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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皖东烈士陵园聆听红色故事孩子们在皖东烈士陵园聆听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资料图资料图））

本报讯 日前，来安县委宣传
部组织开展新闻宣传大练兵活动，
组织新闻宣传人员深入相关乡镇，
围绕策划选题，开展集中采访，进一
步提高宣传工作者新闻策划及写作
水平。

首期大练兵在半塔镇举行。全
县12个乡镇的宣传干部先后走进少
奇楼、皖东烈士陵园、新四军二师师
部旧址、新四军二师纪念林、红色村
庄大刘郢等地，完成选题策划、实地
采访、稿件撰写等全流程新闻采写
任务，以红色文化传承、红色旅游发
展、乡村振兴等不同角度、不同选题
分别撰写了通讯、消息等新闻稿件，
充分展现革命老区风采，同时提高
宣传干部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据了解，从本月开始，新闻宣传
大练兵活动将每月开展一次，通过
实战演练，不断提高宣传干部的新
闻写作水平，更好地服务全县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 （苗竹欣）

近年来，来安县半塔
镇依托革命老区的独特
优势，将红色文化传承与
生态宜居建设紧密结合，
深挖红色资源、推进环境
治理、激活集体经济，走
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振
兴之路。

红色基因铸魂，擦亮
“革命老区”底色。作为新
四军淮南根据地的重要组
成部分，半塔镇拥有丰富
的红色文化资源。1940年
的“半塔保卫战”，打响了
华中抗战第一枪，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
徐海东曾在此留下光辉足
迹。为传承红色血脉，半
塔镇修缮半塔保卫战遗址
公园，建设革命烈士纪念
馆和红色文化研学基地，
打造“沉浸式”教育课堂。

环境治理塑形，打造
生态宜居家园。以治脏、
治 乱 为 重 点 ，全 面 整 治
312、238 省道沿线环境。
着 力 抓 好“ 五 个 彻 底 清
除”，彻底清除生活垃圾、
彻底清除乱堆乱放、彻底
清除乱涂乱画、彻底清除
乱搭乱建、彻底清除水面
漂浮物。积极实施“四个

统一”，按照统一绿化、统
一亮化、统一店招、统一刷
白的美化要求，对沿线村
庄进行美化。环境美了，
村民的文明意识也显著提
升。各村成立志愿服务
队，开展“好公婆”“好媳
妇”评选活动。创新推出

“生态积分制”，村民参与
环境维护可兑换生活用
品，形成“人人参与、共建
共享”的新风尚。

集体赋能强基，激活
产业内生动力。立足资源
禀赋，探索“党建+集体经
济”新模式。全镇整合各
村现有产业资源，加大对
大棚果蔬、葡萄、茶叶、碧
根果等特色优势产业扶持
力度，打响麻油、茶叶、粉
丝、炒货等“塔字号”特色
品牌。深挖本地红色资
源，打造“周末旅游圈”“红
色旅游环线”，推动乡村红
色文旅产业规模化、精细
化、品牌化。加快农旅融
合发展，积极打造集研学、
休闲、采摘、度假于一体的
精品旅游线路。最终实现
葡 萄 35000 亩 、碧 根 果
7000 亩、茶叶 500 亩的规
模化发展集群。

传承基因赋动能
潘 炎

入春，气温回升，一个寻常周末，来安县
半塔镇新四军红色文化旅游基地吸引了八
方游客前来，在自然风光、红色文化、传统美
食、乡土人情的加持下，半塔镇文旅市场呈
现“春意甚浓”的热闹景象。

伴着出游的热潮，南京市民朱先生一家
到半塔镇游玩踏青。他热情地分享着一天
的见闻：“沿着朝霞入园一路向上，烈士纪念
馆内纪念碑高耸挺立，目之所及皆为春色。
行至‘刘少奇纪念馆’，淮调《少奇同志在半
塔》令人感触颇深，孩子望着老物件新奇不
已，闹着要听故事。军事博览园里的战斗
机，在孩子心里种下参军报国的种子。玩得
累了，便驱车前往乡间小路，品尝农家特色
菜，采买手工艺品，结束一天的旅程。”

在与当地干部交谈中得知，立春以来，
只身踏青或是像朱先生一样与家人朋友结
伴前来，抑或跟团出行的游客众多，数年间
半塔镇红色文化旅游基地迎接游客数量呈
现攀登态势，热度始终居高不下。文旅发展
的火热势头给半塔注入了振兴的源源活水，
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就业增收的新路子。全
镇农家乐数量从原先的2家发展到9家，基
地新增就业岗位11个，赋闲的妇女在家门口
做起了手工艺品对外售卖，困难户杜爷爷在
基地门口支起了棉花糖小摊，过年时一天平
均下来也能有1000多元的收入。

据悉，近年来，为了进一步深化旅游小
镇功能，以文旅带动振兴，半塔镇因地制宜，
充分挖掘半塔红色文化资源、人文特色和自
然景观风貌，总投资6.03亿元，实施“半塔·
皖东新四军红色文化旅游基地及基础设施

配套建设”项目，建设点线串联、一站式体验
的旅游红色基地。2025年，预计年吸引游客
将突破 35 万人次，直接经济收益将超 1000
万元，带动近120人就业。

在半塔，随着经济指标一同攀升的还有群
众的幸福指数。乡村振兴新貌在新四军红色
文化旅游基地所在的大刘郢村日日新，又日
新。农家小路错落有致、干净整洁，青石板路
通到家家户户，太阳能路灯、村民文化广场、健
身器材等设施一应俱全，邻里相处和谐融洽。
据了解，大刘郢村早年间道路狭小，村民居住
分散，出行多有不便，家家户户靠着自家的田
亩勉强过生活，日子寡淡没有奔头。近年来，
半塔镇积极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
略，陆续实施了美丽乡村示范点打造、道路沿
线整治提升、江淮分水岭国家风景道建设工
程，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招引冷库项目入驻，打
造稻虾特色产业，村民收入年年攀升。

如今的半塔镇，历史文化遗存，连点成
线、连线成片，乡村振兴步伐，踏实稳健、日
新月异。“作为对接江北新区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半塔具有明显的地理区位优势，红
色小镇‘知名度’的不断攀升能够吸引越来
越多的长三角地区企业落户，全镇新型建
材、机械制造、农产品深加工、商贸旅游业将
会不断提档升级。”谈起半塔镇振兴发展后
劲，镇宣传委员周华兵信心满满，“半塔镇将
坚持围绕实施农业立镇、商贸活镇、旅游兴
镇三大主战略，深入推进文旅融合，做优做
强特色产业，持续扮靓乡村颜值，把半塔建
设成为功能完善、生态良好、宜居宜业的新
城镇，持续迈出乡村振兴的‘大跨步’。”

小镇“大跨步”
李 悦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依
托大刘郢新四军二师师部旧
址打造的占地 130 亩的大刘
郢村新四军主题文化园，目前
已完成半塔镇军事博览园、红
色印记馆、红色书屋、宣誓广
场、新四军二师烈士纪念林等
红色场馆建设。”大刘郢村宣
传委员申秀芳向前来参观的
游客娓娓道来。

来安县半塔镇作为皖东
地区重要革命根据地，拥有
丰富的红色资源及良好的生
态环境底本，除了新四军二
师师部旧址之外，还有少奇
楼、半塔保卫战旧址、皖东烈
士陵园等 28 处红色旅游资
源。在皖东烈士陵园，庄严
肃穆的烈士纪念碑前，时常
有游客敬献花篮，寄托哀思；
半塔保卫战陈列馆内，丰富
的历史文物和翔实的图文资
料，生动再现了那段波澜壮
阔的革命岁月；少奇楼内，逼
真的复原场景加之讲解员朗
朗上口的快板表演《少奇同
志到我家》，真切还原了中国
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鱼水情
深的生活场景。

近年来，半塔镇为进一
步提升红色旅游品质，积极
探索文旅融合新模式。聚焦

“红色旅游+品牌”，打造新四
军红色文化研学基地、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小
镇等一系列新的红色旅游品
牌，促进了红色半塔品牌的
内容拓展。聚焦“红色旅
游＋产业”，实现境内资源整
合带动。目前，半塔镇依托
红色文化资源和境内的银色
风车、绿色茶场、龙窝寺古
迹、江淮分水岭来安风景道
等资源，打造出一条从红色
文化教育延伸到人文古迹探
寻的旅游路线。聚焦“红色
旅游+记忆”，提升红色文旅
品质。半塔镇在“红色大刘
郢”的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
升红色旅游服务水平，更新
老旧设备，提升红色旅游展
览展示技术，并从镇村选拔
培育优秀的红色旅游讲解人
员队伍，成功塑造半塔“红色
记忆”。

据了解，半塔镇将继续
加大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和
开发力度，不断完善旅游服
务功能，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让半塔镇成为全国知名的红
色旅游目的地，让红色基因
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
活力。

深耕“红色热土”打造“红色小镇 ”
陈金萍

在皖东革命老区腹
地，来安县半塔镇以独
特 的 红 色 文 化 资 源 为
纽 带 ，走 出 了 一 条“ 红
色 引 领 、绿 色 发 展 ”的
振兴之路。

守护红色记忆，传承
革命精神。近年来，半塔
镇充分利用本土红色文
化资源，以红色思想引领
村庄全面发展。为争取
项目专项资金，对新四军
二师纪念林等遗址进行
修缮维护。新建武器博
览园、红色印记馆、红色
书屋和宣誓广场等，丰富
红色文化思想内涵，让游
客在参观中更深入地了
解革命历史，创新推出

“123”红色精品课堂：一
篇刘少奇《作一个好的党
员》报告、两个红廉故事、
三首经典红歌，通过党
课、快板书和文艺演出等
形式，让红色文化“活”起
来。2024年暑期，半塔镇
入选“安徽文旅惠民消费
季”重点推荐线路，游客
量同比增长40%。

红 色 文 化 引 领 ，生
态旅游共赢。半塔镇在
深耕红色文化的同时，

巧妙地将自然风光与生
态资源融入其中，打造

“红色+生态+产业”融
合模式。大刘郢村通过
整村环境整治，复建新
四军二师纪念林、军事
博览园等景点，并配套
民宿、农家乐和特色农
产品展销中心，带动村
民年均增收超 1 万元。
黄郢村则发展“稻虾共
作”、碧根果种植等特色
农业，借助新媒体推广，
将生态旅游与红色文旅
结合，2023 年村集体经
济收入突破1500万元。

红色基因赋能，助力
半塔加速。为了更好地
促进半塔红色旅游业发
展，该镇鼓励、引导居民开
设农家乐、民宿，满足游客
多元化需求，作为滁州市
红色研学示范基地，半塔
镇吸引了高校、中小学和
社会团体纷至沓来。2024
年，半塔镇与南京高校合
作推出“长三角红色研学
联盟”，开发沉浸式体验项
目。2023年以来，半塔镇
累计接待研学团队、游客
超30万人次，红色旅游综
合收入突破5000万元。

红色研学助发展
唐家盛 王伟婷

近年来，来安县半塔镇
立足红色资源优势，以“文
旅融合”为抓手，以“红色旅
游+”为路径，通过修复、扩
建和新建红色景点，构建

“特色点、一条线”的红色旅
游格局，推动红色文化传承
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为镇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动能。

深挖红色底蕴，打造文
旅融合新高地。为赓续红
色血脉，该镇累计投入资金
3000 余万元，对境内红色
景点实施系统性保护开发：
修复革命遗址 12 处，扩建
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并增设
数字化展陈，新建红色文化
广场、研学教育基地等配套
设施，打造集教育、体验、
观光于一体的红色旅游综
合 体 。 同 时 ，以“点 线 串
联”为思路，整合境内红色
资源，推出“半塔保卫战主
题游”“红色记忆研学线”
等特色旅游线路，形成“一
核多点、一线贯通”的红色
旅游格局，年均吸引游客超
10万人次。

释放经济活力，红色旅
游结出富民果。红色旅游
为半塔镇经济注入强劲动

能。2024年，全镇接待游客
超2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
500万元，带动餐饮、民宿及
农产品销售等增收 2000 万
元。通过“景区+合作社+
农户”模式，村民参与红色
文创开发与特色农业种植，
培育“半塔红米”“革命老区
手工坊”等品牌，户均年增
收超万元。此外，红色旅游
吸引青年返乡创业，20余家
特色民宿、农家乐落地生
根，激活乡村经济活力。本
地麻油、茶叶等农特产品依
托旅游热度远销长三角，形
成“以旅促产、以产富民”的
良性循环。

赋能乡村振兴，绘就红
绿交融新画卷。半塔镇以
红色景点为核心，完善道路
硬化、环境美化等基础设
施，建成3个省级美丽乡村
示范点。借助文旅收益设
立村级产业发展基金，支持
茶叶、果蔬等规模化种植，
形成“红色引流、产业留人”
的可持续发展模式。2024
年，全镇村集体经济收入平
均增长35%，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同比增长12%，红色
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幸
福资本”。

红色旅游兴乡村 文旅融合绘新篇
程芷郁

从来安县县城出发，沿启那
线驱车31公里，便来到了一处风
景秀丽的地方——半塔镇。初春
时节的半塔，格外空旷，目光所及
之处，除了一眼望不到头的田野，
就是碧波荡漾的湖泊。路两旁，
景观带上的绿植已然花开，让初
春的半塔充满勃勃生机。

80 多年前，这里曾是皖东地
区重要的抗日革命根据地，是新
四军第五支队在津浦路东的后方
所在地，著名的半塔保卫战就发
生在这里，这里也留下了像刘少
奇、罗炳辉等先辈的革命事迹。

星火燎原，讲好红色故事。“半
塔是红色文化富矿，新时代的文化
干部一定要传承和发扬好！”这是
老文化站长王祖道感慨之言。为
了挖掘半塔的红色文化，老站长走
遍半塔沟沟坎坎，遍访老革命、老
艺人和战争亲历者，搜集散落在民
间的红色“文化碎片”。20多年来，
先后整理出《新四军来到半塔街》
等20首革命歌曲谱词，创作了《罗
炳辉赔衣裳》等红色文艺作品 30
余项，组建红色文艺轻骑兵志愿服
务团队，致力于讲好红色故事让红
色文化传承下去。

赓续基因，续写发展华章。“王
凤岐是河南偃师人，团参谋长，因
投身革命忘我工作而积劳成疾，
1943年7月长途行军到达大刘郢

村，身体支撑不住咯血而死，年仅
25岁。”在红色印记馆里，随着讲解
员的讲述，所有人都被这位先烈的
事迹感动。近年来，半塔镇深入挖
掘红色文化资源，坚持“文旅融合”
和“全域旅游”理念，以品牌亮点带
动红色旅游发展，充分发挥育人功
能和旅游价值，讲好红色故事，力
争把半塔打造成安徽乃至长三角
地区重要红色教育和旅游目的
地。目前，该地累计投入2.2亿元
修缮皖东烈士陵园，打造半塔镇军
事博览园、红色印记馆、红色书屋、
宣誓广场、新四军二师烈士纪念
林、少奇楼等红色场馆，创建了新
四军红色文化研学基地、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红色旅游小镇等系列品
牌，不断丰富半塔红色内涵，实现

“红色”文化赋能半塔。2024年，该
镇接待游客超过20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500余万元。

“多少英雄尽瘁去，山河依旧
露深情。作为‘红色根据地’的一
员，我们生长在‘红色根据地’是
幸福的，能够服务于这片沃土是
光荣的。”半塔镇副书记、镇长朱
命令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半塔
镇将继续把传承红色基因转化为
立足岗位勤奋工作的强大动力，
努力把半塔建设成产业兴、乡风
好、家园美、百姓富的美丽家园，
让“红色文化”映红半塔。

“红色之光”照前行
李海洋

“少奇同志到我家带来温暖和希
望，他穿着朴素衣……”在来安县半塔
镇红色旅游景点少奇楼中，随着清脆
悦耳的竹板声响起，一段段感人至深
的红色故事在快板声中生动演绎。“中
国好人”、半塔镇综合文化站站长王祖道
手持快板，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在少奇
楼前为游客们讲述刘少奇同志在皖东
的红色记忆。快板声里，历史仿佛被
赋予了生命，游客们纷纷驻足凝视、仔
细聆听，一边感慨着革命先辈的伟岸
风采，一边拿出手机拍照记录，生怕错
过任何一个感人瞬间。

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
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半塔
镇作为皖东重要的抗日革命根据地，
承载着无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刘少奇、张云逸、罗炳辉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战斗和生活。半
塔镇红色文化灿若星辰，以皖东烈士
陵园、新四军二师纪念林为代表的红
色景点为小镇留下了不平凡的故事。

1995年，已在基层文化站工作11
年的王祖道来到半塔镇任文化站
长。为了挖掘半塔的红色文化，踏遍
了半塔所有的沟沟坎坎，不放过任何
一个可能存在红色文化线索的地方，
他还不远千里，多次奔赴江苏盱眙等
邻近地区访问了众多老革命、老艺人
和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用心寻觅那
些散落在民间，如同历史拼图中碎片
一般的红色文化印记。他希望通过

这些努力，能够将这些碎片化的红色
文化资源整合起来，重现半塔红色文
化的辉煌。30年来，他始终怀着对红
色文化的热爱和执着，将革命先烈的
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融入文艺创作
之中。他精心编写了一大批以红色
文化为主题的快板作品，用通俗易
懂、朗朗上口的语言，生动展现了革
命先烈的英勇无畏和革命年代的艰
辛历程。先后整理出《新四军来到半
塔街》等20首革命歌曲谱词，编排录
制快板书《罗炳辉将军赔衣裳》，创作
配乐诗朗诵《烽火再现》、淮调表演唱

《少奇同志到我家》，让红色文化焕发
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文化，王祖
道不仅自己积极创作和表演，还带领
当地群众一起参与到快板表演中
来。他组织成立了多支快板表演队
伍，深入乡村、学校、企业等地进行巡
回演出，让红色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
了半塔镇的红色历史，感受到了革命
精神的强大力量。

如今，在半塔镇，烈士陵园里，前
来瞻仰和缅怀先烈的人们络绎不绝；
快板表演中，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被
传唱得更加广泛。红色文化已经深
入人心，成为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
量，快板声中的红色传承，必将在半
塔镇这片热土上永远绽放出绚丽的
光彩，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

快板里的红色传承
严雨阳

新闻宣传大练兵活动中，来安宣传干部在进行采访。 吕 华摄

新闻宣传大练兵为来安发展鼓与呼
——来安组织实训活动提高基层宣传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