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近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红宫红场旧址纪

念馆，旧址及周边街道墙面都是鲜艳的红色，一

片火热扑面而来。

1927 年 11 月，陆丰、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

会召开，宣告两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当时海丰县

便把会场外墙刷成红色，内壁用红布覆盖，以示

红色政权。

海陆丰革命老区是我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

政权诞生地。在这里，“敢为人先、依靠群众、敢

于斗争、无私奉献”的海陆丰革命精神，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老区人民砥砺前行、奋勇拼搏。厚重的

红色历史，凝聚起矢志发展的磅礴力量，助力老

区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传承红色基因，干事创业
劲头更足

“明天重新开馆，已经有几家单位预约前来瞻

仰学习了，大家务必把海陆丰革命故事和精神讲

深讲透。”4 月 8 日上午，因为疫情防控闭馆多日的

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正在做开馆前最后的准备工

作，馆长陈火金召集讲解员布置第二天的任务。

讲解员林雁冰说，近年来，干部群众纷纷前

来纪念馆开展红色教育活动，设在纪念馆内的新

时代红色文化讲堂每年要举办 400 多场活动，

“最多时，我一天要讲解 10 多场”。

在海陆丰革命老区，各地着力用好用活丰富

的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以革命精神提振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拥有 517 处革命遗址、8 个省定“红色村”的

汕尾，经过全面梳理、整合、提升，精选出 23 个党

史学习教育现场教学基地和 10 条红色文化研学

精品线路，组织干部群众在“红色之旅”中学习党

史。此外还组建多支红色故事宣讲队和“红色文

化轻骑兵”，打磨一批红色题材文艺作品，用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红色故事。揭阳市精选推

出汾水战役烈士陵园等 12 个革命传统现场教学

点，通过红色讲堂、流动党课、互动体验等形式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汕头则推出“红色城旅”活动，

让诸多红色革命遗址遗迹和历史展馆变身为教

育基地。

革命先辈们的精神，化作干事创业的热情，

激励着海陆丰革命老区的干部群众。

走进陆丰市城东镇磨海村枸杞种植基地，镇

党委书记林坤炼正在查看荒地复耕工作进展。

一年多前，这里还是杂草丛生的撂荒地。城东镇

积极探索，将农户承包地通过“委托流转经营”的

模式实现土地集约化，全镇 3000 多亩撂荒地变

成了良田。今年 1 月，在汕尾市镇街党（工）委书

记工作交流会上，林坤炼上台分享，城东镇的经

验在全市推广。

在有“东江红都”之称的惠州市惠东县高潭

镇，中洞村党总支书记江明坤正带着村民规划环

村旅游路线。近年来，中洞村修缮革命旧址，兴

建旅游观光基础设施，打造“红军宿营地”等红色

研学项目，将村庄变成红色旅游景点。

“一天当做三天用、一人顶着三人干”“快人

一拍、先人一步、胜人一筹”……行走在汕尾街

头，醒目的标语随处可见，彰显着拼搏进取的

姿态。

传播红色文化，乡村振兴
动力更强

青山如黛，溪水潺潺。红色文化壁画长廊

前，游客三五成群拍照留念，孩子们在彩虹滑梯

上快乐玩耍。走进汕尾市陆河县河口镇北中村，

仿佛来到了一个园林景区。

北中村党总支书记朱秋岸说，就在 5 年前，

这个山旮旯的村庄还是一个不通硬化路、没有手

机信号的省定贫困村，年轻村民纷纷外出打工。

北中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

“我们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挖掘保护，对全

村民居外立面进行统一改造，还开展雨污分流、

道路硬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红色文旅产

业。”朱秋岸说，北中村内有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

重要地下交通站、游击队训练场以及多个农会旧

址，全村登记在册的革命烈士有 14 名。

昔日藏在深山的红色文化资源，如今变成了

乡村振兴的新引擎，越来越多的村民在景区开起

了便利店、农家乐等。随着旅游的兴起，同样藏

在深山的沉香木也成了北中村的新招牌。北中

村将沉香产业定为“一村一品”产业，引入多家农

林企业，形成集育苗、种植、生产、销售为一体的

沉香产业链，支持村民广泛种植沉香，让村民吃

上了“生态饭”。

在海陆丰革命老区，越来越多的村庄挖掘保

护红色文化资源，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绘就

一幅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霞 光 洒 蚝 田 ，白 鹭 舞 翩 跹 ，白 墙 蓝 瓦 屋 舍

俨然……傍晚时分，走进汕尾市城区红草镇晨

洲村，便如同走进了画里。“我们以生态立村，

把环境整治与标准化水产养殖相结合，目前全

村 蚝 田 面 积 1.8 万 亩 ，产 值 突 破 4.6 亿 元 ，年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超 过 5 万 元 。”晨 洲 村 第 一 书 记

吴东就说。

在海丰县海城镇莲花村，3000 亩翠绿茶园

一望无际。村民温芬在莲花山茶展示厅擂茶摊

打工。“周末游客多时，一天收入能有 300 多元。”

她说。

在揭阳普宁市大南山街道什石洋村，10 余

处革命遗址串成一条红色旅游线路，引来不少游

客。“我们走红色文旅之路，村里发展蒸蒸日上。”

什石洋村党总支书记蔡育彬说。

一个个“红色村”变成旅游地，一条条生态农

业带变成观光带，杂草荒地变成休闲公园……老

区人民在乡村振兴的勃勃生机中奔向更美好的

未来。

优化营商环境，高质量
发展路更畅

面朝蔚蓝大海，6 家企业的制造基地一字排

开，高高的龙门吊和成排的 80 米长海上风机叶

片引人注目。在位于陆丰市碣石镇的汕尾海洋

工程基地，项目建设施工正忙，风电机配件生产

线高效运转。

基地由汕尾临港工业园开发公司运营，该公

司董事长刘荣涛介绍，短短 3 年时间，这里已建

成规模大、配套全的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全产业链

某村民“家庭矛盾纠纷已妥善调解”

“综合市场有一孩童与家人走散，网格员已

前往帮助”……在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东

海镇乌坎村“民情地图”联勤指挥中心，大

屏幕上不断弹出不同事情的处置信息。

“使用‘民情地图’，村民、网格员和村

委干部可以随时沟通村务，反映和解决问

题。”乌坎村“民情地图”联勤指挥中心专员

孙奇林说，以“民情地图”为抓手，汕尾市推

动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汇集了当地 31 个

党政部门 351 类数据，初步建成“人、事、

地、物、组织”的数据库。

去 年 以 来 ，汕 尾 市 创 新 构 建 横 向 为

“镇、村、组”、纵向为“大数据+网格化+群

众路线”的“田字型”基层治理体系。网格

员深入基层排查安全隐患、化解矛盾纠纷、

宣传政策法规，使社会治理更加精细化、为

民服务更加精准化。

汕尾市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

移。建立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实现村民小

组党组织全覆盖，向重点村派驻第一书记

整顿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切实发挥党

组织的引领带动作用。全市 800 多名镇街

干部全脱产驻村，5000 多名村社干部下沉

到网格，5 万多名基层党员为群众排忧解

难。汕尾市绝大部分村、社区，成立了由老

党员、退休干部等组成的红白事理事会、志

愿者服务队等，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在 系 列“ 组 合 拳 ”的 作 用 下 ，汕 尾 市

基 层 治 理 水 平 不 断 提 升 ，许 多 矛 盾 纠 纷

被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实现小

事 不 出 村 、大 事 不 出

镇 、矛 盾 不 上 交 、服 务

不缺位。

广东省汕尾市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民情地图” 善治赢得民心
晚上，广东省海丰县可塘镇珠宝交易市

场直播基地灯火通明。坐在摄影灯前，商户

张立波拿起一串南红玛瑙手链，开始向网友

推介。去年 3 月，他入驻直播基地，现在每

个月能销售 200 万元以上，是之前销售额的

5 倍左右。

可塘是彩色宝石加工专业镇，登记注册

的珠宝首饰加工和销售企业商户有 4800 多

家，其中生产加工厂有 2100 多家，年产值达

50 亿元。

近年来，各大电商直播基地相继在可塘

镇落户，像张立波一样尝到直播带货甜头的

商户，在可塘有上千家。

为了让新业态健康发展，可塘镇政府协

调引入了电信 5G 网络，

在直播基地设立了党群

服务中心，开设了人社、

税务、营业执照办理等服务窗口，同时指导

直播基地采用严格的商家和商品管理机制，

加强电商直播业务的质量监管。在珠宝交

易市场直播基地，广东省珠宝玉石及贵金属

检测中心等质检机构已经入驻，为商品检测

提供保障。

业内人士估计，可塘镇的珠宝有一半是

靠直播电商销售的。去年，可塘镇珠宝电商

直播销售额达 11.95 亿元，同比增长 241%。

眼下，可塘镇正在谋划借助电商带来的

发展机遇，将散在民居里的珠宝加工小作坊

集聚至标准化厂房。“可塘镇有 90%以上的

珠宝加工是家庭作坊式的，不仅存在污染风

险和监管难题，而且也不利于走品牌化之

路”。可塘镇镇长何义权说，目前已有企业

愿意承接标准化厂房项目，未来可塘“彩宝

之乡”的招牌将愈发闪亮。

广东省海丰县可塘镇发展珠宝产业——

“彩宝之乡” 插上电商翅膀

■喜看老区新变化R

走进海陆丰革命老区，常听干部说

两句话：“跳出汕尾看汕尾、跳出汕尾发

展汕尾”“一天当做三天用、一人顶着三

人干”，折射出当地干部时不我待的紧迫

感、矢志发展的使命感。

干部作风，关乎工作成效、事业成

败。在广东汕尾陆河高新技术开发区，

一位干部说：“干事创业不能有‘躺平’心

态，否则如何告慰革命先烈？”这代表了

不少干部的心声。近年来在海陆丰，比

学赶超的氛围浓厚，想干事、能干事、干

成事的干部不断涌现。营商环境日益

优化，城乡面貌日新月异，民生福祉持续

改善……这些发展成就，很大程度上有

赖于党员干部焕然一新的精气神。

如 何 打 牢 思 想 根 基 ，不 断 改 进 作

风？当地干部群众都说，这离不开红色

文化的引领。近年来，汕尾大力弘扬红

色文化，用好用活红色资源。精心打造

10 条红色文化研学精品线路，组织党员

干部到红色旧址、纪念馆回顾革命历史，

到金厢滩、下埔村追寻先辈足迹，到激石

溪革命根据地先烈纪念园感悟信仰伟力

……以红色文化滋养人，以红色精神激

发人，老区干部在思想上深受教育，行动

上更有劲头。代代相传的红色故事、植

根心灵的红色基因，激发出党员干部继

往开来、拼搏进取的力量。

用好红色资源，是为了实干奋进；赓续红色血脉，是为了

开创新篇。陆河县北中村曾是贫困村，村党总支书记朱秋岸

带领群众修缮三溪地下交通站、红二师红一团训练场等革命

遗址，把村庄改造成红色文化体验游景点，同时积极发展特色

产业，把北中村建设成了富裕村。实践证明，用好红色资源，

充分激发干部群众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发有为的拼搏姿态，

才能更好书写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

使命在心，责任在肩。一名干部说：“发扬老区精神，将初

心使命融入血脉、铸入灵魂，才能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满意

答卷。”从红色文化中不断汲取营养，让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

薪火相传，必能更好激励人们砥砺前行、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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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去年产值突破了 400 亿元。

拥有 455.2 公里海岸线，毗邻粤港澳大湾

区核心地带，汕尾大力推进海上风电产业布

局：“十四五”期间，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1950 万千瓦，连同核电和抽水蓄能电站，形

成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电力能源基地。

在明阳智能海上风电产业园风机制造

车间，工人们正在对一批即将出厂的风机主

机做最后的检测。“我们的生产线正处于满

负 荷 运 转 状 态 ，一 季 度 产 值 同 比 增 长

12.3%。”明阳智能集团汕尾区域总经理柏建

中说。

明阳智能海上风电产业园从开工建设到

首台产品下线，只用了半年时间。“政府对企

业 诉 求 非 常 重 视 ，企 业 有 问 题 随 时 帮 助 解

决。”柏建中说，当地干部不仅在项目审批上

帮“跑腿”，起初电网没有架设入园时，还帮助

协调供电局拉专线供电。企业招工出现难题

时，陆丰市各乡镇集体动员，帮助企业招到

1200 名工人。

在陆河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弈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说：“以前是企业跑来跑去

找政府部门办事，现在是干部帮着跑、助力企

业办。”

走进汕尾市政务服务中心，“最多跑一

次，服务零距离”等标语挂在最醒目的位置，

“一站式”申报审批、“帮办代办”制度等举措

陆续出台。在省市联建新模式下，汕尾数字

政府“放管服”创新成效显著，民生事项和企

业事项网上可办率达 98%以上。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信利、比亚迪、中广

核、天能重工、康佳等企业纷纷落户，一批产

值超百亿元的大项目推动先进制造业产业链

条不断延伸，海陆丰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之

路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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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华裕农业蔬菜基地，菜农正在采收。

王美燕摄（影像中国）

图②：广东省陆丰市大安石寨古村落。 林辉明摄（人民视觉）

图③：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金潮大桥。 影像中国

图④：广东省汕尾市，渔船停靠在岸边。 叶子尤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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