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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惠东县地处东江区域，与海陆丰和紫
金县接壤，是东江地区革命斗争的发源地之一。
作为革命老区，惠东县蕴藏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
源，不仅有众多革命史迹，还有许多红色氛围浓
厚的村庄。

如今，踏入惠东这片红色热土，可以在被誉
为“东江红都”的高潭体会“忠诚如铁、敢为人先、
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在粤赣湘边纵
队的“出生地”安墩领略“生为革命，死重泰山”的
无畏精神，在港口英雄民兵连感受“保家卫国、英
勇战斗”的“南海长城”精神，在稔山雁湖革命史
馆领悟“红色通道”上革命英烈无私奉献、前赴后
继的崇高精神……

“红色”，对于惠东来说，不仅是一种颜色，更
是一种精神，并在惠东历史发展进程中一脉相
承，赋予了其深厚的内涵和特有的气质。为探索
红色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新路径，惠东县于2024年
4 月制定了《惠东县百村红色文化资源挖掘弘扬
工程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计划从
2024 年起，集中利用 3 年时间，实施百村红色文
化资源挖掘弘扬工程，力争完成 17 个镇、100 个
村的红色文化挖掘提升，重点打造 100 个红色文
化传承典型村，让这些红色村庄有址可寻、有物
可看、有史可讲、有事可说，从而推动红色文化提
质升级，助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激活红色动能，助力乡村发展

3年内力争完成百村红色文化挖掘提升，打造百个红色文化传承典型村

挖掘百村红色文化资源
激活县域振兴“红色引擎”

统筹/策划 羊城晚报记者 陈骁鹏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杨锦强 通讯员 林祝连 叶衍达

根据《实施方案》，2024 年，惠
东将以“补短板、强基础”为主题，系
统挖掘各地历史文化遗产和红色文
化资源，加强调查和征集的记录、整
理、建档工作。同时，立足各地红色
文化资源实际，分类建好红色文化
资源数据库，结合“百千万工程”典
型镇村、“红色美丽村庄”“美丽宜居
村”等，力争在 2024 年度完成 5 个
镇、40 个村红色文化挖掘提升，重
点打造25个红色文化传承典型村。

2025 年，惠东将以“抓示范、提
质效”为主题，充分发挥各地首批红
色文化传承典型村的示范标杆作
用，在2024年基础上，确定各镇（街
道、度假区、旅游区）2-3 个村开展
红色文化传承典型村培育工作，辐
射带动其他村同步开展红色文化挖
掘提升。除此之外，惠东还将巩固
提升首批红色文化传承典型村建设
成果，结合“百千万工程”目标任务
和各镇红色文化挖掘提升开展情
况，力争2025年度，完成6个镇、60
个村的红色文化挖掘提升，重点打
造35个红色文化传承典型村。

2026 年，惠东将以“深拓展、创
品牌”为主题，总结推广红色文化传
承典型村培育过程中形成的经验，
将全县红色文化资源以点连线、串
线成面，实现点线面整体提升，力争
2026 年度，完成 6 个镇的红色文化
挖掘提升和 40 个红色文化传承典
型村培育打造，全覆盖推进各行政
村红色文化挖掘提升，带动全县全
域全面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助力惠
东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实施百村红色文化资
源挖掘弘扬工程是惠东县进一步挖
掘整合红色资源、提升红色资源效
益、推动抓党建促“百千万工程”的
重要举措。

为此，惠东县委组织部联合县
委宣传部牵头成立百村红色文化资
源挖掘弘扬工程工作专班（以下简
称“专班”），将按照“抢救一批、保护
一批、提升一批”的工作思路，遵循
尊重史实、科学挖掘、分类保护、合
理利用、传承弘扬的原则，加强历史
文化遗产和红色文化资源保护，深
入挖掘惠东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分期分类
建好红色文化资源数据库，持续擦
亮红色地标、打造红色精品、创新呈
现形式。

同时，专班将通过推动一批
革命旧址修缮开放、一批展览展
陈功能提升、一批活动项目蓬勃开
展、一批红色作品深入人心，把丰
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红
色文化产业优势，打造具有鲜明特
色和深刻内涵的惠东红色文化品
牌矩阵，激活和传承红色基因，弘
扬甘于奉献、团结奋斗、不畏艰难
的精神。

升国旗、听宣讲、唱红歌……在
今年9月开学之际，惠东县各地中小
学校相继开展以“传承红色基因 争
做时代新人”为主题的“国旗下的开
学第一课”红色文化进校园系列活
动，让在校师生通过聆听红色主题宣
讲、实地参观学习、开展课后红色课
堂等方式传承红色精神，掀起了红色
教育热潮。

据了解，该系列活动是《实施方
案》中的重点工作之一，因此惠东县
组织了县草根名嘴、红色讲解员、基
层党组织书记、退伍军人、老党员和
专家学者等 56 名优秀宣讲员，到全
县200多所中小学进行宣讲，旨在推
动红色文化铸魂育人，用红色文化教
育引导广大学生赓续红色血脉、“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同时，惠东还组建宣讲团队，深
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宣讲活动。通
过进企业、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
进网站等，实现宣讲对象全覆盖、不
断线、长流水，并根据不同的宣讲对
象进行“靶向式”宣讲，用红色文化涵
养正气，用优良传统滋养人心，让红

色精神得以传承。
加强红色遗迹保护，守护好红色

根脉，对于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具有
重要意义。今年以来，惠东持续实施
革命旧址提升工程，将一批红色革命
遗址打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
员（党史）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
中小学课外教育基地等，并对其进行
修缮保护和升级改造。

如港口度假区对港口英雄民兵
连及周边软硬件实施升级改造，包括
港口英雄民兵连连队展览馆主体建
设工程、布展工程及修缮小星山战斗
烈士纪念碑和战斗遗址、打造国防文
化公园等 15 个项目，目前已完工。
如今，游客可以前往港口英雄民兵连
展览馆，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民兵独立作战取得全面胜利的成功
范例——“小星山战斗”，感受港口英
雄民兵连的英勇事迹、光辉形象，体
会当地“一家几代当民兵，男女老少
护红旗”的浓厚氛围。

为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讲好红色
故事，充分发挥红色文化教化育人、
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惠东还将开展
系列主题节庆活动，在各个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等地，
广泛开展主题党日、入党宣誓等仪式
活动；实施红色旅游讲解员培养工
程，在全县遴选一批红色旅游讲解
员，培养专业讲解员、志愿讲解员和
讲解技巧辅导员等各类型人才；开展
红色题材文艺精品创作，提炼红色文
化主题和品牌；开发沉浸式红色情境
教学体验项目，运用现代展陈手段，
营造出可视、可听、可互动的步入式
场景，把全县红色文化遗址打造成为
红色实践基地。

回顾峥嵘岁月，位于惠东县北
部山区莲花山脉深处的高潭镇，是
东江革命斗争的发祥地之一，这片
红色土地上，发生了较早的农民运
动，建立了农会组织、党组织，还诞
生了全国最早的区级苏维埃政权
之一。

近年来，高潭不断激活“红色
资源”，助推革命老区换新颜，摇身
一变成为了红色旅游小镇。如今，

“马克思街”和“列宁街”经过改
造，焕然一新，成为游客必打卡的
景点之一。走在街头巷尾，随处可
见红旗、革命标语等红色元素，浓
郁的红色文化氛围扑面而来。街
上，则店铺林立，村民们售卖着蜂
蜜、萝卜粄以及擂茶等特色美食，
游客品尝后纷纷赞不绝口，一派热
闹繁华的景象。

据了解，“马克思街”和“列宁
街”是高潭区苏维埃政府留下的独
一无二的“红色印记”。在那特殊
的年代里，革命先辈在此秘密开
会，印发革命传单，将革命火种迅
速传播到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
革命运动。

东江革命委员会旧址（百庆
楼）、红军井旧址、东江特委印刷厂
旧址……作为高潭革命遗址较为
集中的中洞村，同样也挖掘和发展
当地红色基因优势，走出了一条独
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该村依托丰富的红色旅游资
源，全面升级了当地红色文旅项目
建设，进一步完善了旅游服务的基
础设施，如民宿、农家乐、红军咸茶
馆……整个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越来越多的村民对发展前景
充满信心，纷纷选择回乡就业创
业。中洞村民戴木贵就是其中之
一，他在百庆楼旁经营着一家红军
咸茶馆，让不少游客可以品尝独特
的“红军茶”，体验制茶乐趣。

据了解，这种茶又叫“擂茶”或
“咸茶”，在革命战争年代，当地村民
常用来招待红军。革命胜利后，为
纪念这段历史，便将“咸茶”改名为

“红军茶”。
除此之外，在惠东这片红色沃

土上，还有众多红色村，如稔山镇老
坑村、多祝镇永和行政村等。为充

分活化利用红色资源，因地制宜开
展红色文化传承典型村培育，惠东
将建强红色堡垒，选优配强村“两
委”班子，持续提升村组干部能力；
整理归册红色遗产，制定保护计划；
开展“忆初心、感荣光、建新功”活
动，弘扬红色革命文化，挖掘提炼先
进事迹、感人故事，汲取榜样力量，
赓续红色血脉。

同时，惠东还将充分调动各类
资源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吸引
社会资本投资红色美丽村庄建设；
强化乡村治理，建立健全基层党组
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的城乡治理体系；保护和利用好红
色纪念设施，将传承红色基因转化
为村党组织带领村民改善农村生
产生活设施、打造安居乐业美丽家
园的生动实践。

东纵游击队专线联络通讯站
——“良多站”旧址、八维战斗旧址
等遗址是多祝八维村红色历史的
见证者。今年以来，八维村通过
深度挖掘红色历史文化资源，规
划实施一系列红色旅游提升项
目，推出红色文化 IP“维仔”，设
计了楼房风貌墙绘、大型广告牌、
标牌指引等“红色地标”，试行启
动了“红色八维主题公园-八维
村红色展览馆-青松园”红色旅
游与研学项目，旨在打造成集红
色教育、文化旅游、绿色生态于一
体的示范村。

据统计，今年暑假期间，八维
村迎来了十余批次研学实践团
队。在研学的过程中，青少年们通
过富有教育意义和趣味性的研学
活动，了解当地红色文化，传承红
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八维村是惠东活化红色资源
的生动缩影。为了进一步开发利

用红色资源，惠东县依托广东省数
字政府填表报数系统，建立涵盖类
别、等级、保护利用等情况的惠东
县红色文化资源共享数据库。

截至目前，数据库收录各类
红色遗址 175 处，遍布全县各乡
镇。同时通过数据整合，为红色
革命遗址建立了专属的“电子名
片”，涵盖了红色革命遗址的名
称、地址、保护级别、历史简介、图
片和 GPS 定位等重要信息。此
外，数据库还具备查询、搜索和新
增等功能，可实现革命遗址信息
分析比对、校对、更新，可为后续
红色革命遗址名录在线利用提供
极大便利。

据介绍，接下来惠东将继续更
新红色革命遗址名录，充分运用红
色资源数据库的成果，系统、准确
地描绘惠东县红色革命遗址分布
地图，实现革命遗址可视化展示；
加大红色资源数据库推广力度，把

数据库作为推进红色文化资源挖
掘弘扬工程的“红色字典”，助力
红色资源进一步开发利用。

为探索建立红色资源保护传
承、活化利用机制，推动红色文化
创新性发展和红色资源创造性转
化，惠东将优化红色产业发展布
局，着眼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
红色文化旅游目的地，串联推出一
批“红色+”复合型旅游线路，打造
一批现场红色现场教学点、红色旅
游精品线路，形成红色旅游协同发
展格局；推动红色旅游与研学融合
发展，打造惠东红色革命历史研学
基地群。

同时，惠东还将促进红色文化
新业态发展，以满足群众多样化的
文化需求；延伸红色产业链条，不
断提高惠东红色文化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加快完善红色文化公共服
务体系，为红色资源发挥作用提供
有力的基础载体保障。

盘活红色资源，赋能文旅发展

走在高潭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红旗、革命标语等红色元素 惠东宣供图

惠东高潭镇是东江革命斗争的发祥地之一 惠东宣供图

播撒红色“种子”，赓续红色血脉

成立工作专班，
守护红色阵地

中洞村依托丰富的红色旅
游资源，全面升级了当地红色
文旅项目建设 惠东宣供图

惠东县各地中小学校相继开展
“国旗下的开学第一课”红色文化进
校园系列活动 惠东宣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