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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家湾镇瞿家湾村:

红色首府 梦里水乡

直播基地。

大 型 红 色 题 材
水上实景剧。

洪湖瞿家湾
旧址。

从洪湖市区出发，环洪湖向西北
行 50 公里，就到了瞿家湾镇瞿家湾
村。瞿家湾村位于江汉平原腹地，地
处洪湖市瞿家湾镇中心，南倚百里洪
湖，北枕洪排大河。

这座历经 500多年变迁的水乡小
镇，不仅是湘鄂西苏区首府所在地，还
是洪湖赤卫队的故乡、红二方面军的
摇篮，革命的火种曾在这里燃烧。

90多年前，在这片红色水乡，数十
万群众与红军并肩浴血奋战，用生命
谱写“洪湖精神”。如今，在这片革命
热土，仍把英雄之歌传唱，水乡人民赋
予“洪湖精神”新的时代内涵，正将“洪
湖岸边”绘织成“锦绣家园”。

洪湖岸边红旗扬

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洪湖
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一曲洪湖
水，唱遍天下知。走进湘鄂西革命根
据地旧址——瞿家湾明清古街，熟悉
的旋律便在耳边回荡开来。青砖黑
瓦、挑梁飞檐，斑驳的墙壁、蜿蜒的青
石小径，悠长街巷两侧悬挂的革命遗
址牌匾，无声诉说着那段风起云涌的
革命战争岁月。

百年老街，风貌依旧。瞿家湾明
清古街长约 700米，宽近 3米，这里曾
是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老一辈革命
家创建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首府，至
今还完好地保存着革命旧址 21处、遗
址18处。

旧址群现存建筑最早建造年代为
公元 1496 年，古建筑多为清末民初
的民居建筑。这里曾是繁华的商户
店铺，革命时期成为苏区政府的办公
地，从建成至今基本保持原有格局和
风貌。

漫步老街，“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
会旧址”“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旧址”

“中国共产党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
会旧址”等牌匾映入眼帘，一幅书写着
革命历史的长卷徐徐展开。记者一边
探访寻踪，一边听红色教育资深讲解
员瞿兆利娓娓道来。

“既不要茶水，又不扰百姓；娃们
不要怕，这是贺龙军。媳妇快起来，门
口点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好行军。”
这是当时苏区流传的红军歌。瞿兆利
告诉记者，红军来到洪湖后，宁愿睡大
街也不打扰百姓，同劳苦大众打成一
片，瞿家湾全民参加洪湖地区游击战
争，大家坚信，在共产党的带领下能过
上好日子！

“旧址群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每年都会吸引如织的游客前来瞻
仰。”瞿家湾村党总支书记瞿利新介
绍，截至目前，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
址已累计接待参观学习人员 1000 多
万人次。

革命老区展新颜

红土地，鱼米乡，红装之下的瞿家
湾村不仅有着革命老区的英姿飒爽，
亦有着南方水乡的清丽风韵。

“路修好了、灯也亮了，现在起虾、
运虾、售虾都方便太多。”正在田间起
虾的养殖户瞿斌告诉记者，养殖户起
虾往往都在半夜，以前田间路坑坑洼
洼、泥泞不堪，只得摸着黑、蹚着泥，肩
挑背扛运到公路边再装车。

水乡沃野，条条街道平坦、户户门
前整洁。近年来，瞿家湾村“两委”紧
抓红色小镇及国家级农村综合性改革
试点试验区建设的有利契机，积极争
项争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提升全村房前屋后环境，
擘画“一湾一路皆是景，美丽乡村入画
来”的美丽乡村图景。

“村‘两委’鼓励群众将小居室打
造与大环境整治相结合，利用自家闲
置资源打造‘一户一景’，形成‘户户
都在动，处处有变化’的良好氛围。”
瞿利新介绍，村容村貌增“颜”提质，
借着建设红色小镇的东风，农旅产业
也发展得有声有色。

“我们家的农家乐就开在湖边，游
客不仅能欣赏美景，还能品尝地道农
家菜。旺季时我们家的日营业额能达
到 15000 多。”村民瞿健笑乐呵呵地
说，“现在村里的环境好了，相信生意
会越来越红火。”

按照“户户有特色、家家有产业”
的建设理念，瞿家湾村鼓励群众打造
采摘园、建设民俗展览厅，制作彰显洪
湖记忆的团子、馓子、毛扇等美食和手
工艺品。2022年以来，瞿家湾村累计
接待游客 30万人次，上百名村民端起

“旅游碗”，吃上“旅游饭”，带动村民旅
游综合收入 500 万元，为村集体经济
增加15万余元收入。

红色底蕴赋能旅游发展，绿色产
业助力乡村振兴。2022年，瞿家湾村
集体经济收入达 40万元。“下一步，我
们将持续激发村级产业动能，让发展
成果惠及更多村民。”谈及未来，瞿利
新信心满满。

（上接第1版）
在 湖 北 力 拓

能源化工装备有
限 公 司 、新 锦 龙
生 物 基 材 料（湖
北）有限公司，林
继军深入工厂一
线 ，详 细 了 解 企
业特殊作业安全
防 护 管 理 工 作 ，
听取企业负责人
汇 报 压 力 容 器 、
危化品储存等隐
患排查和日常巡
检情况。林继军
指 出 ，企 业 要 时
刻紧绷安全生产
之 弦 ，坚 持 底 线
思 维 ，加 大 巡 查
力 度 ，突 出 重 点
部位、重点环节、
重 点 岗 位 ，提 高
巡 检 频 次 ，及 时
发 现 和 处 理 问
题 ，确 保 所 有 安
全设施设备处于
安全状态。要加
大特殊作业培训
力 度 ，做 到 先 培
训教育再上岗作
业 ，全 力 提 升 操
作人员的安全防
护意识和安全生
产工作水平。

林 继 军 随 后
来到州陵大道宏
达市场实地查看
部分商户燃气及
液化气安装、使用
规范情况，并听取
有关责任人汇报

市场人流量以及消防安全情况。林继军指出，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假期长、人流量大，对
城市运行保障、维护管理是一场大考。要进一
步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
业主体责任，深入持续开展燃气、消防等重点
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抓好问题整
改，以“零容忍”的态度把各类安全隐患消除在
萌芽状态。要切实做好节日期间市场供应保
障，严把食品采购、储藏、销售安全关，坚决守
住食品安全底线，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欢
乐、祥和、平安的假期。

市领导彭伟、何刚、胡小菊参加检查。

（上接第1版）
2021年，乌林镇引进了湖北超众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等电商企业，集主播培养、网红孵化、
网络销售、助农、旅游宣传于一体，重点发展自
主品牌“洪湖回忆”“水乡铺子”双品牌运作。

直播成为新农活、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成
为新农资、农民成为新农人。至此，一条促进联
农惠农，推进电商经济新业态与传统产业相互
融合的发展道路，正不断迸发出强大活力。

2022年，乌林镇乌林村“两委”和群众理事
会决定以场所入股分红，建立“村委会+电商+
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模式，村里提供场
地、电商提供销售平台、企业和合作社提供产

品、农户提供土地流转或进场打工，通过电商销
售返点，每年为村集体增收 30余万元。基地拥
有抖音新农人直播间 20个，带货本地特色农产
品，月销售额 350万元，带动周边 100多名村民
就业，人均月收入4000元。

和乌林镇一样，汊河镇也在这条助农新路
上不断摸索。近年来，该镇引进甜玉米、泥蒿、
菜薹等多元产业，引领带动全镇群众种植泥蒿
3600多亩、洪山菜薹 2200亩。通过“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模式，把当地农特产品与广大网民
和市场需求连接起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去年以来，全镇仅泥蒿电商销售额就达1000余
万元。

屏幕里是田间地头，屏幕外是广阔市场。
“直播+助农”的新模式，为农产品产销对接提供
了农民直面市场的机会。

谋共富促发展
“小出彩”汇聚“大精彩”

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决定成败。洪湖市以
开展“共同建社 合作富民”联农助农富农项目
为契机，实现了农户、地方、市场主体的利益有
效联结，共享共富。

一大早，万全镇永丰村村民王永武一家就
来到村里的“扶贫车间”，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70多岁的王永武夫妇，一家四口人，儿子

儿媳不幸落下残疾，这个看似不幸的家庭，从去
年开始在村里的“扶贫车间”分拣刨藕，仅仅 4
个月，一家人便领取工资5万余元。

“村里了解我家的情况，把我们一家人都安
排到车间里干活，现在有收入了，生活也有了盼
头。”王永武高兴地说。

联农带农助农，根本目的是富农。近年来，
洪湖市运用农业招商、土地流转、劳务用工、入
股入社、订单销售、代种代管、资产租赁等方式，
卖农产、挣薪金、收租金、得分红，实实在在增加
农民的现金收入。

以“龙头企业+合作社”模式为带动引领，
洪湖市 35家村办合作社加盟水生蔬菜生产，建
设基地近 5万亩，成立乡村振兴工作室，扶贫车
间建在村口，方便老弱病残、留守妇女等人员就
近就业。去年，像村民王永武一样的1100余名
长年就业农户共实现工资收益 1.35亿元，加盟
村集体经济收益平均在30万元以上。

独木难支，合抱成林。农村集体资源资产
得到充分挖掘利用，让产业链各方都能从中获
益，壮大集体经济，最受益的是农民。

“农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鲜明‘底色’，只有
先带动农民增产增收，农民的腰包鼓了，进而才
能实现镇域乃至县域的全面发展。”洪湖市委常
委、统战部长吴长红说。

草木萌动，碧波千里。昔日的水乡洪湖，正
在奋力扛起时代重任，把乡村振兴的种子播撒
在希望的田野上，筑梦前行，书写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的新华章。

“农”墨重彩绘水乡

直播带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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