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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把乡村振兴提到党和国家重要议事日程中来，明

确了乡村振兴工作任务，提出了工作要求。红色资源

是中国特有资源，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真实写

照。红色资源是中国时代精神的载体，乡村振兴则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绩溪县是红色故

土，红色资源十分丰富，充分挖掘绩溪红色资源，讲

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对赓续红色血脉、促进

全面乡村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绩溪县红色资源简介

“绩溪县地处皖南山区，东与杭州市临安区交

界，北与宁国市、旌德县毗连，西与旌德县、黄山

区及歙县接壤，南与歙县相邻。”[1]2022年年末，全

县辖华阳、长安、伏岭、上庄、板桥头、扬溪、家

朋、临溪、瀛洲、金沙、荆州等11个乡镇，总人口约

17万，总面积1100余平方公里[2]。绩溪被誉为东南邹

鲁，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在2021年央视热播的《觉醒年代》剧中，“绩溪”和

“绩溪人”成为高频词，以胡适、汪孟邹、汪原放、

汪静之、章衣萍等为代表的绩溪进步分子积极投身新

文化运动，成为启蒙引发社会变革的先导。早在1904

年，绩溪籍人汪孟邹创办的芜湖科学图书社就发行

了由陈独秀主编、全省最早宣传革命的刊物《安徽俗

话报》；1915年，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陈独秀主编的

《新青年》杂志，1922年，出版发行中共第一份机关

报——《向导》，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创造

了条件。

绩溪是一片被革命先烈鲜血浸染的红色土地，

皖南新四军游击队以绩溪为中心开展了8年游击战，

是皖南山区最老最为巩固的根据地之一。1931年，中

共绩溪支部在伏岭镇水村沙坝成立，从此革命烽火在

徽山绩水间渐成燎原之势，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1934年5月，中共绩溪县委成立；同年12月，红军北

上抗日先遣队在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的率领下，由浙

入皖先抵绩溪再转战旌德，此后的三年间，红军游击

队先后又七次进入绩溪境内，播下了革命火种……绩

溪这片热土先后孕育了“山棚司令”胡明、“皖南赤

子”唐辉、“佛门壮士”张银祥、“红色乡长”姚镜

清、“黄继光式战斗英雄”许家朋、“时代楷模”李

夏等。

经统计，全县有革命遗址总计27处，其中革命

遗址24处，其他遗址3处。24处革命遗址中重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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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14处，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

纪念地4处，烈士墓5处，纪念设施1处。3处其他遗址

中重要人物故居1处，民主人士墓2处。在保护级别

上：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1处，县级保护3处。革命

遗址利用率和利用级别则较低，无一处确定为县级

以上利用级别。27处遗址所有权中，国家、集体所有

的21处，私人所有5处，其他1处。在使用上，文保单

位使用的3处，个人使用的6处，其他的18处。革命遗

址地域分布：绩溪县目前有乡镇11个。24处革命遗址

中，华阳镇有革命遗址2处，长安镇有革命遗址5处，

伏岭镇有革命遗址5处，上庄镇有革命遗址4处，板桥

头乡有革命遗址3处，家朋乡有革命遗址3处，荆州乡

有革命遗址2处。3处其他遗址中，2处位于华阳镇，1

处位于上庄镇。革命遗址的保存状况：在本次普查的

27处遗址中，保护状况好的1处，较好的6处，一般的

6处，较差的4处，差的10处。[3]

2　绩溪红色资源开发主要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

会上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

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

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4]近年来，

绩溪县充分发挥地理区域优势，突出红色资源优势，

建成了一批红色资源设施，出版了一批红色书籍，在

全域旅游的基础上增添了红色元素。

2.1　实施重点项目建设

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昔日根据地·今日新农

村”项目建设资金，共计35万元，从2016年以来，分

别在长安镇梧川村、板桥头乡考溪村、伏岭镇江南

村、板桥头乡龙丛村、荆州乡下胡家村、伏岭镇大鄣

村、上庄镇旺川村等7个村庄建成梧川旌绩边游击根

据地革命纪念馆、九华农民协会纪念馆等红色纪念设

施，修缮提升改造了炮竹坑战地医院、陈村战斗烈士

陵园等革命遗址。投入100多万元，修缮“中国核司

令”程开甲院士祖居“洛源堂”，多方征集资料，完

成程开甲生平事迹展陈，制作完成《大业光寰宇》事

迹专题片。

2.2　编纂出版红色书籍

会同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纂出版《绩溪英

烈》《难忘岁月》《九华风云》《绩溪红色故事汇》

等红色书籍，坚持每年编辑2期《徽山烽火》会刊。

积极申报国家档案局、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市社

科联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课题，获批4项。

2.3　大力创新宣传方式

及时转载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安徽党史方

志网创新理论、释疑解惑等学术文章。针对不同受众

群体开展“分众化”宣传，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

入寻常百姓家”的重要途径之一。2020年、2021年分

别开办“绩溪党史”抖音平台、“徽山烽火”微信公

众号，加大“四史”学习宣传，“党史上的今天”

推出图文素材50篇，会同融媒体中心推出“红色绩

溪”“融融带你学党史”等300多篇图文短视频，切

实增强宣传教育实效性。

2.4　严把意识形态关口

全面摸排革命旧址、红色遗址，改造提升长安

镇梧川纪念馆，严格审核把关许家朋烈士陵园等12处

展陈和解说词。配合县文物所上报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调研报告，争取65万元革命文物保护资金，修复板桥

头乡庙山村霞潭纸槽——中共旌绩县委原机关驻地旧

址，目前正多方征集资料设计布展。邀请省、市和当

地专家学者座谈交流，修缮布展瀛洲镇仁里村程开甲

院士祖居“洛源堂”，制作《大业光寰宇》专题片，

得到了县委主要领导的认可。

3　绩溪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存在的问题

绩溪红色资源在保护开发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但是也看到了不少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管理权

限、宣传方式、保护意识等多方面。对于这些问题，

我们需要认清现实，并加以解决。

3.1　红色资源管理权责不一

全县红色资源丰富，但在管理上还存在权责不

明、职责难分的现象。例如革命烈士墓属退役军人部

门管理，革命文物则由县文物管理所负责实施保护，

而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则是县文旅局、县委党校、县委

党史地方志室等协同负责，部门单位之间缺少必要联

系，往往是各行其道，没有形成合力，红色文化资源

的管理与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无专门机构管

事、无专项资金办事、无专人看护”是目前的遗址保

护的真实状况写照[5]。

3.2　红色资源保护意识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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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溪县地处皖南山区，每逢汛期，山洪、泥石

流频发，由于缺乏必要的保护措施，导致部分红色遗

存被冲毁或掩埋。例如位于绩溪县伏岭镇永来村蓝天

凹的红军战壕遗址，这里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作战

的战壕，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遗址。但是，“战壕

历经战乱和风雨洗刷，今仅存部分浅浅沟痕，鲜为后

人知晓”[6]。

3.3　红色资源开发力度不够

红色资源保护开发是一个新鲜事物，放眼全

国，各地对这一资源的开发保护都处于一个探索阶

段。绩溪县的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处在比较滞后的状

态，仅仅是单纯的开发红色资源做旅游。首先，对全

县红色资源综合规划不够到位。红色遗址遗迹散落在

各个乡镇，乡镇各自为战，缺少统一配合的意识，

没有形成集群效应，缺乏凝聚力。其次，缺乏规划新

意。在内容建设方面，以传统立碑、立柱的方式为

主，或者建历史革命纪念馆，和各个景区大相径庭。

规划新意不够充足，以静态展示为主，缺少互动和参

与性项目，在目前研学大热的情况下，未能将红色资

源与研学紧密结合，没有达到既为学生开展革命传统

教育，又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的效果。

3.4　红色资源宣传方法不多

当今社会是网络媒体大时代，宣传媒介众多，

大众都习惯于短时、高效的阅读。我县红色资源宣传

方式较为滞后，除了网站、报纸、电视台等传统媒介

外，开发抖音短视频宣传相对较晚，只有“绩溪党

史”一个抖音账号专门宣传红色资源，其余账号鲜有

红色资源的宣传视频。因此，地方政府需要整合宣传

资源，把红色资源作为推介绩溪的一个重要元素，着

重打造具有绩溪红色资源的宣传视频，以便进一步提

高绩溪红色资源知名度。

3.5　红色资源专项资金不足

红色资源保护与开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初

始阶段，需要投入足够多的项目资金才能够顺利运

转。尽管中央、省、市都曾有过一定的资金补助，但

是总体体量比较小，对整个工程而言，需要投入足够

多的资金才能办成。因此，一个地方财政的经济发展

水平直接决定一个地方红色资源保护开发成功与否。

首先，绩溪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财政经济压力

比较大，在宣城市县市区排名中常年位居末位。作为

一个山区小县，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文化旅游创收能

力不足，人口外流比较大，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也较为

落后，等等。这些不利因素制约着全县红色资源保护

开发的速度。其次，政府大力实施招商引资，但是由

于目前市场准入要求较为严格，红色资源开发前期投

入大、回报周期长，导致许多投资商望而却步。

4　对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和开发的建议

绩溪拥有十分丰富的红色资源优势。在对红色

资源开发的过程中，一定要以保护好红色资源为第一

要素。在保护好的前提下，充分挖掘红色资源内在要

素，打造具有绩溪特色的红色资源文化，同时要整合

各种资源、群策群力，把红色资源开发好、利用好，

从而实现红色资源的整体创新升级，促进全县文化旅

游事业大发展。

4.1　及时制定红色资源发展整体规划

绩溪县应按照目前红色资源为核心，实事求

是、因势利导把地域特色充分彰显出来。首先，要注

重资源保护开发两者之间的关系，要理顺红色旅游与

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要把生态环境保护、土地资源

利用等方面的关系有效衔接，制定行之有效的科学规

划。建立红色旅游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机制体制，通

过红色旅游发展，形成辐射其他行业，带动其他行

业，最终实现红色旅游资源快速发展的目标。当前，

全县上下的红色资源散布在各个乡镇，有的乡镇之间

相隔较为遥远，各乡镇加强联系，要把这些资源整合

起来，形成网格化、系统化的红色旅游资源网络，

将观光游、研学游等多种形式有机结合，打造特色鲜

明的红色小镇、小村。其次，要坚持稳步推进。全面

规划整合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需要在全面规

划的基础上，明确时间节点，挂图作战才可以干出实

效；只有明确了重难点，通力合作才能达到实效，否

则就像是无头苍蝇到处乱撞。各乡镇要前期带动后

期，有序地开发红色资源。

4.2　积极搭建红色资源宣传传播平台

首先，要积极转型发展。新冠疫情之后，全国

上下红色旅游发展都经历了一个寒冬期，我们要积极

作为，转变思想观念，根据新时代人们对宣传媒介的

需求，大力创新红色资源推介模式，通过举办红色旅

游文化论坛、红色文化旅游节等方式，进一步扩大绩

溪红色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其次，要善于利用主流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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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作用，经常性地把绩溪红色资源的内容传送给主

流媒体，通过他们来进一步宣传绩溪红色资源，以达

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最后，随着“互联网+”的时

代到来，新媒体的使用传播能力不断增强，所以要善

于借力、用力，加强红色主题内容宣传，发挥政府网

站、公众号、抖音短视频等媒介的作用，宣传报道红

色资源，做到实时更新，从根本上扩大红色资源的知

名度。

4.3　着力构建红色资源资金保障体系

红色资源开发一定程度上和资金保障支持是分

不开的。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保障，红色资源保护开

发工作也就难以为继。第一，我们要积极争取资金。

红色资源也是文物资源，可以向省、市文物部门申请

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红色资源保护开发所需的费用应

当列入本级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由县财政

部门负责统筹协调解决。对开展活动比较卓有成效的

地方，可以加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学习教育基

地等，并给予一定的补助。第二，引入市场机制。借

助绩溪是革命老区的优势，利用周边景区开发建设，

引入市场机制共同开发红色遗存。充分调动社会公益

力量，为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开发募集资金，谋划乡村

振兴和红色资源的有机结合。

4.4　不断完善红色资源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是不可或缺的硬件基石，唯有持续不

断地对其进行完善与升级，方能为红色资源的开发与

利用添砖加瓦，助力其繁荣发展。第一，在已有基础

上，继续改善生态环境、交通要道等建设，要着力完

善卫生饮食条件，创建更规范的科学服务体系。第

二，要选择有特色的乡村打造红色示范村，便于展现

共产党人在这片热土上奋斗的经历。政府要积极引导

周边群众参与红色村庄的创建，引导他们建设商店、

民宿等。第三，全面实施数字基础建设，实现现代网

络共享，数字化管理红色资源。例如，可以建立红色

数字馆，让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

红色资源的开发要合理，最大限度地发挥红色

资源的优势。红色革命遗存是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编制文旅开发项目时，要纳入红色资源，

将其转化为发展优势。整合各个地域内红色资源，将

红色资源连点成线，形成整体，改变过去单打独斗的

现象，形成红色旅游大开发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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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论“三农”工作》

书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农”新篇章①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第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有基础和条件的。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农业农村。“民不贱农，则国安

不殆。”“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

富。”“农，天下之大业也。”“贫生于不足，不足

生于不农。”“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们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提

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勇于推动“三农”工作理论创

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

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

创新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

话的一部分，《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

社，2022年6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