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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红”促党建，建设乡村人文美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县、省两级历史研究部门就对沙桥这个神
秘的地方很感兴趣，多次对其三四十年代的历史展开研究，当年曾与李
允功并肩战斗过的丁浩多次来到郎溪，还到沙桥看望过退休后赋闲在家
的李允功老人，高度评价沙桥的历史地位：极具红色基因和人文价值；
2010年，郎溪县党史办、档案局对县内所有红色遗迹、故居进行普查，涛
城街道上的阚家茶馆、丰益茶楼、怀德中药堂、上阳的永盛磨坊以及祁
村、洪岭、金山岗、白茅岭、长乐铺等地都出现在《红色记忆》这本书中，尤
以沙桥支部旧址这段红色历史记忆着墨最多。

黄墅村党总支紧抓争创红色党建品牌与美丽乡村建设深度融合的
契机，启动实施“发挥党员作用、共建美丽乡村”活动，设立党员示范岗及
责任区，将村里的沟、塘、路、绿化带划分责任范围，把环境整治和保洁任
务具体落实到每名党员身上，以实现“党员示范做、群众跟着干、共建新
家园”的目标。

2017年，时值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96周年暨中共沙桥支部
成立87周年之际，涛城镇党委政府拿出修复改造沙桥支部旧址方案，
征求李氏后人及广大村民的意见，得到了群众的一致拥护和支持，大
家认为，“还历史于本来面目，教后辈不忘初心，是对革命前辈最大的
缅怀与告慰”。

沙桥支部旧址修复改造完工之后，给全镇党员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
育、提高党性观念、增强服务意识提供了活动阵地，同时也辐射至全县成
为各级党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重温入党誓词”等主题教育活动的重
要平台。通过创建“党建+红色教育”基地，进一步落实了党员教育培训
计划，健全了党员轮训制度，拓宽了党员教育渠道，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为了收集、编撰地方党史教材，涛城镇党委政府召集了一支挖掘沙
桥红色历史文化的撰写小分队，负责挖掘整理沙桥红色根据地、遍及涛
城范围内的红色革命故事，自2017年8月起，历时三个月时间整理出
《李允功生平介绍》《坎坷奋进数十年》《风雨同舟战友情》等红色革命故
事20余篇计3万多字党史文稿，为充实地方红色文化、打造红色沙桥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提供了珍贵、详实的史料。

据统计，截至目前，前来沙桥参观学习的各级党组织已达50多个，
总人数超过2000人次。

以“红”护生态，建设乡村环境美

在宣城市十大红色村庄的评选活动中，涛城村入选并被授予“红色
村庄”，吴边村被授予宣城市十佳美丽乡村称号，梅村新村被定为省级美

好乡村示范点……沙桥人再也坐不住了。以李怀德为代表的李氏后人
与村里几个颇有影响力的骨干村民，将李氏后人的意愿及村民建设美好
乡村的迫切要求提交给村委会，村委会通过“一事一议”，决定支持村民
自愿建设家乡的行为，报请镇政府予以立项，积极多方争取资金。融合
村庄近代郎溪红色文化、古代民间传统文化、当代农村田园文化三大特
色资源，将扩建红色沙桥美丽中心村摆上议事日程并被涛城镇政府列入
扩建型中心村建设规划，以底蕴深厚的红色历史文化为要素，以红色作
为沙桥中心村的底色，以打造宜居、宜业、宜游，集“趣味化、特色化、田园
化”为一体的新型美好乡村为目标与定位，把沙桥建设成郎溪县“美好乡
村”示范村、红色文化特色村以及涛城镇镇区南部门户的形象节点。

在规划实施的过程中，镇、村两级始终坚持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和保
护村庄生态环境并重，在注重红色旅游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其生
态效益。通过科学制定城乡发展规划和对村庄进行综合整治来改善红
色革命根据地的生态环境，为红色旅游提供文明健康的生态资源，为村
民和游客提供舒适的生态家园，进一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把沙
桥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2016年以来，黄墅村共争取投入建设资金350万元，建设了村口
景观标志及红色旧址周边景观带，村内设有一站式公共综合服务中
心，中心村内配置了图书室、农家书屋、文体活动室、文体广场、公园道
路景点、旅游公厕、太阳能微动力污水处理系统、路灯等“美化、净化、
亮化”设施，基本上按照规划要求完成“11+4”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村庄
水、电、路实现“三通”，电信、移动宽带、有线电视网络已实现全覆盖，
村庄内绿化覆盖率达40%，道路河渠绿化率达90%，中心村的环境面
貌焕然一新。

以“红”带文旅，建设乡村田园美

在革命战争年代，涛城一直是郎溪革命的活动中心，至今仍存留有
一批极具修复和开发价值的革命遗址，如郎溪地区最早建立的基层党组
织——“沙桥支部”旧址，中共广郎中心县委旧址——“永盛磨坊”，中共
广郎中心县委秘密交通站旧址——“丰庆楼茶馆”等等。

因涛城境内分散在各处的永盛磨坊、丰益茶楼、大戏台等红色文化
遗迹已经消失多年，现存的阚家茶馆、怀德中药堂也亟待修复，或有消失
的危险，肩负传承红色基因使命的镇、村两级已经意识到抢救红色历史
遗迹的重要性。目前已修复的郎溪最早建立的基层党组织——“沙桥支
部”旧址，已经成为全县红色教育及“研学游”的重要基地之一。政府投
资沙桥红色文化展示馆项目已进入规划设计阶段。届时，中共广郎中心
县委旧址——“永盛磨坊”等一批遗址的集中修复，将成为全县及周边地
区又一重要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红色旅游市场开发前景极为看好，同
时涛城镇近现代历史发展情景再现将形成一个独特的乡村历史发展文
化展示平台。配合农业观光、果蔬采摘、研学体验、垂钓捕捞等特色项目

的开发，这样以红色文化带动旅游，以旅游来促进乡村田园美化建设，可
谓一举而多得。

目前，黄墅村党总支依托中共郎溪县特别支部旧址，发挥党建的引
领作用，着力打造红色旅游教育基地，现已完善乡村旅游一个游客服务
中心、一个旅游停车场、一座旅游公厕、一个旅游点、一家农家乐、一组标
识标牌、一篇导游词、一名讲解员“八个一”工程建设。

以“红”助扶贫，建设乡村和谐美

黄墅村属于郎溪县28个贫困村之一，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收入以
种养殖业和外出务工经商为主，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户71户133人，
2019年实现整村脱贫出列。

几年来，村党总支以党建为引领，驻村扶贫工作队专班专管专抓，通
过早谋划、细摸底、精建档、勤调整、多宣传、严程序，认真部署落实脱贫
攻坚九大工程，充分依托红色沙桥中心村美丽乡村建设及文化旅游村庄
建设，大力开展乡村旅游产业扶贫，打造脱贫攻坚“红色引擎”，坚定“扶
贫先扶志，致富先治心”的思想理念，在红色革命精神的洗礼下，始终把

“志智同扶”作为脱贫攻坚的工作重点，以建设省级美丽中心村为载体，
以红色文化旅游产业脱贫为支撑，充分体现“扶志”、“扶智”在脱贫攻坚
中的重要作用，补足“精神之钙”，激发内生动力，通过旅游项目带动和贫
困户自办等模式，引导激励贫困户资源资产入股、吸纳贫困户务工等链
接与分配方式，带动贫困村、贫困户增收致富，面向贫困户设置专门的就
业岗位，助力脱贫。2017年吸收贫困人口7人参与美丽乡村建设，享受
文旅补贴2100元，2人从事美丽乡村日常保洁，全年人均增收3000元。

黄墅村党总支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着力打造红色党建品牌——充分
彰显“民之所盼，政之所向”，3.0版红色沙桥党建品牌初见成效；顺势传
承红色基因，全力打造绿色生态家园——充分突显“民之所需，政之所
为”，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并重，生态文明得以重建；用心讲好红色故事，
努力打造红色旅游——充分体现“民之所乐，政之所成”，旅游资源得到
整合，也将为民所用。

在2018年度村级目标管理考核中，黄墅村荣获“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先进村”和“三大革命先进村”两个单项工作先进奖。

当下，黄墅村党总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追求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以深厚的“红色文化”为底蕴，带领党员群众建设
美丽家园，助力贫困人口脱穷帽、挖穷根，致力于打造县域内最大的红色
文化教育基地及重要的“研学游”基地和最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数据来源：涛城镇人民政府）

郎溪县红色文化资源主要集中在涛城、毕桥、建平、姚村、梅渚等乡镇，其中以涛城的红色文化资源占多数。自20世纪30年代起，无

论是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涛城一直是郎溪地区红色革命的中心，它不仅是郎溪最早恢复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地方，还是郎溪

最早建立乡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曾创下了郎溪革命史上的八个之最。

位于黄墅行政村沙桥中心村最南端的沙桥特支旧址，是一座三进两厢、圆合八间土木结构的老式房屋，始建于清光绪四年（即1878

年），迄今已有140余年历史，该房屋曾是革命先辈李允功的祖居。

近年来，黄墅村党总支深入挖掘当地红色资源，以“红”促党建、护生态、带文旅、助扶贫，走出了一条建设乡村人文美、环境美、田园

美、和谐美的崭新道路。

涛城镇：传承红色基因
建设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