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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座名山都有自己的故事，井冈山

故事的底色无疑是红色。

90 多年前，以毛泽东、朱德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

农村革命根据地。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井冈山时期

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

的井冈山精神”。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

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

利——这片红土地上诞生的“精神密码”永

不褪色，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记者来到被

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的井冈山，追寻跨

越时空的精神之光。

一座没有围墙的红色博物馆

9 月 12 日上午，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

园 ，前 来 瞻 仰 的 游 客 排 起 了 长 队 ，安 静 有

序。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大家怀着敬意，拾

级而上，向先烈敬献花篮。

在这里，记者被一组数字震撼：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建立 2 年零 4 个月，红军牺牲 4.8
万余人，平均每天倒下 56 人，仅有 15744 人

留下姓名，被镌刻在陵园纪念堂的烈士英

名墙上。陵园吊唁大厅正中，竖立着一块

无名碑，纪念着 3万余名无名英雄。

在陵园，记者偶遇了来自四川省崇州

市委党校的陈思同。她被庄严肃穆的氛围

所感染，动容地说：“站在这片土地上，深刻

感 受 到 红 色 政 权 来 之 不 易 。 这 趟 红 色 之

旅，提醒我要牢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幸

福生活。党校要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

故事，做好党员干部培根铸魂的工作。”

“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毛主席住

在 茅 坪 村 的 八 角 楼 。 每 当 夜 幕 降 临 的 时

候，八角楼上的灯就亮了……”这盏见证了

革命历史的八角楼油灯，就收藏在井冈山

革命博物馆。

这是我国第一个地方性革命史类博物

馆，馆藏文物 3 万余件，珍贵文献资料和历

史图片 2 万余份。朱德的扁担、张子清的小

皮箱……陈列在这里的革命文物，无声胜

有声，成为回顾峥嵘岁月、感悟伟大精神的

窗口。“最忙的时候，一天讲 7 场，全馆单日

接待人数达 2.2 万人。”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讲解员张琼瑾说。

英雄、光荣的井冈山，是一座没有围墙

的红色博物馆，革命文物等级高、分布广、

类型丰富、保存良好，井冈山实现了由抢救

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转变、由本体保护向

周边生态环境保护转变、由单点保护向连

线成片保护转变、由修复修缮向数字化保

护转变，井冈山也成为江西首批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示范县。近年来，每年平均有超

百万人慕名来到这里。

党建引领闯新路

从地理上看，东上乡位置较偏，属于井

冈山的“大西北”，面积大，森林覆盖率高，

乡镇干部日常工作任务相对较重。

乡域面积广，那就打破村庄界限共谋

发展；森林覆盖率高，那就集中优势土地和

山场资源，规模化发展优质项目。东上乡

以党建引领，打造以瑶前村为中心，辐射周

围 7 个村的“四核莲心”党建联合体，促进各

村土地、人力等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抱团

发展。

“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井冈山精神，敢闯

新 路 ，才 有 可 能 把 工 作 做 好 ，促 进 经 济 发

展，让群众满意。”东上乡党委书记崔凯说。

走进瑶前村，让人眼前一亮：道路宽广

平整，路灯错落有致，村民文化广场功能齐

全，篮球场、群众大舞台、儿童乐园等设施

一应俱全。

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驻东上乡瑶前

村第一书记谢建辉，指着远处的白莲和油

茶种植基地介绍，“四核莲心”党建联合体

把各村闲置的土地、鱼塘和村庄周边的边

角 料 土 地 统 筹 起 来 ，自 主 发 展 特 色 农 业 。

目前，瑶前村 400 亩立体种养基地、东上村

300 亩油茶养鹅基地、席塘村 100 亩水产养

殖基地、桥头村 300 亩白莲基地、浆山村 400
亩脐橙基地等已全部建成，“四核莲心”党

建联合体的产业发展已初步形成规模。

改变，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瑶前村

村民谢秋文说：“党建联合体根据白莲、脐

橙、油茶等用工时间差异，来调配各村劳动

力，做一天工拿一天收入。”这种分配方式

合理避开农忙时间，保障各个产业基地有

工可用，带动联合体内 300 余名群众实现家

门口就业。

来到位于东上村的爱心公寓，一幢幢

新居整齐排列，宽敞整洁的道路贯通小区，

屋后是一排排鸡舍、一块块菜地和立体种

养基地。“田园生活、社区享受”，在这里成

真。这里是井冈山市规模最大的易地帮扶

搬迁集中安置点，占地面积 10 亩，共有移民

搬 迁 户 43 户 162 人 ，其 中 脱 贫 户 36 户

121人。

爱心公寓的居民来自 6 个行政村，管理

难度比较大。爱心公寓成立了党支部，并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成立了业主委员会和

志愿者服务队，建立了爱心公寓小区的长

效管护机制。“我家楼层高水压小，向业委

会反映后，很快相关部门就过来加了增压

泵，把问题解决了。”68岁的居民叶从友说。

端起“生态碗”，吃上“旅游饭”

初秋时节，记者来到神山村，溪水穿村

而过，凉风习习，体感舒适，吸引众多外地

游客来这里打卡。

“进来喝杯茶。”站在村口，远远就能听

到村民彭德良在招呼游客。跨进挂着“井

冈红”牌匾的农家小店，接过茶水，抿上几

口，听彭德良绘声绘色地介绍井冈山茶的

故事和制作工艺，临走前再买上几包本地

茶作为伴手礼。

在神山村，几乎家家户户种茶、黄桃。

黄桃干、黄桃罐头、黄桃果汁等特色产品摆

上当地商店的橱窗，销往全国各地。“黄桃带

动全村村民致富。”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

阳介绍，全村共有 460 亩黄桃园和 200 亩茶

园，通过入股合作社的方式，实现了户户有

股份，人人可务工，日子越过越甜。

近 年 来 ，神 山 村 不 少 村 民 端 起“ 生 态

碗”，吃上“旅游饭”。赖市香是村里较早

一批试水的村民，她经营的“锦福农家”民

宿，共两层 8 个房间。“今年暑假，从南昌来

的一家人住了整整两个月，特别喜欢这里

的 安 静 和 舒 适 ，跟 我 说 回 去 后 都 不 习 惯

了。”赖市香一边说，一边展示手机里的聊

天信息。

如今，神山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特色

种植等产业，村民收入显著增加。2023 年，

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3 万元，是 2015
年的近 11倍。

井冈山市依托红色资源大力发展全域

旅游，重点打造了 29 个“红色名村”和 13 条

红色精品线路，持续引导群众融入旅游产

业发展，旅游业带动全市四分之一的人口

就业。重点打造毛竹、果业种植加工等产

业，建起了电商直播间，推动“井冈好物”特

色农产品走向全国，联农带农富民产业综

合产值超 10亿元。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记者沿山路而

下，火炬造型的“星火相传”主题雕塑，在夜

色的衬托下更加绚丽夺目。穿越时空，井冈

山精神如同那永不熄灭的火炬，在新时代新

征程上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9月的西柏坡，风清气爽，游人如织。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西柏坡纪念馆广场

上，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争相在几个醒目大字——“新

中国从这里走来”前合影留念。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

内，人潮涌动，一批批游客在这里参观学习，重温伟大

精神，汲取前行力量。

沿着中共中央旧址西侧的小坡往下走，就是西柏

坡村的主街。街道干净整洁，家家户户白墙青瓦。闫

青海老人是村里为数不多依然健在的历史亲历者。他

的院子里摆放着一个石碾子。“这个石碾子，是个念想，

更是个见证。”闫青海用扫帚轻轻扫去上面的几片落

叶，讲述起自己被董必武救下的故事。

1947 年 5 月，中共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董必武夫

妇住进了闫青海家的老院子。那年秋天，年幼的闫青

海得了重病，奄奄一息。闫青海说，是董必武夫妇路过

发现后，将他及时送到了中央机关医院救治，这才保住

他一条命。

“是共产党救了我啊！”闫青海哽咽道。多年来，他

一直提醒自己，要艰苦奋斗，带头致富，把西柏坡精神

发扬好，才能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的救命之恩。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改变守着三分薄田靠天吃饭

的窘困生活，身为村干部的闫青海，发动村里的壮劳力

一起到石家庄当煤炭装卸工。1981 年，他靠着从北京

批发布匹回来售卖，赚到了“第一桶金”。两年之后，他

买回了一艘二手游船，在岗南水库搞起了旅游。上世

纪 90年代初，他又牵头组建了西柏坡水上旅游公司，带

领村民发家致富。在他的带动下，村里吃上“旅游饭”

的农户越来越多。

新 的 赶 考 路 上 ，西 柏 坡 的 奋 斗 故 事 每 天 都 在 更

新。在西柏坡红色旅游产业带动下，周边村庄也在党

建引领下，加速在乡村振兴道路上奔跑。

“和西柏坡村一样，北庄村也是岗南水库移民村。

我 们 村 最 大 的 优 势 是 靠 近 西 柏 坡 景 区 核 心 区 ，要 以

‘红’带‘绿’，让绿水青山变成带动群众致富的金山银

山。”北庄村党支部书记封红卷说，近年来，北庄村干部

群众团结一心抓产业，村集体年收入超过 100万元。

金秋九月，走进井冈山市东上乡

东 上 村 的 五 星 级 示 范 蜂 场 ，繁 花 丛

中蜜蜂嗡嗡飞舞。

30 余个蓝色的智能蜂箱间，江西

农业大学蜜蜂研究所的研究生曾青

和何升洋身着防蜂服，正在对智能化

养蜂系统进行现场调试。

“这些新投入的智能蜂箱，全部

安装了光伏发电板、传感器等设备，

蜂箱内部温度偏高，箱门就会自动打

开，温度低了则自动关闭，蜂农可以

用手机实时监控蜂箱温湿度、蜂群密

度等信息。”曾青告诉记者，江西农业

大学蜜蜂研究所研制的智能养蜂系

统，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在江

西全省设点，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直

观看到每个蜂巢的实时情况。

在井冈山这片革命老区，拥有多

年养蜂基础的东上乡，养蜂产业“插

上了科技的翅膀”。东上乡党委书记

崔凯介绍，乡里养蜂有天然的优势，

在成立养蜂基地之前，村民们自己也

会养蜜蜂，其中不乏专职养蜂户。同

时，东上乡生态环境好，森林覆盖率

高达 87.1%，再加上政府的支持和科

研的力量，让这里可以大力发展养蜂

产业。

东上村农户刘自明从小就接触

蜜蜂养殖，2009 年开始专业养蜂。提

起智能养蜂，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今天，江西农业大学和省养蜂研究

所的工作人员特地赶来，对新型智能

蜂箱进行调试，以后，我们养蜂要轻

松得多。”刘自明说，以前都是小规模

养蜂，最多几十箱，现在已经发展到

300 多箱。有了政府大力扶持，请来

专家指导，养蜂技术越来越好，蜂蜜

品质提高了。

不 仅 蜜 蜂 从“ 平 房 ”搬 进 了“ 别

墅”，蜂农的收入也比以往高了一个

台 阶 。“ 我 们 这 里 生 态 环 境 好 ，绝 大

部分是自然采蜜，品质虽好，但走不

出 大 山 ，销 路 和 价 格 都 成 问 题 。 现

在 ，有‘ 拾 野 山 蜜 ’给 我 们 技 术 指 导

和产品回购，蜂蜜能够卖到大城市，

影 响 力 也 大 了 。”刘 自 明 表 示 ，行 情

好 的 话 ，一 箱 蜂 蜜 最 高 可 以 卖 到

1000 元。

“拾野山蜜”是东上乡近年引进

的蜂蜜加工企业——井冈山市拾野

山蜜发展有限公司。谈到智能蜂箱

的“ 妙 用 ”，公 司 负 责 人 易 伟 深 有 体

会，“智能蜂箱信息一目了然，养蜂师

傅能够依据准确的信息进行判断，大

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眼下，蜜蜂正处于秋繁阶段，需

要舒适的环境繁殖和过冬，来年东上

乡的“甜蜜”产业将迎来新的发展。

当 清 晨 的 第 一 缕 阳 光 照 在 宝 塔 山

上，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苏丽娜开

始了一天的工作：“请大家戴好耳机，排

成两队，开启我们的参观之旅。”每天，她

都要接待近 10拨游客。

“来延安，一次绝对看不够！”9 月 11
日上午，来自西安的老党员张利超再次

踏上这片红色热土，眼前的景象让他感

慨不已。“1994 年我第一次到延安，印象

中不过‘中间一道河，两边小商店’。这

次 来 ，变 化 太 大 了 ，延 河 两 岸 高 楼 林

立。登顶巍峨宝塔山，沿途的路更加开

阔，远眺延安，青山环绕，黄土高坡已无

迹可寻。”

在陕西省延安市，驾车从延安市区

一路向南，仿佛驶进了蜿蜒的绿色生态

长廊。穿过横跨公路的“稻香门”雕塑，

南泥湾便映入眼帘。时值水稻成熟期，

置身南泥湾千亩稻田，呼吸之间都是稻

米香。

如今的南泥湾，路成网、水成系，路

路相通、渠渠相连，不仅是“陕北的好江

南”，更是生态综合治理和区域高质量发

展的写照。沿着公路从西往东，千亩稻

田不远处就是南泥湾国家湿地公园。在

陕北干旱、半干旱地区中，南泥湾湿地系

统尤为珍贵，是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与湿

地生态系统恢复的典型。

在甘泉县城南 15 公里处洛河沿岸的

川口，有个名为象鼻子湾的小村庄。一

排排光伏板下，是一座座香菇大棚，里面

摆满了排列整齐的菌棒，种植大户刘勇

和工人们正在忙碌。再过两个多月，这

里 出 产 的 肥 硕 香 菇 ，将 出 口 至 东 南 亚

一带。

“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让人

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矢志不渝的奋斗目

标。”象鼻子湾村驻村干部雷凯说，2020
年，为实现光伏板下土地的二次利用，村

里整合各类资金 536 万元，建成大棚 33
座，引进了甘泉新苗菌蔬农民专业合作

社，形成了菌种研发、菌棒制作、产品保

鲜、烘干仓储、加工包装、品牌销售为一

体的全产业链条，实现村集体增收 19.5
万元。

延安时期，我们党提出全心全意为

人 民 服 务 的 根 本 宗 旨 并 写 入 党 章 。 今

天，革命老区用好自身资源优势，大力发

展 特 色 产 业 ，让 老 乡 们 的 生 活 越 过 越

红火。

光耀宝塔，
延安逐梦“绿富美”

大众新闻·大众日报记者 于新悦 朱子钰

走 进 山 东 省 临 沂 市 临 沂 现 代 物 流

城，有一家企业格外亮眼，山东新明辉安

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明辉），只

用了 20 多年，就从一家劳保市场的个体

户 ，成 长 为 年 营 收 37 亿 元 的 劳 保 行 业

“独角兽”。

9 月 10 日上午，在新明辉的智慧云仓

内，上万种劳保用品正在储存转运。在一

堆货物前，仓库经理陈福涛举起手中的扫

码枪，对准托盘上的二维码一扫，品名、数

量、入库时间等货物信息一览无遗。“这个

二维码就是货物的身份证，借助我们的智

慧仓储管理系统，货物从入库到出库可以

实现高度自动化，分拣发货的错误率大幅

降低。”他介绍。

陈福涛在新明辉已供职 10 余年，从

库管学徒一直干到仓库经理。据他回忆，

搬到这座智慧云仓之前，管理货物出入库

信息登记在一册厚厚的账本，为了方便后

期快速分拣货物，还需要记住不同货物的

存储位置，库管工作劳心又劳力。

此后几年，新明辉开始向电商领域转

型，逐渐搭建起全国最大的劳保用品垂直

电商平台，陈福涛需要管理的货品种类，

也从几百个迅速增长到上万个。“面对这

种规模的库管工作量，再好的脑子、再厚

的账本也不好使了，建设智慧云仓项目就

提上了公司日程。”他告诉记者，如今手中

的扫码枪，就是他的新账本。

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批临沂人从零开

始跑物流，艰苦创业，奋力拼搏。临沂也

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市场集群、重要的物

流 周 转 中 心 ，被 誉 为“ 中 国 物 流 之 都 ”。

2023 年，全市实现市场交易额 6126 亿元，

物流总额 9334亿元。

现代物流业的快速发展，正是沂蒙老

区阔步新时代的一个缩影。“革命老区是

我们党践行初心使命的最早承载地，绝不

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新时代的革命老

区，不仅是红色的，更是多姿多彩的；不仅

是传统的，更是时尚繁荣的；不仅是致敬

历史的，更是意气风发的、走向未来的。”

临沂市委书记任刚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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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上，
“甜蜜”产业更甜蜜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 幸 大众新闻·大众日报记者 刘姝彤 赵 琳

沂蒙老区，
崛起现代物流业

大众新闻·大众日报记者 纪 伟 杜辉升 张九龙

赶考路上，奋斗从未停歇
大众新闻·大众日报记者 刘笑笑 梁 雯

延安宝塔山航拍图。

大众新闻记者 毕 胜摄

9 月 10 日拍摄的西柏坡纪念馆。

大众新闻记者 王培珂摄

临沂市主城区航拍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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