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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建党百年·寻访丽水百个“红色地标”大型融媒体报道

记者 徐小骏 叶炜婷 通讯员 杨震山 王丹

暮春时节的龙泉市革命烈士陵园，山明水秀、绿
意葱茏。苍松翠柏掩映下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巍峨耸
立、庄严肃穆。

4月18日，一堂特殊的党课在这里举行。“爷爷李
大钊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和严谨的学者，他成为中国
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学习、研究、传播、实践，一生为
之英勇奋斗，无怨无悔。”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
钊的孙女李乐群，深情讲述了她心目中的爷爷，将大
家的思绪一下子带回到百年前的烽火岁月。

李乐群说，爷爷李大钊为了真理和信仰，大义凛
然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也时刻教育我们，
人首先要树立科学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为大多数
人谋利益的人生观。只有这样的人生、这样的青春
才能永葆青春的意义。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曾在唐
山、北京的工厂矿山深入工人群众，调查研究，建立工
人夜校，开展文化教育，传播革命道理；在京汉铁路工
人罢工遭到反动军阀镇压，工人运动陷入低潮时，鼓
励同志们坚定信仰，坚持革命……

最后，李乐群动情地说，爷爷离开人世已经整整
96年了。但在他深深热爱的祖国，他的事迹还在人
间传颂，他和无数同志们献身的事业必将取得胜利，
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随后，张太雷的外孙冯海龙也回忆起外公革命
的一生。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和青年
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冯海龙说，张太雷等革命志士为之流血牺牲的
事业，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正在深刻影响着世界。
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百年历程，他寄语广大青
年：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需要
一代一代人的努力。希望大家继承革命先烈的信仰
和志向，后来人比前辈们做得更好！

一个多小时的党课环环相扣、引人入胜、触动心
灵。与会的党员干部专注聆听，每到精彩之处，现场
掌声雷动。

“今天这堂‘特殊党课’让思想和灵魂接受了一
次洗礼，深深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感受
到责任重大。作为龙泉剑瓷青年宣讲团的一名成
员，接下来我也会继续深入基层一线开展百年党史
宣讲，尤其是龙泉本土历史的宣讲，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续奋斗。”青年宣讲员周一力听
后表示。

守好红色根脉，传承红色基因，革命先烈
后人走进龙泉讲述党史故事——

革命烈士陵园里
的特殊党课

本报讯（记者 钟根清 朱敏 通讯员 蓝怡
俊 周瑶）“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们要全力破
难攻坚，加速推进项目建设，用数字化改革的
高分答卷庆祝建党 100周年。”在日前召开的遂
昌县数字化改革大会上，10名党员领导干部揭
榜挂帅一体化智能公共数据平台县级数据仓、
数字绿谷·智慧平台、花园数字乡村系统、信用
乡村应用等数字化改革综合应用创新项目。

学史力行，求是挺进，激发奋进之力。自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遂昌坚持以“学党史、
悟思想”为先导，以“办实事、开新局”为落脚
点，深入推进“百年初心、共同富裕”之数字绿
谷共创行动，抢抓数字化改革的时代机遇，激
发跨越式发展新动能。

今年以来，遂昌抢抓数字化、生态化时代
风口，“天工之城-数字绿谷”项目喜讯不断，这
座“城”已“显山露水”：网易联合创新中心正式
启用，阿里云创新中心即将完工交付使用，智
能化的环湖马拉松赛道已显雏形，社会资本投
资的HOLOVIS科技文创平台、晶盛机电培训中
心、温泉养生岛等一批优质项目蓄势待发。

最近，遂昌 10个项目集中签约、12个项目
集中开工，总投资分别为 33亿元和 20亿元，涵
盖新能源、新材料、金属制品、环保智能、装备

制造、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全面吹响新一年
度工业复兴冲锋号，全力推动“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

当前，遂昌正进一步强化“三个争先”意
识，坚持增量扩张与存量优化并举、数字赋能
与改革突破并举、城市建设与乡村振兴并举，
坚决杜绝松一松、歇一歇、停一停的想法，继续
久久为功、驰而不息，奋力朝着全市第一阵营
迈进。

值得一提的是，遂昌把党史学习教育同解
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从金融、数字、科技、公
安、卫计五大领域相关部门选派一批工作能力
强、综合素质高的干部赴乡村任职。通过“金、
绿、紫、蓝、白”五色书记的下派，人才优势得到
充分发挥，相关领域的知识、技能有效传播到
基层乡村，为当地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不仅要在思想上受
洗礼，更要在行动上见实效，把学习教育成果
转化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
体成效。”遂昌县党史学教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遂昌将把党史学习教育与推进跨越式
发展各项重点任务紧密结合起来，以抓改革、
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果来衡量党史学习教
育成效。

学史力行 求是挺进

遂昌党史学习教育赋能跨越式发展

近日，遂昌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新校区内，歌声飘扬，童心涌
动，一场“童心向党”快闪活动让整个校园沉浸在浓郁的红色文化
中，掀起了党史学习教育进校园的新高潮。

记者 雷宁 特约摄影记者 章建辉 通讯员 叶艳景 摄

童心向党

本报讯（记者 阮春生 通讯
员 周俊杰）近日，丽水市“红色
乡村建设指南”市级地方标准
由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发布，并
于 5月 13日实施。此指南由莲
都区农业部门编制，明确了乡
村红色元素发现、红色资源整
理、红色文化保护、红色价值转
换、红色精神传承、红色乡村经
营等的要求和目标，是全国首
个红色乡村市级地方标准。

丽水是浙西南革命根据地
所在地。近年来，先后出台了

《“浙西南革命精神”弘扬践行
活动总体方案》《丽水市红色乡
村 振 兴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19-
2021）》等政策性文件，为保护
和利用红色乡村资源提供了政
策引领和支撑。

据介绍，《红色乡村建设指
南》市级地方标准，以传承浙西
南革命精神为引领，坚持“红色
资源利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
红色基因传承好”理念，以提升
革命老区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为
目标，共提出了“红色元素发

现、红色资源整理、红色文化保
护、红色价值转换、红色精神传
承、红色乡村经营”六个方面的
建议。

目前国内尚未出台红色乡
村建设相关标准，此标准的发
布实施，对于丽水红色乡村建
设具有指导意义。莲都区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标准化手段，挖掘红色资源、弘
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将
浙西南革命精神更好地发扬和
传承下去。同时，有助于促进
我市红色乡村高质量建设、高
效率管理、可持续维护、规范化
服务，让“红色乡村”建设有重
要技术支撑。另外，还将为乡
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带动红
色旅游业发展，增加广大农民
群众的收入，为改善农村面貌
和提高农民素质提供动力。

据了解，到 2021 年全市计
划投入 2 亿元资金，培育 40 个
以上红色乡村示范乡镇和 100
个以上红色乡村示范村。

丽水发布全国首个
红色乡村建设地方标准

本报讯 (记者 刘烨恒 通讯员
徐海坚）近日，景宁畲族自治县大地
乡郑公垟村连绵群山上的田地里，几
位村民正在肥沃的土壤里播种下一
枚枚生姜种苗。“今年是基地第一年
试种生姜，如果一切顺利，亩产值应
该很可观。”望着一片片刚种植的生
姜地，基地负责人、仙湖村村民委员
会副主任吴常青满怀期待。

当天，浙江生生堂国药集团有限
公司与大地乡政府签订中药材种植
共建基地签约仪式，共建中药材基
地，推进“红绿”融合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助推大地乡打造“中药材之
乡”。

大地乡曾经是一片红色热土。
1935年4月10日，刘英、粟裕带领红军
挺进师五百余人，与围追而来的国民
党浙保一团李秀部队一千多人，在大

地乡驮垟村上牛塘发生战斗，挺进师
灵活指挥打退了武器精良的追兵；
1948年，中共东坑区委书记刘斌发率
游击队在标溪、大地一带活动，向地主
募捐钱粮接济军需，救济劳苦百姓。

由于交通、地理环境等因素，大
地乡面临人口不断外流、空心化严重
的情况。“在外面开超市赚了点钱，就
想着反哺家乡，带动大家一起致富。”
前些年，原本在贵州开超市的吴常
青，心里有了回家的念头。

如何找到为大家增收的渠道？
去年竞选上仙湖村干部，经过反复考
虑，吴常青决定带着村民们一起种生
姜。为了让村民们能够安心种生姜，
吴常青拍了胸脯保证：自己一定能为
大家的生姜找到销路。

今年以来，大地乡政府借力扎实
推进“双招双引”专项行动，借助乡贤

反哺家乡建设的力量，联系上了浙江
生生堂国药集团有限公司战略与品
牌发展委员会主席林敏云，希望能够
借助“浙江老字号”生生堂的渠道，在
销量上想想办法。

“我的父亲林焕旺，曾跟随刘斌
发的游击队转移到郑公垟自然村，隐
蔽在村庄对面山中的银坑洞，在村民
的支持和掩护下，继续开展革命工
作。”林敏云对大地乡有着一份特别
的情愫，“我也想像父亲那样，做点力
所能及的事”。

“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发现这里
环境很好，平均海拔在 900 米以上，
非常适宜种植作为
中药材的生姜。”林
敏云当即承诺在大
地乡打造生姜基地，
以不低于市场价的

价格收购，并安排公司在中药材种植
方面的专家深入大地乡黄精、前胡等
中药材基地，提供更多的技术指导，
拓宽销售渠道。

“得益于优异的自然环境以及
丰富的土地资源，我们未来计划打
造 3000 亩的中药材种植基地，种植
生姜、黄精、前胡等中药材。”大地乡
乡长严益贵说，大地乡集中流转农
村闲置土地，大力培育和扶持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把发展中药材产业
作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点产业，打
造“中药材之乡”，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推进“红绿”融合发展

“生生堂”助力景宁大地打造“中药材之乡”

本报讯（记者 阮春生 通讯员
徐会）“这些问题揪得准，是暗藏在我
们身边的廉政风险。”近日，丽水市生
态环境局云和分局、县综合行政执法
局就“廉心工作室”提出的 51个共性
和个性问题进行逐一整改之后，两个
单位的党组织负责人由衷地为这一
创新制度点赞。

何为“廉心工作室”？云和县纪委
县监委主要负责人介绍，这是根据单
位自身监督方法欠缺、“熟人社会”监
督难等问题，在全市乃至全省率先构
建纪委监委统筹领导、机关党委（党

组）全面监督、机关纪委内部监督、派
驻机构专责监督的联动监督大格局，
建立“廉心”工作机制，助推“两个责
任”贯通协调、同频共振、同向发力。

前不久，云和县司法局与派驻第
四纪检监察组抽查了丽水市生态环
境局云和分局和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近两年来办结的行政执法案卷，就发
现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发放《监督检
查建议书》2 份，提出整改建议 6 条，
督促执法程序进一步规范、合法。

据介绍，“廉心工作室”以 1个派
驻纪检监察组+N个综合监督单位的

“1+N”模式运行，设立派驻纪检监察
组长和党委（党组）书记“双召集人”，
派驻纪检监察组“牵头抓总”，各单位
党委（党组）实行“轮值制”。

在冬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
键时期，云和县派驻第四纪检监察组
及县委政法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廉心工作室”成员单位组成的联合
调查组，深入县城冷库点、农贸市场、
大型商超地等开展明察暗访 10 次，
督促被督查单位及时整改苗头性、倾
向性问题 5个。

“人少事多、力量分散且监督乏

力是派驻纪检监察组面临的通病。”
“廉心工作室”总牵头人——派驻第
四纪检监察组组长方有德说，通过

“廉心工作室”整合监督力量，破解了
监督单位自身监督方法缺乏和“熟人
社会”监督难题，进一步擦亮了监督
探头。

“廉心工作室”注重发挥纪委监
委牵头抓总协调多种监督力量，变

“单打独斗”为“协同作战”，能更有效
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通过定期组织“派单式”联合督查、综
合监督单位“推磨式”交叉检查、派驻
纪检监察组“突击式”抽查等方式，

“廉心工作室”先后开展审查案件 3
起，督查 32次，督促落实问题整改 17
个，督办信访举报件 4 批次，挽回经
济损失 25万余元。

自身监督缺方法“熟人社会”监督难

云和“廉心工作室”擦亮监督探头

记者 郭真 通讯员 叶琳 杨益达

“红军挺进师和地方游击队
就是在这边活用游击战术，保卫
红色政权……”

在松阳县大东坝镇燕田村，
一座承载了该村红色革命历史
的吴氏宗祠里，村里的老人总能
一边端详墙上的旧照片，一边和
你娓娓道来那场惊心动魄的燕
田战斗。

燕田位于松阳县西南域，与
云和县境接壤，距松阳县城 43
公里。1935 年，这里曾是中共
竹溪区委、区苏维埃政府和共青
团竹溪区委所在地，是党和红军
于土地革命时期在浙西南地区
最早组建的一个区级红色政权，
也是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
域松阳片东部中心。辖区包括
了松阳竹溪片和云和、松阳交界
的六个乡党总支、苏维埃政府，
以及松云近百个村级苏维埃政
权。中共竹溪区区委就曾设在
了燕田村的吴氏宗祠。

村民口口相传的“燕田战
斗”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这场战斗让宁静的小乡村经
历了一场疾风骤雨式的红色
革命……

1935 年 8 月 26 日，红军挺
进师特委书记黄富武、浙西南军
分区司令王蕴瑞，率领红五纵队
300 多人在松阳与云和交界处
开展游击活动。期间，在获知国
民党武装力量要向红军发起“进
剿”的消息后，他们当即决定转
战大东坝燕田村一带。

为何选燕田？红军自然有
其独到的眼光——海拔 500 余
米的燕田地处仙霞岭与洞宫山
两大山脉交汇处，村庄四面环
山，形似燕窝，东西
两个天然关隘是进
村的必经通道，有

“一夫当关”之险。

当年8月28日上午，黄富武、
王蕴瑞率领红五纵队来到燕田
后，便在东西两个隘口挖战壕、设
岗哨，进行严密的军事部署。

“战斗是在这里打响的。”望
着如今已草木丛生的老战壕，村
民吴长满说，当年，他的父亲吴
昌贤就是为红军下山侦查敌情
的游击队员之一。当时，吴昌贤
与吴孟庭到洋坑埠头侦察时，与
国民党军一个先遣班遭遇，虽然
顺利应对了敌人的盘问，但他们
已来不及通知红军了。敌军只
是向前了不到百米，就与红军岗
哨相遇，枪声随即响起。

红五纵队居高临下，用机枪
封锁岙口，从晚上 6 时开始，战
斗持续了 4个多小时，满天乱飞
的子弹打破了小山村的宁静，村
民们几乎一夜未眠。直到第二
天一早，听说国民党省防军败退
的消息，大伙才松了一口气。

据史志资料记载，这场燕田
战斗，红军共击毙敌排长 1 人、
士兵 10余人，击伤敌连长 1人、
排长 3人，缴获机枪 1挺、步枪 4
支、子弹 5担。

在史志研究者的眼里，燕田
战斗不仅是红五纵队运用游击
战术的一次实战体验，也是红
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保卫根据
地、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一次
重要战斗。它的胜利，鼓舞了红
军的革命士气，彰显了浙西南人
民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

时光荏苒，八十多载光阴改
变了燕田的模样，却无法抹去村
民们代代铭记的历史岁月。如
今的燕田村，已成为了浙江省第
三批党史教育基地、丽水市第二
批党史教育基地。

（下转第七版）

燕田的红色“迹”忆

正值春耕之际，“进士故里，五贤张畈”——龙泉安仁镇张畈村
的“向日葵生态产业基地”项目建设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着。近年
来，张畈村利用“进士文化”的文化优势，将传统农耕、农业观光、采
摘体验进行融和，打造“研、学、游”一体的旅游精品村。图为花农正
在垦地和施肥。 记者 戴昕律 叶炜婷 通讯员 王镇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