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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
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
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
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
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
发扬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代
新风新貌。

年轻人走进红色场馆深度互
动，小村庄用活红色资源振兴文旅
经济，舞台上红色历史创新表达带
来心灵震撼……记者近日在上海、
河南、重庆等地采访看到，红色文
旅魅力绽放，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生
动课堂，红色基因植根群众生活日
常。

红色地标“圈粉”年轻人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
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
因库。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
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
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
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
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
不变色。”——习近平

上海市兴业路 76号，中共一大
会址。一百多年前，革命志士们从
这里的一张长桌旁起身，一股红色
激流就此改变了中华大地。

冬日里，梧桐树下的石库门小
楼，古朴庄重。中共一大纪念馆副

馆长阮竣手头有一组数据：2024
年，纪念馆全年累计接待参观者近
312万人次，其中 45岁以下参观者
超 85%，画像统计显示，18岁至 24
岁的参观者达26.4%，占比最高。

“年轻人对革命纪念馆的期
许和热情正在提高，他们愿意走
近历史，听‘觉醒年代’那些有
内涵、有温度、有共鸣的故事。”
阮竣说。

《共产党宣言》 第一个中文全
译本、李大钊用过的打字机、《共产
党》 月刊创刊号……中共一大纪念
馆有 12.8万件 （套） 馆藏，红色资
源丰富而厚重。

“一百多年前，有一位自称
‘二十八画生’的青年，他把自己进
行体育锻炼的思考撰写成文，题目
为 《体育之研究》，发表在 《新青
年》 杂志上……”纪念馆“95 后”
宣教专员张粟无数次讲起那些红色
故事。

“青年毛泽东写下的‘欲文明
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今日读
来依然力透纸背。而如今最能‘圈
粉’新时代年轻人的，是蓬勃朝
气、理想信念。”张粟说。

为了与“新青年”们双向奔
赴，红色场馆持续创新表达方式。

“数字一大·初心之旅”虚拟现实沉
浸式大空间体验展里，参观者戴上
VR设备，从“初心码头”登船，感
悟新青年们的昂扬风采；“伟大精神
铸就伟大时代——中国共产党伟大

建党精神专题展全国巡回展车”驶
遍大江南北，入学校、进社区……

红色文旅融入城市生活，信仰
之力浸润青年心田。漫步中共一大
召开地树德里、中共二大召开地辅
德里、《新青年》 编辑部旧址老渔
阳里等石库门建筑，能见到不少青
年游客。“在这些地点参观，总是
很有力量感，尽管相隔逾百年，革
命先辈的精神始终吸引我、激励
我。”来自浙江的“95 后”陈欣冉
说。

红色资源带动乡村振兴

“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
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搞活
了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的好做
法。”——习近平

“1929年秋，就在这个寨子四
周，工农红军同地主豪强对峙十多
天，最终一举攻克山寨，扩大了红
色根据地……”河南新县田铺乡田
铺大塆韩家寨战斗遗址纪念碑前，
导游余海霞向游客深情讲述发生在
这里的革命故事。

八百里大别山，古老村落多，
红色故事多。小小的田铺大塆，是
当年刘邓大军南下时的临时指挥所
所在地。田铺大塆所在的新县，留
下了365处革命历史纪念地。

近年来，当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嘱托，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打造

“九镇十八湾，全域游新县”旅游品

牌。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田铺大
塆，成为红色旅游的热门地。

沿着村中的青石板路，走进村
民许秀青开办的“春临农家”，房檐
下挂着的一排排腊肉飘香，尽显浓
浓年味。2014年，许秀青做了村里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开起第一家
农家乐，年收入从当年的 3000多元
到如今 30多万元，红色旅游给她带
来了真真切切的实惠。

“我就是听着红色故事长大
的。现在外地朋友们来，也很愿意
听我讲许世友等革命先辈的故事。”
许秀青说。

春节长假期间，村民韩光莹把
小院收拾得整洁敞亮。在这家名为

“老家寒舍”的民宿，堂屋墙上的镜
框 展 示 着 红 色 家 史 ， 颇 为 醒 目 。
1927年，韩光莹爷爷两兄弟参加黄
麻起义，20多年转战南北，一个身
负重伤，一个壮烈牺牲。

韩光莹希望，来到田铺大塆的
年轻人，都能感悟革命精神，从心
底萌发坚定不移跟党走、脚踏实地
创造美好生活的决心。

有许秀青、韩光莹等“探路
者”在前，越来越多村民选择返乡
创业。在政府引导下，田铺大塆不
挖山、不填塘、不砍树、不大拆大
建，最大限度保留了石板小巷、黄
墙黛瓦的历史风貌，形成了“红”

“绿”相融的美丽和谐画卷。
2024年，田铺大塆累计接待游

客 66.59 万人次，旅游收入 3221.11

万元。红色文创出新、非遗手工畅
销、“创客小镇”热闹，古老乡村的
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红色文化丰富群众生活

“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用好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 化 ， 丰 富 人 民 精 神 文 化 生
活。”——习近平

歌乐山下，重庆 1949大剧院的
外形酷似一座巨大的时钟。

走进这座专为舞台剧 《重庆·
1949》 打造的同名剧院，当台上大
幕拉开，时间仿佛瞬间回到 70多年
前——渣滓洞的阴暗铁笼、白公馆
的诡异静谧、磁器口的人物百态、
歌乐山的枪声火光……一幕幕场景
巧妙切换，一个个演员动情演绎，
配合着极具沉浸感的声光电，每一
次情节的高潮都伴随热烈的掌声和
激动的泪水。

大 型 红 色 舞 台 剧 《重 庆 ·
1949》 于 2021年 7月首演，迄今已
创下演出 2500场、接待观众 160万
人次的票房纪录，成为重庆文旅体
验的新坐标。近期，该剧从剧本和
技术两方面进行深度升级后，焕新
登台。

“我们精心调整了剧本结构，
让整个故事更加紧凑，剧情线更加
清晰流畅；同时深挖人物之间的情
感纽带，对兄弟情、母子情、爱
情、革命志士的家国情怀进行细致

刻画，使每个角色更加鲜活饱满、
触动人心。”《重庆·1949》 执行导
演马波说。

“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黎明
已经到来，但他们看不到了。”观剧
后，重庆大学学生黄耀标心情久久
不能平静，“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台
词都充满力量，革命先辈的信仰和
追求，是我们年轻一代前进的明
灯。”

“枪声”就像在耳边擦过，炮
弹几乎要“震翻”座椅……舞台设
备升级带来的身临其境之感，让许
多年轻观众感到震撼。有人感慨：

“没想到红色剧目可以这样呈现，这
部剧值得‘二刷’‘三刷’。”

除了持续呈现高水准演出，重
庆 1949大剧院还打造了全新的打卡
装置和文创生活好物，营造出多元
文化消费场景，拉近艺术与生活的
距离，让更多观众和游客走进红岩
故事、感悟红岩精神。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山河锦
绣，国泰民安”“拼搏进取，强国有
我”……红色场馆里的留言簿，又
新添了许多真挚的新年祝福。

从都市里的“红色路线”，到
乡村间的红色沃土；从形式多样
的红色展览，到创新表达的红色
舞台……行走中国，许多红色文旅
正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不断激发
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不断凝聚砥
砺前行的信仰之力。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红色文旅魅力绽放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
《乡村全面振兴规划 （2024- 2027
年）》，提出鼓励和引导青年入乡发
展和就业创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发源地浙江安吉，把“招引 10万
青年大学生”作为县域第一战略目
标，不断优化青年人才就业创业政
策，为青年铺路搭桥，提供更大发
展空间。

一大批青年来到安吉，在这座
浙西北山区小城创新创业、出彩圆
梦。近日，新华社记者深入安吉调
研采访，近距离观察安吉青年入乡
实践发展。

用青山吸引青年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
送青来”。在安吉县余村村，绿水青
山之外，“青年理想集结地”的新标
签格外醒目。

2023年，余村村联合周边村集
结整合利用3.7万平方米土地、建筑
等闲置资源，打造出青年专属的创
业空间——青来集。仅仅 1年多时
间，就集聚了 60多个合伙人和新经
济项目，涌现 50多处新业态、新场
景，吸引 1200余名青年人才在这里
常态化办公。

青来集运营主理人丁文文说：
“这里亦城亦乡，是介于城市和乡村
之间的一个创业生活平台。”

“良好生态环境是安吉最大的
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安吉县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沈小波介绍，安吉
将吸引青年入乡发展作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好风景里搭建

大舞台。
“95后”小伙徐梓铎近年来在

安吉创业。在他看来，大城市有的
创业硬件设施安吉也有，但安吉有
的“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却是大
城市所稀缺的。

如今，一大批青年纷至沓来，
怀揣梦想，带着新思维，为乡村发
展注入创意与力量，带来新的生活
方式。

走进老矿坑，一汪幽深湛蓝的
心形湖水，是“深蓝计划”的独特
风景。这间由 300亩废弃矿坑改造
的咖啡店，一年接待游客 60余万人
次。100 多人的运营团队，基本都
是大学生。

走进白茶原，大型创意中心提
供各种创意实验室，藏有近一万册
图书画册，一群有创意有想法的青
年在这里长期生活和工作。

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安吉
“引育青创”项目 617个，引进新经
济企业 60 余家，集聚高校毕业生
3000余名，平均每家企业带来近 50
名青年。

“青年力”已成安吉新标签。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乡村独特
的美，看到了乡村大有可为的前景。

靠“诚意”留住青年

“村里卖咖啡，谁来喝？”“偏
远落后村想致富，互联网流量能帮
多大忙？”……当记者走进安吉青创
学院的一间会议室，50多名来自上
海、江苏、浙江等地的青年学员正
在提问。这是青创学院开办的第 4
期乡村主理人班，主题是“村咖”。

2024 年 8 月，安吉县委组织
部、县人社局、县建控集团联合成
立青创学院，采取“国企主导+主
理人运营 +部门协调”的运营模
式，系统性打造特色化、专业化青
年创业培训体系，提供一站式创业
就业服务。

“这一模式发挥国企、部门、
乡村主理人等多方优势，解决了乡
村主理人培育体系市场化运作的难
题，将分散的资源有机整合，变

‘单兵作战’为‘团队协作’。”作为
安吉青创学院运营主体，安吉建控
集团下属人才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留住青年人，安吉拿出了
自己的“诚意”——

就业有补贴。出台支持青年入
乡发展就业创业相关政策，不同学
历层次的青年在安吉就业可享受每
月1200元至4500元不等补贴。

创业有支撑。成立“两山梦想
基金”，专门用于投资早期人才和青
创项目。整合县内银行信贷资源，
上线“银行超市”应用，搭建资金
供需桥梁，已为 23家人才企业、88
个青创团队发放贷款近2亿元。

安居有保障。在全省创新实施
“土地出让、国企承建、按份共有”
模式下的“共有产权住房”新举

措，入乡青年根据学历可享受 10万
元至 50万元的房票补贴。目前已有
650 余名符合条件的入乡青年享受
到政策红利。

朱冰倩是安吉县鲁家村人，原
计划出国读研的她，最终选择回乡
创业。“我仔细研究过县里的政策，
发现回来创业的成本不高。”朱冰倩
说，“县里给年轻人提供了有力保
障，为什么不试试呢？”

除了回来的“原乡人”，还有留
下的“异乡人”。

2023 年，在安吉举办的首届
“两山杯”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新
创意创业大赛中，来自福建三明学
院的董邱华和其他 5 位同学一起，
凭借一个苔藓主题的创新创业项
目，获得100万元奖金。

如今，他们在安吉孝丰镇赋石
村开展苔藓种植和微景观制作，在
小苔藓里寻找更多商机。

据了解，2022年以来，安吉已
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3.64 亿元，
并实现人才按月领取就业、创业、
租房三项政策补贴；大力推进 10万
套职工 （人才） 公寓建设，创新出
台“人才共有产权住房”政策，目
前已累计推出共有产权房近 4500
套，724 名青年人才享受到政策红

利。
围绕搭建创业平台，全要素保

障青年创业就业，安吉还依托村内
的闲置资源资产等，系统构建了

“百 （百人楼、百人村）、千 （千人
园）、万 （万人城） ”的梯度青年创
业空间，在全县范围内布局了 30个
百人楼 （村），为青年就业创业提供
广阔天地。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让青年有岗位留下来，有信心留下
来，有归属留下来。”安吉县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彭琳说。

让青年改变青山

春节前，记者来到安吉夏阳
村，正赶上村里发年货。村民们拎
着食用油、坚果礼盒等节日礼品，
一个个喜上眉梢。盘点账本，村集
体全年经营性收入达 320万元，全
村旅游收入达800余万元。

几年前，夏阳村还是安吉县出
了名的落后村，如今的变化离不开
一群年轻的村干部。

鲍鑫，夏阳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2020年 8月从上海一家
企业辞职返乡。和他搭班子的也是
年轻人，村两委班子的平均年龄从

58岁降到30.8岁。
年轻人能不能干好，村里人心

存疑虑。“你要是能给村里装上路
灯，我就服你。”一位阿公说。“再
难也要办。”鲍鑫通过联系镇政府，
申报对接助农项目，村里的路灯亮
起来了。村民的看法有了转变：“看
来你是真能给村里办点事。”

从环境整治干起，鲍鑫带着村
里人肩挑背扛车拉，光垃圾就装了
57车，啤酒瓶又捡了 7车，村里环
境焕然一新。

村里水库边一块天然大草坪的
美图在网络平台流传，引来大牌服
装、香水、汽车等商家主动上门租

“风景”拍广告。
青年治村，青年兴村。
以村级后备干部身份回到大竹

园村任职的沈金龙，牵头成立乡旅
梦工厂，13 家知名民宿落地经营，
每年为村集体增收 50万元；上墅村

“85 后”村支书蔡松鹤，通过改造
闲置卫生院、民房来打造大麓书
院，衍生出演出+民宿、演出+文
创、演出+咖啡等新业态，吸引 12
个创业团队入驻……

“深蓝计划”打破了传统咖啡
馆的经营模式，正契合当下年轻人
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的消费心理。
短短 1年，咖啡馆营收超过 2000万
元。当初，村民和村集体以资金、
资源入股，如今正享受着经营分红。

“年轻人的脑筋就是活络”，提
起“深蓝计划”，村民们无不竖起大
拇指。

“安吉的实践充分证明，乡村
发展要靠广大青年挺膺担当，乡村
振兴为青年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用
武之地。”湖州市委常委、安吉县委
书记杨卫东说。近年来，安吉县开
展“乡村振兴新青年”行动，选配
一批有大学学历、经营经历、干事
阅历的青年返乡任职。

“大批青年为乡村带来了新业
态、新场景、新风尚，他们带着创
意和热爱，激发乡村创新创业活
力。”安吉 DNA 数字游民公社主理
人梭梭说。

“青年入乡，不仅给乡村带来
物质生活的改善，还有精神上的丰
富。”浙江省人大代表何晓红说，

“你看那青年人扎堆的地方，村里老
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

青来万物生。实现青年与乡村
的双向奔赴，安吉的探索还在继
续。

（新华社杭州2月8日电）

青年与乡村的双向奔赴
——浙江安吉青年入乡新观察

他山之石他山之石安吉数字游民公社管理员夏雨 （左） 与在这里工作生活的数字游民交
流 （2025年1月24日摄）。 （新华社发）

游客在安吉夏阳村的露营地里休闲游玩 （2024年11月30日，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