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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是宁陕县历史长河中隽永的颜色。
这里，曾是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区域。
这里，徐海东领导和率领的红 25 军及 74 师先后建立了宁佛工

委、土地委员会和乡苏维埃等政权组织，扶助发展了“陕南人民抗
日第一军”及两支“抗捐军”武装组织。

这里，王震曾率领三五九旅浴血奋战。
这里，毛泽东侄子毛楚雄等三人前往西安谈判途中就义牺牲，

忠魂长眠于秦岭山中。
这一方红色革命热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宁陕儿女赓续红色血

脉。
深厚的红色文化，如今在秦岭脚下焕发出新的荣光。

“五个一”工程为红色文化开展注入更大动力

今年伊始， 宁陕县在 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深入
挖掘生态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鼓励文学艺术创
作，培育文化产业。 加大文物保护，加强红色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完
成文物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并通过专家评审。 ”

打造红色文化成为宁陕文化事业发出的“最强音”。
“实施红色文化传承弘扬‘五个一’工程，构建红色文化与生态

旅游、研学教育融合发展的格局，打造出红色宁陕文化品牌。 ”宁陕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蔡军说道。

如何打造“五个一”工程？ 宁陕县的抓手很明确，那就是围绕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总
目标。

保护利用一批遗址遗迹，把红色阵地建起来。 该县组织红色革
命资源大普查专项行动 1 次，对在宁陕发生的重大革命事件、重要
战役等资源进行挖掘整理，完成 19 处革命遗址遗迹标识牌制作，按
照属地管理原则，落实专人管护，构建安防一体管理体系。 规划江
口、四亩地、广货街、皇冠、龙王等红色文化重点镇革命遗址纪念设
施建设， 重点推进原建筑尚存且有较大影响力的革命遗址遗迹如
柴家关红二十五军司令部旧址、陕南第一党支部、汉南交通站、陕
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军部旧址、林口子战斗遗址、红军攻打老城以及
江口烈士陵园等红色革命旧址和纪念设施的保护修缮建设。 完成
五郎关红色文化长廊建设， 江口烈士陵园改扩建工作和柴家关红
二十五军司令部旧址维护修缮工作。

打造一批精品旅游线路，让红色遗迹活起来。 加快编制《宁陕
县红色旅游保护发展规划》， 推动红色文化与生态旅游相结合，推
出“穿越大秦岭·重走红军路”等特色研学品牌，策划四亩地板块、
江口—广货街板块、县城板块红色文化研学路线 3 条。 依托县域内
红色遗址遗迹、景区景点、特色小镇等资源，建成江口烈士陵园、柴
家关红二十五军司令部旧址、五郎关红色文化长廊等研学游基地 3
处，围绕红色教育、历史文化、生态农耕文化等主题开展研学活动
10 余场。

创作一批文艺精品，把革命事迹讲出来。 以革命先烈在宁陕的
红色故事为创作背景，以“红色宁陕”为主题，拍摄了红色宁陕专题
片。 引导支持文艺工作者围绕红色宁陕创作文艺精品，围绕革命先
烈在宁陕的足迹书写英雄、讴歌英雄，鼓励创作纪实文学、散文、诗
歌、小说等多种形式的红色文艺精品，《少年英烈毛楚雄》已出版发
行。 整合宁陕红色资源与演艺资源， 创作红色宁陕文艺节目 10 余
个。

打造一个宣讲品牌，让红色故事火起来。 以《红色宁陕》《中国
共产党宁陕历史（1921-1945）》《宁陕县革命老区发展史》等红色文
化资料为基础，融合新时代理论成果，由红色文化专家学者牵头整
理、编辑出一批生动翔实的讲解稿。 打造“宁聚力”红色宣讲品牌，
开展“红色宁陕”宣讲员大赛暨“红色宁陕”故事会活动 1 场，择优选
聘“红色宁陕”宣讲员 10 名，组织宣讲员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
学校、进企业、进单位开展宣讲活动 16 场。

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让红色文化润起来。 围绕红色文化主题
举办歌咏比赛、 征文大赛、 红色文艺演出等群众性文化活动 20 余
场。 整合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等阵地，开展优质红色文艺作品展播活
动，组织播放优秀红色电影 500 余场次。 深化“红色文化进校园”活
动，组织师生到革命遗址遗迹、红色主题教育基地等开展现场教学
和研学活动，各中小学因地、因时制宜开展校园红色文化活动 200
余场。 常态化开展群众纪念活动，在清明节、国家公祭日等重要时
间节点，组织干部群众接受英烈精神洗礼，倡导网络祭扫、绿色祭
扫 100 余场次。

一年来，“五个一”工程的持续发力，把红色文化基因渗入血脉、
浸入心扉、融入灵魂。

“文化特派员”为红色文化赓续注入更强活力

把红色精神、红色故事、红色文化发扬光大，必须靠人。
人从哪里来？ 宁陕县创新做法，按照“志愿服务、分片派人，分

期分批、全面覆盖”原则，精心选派 13 名县文化文艺骨干人员担任
11 个镇文化特派员，各镇选派文化专干、文艺骨干担任重点村（社
区）文化特派员。

文化特派员的到来，为镇村红色文化工作掀起了新的热潮。
全县开展文化帮扶工作 40 余场次，景点和民宿集群建立 10 个

“宁陕县文艺家采风创作基地”，6 大文艺家协会和文化特派员开辟
写生采风创作、教育培训新基地，持续开展文艺采风创作交流和教
育培训活动，丰富景点民宿业态的同时，为文艺家提供展示交流的
平台，以文艺赋能生态旅游和民宿高质量发展。

“文化特派员，一方面发挥着送文化、种文化、传帮带、办实事作
用，另一方面也增强了镇村（社区）文化‘造血’功能，为当地文艺团
体培养人才和文化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宁陕县宣传部副部长付国
涛说道。

这其中，他们发挥了联络、辅导、教练、管理、组织等作用，将文
艺作品创作推广、非遗传承发扬、优秀影视展播、书香宁陕建设、科

学技术普及、书画摄影展览等内容贯穿“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活动始终，深入开展文化、戏曲、舞蹈、音乐、体育、书法、美术
等展示活动，用“演、唱、说、写、画、拍”等多种形式，不断满足群众文
化需求；发挥文化社团、非遗传承人、新乡贤和文艺骨干的带头作
用，动员各镇村（社区）广泛建立文化文艺团队，健全村民自乐班社，
鼓励各种形式的农民自办“村晚”等活动，以农民自编、自导、自演、
自乐的方式，常态化开展乡村文化文艺活动。 积极引导乡土文艺人
才参加县镇村三级文化活动，使“种文化”成果在展演中得到传承和
发展；在每个帮扶镇村（社区）精心挑选有专长且热心公益事业的文
艺骨干，进行重点培养，并采取点对点的方式，由文化特派员传帮带
一批本土文艺人才，积极投身到乡村文化振兴建设中；依托文化阵
地开展惠民文化服务项目，积极推进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农家书屋、
广播电视“村村通”、戏曲进乡村及非遗传承等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建
设，着力办好文化惠民实事，打造一批民间文艺示范乡村、文学艺术
采风写生创作基地和“村晚”精品文艺节目，利用新媒体推出一批民
间传说故事，展示宁陕文化底蕴，服务乡村民宿发展。

截至目前，宁陕县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2 周年唱支山
歌给党听歌咏比赛”“红色宁陕宣讲员大赛暨红色宁陕故事会”等红
色文化主题活动 20 余场次；运用“理论宣讲+”的模式，组织“红色
宁陕、模范好人、党员干部”三支特色宣讲队深入基层开展宣讲活动
300 余场次， 受众 2.3 万余人； 以 6 大文艺家协会骨干为主要成员
（各镇文艺骨干为辅助人员）常态化开展“送文化、种文化、传帮带、
办实事”等文化帮扶工作；开展了“学党史守初心·书写开局征程”有
奖征文活动，共征集各类诗文 110 余篇，在《秦岭笔荟》刊物发表近
30 篇，促进宁陕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多形态为红色文化传承注入更多合力

发展壮大红色文旅产业是时代的呼唤， 把红色基因渗入血脉、
浸入心扉、融入灵魂，宁陕县在产业转型上为红色文化旅游事业按
下“快进键”。

在保护红色革命阵地同时， 该县通过举办红色文化主题活动，
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地标成为生动大课堂。 依托红色革命遗址遗
迹打造研学基地，推出“穿越大秦岭·重走红军路”等特色研学品牌
路线，累计接待研学学生 10 万余人次。

宁陕县还通过将红色革命遗址遗迹、 红色故事转化为旅游资
源，江口烈士陵园、五郎关红色文化长廊、柴家关红二十五军司令部
旧址等地成为外来游客热门打卡地。江口、四亩地、广货街、皇冠、龙
王等红色文化重点镇红色旅游也逐渐繁荣起来。周边群众通过开办
餐饮住宿、销售农产品、务工等持续稳定增收。

通过打造一批叫得响、过得硬、有影响力的宁陕红色旅游品牌，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全力助推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

同时， 依托宁陕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智慧云平台进行志愿组织、
志愿者注册登记，累计注册志愿者 6600 余人。 组建了宣传信息、文
化旅游、教体科普、卫生健康、法律援助、应急救援、社会慈善、创业
就业、巾帼、青年、新阶层等 11 支特色志愿服务支队。 11 个镇整
合镇机关、驻镇站所党员干部建立镇志愿服务大队，设理论政策宣
讲、帮困扶弱助残、生态环保健康、创业就业技术、矛盾调解援助、文
化体育旅游等 6 个志愿服务分队， 负责统筹开展镇级志愿服务活
动，同时积极与 11 支特色志愿服务支队对接到镇村（社区）开展相
关特色志愿服务活动。 围绕“讲什么”“谁来讲”“怎样讲”，打造模范
好人、红色宁陕、党员干部三支特色理论宣讲队，以传新思想、培新
民风、育新农人、创新环境、送新服务、塑新风貌 6 个方面为切入口，
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形成“总队吹哨、所站联动、部门
助力、群众参与”的工作格局。

逐步完善网络服务平台，创新建立激励嘉许制度，完善保障措
施，确保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制度化、规范化。 随时手机点单，贯通点
单、派单、接单、评单一体化服务，实现网上网下有效衔接，让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与百姓需求“无缝衔接”，志愿者可以让自己的志愿服务
“清清楚楚”，群众也可以通过平台定制需求服务，实现“足不出户，
志愿者上门”。

各镇轮值举办品牌志愿服务集中示范活动 16 场次， 服务群众
3000 余人。 全县各镇、各部门、村（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围绕六项特
色志愿服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5000 余场次，累计为群众办理事项
3128 件。

在宣传红色文化工作中，开展了
特色队伍宣讲，多领域挖掘本土红色
文化，丰富宣讲内容，多渠道整合乡
贤、身边好人、道德模范，开展“红色
宁陕宣讲员大赛”， 组建三支特色理
论宣讲队伍。

在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和生态旅
游方面，选择了 10 个景区、民宿合适
的位置和相对安静舒适的空间，为读
者提供舒适的阅览环境，具有项目开
发潜力和空间再利用条件。利用秦岭
书屋和采风创作基地，定期组织文化
活动，建立文艺家采风创作基地吸引
不同领域的文化创作者前来交流和
合作，促进不同文化和艺术领域之间
的跨界合作， 丰富景区的文化活动。
目前 10 个秦岭书屋建成投用， 完成
10 个文艺家采风创作基地建设工
作。

从峥嵘往昔到盛世华章，红色基
因已融入秦岭山中宁陕人民的血脉
里，红色文化在这里熠熠生辉。 在红
色旗帜的指引下，宁陕正在新时代的
新征程上勇毅前行赶超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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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峡谷乐园夏令营到江口烈士陵园开展研学活动。

宁陕小学开展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

宁陕县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2 周年红歌比赛。

（图片由宁陕县委宣传部提供）

宁陕县组织青年学生到江口烈士陵园开展“追寻红色足迹 传承革命精神”主题团队活动。 宁陕县组织中青年干部到红二十五军军队旧址开展教学。

“红色宁陕”宣讲员同台竞技宣讲红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