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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本报讯 望江县加快推动纺织服装产业转
型升级。完善平台建设。持续推进纺织服装平
台建设，以“产城一体”和“产销一体”模式建设、
运营，打造集设计研发、生产展示、物流配送、检
测中心于一体的产业中心。望江童装城、纺织
服装产业城等相继开工建设或投入使用。健全
培养机制。与安庆师范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共建纺织服装产业学院（研究院），着力解决
当地服装设计、生产、销售等环节的人才和技术
需求。目前教学实训工厂已完工，其他基建项
目进展顺利。完善配套服务。强化行业服务指
导，建设纺织品检验检测公共服务中心，引进服
务中介机构，为企业提供全方位产品质量检测、
立项备案、创牌申证等服务。 （望江）

望江县加快推动

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 9月8日，桐城市住建局为一家
卫生材料有限公司2号车间核发了施工许可
证，标志着该市建设工程项目施工许可证分
阶段办理工作展开。

安庆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
小组为加快房屋建筑尤其是工业项目落地开
工，今年8月26日印发了《关于优化房屋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办理的通知》，在全省率先
开展分阶段施工许可。桐城市住建局积极
作为，与该市资规、社保部门沟通、协
调，主动指导企业在相关平台办理分阶段施
工许可证，加快项目建设，让项目早日竣
工，发挥效益。 （通讯员 许莉 叶强）

桐城：首份分阶段施工

许可证正式核发

藏于大别山深处的宿松县北
浴乡罗汉山村是一块红色的热
土，这里有着众多革命遗迹和故
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罗汉尖
革命根据地创立于此。近年来，
罗汉山村依托红色历史，建起了
罗汉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乡村
旅游也随之兴起。日前，我市命
名公布了安庆市第三批党员干部
党史教育基地，在15处纪念场馆
和革命遗址中，罗汉尖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名列其中。

文旅兴村
用好红色资源

9月10日上午，位于北浴乡罗
汉山村的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纪念
馆，迎来了来自宿松县城两所学
校的部分学生。纪念馆开放以
来，罗汉山村党总支书记朱留安
一直担任义务讲解员，接待一批
批来此参观、接受红色教育的干
部群众。

罗汉尖革命根据地创立于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地域范围包括皖
鄂两省四县，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红二十
八军生活、战斗过的地方，至今还
能见到当年的红军路、兵工厂、被
服厂、红军山林医院等革命遗址。

“在这片红色革命热土上，曾
经涌现出许多救护伤员、筹备军
需、侦探敌情、送子参军、送郎上
战场的英雄人物和壮烈感人场面
……从这一个个红色故事中我们
领悟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是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换
来的，我们要好好珍惜今天的幸
福生活……”

从图文展馆到历史陈列馆，
朱留安细致讲解，孩子们用心聆
听。在半个小时的参观中，朱留
安讲解的红色根据地历史、烈士
事迹、军民情谊等内容，深深地感
染了在场师生。

以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为主要载体的罗汉尖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于2018年开工建设，第一
期建设工程包括红色文化广场、
铜浮雕红色文化墙、罗汉尖革命
根据地图文展馆、罗汉尖革命根
据地革命历史陈列展馆、红色文
化多媒体讲解接待室等内容。
2019年8月1日，纪念馆正式开馆，
常年对外开放。

去年，基地进行第二期建设，
对罗汉尖革命根据地周边的革命
历史遗迹进行修缮，并制作安装标
识牌，包括恢复重建卡子门旧址、
1000米石板山道“重走红军路”、地
下交通联络站、烈士墓地、周屋山
林医院遗址、苏岭山林医院遗址、
思恩洞、兵工厂遗址、重要军事会
议及制作安装激烈战斗地标识牌
等。去年底，建设任务全部完成。

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共
收录37位烈士资料，陈列100余件

历史文物，对弘扬红色文化有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到9月上旬，基地
已累计接待600多批次28000余人
次前来参观和接受红色教育。

来的人多了，农副产品的销
售渠道畅通了，农民收入也明显
增加了。罗汉山村以红色为主基
调的乡村旅游已具雏形，旅游经
济日益活跃。

朱留安介绍，罗汉尖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现已成为社会各界接
受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该
村依托红色资源，发展旅游经济，
如今的罗汉山村，在红色文化的滋
润下，正着力发展以红色文化经
典、教育体验、生态康养与农文旅
融合为特色品牌体系的乡村旅游，
成为文旅兴村的一颗红色“明珠”。

倾情打造
再现红色历史

如同发生在这里的革命根据
地历史，罗汉尖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的建设有着同样丰富的故事。

“以前，我们在入户走访过程
中，经常听到当地老人讲述当年
的革命历史故事，时间久了，听到
的鲜活故事和人物事迹越来越
多，我们就萌生了一个想法，依托
罗汉尖革命根据地丰富的红色文
化资源，建设罗汉尖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发
展红色旅游产业，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曾任罗汉
山村第一书记的刘安国说。

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的
建设，罗汉山村“两委”和驻村工
作队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汗水。在
坚定建设红色教育基地的想法
后，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协商
好相关事宜，向乡政府提交了报
告，并协同争取立项，最终成功获

批开工。
在建设过程中，北浴乡党委、

政府和罗汉山村“两委”因地制
宜，盘活闲置资源，在已经废弃的
原黄山小学和原黄山村部旧址
上，建设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纪念
馆和红色文化客服中心等，让红
色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大动
力，带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在推进纪念馆建设过程中，
罗汉山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形
成共识，大胆决策，从编制规划、
跑项目、筹集建设资金，到工程建
设、红色文化素材内涵的挖掘和
提炼升华等，他们克服重重困难，
用实际行动践行责任担当，用艰
苦付出换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
设的顺利推进。

在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建设初期，面对资金短缺问题，罗
汉山村成功争取帮扶单位徽商职
业学院60万元项目资金支持。此
外，该村还通过多方争取，成功获
得县委宣传部15万元、县委组织
部10万元的资金支持。

为深度挖掘红色文化、系统
性地搜集红色故事和历史实物
等，罗汉山村积极同县直相关部
门联系，深入走访群众，查阅《宿
松县志》等资料，确保展览内容的
准确性。

罗汉山村及周边老百姓也踊
跃支持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建设。黄山组的廖桂合、马厂村
的朱仁飞等主动将祖上传下来的
红色物品无偿捐出，充实纪念馆
陈列实物。

乡、村两级积极对接县直部
门和帮扶单位，多方争取资金、项
目支持，罗汉尖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建设内容得到拓展延伸，史料
更加充实，进一步展现出了罗汉
尖地区的红色革命历史，为发展

乡村旅游经济、带动革命老区群
众共同致富增添了一笔宝贵的精
神财富。

“红色教育资源是传承红色
基因、坚定理想信念的生动教
材。我们要开发利用好罗汉尖厚
重的红色历史资源，挖掘红色文
化内涵，涵育乡村文明新风尚。
要拓展红色产业链条，催生新产
业新业态，凝聚起乡村振兴的磅
礴力量。”北浴乡乡长齐骏说。

讲好故事
传承红色精神

从铜浮雕红色文化墙、红色
文化广场，到建设罗汉尖革命根
据地纪念馆，再到形成罗汉尖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罗汉山村的进
村入口处已连成“一片红”，成为
展示北浴乡的“红色窗口”。

“很多人专门来我们这里看
风景、接受红色教育！这里环境
这么好，大家心里美滋滋的。”村
民朱金果热情地介绍，“我们村这

几年变化非常大，成了远近闻名
的‘明星村’。”

罗汉尖及周边地区在大革
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时期都有着光荣革命历
史。经过几年建设，北浴乡党委、
政府先后累计完成投资 1500 万
元，在罗汉山村建成了罗汉尖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主要红色景
点，完成了罗汉尖革命根据地周
边革命历史遗迹修缮、标识标牌
制作与安装等，让红色资源不断
焕发新的光彩、迸发新的活力。

“罗汉山村红色、绿色相互映
衬，村内有很多红色遗迹，在那个
特殊的年代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这些
值得我们后人永远铭记。我们通
过持续挖掘、弘扬光荣历史，让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从中汲取奋进力
量，以如火的激情，全力投入到乡
村振兴工作中来。”朱留安说。

通过建设罗汉尖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再现了罗汉尖革命根据
地的创建、战斗在罗汉尖的红二
十八军、罗汉尖的大中华抗日救
国军等红色历史。当地组织群众
到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参
观，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并举办红
歌展演等活动，持续加强思想教
育，让大家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是革命先烈用生命换
来的。

此外，罗汉山村还凝聚社会
力量发起成立了红色罗汉尖论
坛，组织了以专家、学者开展红色
文化研讨为主题的罗汉尖红色文
化研讨会，进一步凝聚传播和弘
扬红色文化的强大合力，让北浴
乡红色旅游发展更具活力。

“几年来，我们通过梳理革命
历史脉络，摸清了‘红色家底’。”
北浴乡党委书记郭芳红介绍，在
这块红色的热土上，革命先烈英
勇奋战，不怕牺牲，以鲜血浇灌理
想，用生命捍卫信仰。北浴乡在
保护挖掘红色资源过程中，在注
重革命遗迹、遗址、遗物保护的同
时，还要大力讲好红色故事，传承
红色基因，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挖掘整合资源，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红色罗汉尖因“红”而兴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苏泉 本报讯 我市不断强化地理标志品牌培

育保护。目前，我市拥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12件，并列全省第1；拥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34件，位列全省第2。加大挖掘培育。挖掘地
方特色产品的历史文化渊源，提炼产品亮点
特色，固化产品特定品质和自然属性，积极
申报地理标志产品或证明商标。推动产业发
展。推行“企业+地理标志+农户”等经营模
式，以地理标志龙头企业带动其他经营主
体，打造产业集群，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全市12个地理标志产品产业规模达25亿元。
扩大品牌影响。通过网络直播、品牌推介、
产销对接等形式，拓展营销渠道。 （市监）

我市不断强化

地理标志品牌培育保护

本报讯 今年以来，岳西县检察院认真分
析总结案件管理工作的创新做法，形成案件质
量“121”管理模式。案件质量“121”管理模式，即
每月向员额检察官推送“1”次案件质量反馈单，
让检察官对所办案件做到底子清、情况明；每季
度发布案件质量评查、业务数据质量“2”项通
报，让检察官在通报中了解个人办案工作的质
效情况和所办案件的“瑕疵”情况；每月进行“1”
次业务数据分析，查找差距，分析原因，研究措
施并及时督促补齐短板。据悉，该院今年1－8
月份，与去年同比，在案件数总量未减少的情况
下，案件质量问题明显下降。（通讯员 李雪萍）

岳西县检察院积极探索

案件质量管理新模式

宿松县北浴乡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讲解员给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述红色故事。 通讯员 苏泉 摄

宿松县北浴乡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外景。 通讯员 刘雪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