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更多达
州本土资讯，请扫
描二维码，关注达
州 晚 报 客 户 端
——云达州APP。

安卓系统

苹果系统

权
威
发
布

特
别
报
道

特
别
报
道

03
2021年5月7日

星期五

□主编：杨 波

□编辑：冯津榕

2382258

“朱是红色，朱村更是名副其实的
‘红’村。”4 月 20 日，在山东省临沂市临
沭县曹庄镇朱村，71岁的义务讲解员王
经臣向游客们讲述朱村的红色故事。

1939 年，朱村成立了临沭县最早的
党支部。1944 年 1 月 24 日（除夕），500
多名日伪军向朱村发动了突然袭击。“枪
声就是命令。”驻扎附近的八路军一一五
师老四团八连战士听到枪声后，立即赶
来营救朱村百姓，有24位官兵牺牲在这
里。战后，山东军区正式命名八连为“钢
八连”。

70 多年来，朱村人从未忘记过为他
们牺牲的英烈。2012年，朱村村民自发
捐款建成了钢八连纪念馆、朱村档案馆
等教育基地。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
设时期，朱村一直在践行党群军民“水乳
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不断
迈向新生活。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临沂
视察时，参观了沂蒙精神展、朱村钢八连
纪念馆等地。他强调，沂蒙精神与延安
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
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
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临沂，在沂蒙精神的指引下，抢抓机
遇、攻坚转型，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
2018 年，临沂贫困发生率基本“归零”；
2020 年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805.25 亿
元，升至全国地级市20强。

朱村“红”源于沂蒙红

“三道河五道堰”，说的就是朱村周
边的地理环境。从朱村主干道向东，要
跨过三条河，分别是黄白总干渠河道、分
沂入沭河道和沭河。

新中国成立前后，为了统筹解决鲁
南、苏北洪水出路，开始了规模浩大的沂
沭河洪水东调工程。50多年间，朱村平
地挖出了两条河，堆起了五道堰，被占用
土地 3600多亩。听党话、跟党走的朱村
人以自身巨大的牺牲，换来了沂沭河下
游的长期安澜。

2020年11月25日，投资1亿多元的
朱村沭河大桥通车，朱村到临沭县城的
车程缩短到了半小时。“无论是我们村往
外运葡萄、梨等农副产品，还是游客到我
们村，都更方便了。沭河西边的30多个

村子，今后到县城都不用再绕路了。”谈
起这座桥，朱村党支部书记王济钦满面
笑容。

近年来，临沂加大了对朱村等“红色
村庄”的帮扶力度，昔日的“支前模范村”
得到大力“支援”。在朱村附近，朱村沭
河大桥、沭河东岸滨河大道、沿河路等周
边道路工程陆续建成，进一步打通了朱
村融入临沭、对接临沂的交通大动脉，朱
村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乡村富才是真发展

在朱村东部，红色朱村提升改造项
目建设工地上正热火朝天。支前馆、民
俗馆、村史馆、治淮馆等红色场馆，以及
游客服务中心、乡村客栈等建筑即将于
今年7月投入运营。

1.4 万平方米的中国柳编艺术博览
中心展馆早已伫立在朱村的西侧。村里
引进的大型柳编企业欧拉藤饰负责柳编
产品设计、打样、销售，让传统的柳编产
业实现“升级”。朱村村民在家或在厂搞
柳编，实现了家门口就业。“都是计件工
资，一天能挣60多元。还不耽误家里的
活。”58岁的村民韩孝秀对收入很满意。

这几年来，朱村用足用好上级扶贫
政策，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规划建设了集
采摘、体验、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
园，形成红色引领“N次方”效应。现在，
朱村流转种植杞柳 2100亩，建成葡萄科
技示范园和有机蔬菜种植园 500 亩、晚
秋黄梨种植园 300 亩，每年可为村集体
和村民增收 300 余万元，种植户年均增
收1万余元。

村里还利用农业园区内的闲置房
屋，联合企业打造柳编、毛绒玩具和服装
加工扶贫车间，优先吸收村内建档立卡
贫困户和留守妇女、老人务工，累计为村
民提供就业岗位 100 余个，每人每年增
收约1.8万元。

为打通销售渠道，朱村还建设了电
商服务中心，专门注册了“朱村味道”商
标。记者在电商中心看到，这里有花生、
香菇乃至地瓜叶茶等几十种沂蒙农特产
品，经加工包装后通过电商平台发往全
国各地。朱村还为此专门建成了一座蔬
菜水果保鲜库，将暂时无法销售的蔬果
贮存起来，延长了产业链条。

花红柳绿，春光大好。千万沂蒙人
民正铆足干劲，以“红色”谋划新的振兴，
实现新的梦想。

短评：
让红色基因代代传

革命战争年代，军爱民、民拥军，军
民血浓于水、鱼水情深，铸就了“水乳交
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凝聚起推动
沂蒙老区革命和建设的磅礴伟力。

改革开放时期，沂蒙人民传承红色
基因，弘扬沂蒙精神，实现了从“四塞之
固、舟车不通”到“商通全球、物流天下”
的华丽转变，让千万沂蒙百姓过上幸福
文明的生活。临沂，因为“红色”书写了
历史，树立起历史的丰碑。

如今，红色基因已深深融入沂蒙人
民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就是在传承、弘
扬革命精神。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建
党百年，我们的初心和使命从未改变。
新时代，让红色精神在沂蒙大地始终激
荡，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老区临沂必将
坚守初心，走向又一个辉煌的百年！

沂蒙精神铸就红色篇章沂蒙精神铸就红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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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提升前的朱村一角改造提升前的朱村一角。（。（临沂日报社供图临沂日报社供图））

建设中的朱村效果图建设中的朱村效果图。（。（临沂日报社供图临沂日报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