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文化展馆内游人不断，红色文化广场上歌声嘹亮，红色文化社区里
锣鼓声声，红色文化村落面貌日新月异———

桐柏：传承红色文化 推动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高如衡 特约记者 杜福建

挖掘红色文化内涵 涵育乡村文明新风尚
文化惠民，激情涌动。 在桐

柏县埠江镇水湖流村，劳作了一
天的村民们，自发地来到村文化
大院内，欣赏该县文化剧团的下
乡演出活动，在演出的间隙穿插
一个环节———贫困群众自发上
台讲述自己的脱贫致富故事，说
说自己的致富感想。

扶贫故事会上，除了贫困群
众上台讲述脱贫故事，还有扶贫
干部讲述扶贫政策、扶贫思路、心
路历程等。 江河村村民孟军说：

“虽然我不是贫困户，但我听了这
些故事很感动，归根到底还是现
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好，政府帮一
点，自己再加倍努力干，相信我们
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

桐柏是一片具有深厚红色
文化底蕴的热土。 桐柏县委、县

政府认为，对桐柏而言，推动乡
村振兴，就要结合实际，首先要
在挖掘红色文化内涵、 涵育乡
村文明新风尚方面下功夫。 为
此， 桐柏县通过组织干部群众
参观红色革命遗址， 持续加强
对桐柏英雄金孚光等革命先烈
以及新时代全国优秀组工干部
王修记、 全国劳动模范李健等
先进人物事迹精神内涵的宣传
弘扬， 为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确
立标杆、树立榜样。 该县还大力
开展以弘扬革命优良传统为主
题的文明示范村创建等乡风文
明创建活动， 使广大农民群众
自觉接受红色文化熏陶， 把农
村思想文化阵地和农民精神家
园建设好、使用好，为加快乡村
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色文化展馆内游人不断，红色文化广场上歌声嘹亮，红色文化
社区里锣鼓声声，红色文化村落面貌日新月异，红色文化标识成为风
景，红色文化书籍摆满书屋……春节过后，走进桐柏县城乡，绿水青
山与红色文化相互映衬，浓郁的红色文化环境令人耳目一新、备感振
奋，新时代的桐柏革命老区生机勃发、美丽动人。

近年来，桐柏县通过大力推进和创新红色文化，让历史血脉相传，为
桐柏小康梦的实现和乡村振兴持续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拓展红色产业链条 催生新产业新业态
桐柏县是当年红二十五军

长征转战南阳的第一站。 如今，
在该县磨沟村投资近百万元建
成的全国首家村级长征红色文
化展览馆———红军长征转战南
阳展览馆，与县域内其他红色文
化景点连点成线，现已成为桐柏
县红色文化游的一个新亮点。在
红色文化旅游的带动下，磨沟村
已经有特色农家乐餐馆 5 家、特
色民宿 3家。该村积极打造新型
田园综合体，依托磨沟生态观光
旅游产业园， 持续推进项目建
设，以农游小杂果采摘、水上乐
园、 野外露营等为主推项目，营
造游在田间、乐在心间的幽雅发
展环境，使村民共享文化旅游发
展的红利。

磨沟村的变迁，是桐柏县拓
展红色产业链条， 催生新产业新
业态的一个缩影。 桐柏县的决策
者们认为， 对红色文化资源的经
济价值进行合理利用， 能够促进
城乡红色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拓
展延伸红色文化乡村产业链，促
进农民就业、 增加农民收入。 为
此， 该县积极结合本地红色文化
资源特色， 制订完善乡村红色文
化产业发展整体规划， 找准红色
文化资源合理挖掘利用与乡村振
兴的对接点， 着力夯实红色文化

产业发展的基础。如今，县乡村各
级都在谋划引入各方资源要素，
参与红色文化相关产业的开发运
营，用整体性、一体化的思路整合
现有资源， 积极申报红色教育培
训等项目， 拓展提升红色文化产
业融合发展的路径， 红色文化迎
来了大发展的春天。

红色文化引领乡村振兴，乡
村振兴促进红色文化发展。全县
坚持以众多的红色景点和丰富
的红色文化资源为依托，大力发
展红色旅游文化产业，不断提升
红色旅游的品牌影响力，有效助
推了老区农村经济腾飞和群众
增收致富。 县乡两级抢抓机遇，
科学制订红色旅游产业发展规
划，积极向上级申报项目，使红
色旅游产业步入稳步发展的快
车道；投入专项资金，完善各红
色旅游重点景区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提升景区文化内涵，打造精
品红色旅游线路， 使桐柏旅游

“红”与“绿”相映生辉；先后成功
举办了乡村文化旅游周、红叶文
化旅游节等活动，组织省内外摄
影家、书画名家、旅游机构代表
到桐柏参观采风，把弘扬红色文
化与发展旅游产业有机结合在
一起，有效提高了桐柏的知名度
和对外开放水平。

保护利用红色遗迹 走好文化兴村之路
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 100

周年。 眼下，随着各地红色文化的持续升
温，“红军七仙女” 在桐柏的故事发生
地———新集乡梁庄村及其周边村落日渐
热闹起来，在这寒冷的冬季，许多旅游目
的地游客寥寥，而桐柏这些偏僻的小山村
却因红色文化“风景这边独好”。

红色遗迹是红色文化的宝库，它们蕴
藏的“红色记忆”永远绽放着独特的魅力。

像梁庄村一样， 在桐柏革命老区，一
些村落地处偏僻山区， 经济基础薄弱、生
活条件落后。 但同时，这些村落又往往拥
有自然生态优势、革命历史文化优势以及
优秀传统文化优势等。在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的大潮中，桐柏县一方面充分利用这些
优势资源，加强对红色遗迹等建筑、设施
的合理开发、保护利用，另一方面，通过加
强道路、电力、通讯等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用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助推乡村绿色
生态发展， 以“红色+民俗”“红色+生态”
“红色+美丽乡村”等特色化的建设和发展
模式，打造宜居宜业的红色文化生态特色
村，提升农民群众的生活品质。

近年来，桐柏县组织工作专班，对全县
境内的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整理，系统性
保护红色文化资源，先后以县委、县政府名
义竖碑、挂牌 30余处。 围绕红色文化建设，
该县多次研究部署，邀请专家调研论证修缮
和重建工程，先后对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旧
址、中共鄂豫边省委机关旧址、中共桐柏区
委机关旧址以及桐柏英雄纪念碑、英雄广场
等红色景点进行了保护性修复，并建成了桐
柏革命纪念馆、桐柏红色廉政文化展馆等革
命纪念地，一些传统村落内的红色革命遗址
也在陆续进行保护性利用，为加强红色文化
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持续传承红色基因 加强老区精神引领
近年来,桐柏县高度重视弘扬革命老

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发展红色文化，充
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政育人及助推旅游发
展的作用， 积极挖掘整理红色文化资源，
着力打造“英雄桐柏”红色文化品牌。该县
成立了红色文化研究组织，加大红色文化
文艺作品创作力度，先后出版发行了《巍
巍桐柏》《桐柏英豪传》 等 10 余部红色文
学作品，再版《桐柏英雄》连环画册，组织
拍摄红色经典电视连续剧《桐柏英雄》及
电影《奔袭桐柏》，在央视及各大卫视陆续
播出，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教育价值的精
品文艺成果。

借力红色文化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
展。 该县一方面健全理顺了党委统一领
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
调的工作体制，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
条例，加强对重大问题的研究，及时解决
遇到的困难，确保乡村振兴各方面工作扎
实有序推进；另一方面，持续加强对农村
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的红色文化教育，充分
利用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持续强

化基层党员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意识，对于涉及农民群众切身利
益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拿出切实有效
的措施加以解决，让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发
展成果，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与支持。

“桐柏革命纪念馆作为桐柏老区红色
文化的地标式景点，已发展成为辐射全省
及周边地区的重要革命教育基地，年均有
30 余万人次前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老
区红色文化的资政育人作用日益凸显。 ”
桐柏革命纪念馆馆长付晓丽介绍说。

忆往昔峥嵘岁月， 展未来激情满怀。
红色是桐柏最鲜亮的底色、 最恒定的基
调。 伴随着乡村振兴的战鼓声声，桐柏县
正把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河南时提出的“让
党员干部在接受红色教育中守初心、担使
命”的重大要求，以及“十四五”规划关于
乡村振兴的安排部署落到实处，让红色文
化在乡村振兴中异彩纷呈，光荣革命传统
和老区精神得以持续弘扬，从而凝聚起党
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桐
柏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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