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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师小镇别样红
中共印江县委组织部｜田武 

美丽村庄试点建设项目指挥部，构建

县乡村三级书记抓试点指挥体系，统

筹整合组织、发改、住建、文旅、财政

等 13 家部门项目资金、社会资本 3200

万元，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开发原则，

构建“一核一环一带四节点”红色遗

产与历史传统空间规划体系，串联保

护开发革命遗址 6 处，先后对会师广

场、会师柏、纪念碑、纪念馆进行提级

改造。以纪念馆为中心，打造“一核多

点”教育体系，构建“看、听、悟、行”

为一体的红色教育圈。

抓好红色教育。充分挖掘红色资

源蕴含的教育价值和育人功能，争取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欠发达革命

老区乡村振兴试点建设项目资金 1190

万元，修建打造对外开放学习平台和

市级现场教学点，开发红色课程 7 门、

现场教学路线 3 条。依托主题党日、

支部活动、教学培训等载体，邀请老

贵州省印江县木黄镇位于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

脚下，是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六军团会

师地，省级风景名胜区，省级历史文化

名镇。2021年以来，木黄镇以红色美丽

村庄试点建设为契机，按照“把红色资

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

基因传承好”的总体要求，紧扣“红色

木黄·会师小镇”主题，坚持“强硬件”

与“挖内涵”同步谋划、“建起来”与“用

得好”一体推进、“美村庄”与“富百姓”

互促共赢的“六位一体”工作思路，持

续夯实红色堡垒、传承红色基因、盘活

红色资源，奋力将木黄村打造成为党

建工作示范村、红色教育品牌村、村级

治理模范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强硬件与挖内涵同步谋划

筑牢红色阵地。成立木黄村红色

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馆。左禹华  摄

木黄会师纪念碑。梅亚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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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老干部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

事、英雄的故事，激励人民群众坚定

不移跟党走。

传承红色基因。坚持在“创造性

传承”上探索实践，整合县级财政资

金 100 万元，对红色资源归类划区、

串珠成链，精准嵌入乡村、非遗、民俗

等文化，收集整理红色故事、红色歌

谣，编导音乐舞蹈史诗 1 部，通过“馆、

剧、图、课、书、乐”等形式，全域实

施红色基因解码提升行动，推动红色

基因薪火相传。

建起来与用得好一体推进

建强红色堡垒。整合市、县两级

党费工作经费和县级财政资金 20 万

元，盘活村集体闲置资源，规范打造

标准化村党组织活动阵地，探索构建

以村党组织为内核，建立村“两委”、

党员群众联席会议制度，实行承诺事

项公开、决策过程公开、实施结果公

开、群众意见公开，统筹上级监督、村

监委监督、党员监督、群众监督的运

行管理机制。创新建立“村党组织—

村民小组—党员联系户”的村党组织

体系，整合驻村干部、村“两委”成员、

党小组长、红色小分队等力量进入网

格，实行网格化管理，真正实现群众

说事、干部问事、集中议事、合力办

事、民主评事。

建好红色队伍。整合人才基地建

设项目资金 250 万元、人才培育项目

资金 100 万元，充分发挥梵天菌业龙

头企业优势，引进 7 个研发团队，创

建院士工作站、省市级人才基地、人

才创新创业平台，集聚各类高层次人

才 30 名，培育各类农村实用性人才

156 人，培育红色讲解员 21 名。组建

乡村规划师、乡村营造师、产业指导

员、党建指导员、乡村监督员“五人小

分队”，选派 1 名熟悉乡村规划人才到

村任职，构建“5+1”人才体系。

打造红色乡风。聚焦宜居宜业，

坚持群众主体地位，累计整合专项资

金 1910 万元，实施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7 个，探索构建“125”集镇治理模式，

由村党支部牵头，开展“支部引领 + 爱

护鱼泉河”“文明在行动·满意在木

黄”两大行动，采取“集镇环境卫生绿

化亮化购买第三方外包、增加摄像头

抓拍违停车辆、实行智慧停车收费、

增设临时停车场、每月开展四次集中

卫生整治”五大措施，重点解决镇村

脏乱差等问题。制定《木黄村党支部

党员联系户制度》《木黄村红色纪念设

施以及村庄基础实施长效运行管护机

制》等 10 项管理服务制度，通过党员

设岗定责、村民组长网格包保、居民

门前“三包”，实现“被动管理”向“主

动治理”转变，形成全覆盖、高效率、

快执行的村民自治体系。

美村庄与富百姓互促共赢

培育红色产业。紧扣全县“2+N”

产业布局，累计整合专项资金 1400 万

元、行业资金 20585.17 万元，高标准

建设“木黄白酒文化产业小镇”，提升

“红色木黄窖”品牌效应，该项目已列

入全省白酒产业专项规划。深化“梵

净山珍·健康养生”区域品牌，推动

农业产业链整合和价值链提升。坚持

红色基因携手民间文创组合发展，对

民间文创工艺品，特别是草编、根雕、

陶瓷制作等非物质文化产品，从内涵

互融、形式相亲、色彩糅合等方面加

大“红色创造”、融入红色元素，推进

红色基因与民间民俗文化一体发展。

依托红色革命老区资源优势，围绕“合

作发展型、租赁服务型、资源盘活型”

三型集体经济发展模式，采取“党建

引领 + 培训中心 + 村集体经济”的方

式、“82”利益联结模式，争取专项资

金 1000 万元新建木黄村特色食品加工

车间、木黄镇农特产品加工基地及市

场营销网红打卡点，整合各类资金 300

万元与梵天菌业共同建设红色文化研

学中心，公司按照固定投入的 5% 和开

设班次取得效益的 20% 分红给村级集

体经济，通过“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农

户”的方式，盘活土地资源，大力发展

食用菌产业，实现 500 多名群众就近

就业，人均务工收入达 3 万余元。

开发红色旅游。注重“红色”与

“旅游”融合，全域整合、分类、串联

红色资源点、旅游点，高标准打造功

能完善、实用性强的红色基地。争取

专项资金 300 万元，翻新改造红色民

宿，建设拓展训练基地，打造红军餐

厅，推出“会师柏—会师广场—鱼泉

河—会师纪念馆—二六军团政治部—

会师纪念碑”“长征文化步道公园”“政

治理论学习—脱贫攻坚现场体验—

重温红色文化—重品红军餐食—夜

宿红色民宿”3 条“红色旅游 + 乡村旅

游”精品线路，引导群众兴办旅游餐

饮 141 家、特色农家乐 74 家、乡村民

宿 16 家，形成了集“红色文化、生态

旅游、民俗体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

综合性产业链，切实带动生态、文态、

业态融合发展。

责任编辑  廖朝明

封面故事——贵州：赓续红色血脉  建设美丽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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