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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西省萍乡市通过深挖红色名村内涵深度、探索红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致富途径、

完善基层治理水平、打造廉洁特色项目等路径，走出了一条红色名村助推乡村振兴的新路子。但

也面临着全域旅游视角下红色名村融入度不高、红色基因传承视角下红色名村内涵挖掘深度有限、

湘赣合作热潮中红色名村协同合作力度不足、三色融合发展势头下红色名村发展成色较浅等问题。

新形势下，将红色名村融入湘赣边区域合作的热潮中，探索“红色名村+”多业态发展模式，提

升红色名村品牌影响力水平，增强基层党建与红色名村同频共振，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助力。

【关键词】红色名村 乡村振兴 基层党建“三化”建设 湘赣边红色文化旅游共同体 萍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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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承红色基因：江西省红色名村建设概况

2020 年以来，江西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

因传承好”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推进基层党建“三化”建设，把红色名村建设作为传承红色基因、推进

乡村振兴、凝聚党群力量的重要抓手。按照“支部过硬、红色突出、服务优质、村庄秀美、乡风文明”原

则，以及“有重大党史事件、有重要党史人物、有重要红色遗址、有著名革命人物”的认定标准，确定了

三批共 210 个红色资源丰富、发生过知名历史事件的红色名村
[1]
。

江西省各地为助推“红色经济”蓬勃发展，结合当地蕴藏的丰富红色文化资源，整合政策资金等要素，

大力推动党建引领红色名村建设。在红色名村建设如火如荼的背景下，江西省萍乡市积极推进红色名村建

设赋能乡村振兴，为江西省红色名村建设发展贡献具有萍乡特色的红色名村实践样板。

2 赋能乡村振兴：江西省萍乡市红色名村建设具体实践

江西省萍乡市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秋收起义的策源地和主要爆发地之一，也是井冈山根据地的

重要组成部分，红色资源丰富。打造红色名村具有历史馈赠的文化优势和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因而，积

极推动红色名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发展正逢其时、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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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深挖内涵深度：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素材

2.1.1 以创作研究为抓手加强红色名村精神素材建设和内涵支撑 萍乡市通过加大红色历史文化研究

力度，编撰出版《回望峥嵘读初心——发生在萍乡红土地上的经典革命故事》等一批较有影响力的书籍，

为红色名村内涵建设提供丰富题材
[2]
。同时，以文创作品等形式为红色名村建设提供铸魂育人素材，例如

安源区源头村根据高自立事迹创作《自立精神、红色家风——高自立的初心之路》沙画作品、武功山风景

名胜区大江边村村民自发学唱《送郎当红军》红色歌曲、莲花县浯二村根据刘仁堪事迹创作采茶剧《血沃

莲花红》，以及莲花县沿背村村民自导自演的采茶剧《并蒂莲花》等创新红色文化传播载体。

2.1.2 以党性教育平台带动红色名村载体建设 萍乡市结合红色名村建设需求，将市级以上红色名村

全部纳入到各级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点并予以授牌，形成了以甘祖昌干部学院为龙头，安源党性教育基地、

湘东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中心、芦溪乡村振兴学院、上栗斑竹山党性教育基地相呼应，一批现场教学点为基

点的全市“1+4+N”的干部党性教育基地新格局，全力打造萍乡特色的党性教育工作品牌。

2.2 探索致富途径：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产业发展优势

2.2.1 推行红色培训助推乡村振兴新模式 萍乡市依托红色名村建设，做实“红色培训+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培育红色基地、红色培训、红色旅游、红色产业，重点建设 5 家红色国家 A 级

旅游景区及沿背红色培训小镇、凯丰故里、斑竹山等一批红色旅游点。将红色名村建设融入乡村振兴全过

程，实现党建与乡村振兴有效融合。

2.2.2 形成既有统一模式、又有各自特色的红色名村建设新格局 目前，萍乡市按照江西省委确定的

“三线五区”范围，统筹整合“毛泽东引兵井冈成功决策之路”“安源工运之路”“秋收起义之路”“甘祖昌

龚全珍解甲归田不忘初心之路”等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红色路线，在全市示范建设了 26 个过去有红色故

事、当代有蓬勃新貌的红色名村。同时，深挖各村独特的精神内涵，如张家湾村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

会议旧址，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先后在安源开辟工人运动，这里独有的精神内涵总结

为“把一切献给党”；沿背村深入挖掘甘祖昌不当将军当农民的精神内涵和龚全珍老阿姨的崇高道德品质，

提炼出“如磐的初心”主题，莲花县浯二村的主题是“铁一般信仰”等。

2.2.3 统筹红色名村建设整体推进规划 萍乡市本级、县级整合资金投入基层党建“三化”建设，连

片推动村容村貌整体提升。加大农村基层设施建设，26个红色名村路面宽度均在 4.5m 以上，有 12 个村可

由国道、省道直接通达，整体交通状况明显改善
[2]
。同时，在红色研究上统一谋篇，在连片开发上统一布

局，在建设标准上统一定位，实现红色名村既有标准指导、又有特色内涵建设，打造出了红色名村项目的

强大生命力。

2.3 完善基层治理：红色名村建设转化为基层党建“三化”建设强劲动力

2.3.1 将红色名村纳入重要党建考核范畴 以红色名村为切入点，探索推进党的基层阵地资源整合，

切实打通服务凝聚、宣传教育、组织动员党员和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3]
。通过建立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

联席会议制度，把红色名村建设列入全市“年年有变化，三年大变样，五年新跨越”观摩项目，把“三化”

建设作为“书记工程”“一号工程”来抓，有效提升服务群众水平。

2.3.2 选优配强红色名村建设人才 一是萍乡市选优配强班子队伍。广泛吸引有担当、肯上进、能力

强的乡村党员参与村级治理队伍，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建设好红色名村“带头标兵”。二是加强对



党员的教育管理。大力发展红色研学及红色培训等产业，将红色名村建设成为全市党性教育的重要基地。

三是提高党员群众对红色名村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打造出一批人人了解红色事迹、人人传播红色故事的基

层宣传队伍。

2.3.3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萍乡市按照“让昨天光荣的今天更光荣，让过去先进

的现在更先进”的要求，以“建设红色名村，传承红色基因，助推乡村振兴”为主题，通过建设红色展馆、

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培育红色宣讲队、打造精品红色参观路线、打造精品红色党课等多渠道多维度打

造“红色阵地”，将红色精神丰富内涵转化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实施乡村振兴的动力源泉。

2.4 打造廉政特色项目：红色名村转化为廉洁萍乡建设合力

萍乡市在推进红色名村建设的进程中，注重挖掘红色故事、红色历史人物的廉洁元素，并通过建设廉

政广场、廉政教育纪念馆等方式加以呈现。例如，源头村深入挖掘高自立“自强自立、廉洁自律”事迹，

协同打造了一个集廉政宣传、党员学习、干部教育、参观纪念、群众文化为一体的“高自立廉洁自律教育

基地”。众多的廉政元素融入到红色名村建设的各方面、各角度，实现了红色名村与廉洁萍乡建设同步推进

的良好局面。

3 多视角下萍乡市红色名村发展面临的挑战

3.1 全域旅游视角下红色名村融入度不高

全域旅游所主张的各旅游资源的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策略，在于打造区域性一体化全方位旅游战略。

红色乡村旅游作为江西省近年来着重打造的旅游新品牌，更需要从全域旅游理念来构建共融、共生、协同

发展的新格局
[4]
。当前的红色名村建设体现了良好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但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而言，

以红色名村建设带动当地旅游经济发展的作用十分有限，以红色旅游带动红色名村的影响半径仍较为局限。

3.2 红色基因传承视角下红色名村内涵挖掘深度有限

红色名村的底色是红色，各村在建设中对相关党史事件与人物的史料研究还不够深入，特别是对一些

红色资源的精神内涵总结提炼还不够。红色遗址缺少专人管理而未得到有效保护和开发利用。少数党性教

育基地、现场教学点和红色名村的建设氛围还不浓厚，党员群众知晓率和参与率还不高，导致红色名村的

知名度不高。

3.3 湘赣合作热潮中红色名村协同合作力度不强

随着 2021 年国务院发改委关于《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的印发，萍乡市秋收起义路线、

湘赣革命根据地相关主题的红色名村迎来协同发展的政策利好，但当前萍乡市红色名村融入湘赣边红色文

化旅游共同体建设、湘赣边红色培训联合体、湘赣边乡村振兴发展的具体举措与实践路径仍处在初步探索

过程中。

3.4“红绿古”三色融合发展势头下红色名村成色不足

萍乡市多数红色名村蕴含着丰富的绿色资源和古色资源，“红色+绿色+古色”三色融合发展的脚步仍参

差不齐，“红绿古”三色辉映的美丽宜居村庄仍需要协同推进。在资源整合中，缺乏较为系统的“三色”融



合发展政策引导。

4 萍乡市红色名村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分析

4.1 紧跟政策：大力融入湘赣边区域合作发展热潮

中

第一，充分利用《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中关于推进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等政

策
[5]
，大力维护修缮萍乡市红色名村遗迹旧址，完善展示厅、红色文化阅读室、宣讲讲堂、村史馆、文化

广场等多功能活动场地，注重红色元素设计以及实物布展，着力打造广大党员干部就近接受红色教育的重

要场所，让红色名村“有迹可寻”；第二，主动融入井冈山大红色培训圈，将红色名村所依托的党性教育基

地融入“韶山—安源—芦溪—莲花—井冈山”经典培训线路；第三，把红色名村相关的革命文物、历史文

物、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利用和青少年教育、干部教育相结合，努力成为井冈山干部学院、甘祖昌干部学院

等干部教育基地的现场教学点。

4.2 探索“红色名村+”多业态发展模式

4.2.1 把红色名村建成红色旅游“龙头村” 首先，将红色名村纳入全市红色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加

强红色名村宣传推介，支持红色名村开展国家旅游景区等级评定，有力提升红色名村知名度和美誉度。其

次，整合资源力推红色名村旅游重点村和精品线路，大力发展“全域旅游”，使之成为广大群众红色旅游的

“打卡热地”。因地制宜打造“红色+乡村游”“红色+康养游”“红色+研学游”等旅游产业模式，带动红色

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次，以红色培训为切入点，在红色名村旅游点集中区域打造“学吃住行游购娱”

于一体的红色产业链条，继而带动周边村落共同打造红色小镇。

4.2.2 把红色名村建设成为“三色”融合发展模范村 将红色名村建设与秀美乡村、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产业发展、生态环保、法制宣传等工作相融合，以红色文化为发展主轴，以多业态产业为发展基础，

将红色名村、绿色乡村与古色传统村落保护、建设、开发同步推进，把生态旅游和红色旅游有机结合起来，

探索“红绿古”三色协同发展路径，用红色文化吸引人、用绿色资源留住人、用古色资源感染人。探寻传

统村落文化与红色文化遗产的密切关系，赋予红色名村保护更多的精神价值和历史意义。

4.3 提升红色名村的品牌影响力

4.3.1 以品牌引领激活红色名村资源价值 推动红色名村错位发展、特色发展、联合发展。全面形成

推进红色名村建设的整体合力，提炼独特的精神内涵，体现差异化、多元化，形成“点上有故事、面上有

联通、整体有内涵”的红色名村文化格局，继而不断提高知晓率、扩大覆盖面，形成广泛的社会热度。4.3.2

营造氛围，将红色名村打造成“网红打卡村” 建设红色名村，就是让更多人知道红色历史、感悟红色情

怀、唤醒红色记忆。加强设计创新，通过积极营造红色名村建设氛围，凸显红色名村视觉元素，设置红色

名村标识牌，在村级活动场所的墙体、服务台、功能室指示牌等处融入红色元素，并将红色名村打造成为

城市人对乡村情感维系的落脚点。

4.3.3 完善交通网，提升红色名村交通便捷程度利用好“四好农村路”等政策资金，助力乡村振兴，

并沿“四好农村路”打造红色文化路线，打造道路沿线红色故事壁画、红色人物塑像、红色语录牌等红色

景观。以路为媒，在公路建设中植入红色文化，将红色名村建设与交通道路优化有机结合起来。



4.4 打造人才高地：红色名村建设的全员参与

4.4.1 全方位吸引青年就业创业 以红色名村建设为契机，引导广大青壮年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创业。

打好“人才培育牌”，提升支撑力。让更多人留在革命老区奉献青春。聚焦产业发展培育乡土人才，大力实

施“党建+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育工程”，提升党员“双带”能力，切实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

新型职业农民。以人才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再造红色名村生产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教化价值，让

广大青年在革命老区建设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4.4.2 大力发展“归雁经济” 通过鼓励外出村民回村创办农家乐、民宿等方式完善红色旅游服务配

套设施，助推红色名村第三产业发展。带头探索“党建+”新模式，创新实施“党建+协会+商会”“党建+

合作社+工会”等模式，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红色名村建设。充分利用村庄休闲场所，挖掘并利用好

本地红色资源，整合革命事迹和人物故事，开展各类红色文化活动，把农民的小家汇聚成红色名村文化建

设的“大家庭”。

4.4.3 积极打造新乡贤文化 利用萍乡市甘祖昌等乡贤文化的塑造与宣传，通过“三请三回”制度鼓

励更多新乡贤投入红色名村相关产业建设，在盘活既有资源的同时，加强红色名村氛围营造。通过弘扬乡

贤文化，壮大乡贤群体、增强乡贤力量，搭建乡贤与红色名村有机融合的平台，让越来越多的新乡贤参与

到红色名村的建设与发展中来，让人才红利在红色名村建设中释放更大能量。

4.5 增强基层治理：实现基层党建与红色名村同频共振

4.5.1 整合修缮红色阵地 以“红色名村”建设为着力点，助推基层党建“三化”建设。整合乡村振

兴、新农村建设和基层党建“三化”建设专项资金，对名人故居、革命遗迹、烈士陵园等进行修缮。通过

红色名村建设的具体实践，使之成为组织凝聚党员群众的党建工程，提升各地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乡村

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和美丽乡村建设水平。

4.5.2 积极创建红色名村模范党组织 充分发挥红色名村作为乡村振兴样板村、组织振兴模范村的示

范带动作用。系统规划展览布局和参观路线，把红色名村打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大课

堂”，促使红色名村建设效益最大化。坚持“软硬兼施”。硬件上推进阵地建设规范化，着力将村级党群服

务中心建设成为美丽乡村的红色地标。软件上推进支部建设标准化，成立志愿服务队，推出党员红色先锋

岗，使党员成为群众身边最具活力的“红色细胞”。

4.5.3 大力实施“红色工匠”培育工程 要通过挖掘提炼，形成一整套红色名村话语体系，讲好红色

名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宣传红色名村建设成就
[6]
，继而以红色基因汇聚基层党建活力，不断激发广大

党员和干部自身的巨大潜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奋力推进萍乡市红

色基因传承创新区建设，打造“最美转型城市”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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