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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助力广陵区乡村振兴开发 

现状与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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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成为中央农村政策的关键词，乡村的发展和振兴逐渐成为新

的时代热点。推进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必须坚持党建引领。目前，农村党建领域的典型不够多、品牌不够亮、发

展动力不够强等问题，仍是短板弱项。本文以扬州市广陵区“环洲一号线党建示范带—沿江三镇串点成线、联动发

展”为研究对象，分析和探索党建引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径，以“红色文化标识”“音乐公路”为切入点，进

行红色文化视觉设计助力乡村振兴实证研究。 

【关键词】：红色文化 助力 乡村振兴 乡村旅游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扬州，自古就是一座水城。揆诸史乘，扬州应水而生，缘水而兴。《尚书.禹贡》将天下剖分“九州”,其中位于淮河与东海

之间的广袤地域，谓之扬州。扬州城东南角，有三个乡镇——头桥、李典、沙头。从地貌上讲它是沿江平原的一部分，三镇由长

江泥沙冲击形成，也被本地人习惯性称为“北洲三镇”。北洲地形独特，四面环水、南依长江、北傍小夹江、东临夹江，西靠京

杭大运河，三镇大江大河环绕，圩内河道纵横、水网密布，自然生态、水工建筑、人文历史资源丰沛。在这块土地上，50 年代

前曾有过一望无际的“芦苇荡”,是新四军长江游击队活动的天然屏障，1943年 3月曾任“敌后武工队”“长江游击队”大队长

的朱秀清在此就被任命为北洲区区委书记。本文紧扣“环洲一号线党建示范带”整体建设的目标，从视觉设计视角结合党建引

领、乡村振兴等跨界融合，结合新时代大众审美品位和实际需求导向，对广陵区乡村振兴的方法进行研究与分析，通过打造乡野

环道的“网红打卡地”,全力构建乡村红色文化生态圈等方法实施，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1 广陵区三个北洲小镇开发现状 

1.1聚焦环境提升，加快补齐道路基础设施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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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自驾出行占比增加给公路供给和管理带来新挑战。针对自驾游、短途游、周边游等疫情期间主要的出游方式，

应加强景区配套设施供给，进一步完善道路基础设施。广陵区三个北洲小镇，即沙头镇、李典镇、头桥镇，每个镇各有特色产业。

这三镇原先只有一条沿江高等级公路贯穿东西，那些不靠公路的村庄村民，从一个乡镇到另一个乡镇，常常要“兜圈子”。为改

善村民出行条件，加速地区融合发展，2020 年 7 月，广陵区环洲“1 号公路”开工建设，新建的环洲一号公路，使交通更加便

捷。 

通江路的两侧随处可见的彩钢瓦工棚早就不见踪迹，彩色沥青路宽阔平坦而不颠簸，“拆违、拆破、拆烂”之后，同步建起

的还有农民游园、健身广场、彩虹大道等设施，游人可以尽情享受“水驿春回、柳绿江南岸”的旎旖风光。 

1.2做强生态旅游，拉近城乡距离 

农，天下之大本也。基层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解决，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农业现

代化建设的成功与否，关系着农村居民安居乐业与否。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 

李典镇的农户庭院美，瓜果飘香!庭院里，一年四季景色迷人，成熟的石榴挂满了枝头，压得树枝弯了腰，翠绿的丝瓜藤随

风起舞，美不胜收。推看一户院子门，地里的青椒、茄子、番茄、青菜，红红绿绿黄黄紫紫，小菜园的菜真好看。近两年，广陵

区发动北洲三镇村民自发整治房前屋后，清除垃圾，通过优化生产生活的生态空间，改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素朴恬静又有烟

火气息的江村庭院风景更是引来不少城里人驻足，一幅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徐徐铺开。 

沙头镇更是农业“蔬菜基地”,其沿江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核心区正加紧建设总面积超 3万平方米的新一代高标准玻璃温室

大棚，这些大棚可实现无人值守的自动生产，农民只需在温床上播种，洒水、施肥、温控等植物生长周期的全部环节完全交给物

联网设备自动完成，让农业科技创新，引领乡村振兴。 

2 党建示范带红色文化视觉设计 

2.1点亮服务中心，筑牢红色阵地 

党群服务中心是基层党组织凝聚群众、服务群众、发动群众的前沿阵地。村级党群服务中心是乡村党建的主阵地，更是联系、

组织、服务群众，促进乡村发展的“桥头堡”。集党建活动、村级事务、日间照料、文化娱乐等于一体的村级党群服务中心已成

为村民喜爱的“会客厅”。环洲一号线党建示范带串联了“三星村党群服务中心”“沿江渔文化研学基地”“恒润钢铁红炉政

治生活馆”“新坝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庆丰村党群服务中心”“田桥村党群服务中心”等红色阵地，通过醒目的党建文化主

题标牌设计，点亮党徽、照亮民心。 

以红色文化为内核，以绿色旅游委依托，以休闲娱乐形式为开发理念，将绿色景区、休闲娱乐和红色文化三者相结合，这样

既丰富了游客旅游内容，又潜移默化地扩大了红色阵地的影响力，使游客更亲近红色文化，也实现了红色文化的爱国主义教育功

能。 

2.2分类红色阵地，融入数字媒体艺术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维、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发生着极大的改变。数字媒体迎来了极佳的发展机遇，得到

了普遍的应用，其在满足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需求下，将个性化、多元化需求融入其中，使产业集群与传统文化在先进科学技术的

推动下实现有机融合，进一步推动了“党建+技术”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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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恒润钢铁红炉政治生活馆等特色红色阵地，通过应用现代视觉艺术，将数字媒体和红色文化宣传相结合，将其成视觉化，

通过视觉渲染完成“视觉感染—大众传播—价值认同”这一心理引导，让观赏者有革命精神的感染力和带入感，使其在视觉设

计的新奇中停下脚步，观看革命历史，从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达到教育意义。对于亲子游的家庭而言，家长陪同孩子一起参观，

在家长的引导和宣讲下，使新生代更易接受红色文化的侵染。 

3 党建示范带助力乡村振兴的策略分析 

3.1通过视觉设计感观应用，塑造“环洲一号线”党建示范带独特品牌 

疫情，让中国文旅业遭遇“生死劫”,2022 年 4月，国家卫健委更是在“五一”倡导本地游、周边游。可以预见：一是疫情

后，利用周末 1-2天的本地游和周边游快速崛起。这类景区因为路程短、时间可控，消费过程轻松便捷，将成为疫情过后最先恢

复、回暖的地方；二是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和“美好生活”建设，自然类观光游率率先回暖，乡村度假游、康养旅游

持续增长。疫情改变了人们对文旅产品的选择，人们更多的选择有体验性、有参与度“真正的度假”,美丽乡村建设，吸引了大

批孩子和家长走进乡村，亲近自然，体验农耕、采摘等劳动乐趣；而不是来回穿梭、走马观花式的观光，以全家(老中少)三代为

单位的出游比例大幅提升。 

想要打响红色文化旅，就需要思考如何塑造独特的红色文化品牌形象。广陵区通过全国范围征集环洲一号线党建示范带形

象标识 IP设计，点燃“红色引擎”,此环洲一号线标识将运用于媒体宣传推介、对外招商、会议展览，以及适合名片、信函、宣

传纪念品、徽章等红色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中，通过现代视觉设计文旅升级，跨界融合打造“红色+亲民”品牌游。 

为了丰富游客的驾驶体验，广陵区环洲一号公路的沙头段打造了国内首条带伴奏音的音乐公路，当汽车以 35 至 40 公里每

小时的速度匀速驶过时，就会听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两段不同的美妙旋律。中国红色音乐

是中国红色文化与中国音乐双向选择的结果。中国红色文化的传播需要音乐艺术形式，而中国音乐同样需要中国红色文化的精

神能量。其创造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这一中国红色音乐共同体，他们是中国红色音乐的创作者、承载者、传

播者与受益者。对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情感归属、代际传承与中国红色音乐共同体的建构具有积极意义。音乐公路既可以作为红

色党建示范带，推进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宣传沙头镇当地特色农业产业，吸引游客前去体验、“打卡”,有力推动环洲一号公

路的交通、旅游、产业一体化的区域全局性旅游发展战略，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3.2实现城乡深度融合，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城市与乡村始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融合体，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过程就是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过程。现在，多元、

跨界发展成为各个旅游业的主旋律和风向标，中国旅游业进入了新阶段，未来旅游业线上线下融合、OTA 与传统企业竞争加剧。

旅游产业的多元和跨界融合，将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进行融合交叉，相互渗透，从而形成新的产业体系。 

这里人杰地灵，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是个十足的“鱼米之乡”。通过环洲一号线党建示范带建设，助提产业发展“加速

度”。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注重挖掘乡村红色故事、红色基地等资源，培塑特色乡土文化，创作一批脍炙人口的红色文化

作品，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红色家园”创建行动，鼓励农民群众主动参与“家前屋后”环境提升

工程，分批、分时、分类建设一批“小菜园”“小花园”“小果园”“小鱼塘”,打造一批小微“红色主题公园”“生态广场廊

道”等，全力构建乡村红色文化生态圈。 

在沙头段，既有现代农业科技的张洪程院士创新基地，又有“民国金融巨子”胡笔江故居，还有农家小院白墙黑瓦，江村庭

院的一派丰收景象。沙头段将充分发挥生态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以“环洲一号线党建示范带”沙头段建设为契机，积极推进与

扬大农学院党建共建工作，形成“党建+人才”“党建+技术”新模式。加大与张洪程院士团队合作力度，建立江苏水稻产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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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集成创新中心，围绕水稻产业科技转型升级重大需求及亟须解决的重大技术难题，开展优质水稻品种选育与筛选、水稻新品

种新技术新产品展示、优质水稻生产技术研发与集成以及中高端优质稻米产业化品牌化开发等工作。通过院士赋能，党员带头，

带动地方产业发展，形成了以“院士稻米”为产业特色的乡村品牌，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在李典段、朱秀清烈士墓园被显著标注在地图上，新大洋造船、恒润海工成产镇融合的新典范；在头桥段，名人故居众多，

吴大观纪念馆、义学园、耕读园、怀德园、江南岸生态农庄、沿江渔文化研学基地、兴业生态农庄、伏菇菇农民创业致富等，成

为新的党建示范点。 

在头桥段，将党建示范点与名人故居结合，推动红色旅游发展，头桥拟定了一条红色研学线路，并在红色驿站展示相关村及

片区的红色遗迹、人文历史，如荟丰园书画苑、榴园、小夹江生态公园、言蹊花卉产业社区、一稻三虾养殖示范基地、刘公闸公

园(省级水利遗产)等，通过寻红色足迹环节增加互动体验。 

环洲一号公路是一项民生幸福工程，通过“产业+党建”为支点，深挖公路沿线乡村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特色产业、生

态旅游等资源，推动基层党建创新与特色景观驿站、全域美丽大花园建设“融为一体”,打造乡村振兴路上的“靓丽风景线”;

推出一批乡野环道“网红打卡地”,全面叫响广陵“党建+农旅”“党建+产业”新名片。 

4 结语 

5G时代，将催生旅游行业无限的想象力，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消费模式将带动在线旅游行业实现新一轮高速增长。大数据、

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旅游供给和旅游消费方式发生了颠覆，旅游商业生态大变。通过旅游、文化、养老、

农业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发挥消费的“马车”拉动效应。 

将红色文化宣传、文物保护、旅游休闲、革命精神传承及乡村振兴相联系，应用现代视觉传达设计，塑造红色文化“环洲一

号线党建示范带”独有的品牌联想，增加记忆识别、知名度。 

以美为媒，艺术赋能乡村振兴。未来还可以以“农业艺术”为切入点，通过视觉设计将新业态、新理念向农业生产、农产品

售卖渗透和拓展，比如，以画石头、创意摄影等活动环节，增加乡村旅游的互动性。以艺术助力乡村振兴，从精神层面而言，艺

术是激烈者，能够激发人们的内生动力；从物质层面而言，艺术是创造者，不同艺术手段与不同产业融合能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全面进行乡村振兴，让乡村振兴走上红色文旅融合的新轨道，激发广陵美丽乡村新活力。 

参考文献： 

[1]董强.广陵潮.海上明月共潮生[J].百科知识，2022,(14):61-63. 

[2]虞佳玮.后疫情时代旅游市场行为意向变化研究[J].商展经济，2022,(09):39-42. 

[3]吴玉红.视觉设计视角下红色文化助力安徽大别山乡村振兴开发现状与对策研究[J].安徽建筑大学学报，2019,27(05): 

102-108. 

[4]王钰.龙鸿祥.世界版图上歌咏：中国红色音乐的海外传播百年史[J].红色文化学刊.2022,(02):91-101. 

[5]方创琳.城乡融合发展机理与演进规律的理论解析[J].地理学报.2022,77(04):759-776. 



 

 5 

[6]王音.孙惠仪.让党群服务中心走进群众心中[N].天津日报.2022-03-30(12). 

[7]顾俊剑.农业农村经济创新发展路径探索——以扬州市广陵区为例[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9,30(12):147-148. 

[8]赵婉婷.浅谈数字媒体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应用[J].商业文化.2022,(11):88-89. 

[9]刘晶.以美为媒，艺术赋能乡村振兴[N].中国美术报.2021-09-13(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