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该镇以坚

持“两个更好”为方向，积极利用三门

峡市、灵宝市、朱阳镇三级老促会专项

资金1000余万元，建成红色纪念馆2

处、纪念亭3处、红色广场1处、红色遗

址修缮 3处，开发南部红军长征红色

旅游线路 33公里，如此，以红色资源

的开发和利用，通过打造提升，形成了

“以红色文化引领山水休闲康养”为内

容的全域红色旅游，成为助推老区乡

村振兴一道壮美的风景线。

以建好红色场馆鼓舞人。红色文

化资源是革命老区极其珍贵的财富，是

老区精神的灵魂所系，红色场馆建设，

更是体现了老区人民多年的期盼，是对

老区红色文化的整体性提升，促进了朱

阳老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

已建成朱阳革命历史纪念馆、下河红色

纪念馆2个，建成豫鄂陕纪念碑、犁牛河

革命烈士纪念亭、石坡湾革命烈士纪念

亭、麻林红色纪念亭等红色纪念设施 4

处，这些红色场馆以图文、革命实物等

形式，充分展现了红军、中原解放军、陈

谢兵团在朱阳革命老区的革命历程，每

年接待参观社团 200余个，人数 1万余

人。这些红色场馆的建成发挥了红色

基因主阵地宣传作用，丰富了党员党性

教育内涵，提高了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水

平，强化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拓宽

了红色教育和红色旅游主渠道。

以修缮好红色遗址教育人。红色革

命遗址也是革命老区重要的红色资源，传

承和保护是老区工作者的首要责任。灵

宝市革命老区成立老区遗址遗迹普查和

修缮专班，邀请专业人员进行规划设

计，对一些重点革命遗址进行抢救性恢

复性修缮和保护。近年来，该镇争取老

区资金，先后对大村红军养伤洞遗址、

烟火崖红军宿营地遗址、秦池中原解放

军会师地遗址等进行修缮，并对黑山中

原解放军战地医院等6个重点遗址进行

规划设计。这些红色遗址建成投入使

用，让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在此缅

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弘扬老区精

神，唱红歌，重走“红军路”，进行沉浸

式红色教育体验，较好地发挥了红色

遗址的育人功效。

以红色旅游吸引人。朱阳镇素有

“灵宝后花园”之美称，旅游资源和红色

文化资源丰富。坚持“以红色旅游引领

山水旅游”作为全域红色旅游发展思

路，开发红色文化旅游资源，推进红色

场馆建设，整合自然山水资源，加大冠

云山周边区域、南弘农涧河沿岸、西河

走廊的自然山水资源开发力度，大力实

施乡村休闲农庄、美丽乡村、传统古村

落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形成了

“三山、二河、两塬”的大旅游格局，每年

接待红色旅游团队、家庭自驾游、山水

康养游50余万人，带动了老区农家乐、

特色农产品消费和销售，增加了老区群

众的收入，增强了红色旅游的吸引力，

为打造朱阳红色小镇品牌，加快乡村振

兴步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在巍巍的冠云山脚下，在奔

腾的弘农涧河旁，红旗飘飘，红歌阵

阵，来自各地红色体验的游客和中小

学生红色研学团队络绎不绝，宛如一

道道高扬的红飘带，飘荡于朱阳镇革

命老区青山绿水之间，激励着广大中

华儿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高唱“强国

有我”！ （灵宝市老促会 冯敏生）

革命老区洛宁县底张乡中高村，是河南省

十大烈士之一李翔梧的故乡。2011年省委党

史办把“李翔梧纪念馆”命名为“河南省中共党

史教育基地”，每天都有慕名前来参观、学习的

青年学生和干部群众，这也更加激发了老区群

众的内生动力，学习继承先烈不畏艰难、努力

拼搏的创业精神。

近年来，底张乡党委和中高村党支部认真

谋划老区的振兴与发展。“我们要深刻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对革命老区提出的‘两个更好’的

实质，针对老区每个农户的特点，找准适合他

们发展的项目，把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

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该乡党委书记贠帮柱

说。中高村“两委”班子在反复思考比较后，制

定了详细的中高村产业发展措施：按照每户的

特点规划了养殖、种植、外出务工、特色经营等

多措并举的产业振兴发展新途径。

资料显示，2022年全村总产值达1960余

万元，去掉投资成本419.65万元，全村年收入

1540.35 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 1.35 万元，比

2020年脱贫时人均可支配收入 8848元增加

4652元。带动村集体经济收入 23.6万元，实

现了集体、居民收入双增长。

（洛宁县老促会 丁平选 赵学智 翟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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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让县域经济驶入快车道

灵宝市朱阳镇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方城县四里店镇
红色蚕乡织锦绣

洛宁县中高村
红色文化资源带动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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