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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记者 徐虹 王璇

近年来，刘畈乡深入践行新发展理
念，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依托丰富的绿色资源和深厚的红
色资源，推动红旅产业与绿色产业共同
发展，织就一幅“红绿”融合富民的锦
绣图案。

刘畈乡:“红绿”双色绘制乡村振兴新画卷

主持人张涛：“我现在所在的位
置是刘邓大军刘家畈会议旧址，近年
来，刘畈乡深耕红色文化土壤延伸红
色产业区域，推动红色文化产业蓬勃
发展。接下来让我带大家走进会议旧
址，感受红色革命精神。”

“ 1947 年 11 月 9 日至 12 日，
刘邓大军在太湖县刘家畈召开会议。
这是从挺进大别山到走出大别山战略
链中承上启下的会议……”在刘邓大
军刘家畈会议旧址，管理员潘新民正
在向参观的游客讲述着曾发生在这里
的“刘家畈高干会议”。艰苦卓绝的
革命斗争，军民同心的鱼水情深，将
人们的记忆拉回到那段红色岁月，这
座青砖小瓦结构的清代胡氏新祠，因
为承载着这份红色历史，而成了刘畈
乡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化旧址。

泛黄的老照片，斑驳的老物件，
实现历史与现实的重逢；场景复原及
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复原了不
曾磨灭的烽烟记忆。展厅从千里跃进
大别山、决策刘家畈、从刘家畈走向
胜利、军民鱼水情四个单元展开讲
述，重现了刘邓大军战略转移、千里
跃进大别山、逐鹿中原、渡江作战等
载入史册的伟大瞬间，将刘家畈会议
的背景、经过、意义和成果，进行了
生动的诠释和深刻的解读。

在刘畈乡，刘邓大军刘家畈会议
旧址这样的红旅基地已是星罗密布，
松柏掩映下的烈士墓地，鲜花灿烂处
的陈锡联、桂林栖故居，红日映照中
的石砌碉堡，沿着红色步道，穿过岁
月星辰，铺展开来，那是一份革命精
神的传承，也是一份红色资源的保

护。刘畈乡充分发挥刘邓大军刘家畈
会议旧址辐射带动作用，做好产业延
伸、文旅交融、配套设施建设等文
章，挖掘乡村红色资源价值转化潜
力，打造文旅结合的亮点品牌和路
线。

刘邓大军刘家畈会议旧址管理员
潘新民说：“刘畈乡是红色的土地，
绿色的家园。这几年，以刘邓大军刘
家畈会议旧址为中心，着力恢复了刘
伯承、邓小平、陈锡联、桂林栖这些
领导人居住地的修缮工作，另外修了
红色步道和游客服务中心、乡贤馆，
这些红色旅游的发展能辐射和带动地
方经济的发展。”

沿着先人的红色足迹，刘畈乡探
索出一条守护“红色脉络”的红旅路
线。通过系列举措，盘活红色资源，
将其转化为“红色福利”，赋予红色
文化新的内涵。据了解，刘畈乡依托
会议旧址，加快推进刘伯承居住旧
址、邓小平居住旧址、陈锡联指挥
所、红二十八军柴家山会议旧址、石
砌碉堡、烈士墓等红色资源的保护开
发。在马畈村率先试点建立“村史
馆”，开发洪河谷，打造“红军
路”，创建“特色小镇”，积极融入
全县全域旅游经济圈。实施老刘牛路
改线工程、红色旅游大道建设，完成
中心路绿化亮化美化、游客服务中
心、刘邓大军刘家畈会议旧址文化广
场、停车场建设，鼓励和支持乡村民
宿发展，创建一批星级农家乐。挖掘
地方特色，彰显时代风情，将刘畈乡
打造成红色文化旅游胜地，将红色资
源转化成富民强乡的红色引擎。

深耕红色沃土，厚植文化自信

主持人张涛：“我现在所在的位
置是刘畈乡乌啼山，可以看见在我身
后，村民们正忙着造林整地、挖除芭
茅、补植补造，近年来，刘畈乡全面
升华林业改革，大力开展造林绿化，
持续巩固提升历年造林成果。”

在刘畈乡的山林深处，坐落着一
座“乌啼山”，初闻其名，便不由得
想起张继名句 “月落乌啼霜满
天”。这个与古诗遥相呼应的名字，
为这座山增添了一丝神秘和诗意。百
转千回的蜿蜒道路间，每一个转角
处，总是潜藏着未知的风景。穿林问
路，青山深处，只见毛竹苍郁，山茶
青翠，共同交织成漫山之绿，辉映无
尽苍穹，福泽一方百姓。

初春时节，山林显得格外青翠，
几位村民手持镰刀熟练地穿行在山林
间，他们仔细观察树木的长势，并挖
除“不合时宜”的芭茅。对于脚下这
块土地，他们再熟悉不过了，村民们
纷纷表示“曾经的乌啼山，山坡到山
顶都是光秃秃的。造林之后，生态环
境是越来越好了。”“从小就在山里
长大，现在通过劳动让山变美了，还
能带来劳动收入，很开心。”生态优
化乌啼山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一片
富饶的土壤，当初第一批“拓荒者”
“先行人”的努力，则赋予这片土地
更美的风景和更多的收益。

太湖人喻家来心系桑梓，放弃了
大城市的更高收益，回到故乡，刘畈
乡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为他发展林业
提供了坚实的信心。他在刘畈山场改
造荒山，发展毛竹、油茶、果蔬等经

济林，于 2014 年成立了太湖县世外
桃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刘畈乡洪
河村、乐盛村等以乌啼山为中心，承
包荒山荒地和以杉木、马尾松为主的
针阔混交林 5000 余亩进行经营开
发。公司以“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
+农户”规模不断壮大，已发展成为
集种植、养殖、生态休闲旅游为一体
的林业产业化企业，每年出售 600 多
头土黑猪，茶叶 6000 斤左右，产油
茶子 4 万斤左右，农家乐和民宿收入
40 万元，带动 100 多人就业，每年

支付工资 100 多万元。
刘畈乡林业站工作人员彭松说：

“我们积极引进和培育新型经营主
体，通过整合资金、多元投入，实施
三年灭荒行动，目前共消除芭茅山
3 . 88 万亩，完成新造林 3 . 2 万亩，
其中油茶造林 1 . 6 万亩，毛竹造林
1.2 万亩，其他造林 0.4 万亩，近两
年为巩固提升历年造林成果，积极实
施欧投项目 2.4 万亩，进一步让刘畈
乡山更绿、水更清。”

如今的满目皆绿，是大自然赋予

的特色优势，也是林业人勤劳与智慧
的结晶。刘畈乡“因地制宜”，大力
发展符合本地实际的特色林业，通过
实施千万亩森林增长工程和林业增绿
增效行动，森林覆盖率进一步提高，
森林资源存量增长显著。全乡有林地
面积 129214 亩。其中：乔木林地面
积 101404 亩，竹林面积 27810 亩。
全面推进“林长制”“河湖长制”工
作，设立乡村林长 45 名， 223 名生
态护林员全天候巡护山林，完成营造
林 4 . 35 万亩，刘畈乡被评为“安庆
市林长制改革工作先进单位”，刘畈
乡林业站被授予“全国标准化林业工
作站”称号。

红绿两相宜，小镇有风情。刘畈
乡红色基因的传承催动着绿色产业的
崛起，绿色生态的发展装点着触动脉
搏的红色之旅。刘畈乡积极创建文旅
小镇，以红带绿，以绿促红，打造一
条集红色研学、生态农业为一体的特
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之路。红旅
小镇以“红色为魂，绿色为体，红绿
相融，多方参与”为发展战略，充分
红色文化资源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
推动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共同发展，
绘就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

刘畈乡党委书记方毅说：“刘畈
乡将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
实施‘红色刘畈、绿色发展’理念，
挖掘红色文化资源，串联红色旅游景
点，加快特色产业升级，创建‘产业
聚集小镇’，加快建设经济强、生态
美、百姓富、产业兴的美好刘畈。”

筑牢绿色屏障 擦亮生态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