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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6日，市委党校2021年秋季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开学典礼举行。市委常委、

市委组织部部长汪海波出席开学典礼并作动

员讲话。

短评

1941 年皖南事变爆发
后，党中央决定在盐城重建
新四军军部。从初建时的万
余人，发展到9万人，新四军
在盐城迅速崛起，肩负起华
中抗战的重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
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常读常新。”回望峥嵘岁
月，新四军的光荣历史，是
一部跟党举旗、听党指挥的
战斗史诗，是一首信念坚

定、忠贞不渝的英雄壮歌。
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新四
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铸就
的优良革命传统，生生不
息、历久弥新。

“人心就是力量。”展望
未来，嘹亮的“铁军号角”，必
将激励我们继续用红色精神
滋养初心，紧紧团结群众、依
靠群众，深深扎根群众、为了
群众，昂首阔步迈向新的伟
大征程。 （黄露）

用红色精神滋养初心

雨后的龙潭古寨，清新、古朴。黑
褐色屋舍上炊烟袅袅，阳光透过缝隙
洒在石板路上，茂林修竹间，肃穆的丹
堡院落、典雅的大朝门、庄严的申佑
祠、古朴的残门……是岁月留下的痕
迹。不远处，巍峨的九天母石静静地
守望着古寨。山脚下，奔流不息的洪
渡河讲述着仡佬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

“蝶变”。

深藏闺中人未识

务川因盛产丹砂闻名，被誉为“丹
砂古县”，从红丝乡的三坑村到大坪街
道丹砂村一带，长达数十公里的山脉，
蕴藏着丰富丹砂矿。古时，仡佬先民
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开荒辟草、凿砂
炼汞、淘砂炼丹。

据史料记载，秦汉时期，仡佬族先
民就掌握了丹砂矿的开采和冶炼技
术。宋朝年间，官方就在这里设有水
银课税局。明朝时期，又在三坑设巡
检司，加强对水银生产的管理。

几千年来，仡佬人在这块土地上
繁衍生息，沉淀下丰厚的丹砂文化和
仡佬民族文化。

每年清明节，仡佬族裔齐聚这里
祭天朝祖；庄稼成熟时，仡佬人吃新
尝新。

这里，流传着先秦寡妇清与丹砂
的故事；记载有申佑“虎口救父、不畏
强权、代帝殉难”，演绎“忠、孝、义”的
事迹；遗存着世界现存最古老的丹砂
冶炼技术和上千年的丹砂文化，700年
历史的龙潭古寨、祭天朝祖祭坛、宝王
庙、瓮溪桥、汉墓群、申佑祠……历史
人文景观让人目不暇接。

“这里的民俗风情多姿多彩、独
具特色。”对仡佬民族文化颇有研究
的文化达人邹愿松说，有拜宝王、奉
竹王、祀山神、斗水龙、玩八仙、插天
香、熏蚊虫、追亮火虫、倒静茶、抢银
水、喂树……许多的民俗活动都很有
趣。农闲时节，男女老幼集在一起竞
技，孕育了打篾鸡蛋、抱蛋、推屎耙、
押伽、板鞋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这里，聚合了仡佬人和合天地、自
然和谐的人生哲学和追求，传承着精
妙绝伦的高台舞狮，神秘古朴的仡佬
傩戏，“接风洗尘、四方团圆、八方醉
酒”的三幺台饮食文化。

这里，曾因交通欠发达等原因，仡
佬民族文化和丹砂文化，一直深藏在
大山深处，无人问津。

悉心打造文旅品牌

务川作为全国仅有的两个以仡佬
族、苗族为主的自治县之一，有着厚重
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化魅力。

“哟……嗬嗬……哟嗬……曲曲
盘盘十八湾，峰回路转云雾间，仡佬
汉子一声喊，喊红了太阳，喊绿了大
山……”

2007年，务川自治县县委、政府开
始保护性开发打造仡佬之源景区，发
掘保护仡佬民族文化瑰宝，帮助群众
树立文化自信，填补仡佬民族发展文
化空缺，画好 56个民族团结进步同心
圆。同时，该县还投入资金改善交通
等基础设施，修缮历史遗址，科学规划
业态布局，为旅游产业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经过 10多年的努力，仡佬之源景

区先后获得“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武陵山十佳文旅融合景区”称号；龙
潭仡佬古寨先后荣获“贵州省 20个重
点民族文化村寨”“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贵州省 30 个最具魅力民族村
寨”等多张名片；仡佬族祭天朝祖节
被列为国家优秀民族节庆；仡佬族

“吃新节”被国际节庆协会列为中国
最具特色的 21个民族节庆之一；成功
申报大坪汉墓群为国家级文保单位，
仡佬族高台舞狮、仡佬族三幺台等 6
项民族文化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25项民族体育项目被评为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我县强力实施‘文旅产业
化’发展战略，悉心打造文旅品牌，宣传
推介仡佬文化，成效显著。”务川自治县
文化旅游局局长陈波说，务川先后成功
举办了遵义第六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亚特拉斯国际青年男篮四国挑战赛，联
合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４直
播“传奇中国年·春节”等。

随着纪实电影《出山记》、仡佬族
题材电影《碧血丹砂》在国内各大院线
上映，文艺作品《心心结》《打挂子》《远
山仡佬》等亮相央视、走出国门，仡佬
文化惊艳世界。

文旅兴旺百姓富

邀一帮老友，看十年变化，喝百年
陈酿，游千年古寨，品万古丹砂。

务川坚持以仡佬文化为灵魂、自
然生态为依托，精心打造仡佬之源景
区、中国仡佬民族历史博物馆、仡佬民
族文化研学基地等民族文化旅游板

块，做优旅游业配套服务，精心布局配
套设施，开发仡佬文化旅游产品，吸引
了众多省内外以及国外游客前来观光
旅游。

“这里真好！”希腊籍摄影师乔
治，今年 7 月来到仡佬之源景区，就
被深深吸引住了，仡佬民居、石院
墙、仡佬傩戏、高台舞狮、仡佬花灯、
哭嫁……所有仡佬文化元素都是他非
常喜欢的拍摄素材，在龙潭古寨整整
拍摄了一个星期。

游客越来越多，当地村民抓住商
机，纷纷加入到旅游服务行业中来，念

“旅游经”致富，吃“旅游饭”增收。
“如果龙潭旅游没有搞起来，我肯

定不会回来，更没有今天的好日子。”
在外务工多年的龙潭村村民申海洋，
2010年底瞄准村里发展旅游的商机，
开了一家农家乐，几年下来生意越做
越大，如今每天收入近万元。

截至目前，仡佬之源景区共有特
色农家乐、乡村客栈32家，特色旅游小
商铺 38家，从业人员 240余人。2021
年上半年，景区共接待游客 144.44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12.17亿元。

“我们将立足自然禀赋和仡佬文
化、丹砂文化的特色优势，深挖文化内
涵，保护开发历史文化遗存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打造文化旅游精品。”务川
自治县县委书记程晓秋说，积极打造
集康养体闲、游憩观光、文化创意、乡
村民俗、生态农业等多种功能于一体
的旅游产品，有效整合资源，强化各类
保障，实现“单链”向“多链”转变，推进
文旅产业化高质量发展。

（彭飞）

立足特色优势 深挖仡佬文化内涵
——务川整合资源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盐城，一片红色热土，一座英雄之城。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

部。从此，盐阜人民与新四军同仇敌忾、休
戚与共、团结御敌，写下了一个又一个气壮
山河、感人至深的故事。新四军用鲜血和生
命铸就的优良革命传统，成为盐城最宝贵的
红色资源。

80年来，盐阜人民始终用新四军优良革
命传统滋养初心、践行使命、不懈奋斗，盐阜
大地发生了沧桑巨变。世界自然遗产地、全
国文明城市、中韩（盐城）产业园等一系列金
字招牌，让盐城成为一颗璀璨的黄海明珠。

248处重要革命遗址
铁血荣光铸忠魂

盐城城西，蟒蛇河畔，新四军重建军部
旧址泰山庙。

“砥柱江淮抗日善战，伟绩丰功永垂文
献。”走进重建后的泰山庙大殿，是陈毅、刘
少奇等五位新四军主要将领的写意雕塑。
烽火岁月，他们在这里运筹帷幄，指挥着整
个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

新四军在盐城重生后，面对日军和伪军
的双重夹击，经历了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
单家港、陈家港、陈集、益林、八滩、合德……
将士们用热血染红了一个个英雄的名字。

“烈烈轰轰，夺敌之气”，艰苦壮烈。
大江南北、江淮河汉，新四军在残酷的

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所向披靡、
无往不胜的“铁军”，成为华中抗日战场的中
流砥柱，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时全国
抗日英才集聚盐城，为这座城市打上了鲜明
的“红色之城”历史烙印。

承载城市记忆、象征新四军优良革命传
统的“大铜马”雕塑，全国规模最大、资料最
全、专业性最强的新四军纪念馆，八路军新
四军白驹狮子口会师纪念碑……盐城境内
现存有迹可循的重要革命遗址 248处，其中
抗战时期形成的居多。这些红色遗址铭刻
着中国共产党在盐城开展革命斗争的光辉
历程，生动记载和反映了盐阜人民为中国革
命胜利作出的积极贡献。

128个烈士命名镇村
薪火相继血脉传

步凤镇、学富镇、正红镇、东平村、沙杨
村……128个！盐城以革命烈士的名字为镇
村命名。

这些镇村或是烈士们抛头颅洒热血的
长眠之地，或是饱含深情哺育他们的故乡。
盐阜人民用最高的敬意、最特别的方式，将
感恩和怀念写在路标上、镌刻于心中，用这

些红色明珠串联起城市的精神图谱，激励一
辈又一辈后人。

初秋时节，走进盐都区佳富村，一排排
二层小楼鳞次栉比，文化广场上孩子们欢呼
雀跃。烈士丁佳富牺牲时才20多岁，他的遗
孀丁吕氏至今还记得那一天，眼见种种酷刑
都无法让丁佳富屈服，敌人将其残忍杀害。

历经“泥草房——砖瓦房——小洋楼”
的蝶变，告别“只要一下雨，两腿水和泥”的
日子，如今佳富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丁吕氏去年搬进新型农村社区，后窗正对着
新建的佳富红色纪念馆，“让他看看我们现
在的好日子。”

阜宁县世明村通过发展特色林木果业，
村集体收入从5年前的几万元增加到如今的
50多万元；大丰区新丰镇成立花卉种植销售
专业合作社，带动周边 8个村 3000多户农户
种植花卉苗木，人均年增收3万多元……

一个个英雄的名字，组成了奋进的路
标。先烈们用生命争取的未来，已成为现
实，红色镇村改天换地。截至 2020年，18.36
万建档立卡农户全部脱贫，105个省定经济
薄弱村全部达标，两个省重点帮扶县如期

“摘帽”。

跻身全国地级以上城市37位
阔步迈向新征程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
里既流淌着英勇忠诚的红色血脉，也刻入了
敢为人先的奋进基因。

盐阜人民从先烈手中接过精神传承的
旗帜，红色火种越燃越旺，老区人民的日子
越过越红火。如今的盐城，“颜值”和“气
质”持续提升，经济发展“体格”和“体质”态
势强劲。

面朝大海，向海发展，赋能未来。盐城
聚焦发展的汽车、钢铁、新能源和电子信息
四大主导产业全面起势，一批百亿级重大项
目持续突破。全面迈入“高铁时代”，成为长
三角首个“千万千瓦新能源发电城市”，拥有
长三角最大的绿肺、最好的空气、最多的珍
稀鸟类，建成国家森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
城市、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全国首批民生
改善十佳典范城市、“两山”理论创新实践基
地……

每一份可圈可点的努力，汇聚起来就是
奋斗逐梦的盐城故事；每一个日新月异的变
化，累积起来就是值得铭记的历史痕迹。
2020年，盐城地区生产总值达 5953.4亿元，
总量、增速分别列长三角地区第 13位、第 15
位，地区生产总值提前实现较2010年翻一番
的目标，在全国 33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排名
第37位。

“铁军号角”嘹亮八十载
盐阜大众报记者 黄露

红色盐城，传统与时尚交融、生态与活力共生。（图片由盐阜大
众报提供）

以烈士名字命名的佳富村华丽蝶变。（图片由盐阜大众报提供）

本报讯 连日来，红花岗区老城街道深入开展
空中缆线及“充电飞线”安全整治工作，通过部门协
作、齐抓共管，强化宣传、营造氛围等措施，重拳整
治“充电飞线”，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切实改善人居
环境。

老城街道辖区总面积 3.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37210人，房屋 785栋，巷道 36条，老旧小区较多，
网络线缆布置不规范，街巷里楼栋间空中缆线纵
横交错，电动车“充电飞线”现象也比较普遍。

针对这一情况，老城街道办事处制定下发了
《关于空中缆线及“充电飞线”安全综合治理工作方
案》，明确工作职责，层层压实责任，由办事处牵头，
联合消防、工信、供电、综合执法等部门及电信、移
动、联通三家通信公司，积极开展整治行动，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经老城街道各社区居委会排查，目前
较突出的空中缆线不规范现象有 35 处，“充电飞
线”现象有 30处。

“我办聘请第三机构在老城辖区 17处 28个点
位安装电动车充电桩，开展‘以疏代打’的形式落
实电动车‘充电飞线’安全整治，并联合区消防救
援大队、区综合执法局、老城派出所，对违反规定
进行电动车充电行为、违规飞线充电进行严厉打
击，及时消除了民主路、玉屏路、捞沙巷等巷道电
动车‘充电飞线’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还联合
三大网络运营商，针对空中缆线开展了联合整治
行动，消除了公园路老干局‘充电飞线’等突出缆
线私拉乱接问题。”老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
主任安然说。

老城街道充分发挥“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
治理机制作用，组织物业管理公司人员、网格员、
楼栋长等，通过上门入户、坝坝会、微信群、QQ群
等形式和渠道，全方位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教
育，让广大居民充分认识到电动车“充电飞线”存
在的安全隐患，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发动大家到
电动车集中充电点进行充电。

据悉，老城街道将加大日常巡查力度，防止“充
电飞线”现象反弹，同时有序推进电动车充电桩建
设，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隐患问题，维护城市形象，为
居民营造整洁安全的生活环境。

（朱华侨 陈红梅 陈娇娇）

老城街道

整治“充电飞线”
消除安全隐患

（上接一版）
每年的七八月份，白泥镇哨溪村总会迎来一大批

水果收购商，前来收购桃子和脆红李，重庆水果商杨
中华已经连续五年来这里收购桃子50多万斤。

“我每年都来这里买桃子，一是因为这里的桃子
质量好，深受消费者喜欢；另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交
通便捷，6.8米长的货车直接开进果园，早上开进来，中
午装好车出发，下午四五点就可以到重庆，方便又快
捷。”杨中华说。

一条条道路，将全县织成一张巨大的路网，为群
众出行、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群众通过在各个
产业务工增收，切实鼓起了“钱袋子”，群众真正共享
到交通运输发展带来的巨大红利。纵横其间的农村
路蜿蜒延伸，描绘出余庆县农村经济因路而活、产业
因路而兴、环境因路而美的锦绣画卷。

（李宁）

“四好公路”
勾勒乡村振兴新画卷

图为工人正在清理道路路面（李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