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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于都河出发的中央红军中，战斗
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0岁，与同学们是同龄
人……”3月28日，江西理工大学党委负责
人带领稀土学院 2019级稀土班学生来到
中央红军出发地于都，以“青春对话”视角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鼓励青年学子在学党
史中强信念，在悟新知后必躬行。

如何用学生喜欢听的话语、喜闻乐
见的形式，把百年党史讲到大学生心坎
上，把学习教育与勇担使命结合起来？
这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课题。为破解
这一难题，该校创新形式把学生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会放在了于都长征第一渡
口，以缅怀革命先烈、现场教学、参观体
验、讨论交流等形式深刻阐述“为什么要
学党史、从党史中学什么、怎么学好党
史”三个问题。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一个个
故事、一组组数据、一件件老物件，直观展
示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中国革命大转折
的历史。当听到“红小鬼”在雪地里睡着，
推一个倒一个时，同学们陷入了深思。“长
征的故事，就是一部青年人追求理想信仰
的奋斗史诗。20 岁的他们有着青春的理
想和朝气、有着革命的大无畏牺牲精神。

如果角色互换，20岁的我会做出怎样的选
择？”谢浩琳同学在笔记中写道。

在夜渡于都河的模拟场景，老师为同
学们讲述了曾大爷捐寿材板搭浮桥的动
人故事，展现了30万于都人共守一个天大
秘密的军民鱼水情。“赣南人民为红军长
征集结出发提供了人、财、物支持，只要能
卸得下来的都拿去搭桥了，家里的米也磨
成粉送去了，红军一一给老表打下欠条，
那这些欠条最后有没有兑现呢？”老师一
边讲解、一边启发学生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没有一个老表找政府
兑钱，但党和政府一直惦记着老区人民！”
学校党委负责人还为同学们解读了《国务
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
若干意见》的出台背景，并结合同学们拜访
红军后代孙观发老人、参观于都梓山镇潭
头村社区蔬菜种植基地的体验，分析了该
政策给赣南苏区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小
康路上决不让革命老区“掉队”。

20岁的他们用汗水和鲜血换来了今
天的美好生活，如今在和平年代，20岁的
青年学子如何接续奋斗？学校党委负责
人结合目前多国实施对华制裁的复杂国
际形势，勉励同学勤学实干、苦练本领。

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赣州考察稀土产
业发展情况时曾多次提到‘创新’。稀土
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同学们要有攻坚克
难的勇气和决心，掌握核心技术这一

‘金刚钻’，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拥
有‘笑傲’的底气和力量！”

“通过这次参观学习，我对家国情怀
和长征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作为青年
学子都应该认真学习党史，从中汲取力
量，担起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李玖强同
学表示。

用好本土党史资源浸润青年心灵，这
是江西理工大学用好赣南苏区红色资源
多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一个缩影。
在迎接建党百年之际，学校还将扎根赣南
苏区深挖红色文化、党史故事，围绕办学
历史探寻赣南钨矿在革命年代的红色记
忆和工业发展印记，推出一批优秀理论研
究成果，依托学校“VR+红色教育基地”
开展线上线下“红色走读”，搭建“建党百
年”科技成就展，用智慧科技为党史教育
赋能。 （骆 辉 陈 琰）

与青春对话 为成长奠基
——江西理工大学用本土党史资源浸润学生心灵

同学们在于都梓山镇潭头村社区蔬菜种植基地进行劳动体验。 曾张仁摄

走进位于梓坑村的和君小镇一期建设
区——建成面积约 10万平方米的耕读村，从
圆通广场一路前往留守中央红军总政治部旧
址，耕读墅、耕读轩、良知轩、礼易轩等散发着
浓郁文化气息，不断震撼着游客的内心。谁能
想到，三年前梓坑村还是一个山高林密、偏僻
落后的小山村，眨眼之间，一座具有现代化、智
能化的办公、教育、生活、文化旅游功能的特色
小镇横空出世。

和君小镇是省重点投资项目，由北京和君
集团牵头组织投资和建设，打造以“教育、文
化、旅游及关联产业”为产业结构，以“生态文
明、宜居宜业、人才聚集、天人合一”为生产生
活形态的特色小镇。

“江西的山水旅游、风景旅游、乡村旅游，
已经足够丰富多彩，但教育旅游尚未诞生规模
经济和品牌效应。”王明夫说，为此，和君小镇
以教育为核心产业，做好教育，做足文化，带动
旅游，促进乡村振兴。

“小镇是和君集团继北京总部、上海总部之
后的又一个总部基地——华南总部，同时也定
位为和君商学院的实体校园。”王明夫表示，和君
集团是亚洲规模最大的智业机构之一，和君小镇
将利用和君集团的影响力，发起主办和君客户企
业峰会、人才职业发展大会、上市公司发展论坛
等，小镇将成为这些会议和论坛的永久会址。

和君小镇的建设给当地带来了显著变化：
梓坑村的基础设施得到全面改善；小镇附近专
门规划安置区，建设崭新的村民居住小区。同
时，小镇第一期建设已吸纳几百名当地村民务
工，在投入运营后的接续发展中，还将为当地
提供大量长期就业岗位和创收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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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的夜景，最美在江边。江边夜景，点睛是滕王阁。
3月 24日傍晚，记者到滕王阁采访，行至八一大桥，华

灯齐放，滕王阁像一朵硕大的春花，在夜色中怒放。走到阁
前，灯光映衬下的滕王阁千般锦绣，巍然而立，较白天更显
庄重典雅。

晚上 7时 30分，刘道兴和朋友们戴着口罩，经过扫码、
测温等环节，进入阁前广场。跟着讲解员谌恋恋的脚步，大
家缓步向主阁而行。来到入阁抱厦前，长联“落霞与孤鹜齐
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这是王勃《滕王阁序》的名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毛泽
东的手书。”谌恋恋说完，刘道兴的朋友们拿起手机拍了下
来。刘道兴在南昌工作，滕王阁来了多次，以前都是白天
来，听说主阁开放夜游，这次是特意陪安徽的朋友来看看滕
王阁的夜景。

白天登滕王阁，让无数游客陶醉。然而，熟悉了它白天
的样子，人们更加期待与夜色中的名阁不期而遇。3月6日
起，滕王阁旅游区推出“私人订制游”。其中，最为吸引人的
便是开放主阁夜游。这是滕王阁自 1989年重建落成以来
首次开放夜间主阁游览。夜登滕王阁，吸引力不小。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近百批次游客“尝鲜”。

滕王阁，每一层都有动人的故事。参观完第四层的“地
灵厅”，大家更上一层楼，来到主阁五楼“纵览厅”。滕王阁
主阁取“明三暗七”的格式。这里是最高的明层，也是欣赏
风景最佳之处。

漫步回廊，面东而立，俯瞰老城区，万家灯火，星星点
点。行至北面，近处是仿古建筑，远处是八一大桥，在这里
可以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西面凭栏眺望，远处红谷
滩灯光璀璨，近处江面上波光粼粼。唯有南面，由于正在推
进南扩项目建设，景色稍逊。不过，滕王阁管理处工作人员
李见平说，等南广场工程完成，高空俯瞰滕王阁，就像一只
大鸟展开两翼，振翅欲飞，夜晚灯亮了会更美。

当大家沉浸在滕王阁夜色中时，忽闻乐声阵阵，原来是
《寻梦滕王阁》开演。伴随着声光电特效，滕王阁幻化成追
述历史的奇幻舞台。江西历代圣贤超越时空相聚滕王阁，
游客在观演中与先贤跨越千年对话。

晚上 8时 10分，记者来到演出现场。970个座位上有
630多名游客落座，按照现阶段景区接待人数不超过日最大
承载量 75%的规定，已接近满座。这也是近期上座率最高
的一次。

今年元旦公演以来，截至 3 月 22 日，《寻梦滕王阁》共
演出 61 场，观演人数 2 万余人次，平均每场 300 多人。开
演不久就有此成绩，已让不少人羡慕，但江西滕王阁文化
演艺发展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龚磊却不满足。他说，目前的
数据不能完全反映演出的真实水平。因为元旦以来，气温
低，雨水多，加上疫情防控的需要，上座率受到影响。观众
大多是自发而来的散客，景区目前正在与旅行社对接。他
颇有信心地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旅游演艺市场正
在逐步放开，加上我们对客源市场的开拓，相信上座率会
越来越高。”

这边演出尚未结束，那边夜游赣江的游轮准备出发
了。晚上9时，迎着习习江风，游轮离开码头。这是当晚开
出的第二趟游轮。这段时间，乘坐游轮的游客也多了起
来。

船行江上，赣江两岸流光溢彩。“滕王阁的夜景真漂亮，
在灯光映衬下，仿古风格的建筑给人以天上人间的视觉感
受。”高海龙从浙江台州到南昌出差，白天没时间，特意晚上
来看夜景。

游轮在宽阔的江面上缓缓驶过，快到南昌大桥时，与另
一艘返航游轮迎面相遇。两艘船甲板上都是游客，大家共
同观赏着一江两岸的夜景。

游轮返航靠岸，已是晚上 10时多，赣江两岸也逐渐安
静下来。滕王阁枕着江流渐渐睡去，再过几个小时，又将和
这座城市同时醒来，迎来更忙碌的日间开放。

白天日均入园人数，从2月份的2600人次，到3月初的
3400人次，再到3月中旬的4700人次，3月21日突破7000人
次……滕王阁夜色美，白天更精彩。

不夜滕王阁
本报记者 龚艳平

《寻梦滕王阁》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龚艳平摄

《外公的咖啡时光》在会昌上演。

从“三人行”到万人行
——从三个项目建设看会昌如何推进乡村振兴

刘兆春 本报记者 蔡超然 文/图

作为成功人士，百年后你的灵魂何处安放？会昌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一句话，在赖声川、王明
夫、池政阳三位会昌籍乡贤的心中，掀起了阵阵波澜。

赖声川，世界著名戏剧大师；王明夫，北京和君集团董事长；池政阳，深圳市前海中镇特色科
技集团控股股东。三位会昌乡贤可谓事业有成。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心中那股乡愁变得愈发
浓烈。面对乡村振兴澎湃的浪潮，面对会昌县党政领导满满的诚意，面对家乡父老炽热的期盼，
三位会昌乡贤毅然决定：回报家乡，助力会昌乡村振兴。于是，赖声川承诺：从2015年开始，连续
十年送一部戏回会昌演出，并帮助家乡培养戏剧人才。王明夫决定：投资30亿元在偏远的白鹅乡
梓坑村建设和君小镇。池政阳决定：投资11亿元打造小密花乡项目，助力会昌县乡村振兴试验区
建设。如今，每年的七八月间“看声川大戏”成了会昌一道亮丽的风景；和君小镇一期项目完工，
完成投入15.8亿元；小密乡乡村振兴试验区建设如火如荼地推进，现已撬动投资25.5亿元。

会昌县主要领导感慨地说，借助乡贤的力量推进乡村振兴，关键是要充分发挥乡贤的引领作
用，因势利导，善作善成，推动乡村振兴从“三人行”变万人行。

从 2015 年开始，每年七八月间，赖
声川和他的话剧《暗恋桃花源》《如梦
之梦》《外公的咖啡时光》等都会如约
在会昌和观众见面。这段时间，“看声
川大戏”成为众多游客奔赴会昌的赏
心悦目事。

近年来，会昌全面实施旅游旺县战
略，深度推进旅游融合发展。在开发风
景的同时，该县特别重视彰显文化的魅
力。成功邀请乡贤赖声川回乡演出，对
促进全县旅游业发展起到了明显的加成
作用。

赖声川回乡演出，不仅为一缕乡愁
而来，也为一腔感动而来。生于美国、长
在中国台湾的赖声川对于会昌的认识仅
停留在父辈的记忆与叙说中。2015 年
以来，赖声川走进会昌，发现会昌变化一
年比一年大，他由衷地感到高兴。特别
是会昌扎扎实实开展的脱贫攻坚行动，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来到文武坝镇贫困户曾赖洪、欧检
秀家走访慰问，看到扶贫干部常年在村
里帮助贫困户脱贫，赖声川甚为感动，发
自内心地称赞：“我以前知道辛苦，现在
才感受到是伟大的。”感动之余，赖声川
为家乡做点事情的念头更加强烈了。他
发起启动了“上海—会昌”家乡守护行动
双城文化技术人才培训计划，先后从会
昌挑选 53 名孩子到上海接受专业剧场
技术和文化课培训。并于 2019 年签约
赖声川 IP使用及艺术村运营项目，积极
参与会昌县“风景独好”小镇的戏剧艺术
村等文化旅游项目建设，打造集戏剧创
作、戏剧演出、人才培训基地。会昌县因
势利导，深入发掘县内红色文化、古色文
化、生态文化、客家文化等资源，推动旅
游业蓬勃发展。

“我们是百分之百怀着乡愁回乡投资的。
我们的初衷，是用好深圳等地先进的发展理念、
发展方式，助力小密乡打造一个10年内不会落后
于时代的会昌新农村模板。”小密花乡项目投资
人之一、池政阳的弟弟池东铭敞开心扉地说道。

2018年6月，会昌县启动以“中国花谷·小密
花乡”为主题的会昌县乡村振兴试验区建设，着
力引进池政阳等乡贤和其他客商参与其中，探
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

在吸收池政阳等乡贤的建议以及充分学
习、调研的基础上，试验区建设第一步全面改善
基础设施建设，采取 EPC 模式，修建了一条 8.4
公里的特色农业景观大道、一座大型休闲广场
和游客集散中心，重点对生活污水、生活垃圾、
电力和通信杆线等进行改造、治理，一个美丽、
整洁、干净的乡镇跃然眼前。

推进试验区建设，推动产业发展是根本。
借助池政阳回乡投资的契机，小密乡积极开展
以商招商，吸引10家企业落户，建设了杜鹃博览
园、三角梅主题公园、花海影视基地等，种植脐
橙 1.3 万亩，发展鲜切花、杜鹃花等花卉种植
2000亩，贝贝小南瓜等蔬菜种植 250亩，带动区
域内 1300多户村民参与试验区建设，人均月增
收2100元。

小密乡党委书记肖胜平深有感触地说，推
进乡村振兴迫切需要统筹推进产业可持续发
展，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夯实基层党组织堡垒，
促进“人”“钱”“地”等要素保障有机衔接。乡贤
池政阳回乡投资，不仅为试验区带来了资金，还
带来了先进的发展理念和模式，为试验区整体
规划、拉开框架、布局产业项目，以商招商提供
了宝贵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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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气息浓厚的中国花谷·小密花乡试验区。

秀美乡村耕读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