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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述评

� � � �龙泉住龙是革命老区、浙西南游
击根据地中心区域。 在革命战争年
代，住龙曾拿下“五个第一”： 粟裕、
刘英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
浙江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在住龙创
建；浙江省委第一部电台，在住龙安
装； 丽水处属特委第一次党代会，在
住龙召开；丽水处属特委第一期干部
培训班，在住龙开班；第一个县级苏
维埃政府，在住龙成立。

时光荏苒，80 多年过去了， 住龙
干群上下一心，秉持“浙西南革命精
神”，让红色文化“活”起来，让绿色发
展“强”起来。

本文通过村干部、返乡创业青年
和土生土长的住龙人等视角，展现他
们眼中这块红色热土上唱响的时代
新歌，以及“浙西南革命精神”在住龙
的生动实践。 相信住龙的这首时代新
歌，对当下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
神”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让红色文化“活”起来，让绿色发展“强”起来

联联袂袂，，
唱唱响响红红色色住住龙龙时时代代新新歌歌

� � � � �红色文化在熏陶洗礼中“活”起来，
成为独特的旅游资源

范启发， 龙泉市住龙镇西井村村委会主
任，同时也是村里的义务讲解员。

西井地处浙闽边境 ， 距龙泉市区 45 公
里。 在革命战争年代，凭借浙闽两省边境险要
地势、茂密森林和淳朴民风，成为浙西南革命
根据地的中心区域。 粟裕、刘英、宗孟平、黄富
武、许信焜、张麒麟等革命先烈先后在西井村
开展革命活动， 中共浙西南特委机关曾设在
西井村。

“我们西井，早在 1931 年，就是方志敏领
导的赣东北红军的活动区域。 从那时起到新
中国成立，我们这个小山村，共出了 4 位革命
烈士、14 位红军失散人员 、27 位游击队员和
中共地下党员。 很多村民为红军送粮、送信、
建山棚，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村庄。 ”前些天，面
对前来开展红色研学的各地游客， 范启发侃
侃而谈，流利熟稔程度，不亚于专业讲解员。

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中年人 ，为
什么能胜任讲解员？

他对记者解释说， 他是土生土长的西井
人，父亲是红军失散人员。 自打小时候起，就
听着父辈们的革命故事长大。

十多年前，范启发当上了村干部，开始有
意识地向村里的老人打听发生在西井的红色
记忆———每场战争的来龙去脉、 每位革命先
烈的足迹，甚至小到革命先烈的日常生活、长
眠处等等，都是他寻访、记录的内容。

怕老人的回忆有差错， 他带着笔记本到
龙泉市史志办，向史志办工作人员一一核实、
补充。 数年下来， 他成了西井革命史 “土专
家”。

“作为西井人，有义务将红色记忆和革命
精神传承下去。 现在大家的生活好了，更不能
忘记革命先烈抛洒的每一滴热血。 ”范启发觉
得自己重任在肩，一有时间就跑项目、“讨”资
金。

2016 年， 中共浙西南特委驻地等一批旧
址、遗址修复完毕，村里还建起了革命历史纪
念亭，西井开始对外开放、接待游客。 这时候，
范启发自觉当起了义务讲解员。

只要有游客，他就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
深情地讲述：“西井的地理位置特殊，村里有 4
条小路，其中两条小路通往福建，一条通向遂
昌，一条通向龙泉。 因此，西井是红军的大后
方，长期有后勤部队驻扎，革命氛围浓厚。 ”

最忙的时候， 范启发一天要接待四五批
游客。 只要游客有提问，总是尽量详细解答。

不仅仅是西井。

住龙凭着自身特殊的两省三县（市）交界处
的地理优势， 留下了许多革命先烈的事迹和动
人故事。 近年来，红色文化在整个住龙得到了很
好的保护与传承。 当地成立了老区建设促进会，
与党史部门密切配合，开展红色资源调查，挖掘
抢救红色资料，提出革命遗址（遗迹）保护修复
意见计划等。 政府部门投入重资，一批“沉睡”的
红色文化旧址、遗址得以“苏醒”、修复。 住龙的
红色保护工作，还有幸入围“国家红色经典景区
项目”。

红色文化所蕴含的“浙西南革命精神”不仅
激励着住龙干群积极践行“丽水之干”，挖掘出
的红色文化和革命遗址（遗迹）也造就了当地独
特的红色旅游资源。

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红色住龙， 在红军战斗
过的地方追寻初心， 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和红
色精神的洗礼。 在住龙，游客们重温一次入党誓
词、吃一餐红军饭、听一堂革命历史课、走一段
红军路、唱一首红军歌，开展红色研学等。

据不完全统计，2018 年，住龙镇共接待游客
20 余万人次 ， 同比增幅超 50%， 旅游收入达
1600 万余元，同比增长超 56%。

游子返乡创业拓新路， 绿色发展的
内涵更厚势头更强

住龙镇位于乌溪江上游， 也是钱江源头水
源涵养林区。

上个世纪， 绿水青山给住龙带来过巨大财
富。 1978 年以后，住龙人通过砍伐原木出售，曾
经在 1985 年成为浙江省最富有的乡镇之一，人
均收入突破千元大关，洗衣机、冰箱、彩电早早
成了农家“标配”。

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木头经济 ” 开始衰
退，过度伐木带来的恶果开始显现。 住龙人及时
意识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开始封山育
林，还制定了村规民约：上山砍树不仅要受到林
业部门处罚，还得在村里放电影、公开检讨。

走上保护生态之路后， 住龙的美丽环境又
回来了，森林覆盖率保持在 93%以上，如今，住
龙人每年能收到一笔不菲的公益林补偿金；出
境水质常年保持在 I 类以上， 是名副其实的森
林小镇、生态小镇。 正是基于这样的好山好水好
生态，再加上红色旅游的带动，住龙的绿色发展
“强”了起来。

今年 36 岁的住龙人严海俊在广西开了 10
年的蛋糕店，去年 6 月，他和 4 个“80 后”合资开
了家乡村酒吧，生意意外红火，营业一年，已收
回成本。

酒吧是城市里的商业形态， 为什么能立足
山沟沟？

他开心地对记者说：“回乡创业的底气，来

自家乡的绿水青山和一年比一年红火的红色旅
游。 红色旅游把客人带进来，绿水青山又让客人
留下来，舍不得走。 所以，我的酒吧生意比想象
中好得多，收益不比在外地做蛋糕差。 ”这个夏
天，他着手租下隔壁的老屋和镇中心店面，准备
分别开火锅店和甜品店。

严海俊的信心，更来自便捷的交通。
2016 年 51 省道开通后，住龙镇到龙泉市区

的路程由 49 公里缩短了一半，车程仅为半个小
时。 交通条件的改善，红色旅游的兴起，住龙越
来越热闹，引得在外的住龙人纷纷返乡创业，开
起了民宿、小吃店等，越来越全面、完整的商业
形态直接带动了这个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

2017 年，在外打拼了十多年的“新乡贤”田
初平回到了家乡住溪村。 他当选村委会主任后，
和村两委积极向上争取资金， 完成了 “红军食
堂”改造项目。 “红军食堂”开业后，不仅完善了
住龙镇旅游服务功能，提升了住龙整体形象，还
能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12.7 万元。 他自豪地
对记者说，不砍一棵树，个人和村集体照样能富
起来。

不仅仅是村干部， 普通村民也享受到了绿
色发展带来的福利。

张越扬今年 84 岁，他从乡镇企业退休后，回
住龙颐养天年。 住龙的变化，他最清楚。

他有个儿子在杭州工作， 儿子经常叫他去
杭州玩，他总是不愿意。 “住龙的水和空气比杭
州好多了，就连土茶喝起来都感觉比龙井茶好。
住在这里最养生了。 ”

老人装修了自家老屋，大门敞开，随时欢迎
游客来歇脚，免费品评高山土茶。 “每年，我都要
寄出几十斤自家的土蜂蜜和 50 多斤土茶，购买
的人，都是回头客，不愁销路。 ”

张越扬的小儿子张晓云前些年在迪拜做生
意。 在老父亲的劝说下，他回住龙开了家民宿，
还当上了村干部，积极参与小城镇整治等工作。
“迪拜和住龙，自然环境天差地别。 我在老家创
业，背靠这么强劲的‘红绿’发展背景，不会比在
迪拜差，还可以照顾父母，一举多得 。 ”他如是
说。

从“伐木致富”到“封山育林”再到吃生态饭
和旅游饭的背后，是许许多多住龙人对“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深认同以及“两山 ”转化
的大胆实践。

2014 年， 继回乡建成龙泉市唯一一个娃娃
鱼仿生态养殖基地后， 周志康租下 1300 亩地，
并引进 26 个不同品种的樱花，着手建设华东最
大的樱花景观森林公园。

“2020 年，樱花公园将大面积开花。 我认为
农业生态观光旅游可以做、大胆做，相信明年春
天会迎来新的‘钱景’。 ”他如是说。

由住龙实践
看绿色发展

洪盛勇

� � � �作为革命老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中心区域，位
于乌溪江上游、 也是钱江源头水源涵养林区的住
龙，既做红色文章，也做绿色文章，结果换来了绿色
发展的“强”起来。

绿色发展是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是经济生态化。
为什么要绿色发展？ 最基本的，是过上美好生活的
需要。 美好生活来自哪里？ 来自美好的生态环境，来
自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发展。 而一旦生态环境遭受破
坏，经济等方面也会受到牵累。 住龙人早期依赖“伐
木经济”， 过上了富裕日子。 但破坏环境换发展，最
终让他们吃到苦头，好在他们醒悟了过来。

绿色发展靠什么？
要靠激活红色文化。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发展的推动力，绿色

发展也是如此。 红色文化本身就具有让人了解历
史、激励人们开创未来的功能。 因此 ，激活红色文
化，包括革命遗迹、革命故事、革命精神等等，可以
满足许多人的需求。

住龙是个很好的样本。 住龙有着丰富的红色文
化，如今，这些文化被不断激活。 比如在西井村，中
共浙西南特委等一批旧址、遗址修复，村里还建起
了革命历史纪念亭，西井开始对外开放、接待游客。
而在这个过程中，“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
的“浙西南革命精神”也被住龙干群继承下来，激励
他们干事创业。 红色文化“活”起来后，游客渐渐变
多，小吃店、民宿等等也越来越多，生态旅游也红火
起来，绿色发展在住龙呈现出强劲的势头。

也靠用好绿色资源。
绿色资源也就是生态资源，就是绿水青山。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金饭碗。 为什么？ 因为绿水
青山有许多被人看重的价值，这种价值是可以被转
化成金山银山的。 用好这些资源， 可以源源不断地
创造财富，实现绿色发展。

数年前，住龙人开始保护生态，把生态当成吸引
游客的大招牌， 在保护中把生态的价值转化成钱。
有好生态就不怕游客不找上门来。 游客一来， 什么
乡村酒吧等也就都冒出来了，土蜂蜜和土茶也 “不
愁销路”了，绿色发展在住龙大展拳脚。 从住龙的发
展实践中，我们明显看到了用好绿色资源对绿色发
展的重要。

当然，除了做好“红绿”文章，绿色发展理念对绿
色发展也至关重要。 住龙从“伐木致富”到“封山育
林”吃生态饭和旅游饭的转变，正是因为住龙人吃
过苦头后，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

丽水是山区， 有许多地方的人曾有靠砍树吃饭
的理念， 有过住龙人的痛心经历。 住龙人的理念转
变值得这些地方学习，希望这样的理念能在更多地
方深入人心！

““红红绿绿””
� � � �红色文化成了独特的旅游资源。 图
为游客走过住溪老街。

范启发(左一）为游客讲解西井革命史。

严严海海俊俊对对返返乡乡创创业业充充满满了了信信心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