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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改革合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壮丽篇章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侧记

今日导读

详见今日七版本报记者 钟根清 徐小骏
通讯员 周凯蔚

“今天的现场学习，让我实地感
受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丽水的生动
实践！”“通过体验宪法宣誓，让我深
深体会到了作为新时代青年的责任
与担当！”……

连日来，一堂堂“行走的大思政
课”，在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服务中心举行。来自我市大中小学
校的学生们走出校园，实地开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现场教学和沉浸式
体验宪法宣誓仪式。

面对“大思政课”建设的新形势
新任务，今年 5月，市人大充分发挥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阵地优势，建
成全省首个校外“大思政课”实践教
学基地，并将其辐射至各基层代表
联络站点，打响多元融合、因材施
教、共建共享“组合拳”，探索创新青
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新模式，开
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目前，全市人大系统已先后组
织开展多形式“大思政课”实践教
学活动 44 场，涵盖各级学生群体
3700 余名，在沉浸式体验和实践
中，有效增强青少年政治意识、法
治意识，人民意识,引导他们积极参
与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
实践中来。

多元融合，构建新格局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贯穿大

中小学的思政教学内容。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70

周年之际，市人大紧盯立德树人目
标，充分融入具有地方人大特色的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法
治教育、浙西南革命精神等课程，播
撒民主种子，讲好民主故事，点亮青
年心中的理想信念之灯，实现“全过
程人民民主”与“思想政治教育”有
效衔接。

遵循“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
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市人大稳
步推进集“研习、实践、展示、辐射”
等功能于一体的丽水市人大践行全
过程人民民主服务中心建设，打开
了一扇开展人大制度学习、有序政
治参与的窗口。

在该中心设立的“大思政课”
实践教学基地，按照“有场地、有队
伍、有精品课、有机制”的模式，持
续创新课程载体，丰富内容形式，
构建“现场教学+沉浸式体验”“理
论宣讲+互动体验”“请进来+走出
去”为一体的全流程、沉浸式教学，
有力推动青少年深入走进人大、感
受民主。

截至目前，在“大思政课”实践
教学活动中，6 位市人大代表、6 位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和 6位大学
教授分别作了题为《全过程人民民
主之“我见”》《人大代表履职与法治
丽水建设》等宣讲，让学生们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基
层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从

而更加坚定制度自信。
市人大代表、遂昌龙洋乡九龙

口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戴向
伟授课时深情讲述人大代表汇聚民
声、吸纳民意，有力推动长粽共富产
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通过听讲，我深刻认识到人大
代表的责任与担当，也激发我不断提
升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努力实现个人
价值，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丽
水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学院大数
据2206班的学生周奕辰表示。

除在市本级设立校外“大思政
课”实践教学基地外，市人大还统筹
各县（市、区）人大系统资源，整合各
委室、市人大代表各中心组力量，串
联市、县、乡代表联络站、基层立法
联系点、“心连心”代表工作室等平
台载体，有序开展实地参观、视频联
动、研学交流等活动。

松阳县人大代表联络总站成立
了全市首个县级校外“大思政课”实
践教学基地。在此学习了解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以及松阳县人大历史沿
革后，来自丽水学院松阳校区的学
生代表王佳佳深有感触地说：“这次
活动对我们来说非常有意义，平时
在学校学到的都是理论的知识，通
过这次活动，能更直观地了解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

青田县是著名侨乡，有 38.1 万
名华侨华人遍及世界 146个国家和
地区。为了让华侨新生代近距离感
受全过程人民民主，今年暑假，青田

县人大邀请 40 名就读或毕业于海
外高校的青田籍华侨华人新生代走
进青田县人大代表联络总站，通过
参观人大之窗、总站动态、民主实践
等，让华侨华人新生代了解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在青田的生动实践中厚
植家国情怀。

“参加活动后，我了解到我们老
家还在海外设立了侨民联络员，有
关国内的问题都能请教他，还可以
通过他联系青田本地的人大代表，
原来民主就在我们身边啊！”生活在
巴塞罗那的学生林晓明感慨道。

因材施教，打造新体验

“大思政课”既要走出教室、走
向社会，也要走进现场、体验实践，
真正体悟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谛，
增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

市人大将人大业务与实践教学
深入融合，通过为青少年提供丰富
多样的参政议政实践机会，提供了
解、体验、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
践平台，引导他们参与民主实践、社
会治理、社会建设和志愿服务等工
作，切实增强社会责任感。

在形成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
关键时期，针对不同时期学生的年
龄特点，市人大探索相适应的分段
式实践教学方法，使大中小学思政
教育纵向衔接、一体贯通，既丰富了
教学形式，也增强了“大思政课”的
实效性和针对性。 （下转第八版）

深耕校外“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推动民主法治理念入脑入心、生根发芽——

课堂内外“看见”全过程人民民主

本报讯（记者 阮春生 叶沛
志）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克难攻坚，
近日，青田县油竹街道宏裕项目
山顶工业平台最后一份协议完成
签订。至此，项目所涉及的 165户
村民全部完成土地政策处理工
作，为接下来的项目进场施工奠
定了基础。

宏裕项目是今年青田县新引
进的年产 3亿平方米新材料项目，
计划总投资 20 亿元，项目规划用
地约 100 亩，此外另有 300 亩土地
作为该项目上下游企业的配套用
地，计划 2年内全部建成。

青田以推进“百项百亿·百日
攻坚”为抓手，持续掀起“大干项
目、干大项目”热潮，特别是建立党
员联系征收项目制度，创新政策处
理服务模式，努力破解征收过程中
的难题，助推项目落地建设。

省重点工程 330 国道青田温
溪至船寮段改建工程项目，征收土
地面积超过 73公顷，涉及 4个乡镇
街道的 26 个村，征收政策处理任
务艰巨。县土地和房屋征收工作
指导中心主任殷巧俊说：“我们针
对各关键环节进行政策指导，组织
乡镇街道经办人员联合办公，在 3
个月的“5+2”和“白+黑”全力攻坚

下，按时完成了项目农转用征收材
料组件及报批，为项目顺利开工赢
得了时间。”

征收政策事关群众利益和重
点项目进展。青田相继出台《青田
县房屋征收房票安置实施办法(试
行)》，修订《青田县征收农村集体
土地补偿安置标准管理办法》《青
田县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管理办法》，出台《青田县村级留用
地管理办法（试行）》《青田县城中
村改造管理办法（试行）》《青田县
房屋回迁安置房建设项目监督协
调机制》等，形成项目征收工作制
度体系“闭环”，为项目征收提供完
备的政策支撑。

彭括后山工业平台项目农转
用征收面积 77.6 公顷，面积大，涉
及户数多。为确保项目及时开
工，征收部门对所涉街道专门进
行业务指导，倒排时间计划，按时
间节点完成公告发布、材料审核、
组件报批等工作，首期 22.7 公顷
的农转用征收已获省政府批准，
并完成土地交付。

据介绍，今年以来，青田县已
完成征收报批组件材料 22 个地
块、946亩，完成 62个地块、1662亩
的政策处理和土地交付。

破解政策处理难题

青田攻坚重点项目征收工作

本报讯（记者 董陈磊 通讯
员 李晓晓）“这座造型独特、外观
大气的广告立柱竟是 5G数字特型
塔，吸引眼球的同时，还在发挥着
重要作用，确实不可思议。”在丽水
经开区中广未来城 1号门门口，一
座高高伫立的广告立柱，因其简洁
大气、科技感十足的外形，成了不
少市民、游客的拍照打卡点。

5G 数字特型塔，是指以通信
杆体为载体，结合拟建位置环境，
通过特殊造型设计，集 5G 通信覆
盖、地标亮化、信息宣传、智慧化监
管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基建数字塔，
区别于传统功能单一的通信铁塔，
有助于降低土地占用、建设材料，
实现铁塔资源共建共享，国有资产
再利用。

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
成部分，5G 数字特型塔不仅承载
着通信功能，更是城市风貌的重要
展示窗口。为推进市内 5G数字特
型塔迭代升级，近日，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
司丽水分公司联合发布了《丽水市
5G 数字特型塔风貌整治提升导
则》（以下简称《导则》），进一步促
进 5G数字通信塔与城乡风貌的融
合发展。

“目前，我市部分 5G数字通信
塔还存在着与周边环境风貌不协
调，匹配度、辨识度不高等问题，尤
其在入城门户、主要干道、重要节
点更为突出。”市建设局总工潘雪
珍介绍，《导则》从 5G 数字特型塔
单体出发，聚焦功能和外观两大内
容提出建设指引，引导各地充分挖
掘地域文化特色，综合提升 5G 数
字特型塔功能性、协调性、标志性，
彰显丽水特色文化与风貌。

目前，我市在一些城市重要道
路、重要城市门户等区域均布置有
5G数字特型塔。例如松阳县古市
镇“小蛮腰”特型塔，整体设计曼妙
婉约，外观为绕轴心旋转的造型，
中间为圆锥形塔体，可设置LED点
光源亮化，有效提升农田示范区的
整体景观效果，促进乡村旅游发
展。据统计，目前全市5G数字特型
塔已经落地 21座，改造超过 50座。

市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我市将依据《导则》对全市通
信塔风貌进行管控，重点引导城乡
风貌样板区、现代化美丽城镇、未来
社区、未来乡村等区域5G数字特型
塔的风貌管控，赋予其造型艺术美
感，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公共环境的
美化建设，彰显城乡风貌与特色。

通信塔“变身”打卡“新地标”
我市发布5G数字特型塔风貌整治提升导则

本报记者 曾翠 叶承慧

从松阳县城往西南方向出发，
经过一个多小时车程，便到了地处
松阳、龙泉、遂昌三县交界处的安岱
后村。

这是个典型的阶梯式高山古村
落，满目山林翠竹，溪涧穿村而过，
一座古廊桥横跨溪流，泥墙青瓦的
民房错落有致。静静矗立村中的一
个个革命旧址，似乎在诉说着 80多
年前的硝烟战火，也在见证着安岱
后的发展蝶变。

一面墙，记录三代革命情

走进村口第一户人家，一面挂
满照片的墙映入眼帘，一张张斑驳
的照片还原了陈吴福一家三代人接
力从军的故事，从父亲陈德昊 1935
年参加革命到 1976 年陈吴福入伍
参军，再到 2010年女婿汤燕军荣获
部队的个人三等功，红色血脉在陈
家已传承超过半个世纪。

1935 年 5 月，红军挺进师师长
粟裕、政委刘英率中国工农红军挺
进师在庆元斋郎与敌激战后，即由
龙泉转入松阳县安岱后村。他们受
到当地农民陈凤生、陈丹山等率领
的农民组织的热烈欢迎，并以此为
中心据点迅速打开局面，逐步开辟
了浙江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浙西
南革命根据地。当时红军挺进师师
部、中共浙西南特委、浙西南军分
区、松（阳）遂（昌）龙（泉）游击总队
的办公地和领导机关均设在安岱后
村。

“我的父亲陈德昊当时是粟裕
将军的通讯员，后来留在后方，参与
敌后游击战。”陈吴福回忆，“从小，
父亲就教育我要牢记使命，一定要
参军报国。我从军 6 年，实现了父
亲的期待，也圆了自己的军人梦。”

1982 年，陈吴福退伍后回到村
里，当了 6年村支部副书记、15年村
支部书记。他不仅带领村民建设新
农村、发展红色旅游，还当起了红色
讲解员。

“‘陈秉良同志，你好！你托人
带给我的笋干收到了，谢谢你的关
心。一九八一年新年到了，寄上糖
果一筒，向你和全家表示祝贺’这就
是粟裕将军给我们村当时的党支部
书记陈秉良写的信，这是当时的糖
果罐。”每逢有旅游团来，陈吴福都
要在村里的粟裕旧居给大家讲述这
段历史往事。从 2009年至今，陈吴
福做红色讲解员已经 15 年了。15

年里，他为研学团队、外地游客等讲
述红军故事，带他们重走红军路、品
尝红军饭、瞻仰革命遗址。“我们现
在生活在和平年代，但不能忘记老
一辈革命家的热血奉献，我会一直
讲解下去，让更多人知道发生在安
岱后的红色革命故事。”陈吴福说。

一处景，形成“文旅聚宝盆”

发生在安岱后的革命故事给村
里留下了宝贵的红色资源。2000
年，松阳县委、县政府命名安岱后村
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 年，县
党史部门筹措资金对红军主会场
（陈 氏 祠 堂）、红 军 桥 进 行 修 缮 。
2003年，县党史部门、安民乡政府、
安岱后村两委再次筹措经费修建红
色古寨门、纪念碑亭，对主会场进行
布展。如今，安岱后浙西南革命根
据地遗址群被列入浙江省文物保护
单位名录，共有 7处省级文保点。

“我们村发展红色旅游最合适
了！”陈吴福和村两委班子一拍即
合。为了给村民带个头，2004 年，
陈吴福把自家的房子重新改造装
修，开起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随
着生意越来越好，陈吴福把女儿也
叫回来一起经营，妻女负责餐饮，他
带游客参观讲解。“最忙时一天讲 8

场，嗓子都讲哑了，但心里乐呵！”陈
吴福说，生意最好的一年有十七八
万元的营业额。见陈吴福生意好，
好几户村民也陆续跟上，纷纷开起
了农家乐，目前全村共有 5 家农家
乐。

借着“三改一拆”和美丽村庄项
目，安岱后村进一步改变了村容村
貌、优化了人居环境，还提升了村庄
红色教育服务能力，推进以安岱后为
中心的红色教育基地建设，打造集干
部党性锻炼基地、党员主题教育基
地、学生研学基地、群众红色旅游目
的地为一体的综合性基地，形成了以
浙西南革命精神为引领、“红+绿+
古”深度融合的产业链发展体系，安
岱后村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红色
景区。

去年下半年，能容纳 120 余人
同时就餐的红军食堂对外营业，村
庄的接待能力进一步提升了。“这是
村里和强村公司合作引进的项目，
村里收租金，村民还能来上班挣钱，
村集体和村民都有收入。”安岱后村
党支部书记陈斌介绍。

安岱后村还与其他红色村庄联
手开发研学路线，吸引了许多红色
研学团体前来参观学习。这些研学
活动不仅丰富了游客的旅游体验，

还带动了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
等，为当地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收益。

一片林，打造绿色生态新图景

安岱后村背靠海拔 1502 米的
松阳最高峰箬寮岘，与山川丛林为
伴，古树点缀村头巷尾，四周群山环
绕，古树参天。

上世纪八十年代，村里主要的
经济来源就是伐木，有了第一个万
元户，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产业
不是长久之计。封山育林后，村民
没了收入，纷纷外出打工。“有几年，
村里挺萧条的。”陈吴福回忆。

近年来，除了发展红色旅游，村
干部也在“点绿成金”上下了很多功
夫。村里有一片 80 余亩的高山老
茶树园。陈斌介绍：“我们把茶园按
每年租金 3 万元的价格对外承包，
以此带动销售村民的高山老茶。这
样一来，不仅能给村集体经济带来
年固定收入，茶叶采摘也能解决部
分剩余劳动力，带动村民增收致
富。”

（下转第八版）

红旗映山林 古村绿生金
——探寻松阳安岱后村“红绿”融合致富密码

记者记者 兰雷伟兰雷伟 摄摄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大型全媒体新闻行动

“追 寻”

近日，丽水市实验学校学生在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开展秋季研学。通
过“档案馆里寻文物”“水情馆里学节水”“禁毒馆不‘毒’行”等活动，大家
不仅拓宽了视野，增加了对文物保护和节约用水的认识，更提升了自我保
护的意识和能力。

记者 叶江 通讯员 雷化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