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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革命老区的汝州，红色是最鲜明的

底色，红色基因是我市最独特的内涵。汝州红

色文化的“长城”，是由汝州人民前赴后继英

勇奋斗所创造的彪炳天地的业绩、所谱写的

波澜壮阔的史诗熔铸而成，一砖一石，历久弥

新。

汝州市立足红色热土的优势，做足遗址

保护、文化创新、宣传教育、旅游融合的大文

章，深挖红色资源，把保护、传承和弘扬红色

文化作为民心工程、战略工程、铸魂工程，举

全市之力保护、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为推动

老区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幸福汝州凝聚起

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皮徐支队进驻大峪建

立抗日根据地时，我的父亲

王二娃只有 15岁，他积极
申请加入部队参加抗日。他

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通风报

信。八路军的理想信念、良

好作风深深打动了他青春

火热的心，父亲下决心要做

红色革命人。我青少年时期

经常听父亲讲述八路军皮

徐支队发动群众抗日的故

事。”近日，在市桃花谷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陵头镇段村

党支部书记王登科热情地

向前来参观教育基地的人

讲解到。

汝州市是革命活动发展较早的地区之

一，红色资源丰厚。汝州市委、政府高度重视

红色场馆建设工作，成立了红色文化场馆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制订了红色文化场馆建设

规划。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听取了老促会日

常工作和场馆建设情况的汇报。汝州市主要

领导多次到老促会视察指导工作，大力支持

老促会工作并实地调研场馆建设。平顶山市

老促会会长裴建中多次听取汇报，到汝州深

入场馆实地考察指导。

为提高建馆效率，汝州市老促会实行场

馆分包责任制。副会长分包若干处红色场馆

建设，认真负责，协调督促落实。为挖掘史料，

与市文广旅局、文物局、档案局和党史研究室

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汝州市革命历史纪念馆档

案资料和实物征集工作方案》，为搜集整理展

馆资料和实物提供了依据和政策保障。

为筹措建馆资金，汝州市老促会积极向平

顶山市老促会汇报，争取建馆资金，还动员民

营企业家积极投资建设红色场馆。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马英

纪念馆于 2022年 7月在米庙镇枣树庙建成。
截至目前，中原军政大学旧址纪念馆、豫陕鄂

边区第五专署及临汝县人民民主县政府旧址

和桃花谷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3个红色场馆的
提档升级改造工程先后完工。这些红色场馆，

正在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优秀阵地。

从此，讲好老区过去的红色故事、续写老

区崭新的时代篇章，成为汝州市老促会永恒的

工作主题。

2020年 6月，七一前夕，《汝州市革命老
区发展史》出版发行，成为全省第三家、平顶山

市第一家出版发行的县市革命老区发展史志。

2021年，汝州市老促会向全市机关、学
校、农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发放宣传资料

3000份，在全市累计宣讲 22场，受教育人群
4000多人次。

2021年 3月，由 72个革命故事组成、近
29万字的《汝州市革命故事》出版发行。

2021年下半年，汝州市老促会选送的选
手陈凝等在平顶山市“红色革命故事演讲赛”

中获得一个一等奖、两个三等奖，汝州市老促

会获得了优秀组织奖。

2021年，汝州市老促会启动全市红色场
馆红色宣讲员培育工作，先后培训选拔 24名
红色宣讲员，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2022年 6月，汝州市老促会协同市关工
委、市教体局、市教育基金会组织全市 10万多
名中小学生参加党史知识竞赛。

2022年 12月，由汝州市老促会组织，副
会长郑海泉撰写的《老区精神永放光芒》一

书印刷成本。该书从《共和国从这里走来》等

八个方面，讲述了老区精神如何推动中国革

命发展的史实，成为汝州市优秀的党史学习

教材。

老区精神闪耀汝州，百年信仰弦歌不辍。

如今，在这些红色文化印记的沁润下，汝州人

民崇德向善、见贤思齐，文明新风吹遍这片红

色热土，发挥着润物无声效应。美好的生活仍

在拔节生长，这里的群众在崭新的家园里，勤

奋上进、康宁向善，一个更加美丽的明天正朝

他们姗姗走来。

汝州，这片红色的热土，正搏动着它前所

未有的春天磅礴气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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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的城堡，幽深的壕沟，长虹卧波的渡

槽，曲曲折折的地道，走进唐沟战役发生地汝

州市温泉镇西唐村，让人油然而生一种缅怀

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

而在这深深铭刻着红色记忆的村庄，也

处处彰显着蓬勃的新时代发展的动人气象。7
条新修的水泥路，平平展展，一直延伸到村边

郁郁葱葱的庄稼地，构成一幅充满乡土气息

的乡村美图。

“俺村有 7条村街道，有的是以前铺的水
泥路，由于年代久远路面已损坏严重，有的是

后来增加的小街一直没有硬化。这次借助‘五

星’支部创建，村两委会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

金，终于为 7条村街重新铺了一遍水泥路。”
近日，西唐村党支部书记孙学仁望着新修的

水泥路面说道。

此次村街提升改造工程，该村争取汝州

市老促会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40万元，村集体
经济投入 2万元，自 7月中旬起，先后硬化村
街道路 7条 1900余米，施工面积 3500平方

米，实现了村中大街小巷硬化全覆盖。

这是汝州市老促会倾心扶持老区发展的

一个缩影。

2021年汝州市老促会换届以来，会长樊
占营带领老促会工作人员，利用老同志工作

经验丰富、人脉资源丰厚等优势，持续加强与

省、平顶山老促会联系，千方百计为老区协调

项目、争取资金，用心扮亮着老区的一草一

木。

2022年，汝州市老促会利用财政老区资
金项目，先后申报了大峪镇赵楼村、米庙镇金

沟村、蟒川镇严和店村 3个小型基础设施项
目，争取到平顶山市级财政资金 40万元、汝州
市级配套资金 20万元，修路 1447米、4341平
方米，改善了 8个自然村 310户 986口人的生
产生活条件。

“十分感谢市老促会和社会各界的无私

帮助，今后我一定好好学习，争取学有所成，

以真才实学奉献社会，不辜负党和政府的关

怀和爱心人士的帮助。”2021年 9月 7日上

午，汝州市 2021年资助老区贫困学生座谈会
上，受助学生胡艺萍感激地说。

此次活动共资助来自大峪镇、焦村镇、米

庙镇、蟒川镇、温泉镇、杨楼镇的 10名困难大
学生，每名学生受赠 6000元。

2021年以来，先后有 62名老区乡镇大学
生获得资助或奖励，助学金额 18.1万元。其
中，在省老促会“情系老区·圆梦大学”捐资助

学中，5名家庭困难的大学新生获得助学金额
2.5万元；协调教育基金会、市工商联，在“金秋
助学”活动中，57名老区学子获得资助金额
15.6万元。

汝州市革命老区光明行暨复明助残公益

活动 2022年 8月份开展以来，2000多名老区
群众在向阳眼科医院免费体检，100多名眼疾
患者享受手术优惠政策，减免住院费用 20余
万元。

让老区的孩子们掌握一技之长，用知识

改变自己的命运，让家乡改变落后的面貌。汝

州市老促会全力引进区外优势教育资源，提

升老区教育高质量发展。

江苏银河集团是一家集人力资源、教育投

资等为一体的多元化企业，是中国老促会理事

单位，公司领导热心为老区人民办好事、办实

事，该公司“工小兔”项目是以就业安置、技能

培训及学历提升为主导，逐步实现农产品推

广、乡村旅游、电商下乡、智慧大健康等多维一

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汝州市委、政府高度重视，把该项目列

入汝州重点项目，成立服务专班，加大对江

苏银河集团创办科技中专的支持力度。汝州

市老促会常务副会长魏国正深入对接，主动

协调办学手续等，竭尽所能搞好服务。2022
年 7月 12日，市政府与江苏银河集团签订
创办职业院校及建设“工小兔”人才服务平

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项目落户汝州后，为

当地群众学历提升、技能培训、就业安置等

提供了优质服务。目前该集团投资的“汝州

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已经投用，今年秋季

实现了首次招生。

让老区的故事传下去

让老区走进新时代

这是一段摆脱贫困、走向振兴的时代凯歌，这是一幅老区嬗变的美丽画卷，这是一张凝聚了浓浓民生情怀的厚重答卷。

两山夹一川的独特地貌，使汝州在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局部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亟需转型升级的软肋，63个脱贫村如
何实现全面振兴，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了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一时间，汝州大地春潮涌动、百舸争流，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奋力前行。古城大地，更是群情激
昂，传唱出一曲曲动人的进取之歌。

红色宣讲员陈凝在马英纪念馆讲解烈士事迹（资料图）

王俊杰 摄

汝州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资料图） 宋乐义 摄

市老促会组织科普、红色文化走进温泉镇西唐沟小学（资料图） 张亚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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