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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商州城区，沿 242 国道行驶大约 5 公里，再沿板桥镇前往五一村的
村道盘山而行，一路弯急坡陡，奇石林立。行约 5 公里至水泥路尽头，再
步行 5 分钟便看到一座金字塔状的山峰，山峰上下坐落着 8 座大大小小
的庙宇，供奉着不同的神龛，让整座山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山峰周边散落着十几户人家，房前屋后鲜花怒放，但多数大门紧闭没
人居住。留在村里的老人说：“这里原来是一个小村子，因为村里人大多
姓柯，村头有一处水源形成了池塘，因而得名柯池。现在村里留守的老人

不足 10个，以在山顶的开阔地带务农为生，生活清净而充实。”
老人指着身后的山峰介绍道，这座山名为空山，海拔 1200 多米，因为山体里有很多连着的小山洞，

敲击后有回声而得名。打他记事起山上就有这些庙宇，一年四季慕名探访的游人络绎不绝。
在老人的指引下，我们路过一片开满金色花朵的地头来到空山下边，这里视野开阔，不时传来鸟鸣

与犬吠声，山顶的北面和南面分别坐落着两个村庄。俯瞰山下，远眺群山，仿佛置身于一幅写意山水画
卷之中，惬意而逍遥。

近日，我们走进镇安县茅坪回族镇茅坪社区村史馆，老党员安吉
现正结合自身经历给村上的年轻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讲解村上的历
史。他在“红色印记”展览墙前久久驻足：“这些烈士都曾是我并肩作
战的战友。作为一名光荣在党五十年的共产党员，我见证了茅坪几十
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是我一辈子的信念！”老人清澈的眼神中，透露出内心的坚定与忠诚。

为进一步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历史文化、留住乡村记忆、展现山乡
沧桑巨变，近年来，茅坪社区高度重视村史馆建设，按照科学谋划、精
心部署、分类施策、建管并用的原则，在广泛征求意见、充分挖掘资源
的基础上，结合村庄规划、地理位置、人口分布、民俗风情等因素，精准
规划村史馆场地面积、馆体结构、布展内容等，用一年时间建成了茅坪
社区村史馆，在学党史、悟思想、践行动过程中，用文字、图片等展现时
代变迁，共同追溯村史，以便留住乡容、记忆乡貌、传承乡音、不忘乡
愁，影响后来人。

“咱们茅坪是历史悠久的革命老区，文化底蕴深厚，革命历史悠
久，红色印记众多，以前只是通过村里长辈口头讲述的方式了解这些
历史，渠道非常有限。现在建成了村史
馆，通过一些老照片、老物件以及文字图
片，把我们村从贫困走向富裕、几代人艰
苦创业的事迹展示出来，既方便我们了解
村上的历史脉络，又展现了新时代的发展
成果，有助于引导群众忆苦思甜，从而激
发大家建设美好家乡的干劲。”茅坪社区
二组湖北关片区的魏正印参观完村史馆
后感慨地说道。

茅坪社区村史馆共分为红色印记、经
济社会发展、名人乡贤等 10 个篇章，记录
了茅坪社区从明清至今日的发展历程，陈
列了时代变迁中的基本生产生活用具，展
现了茅坪社区发生的巨大变化，以此简要
记载茅坪社区的发展历程与创造实践。

“如今社区道路宽敞了、房屋敞亮了、联络
迅捷了，群众着装得体了、生活丰富多彩
了，处处呈现乡村振兴的喜人景象，也吸
引着我们这些在外创业的年轻人回村发
展，为建设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茅
坪社区副主任魏青说道。

三分建设，七分管理。为了不让村史

馆成为“盆景”摆设，茅坪社区在“建好”的基础上，继续在“用好”上做
文章。社区建立了村史馆日常维护、管理和保护制度以及宣传教育长
效运行机制，招募了村庄“六老”作为讲解员，广泛发动群众力量，利用
微信群、村村响等平台，继续号召群众主动捐赠老照片、旧物件，不断
丰富馆内展品，同时还将村史馆当作组织村民学习、开展党性教育的
基地和进行文化传习的重要阵地，让传统乡土文化、良好村风家风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潜移默化地教育、引导群众崇德向善、文
明向上、见贤思齐。

“截至目前，村上已经举办‘村史馆里讲村史’‘村史馆里听红色
故事’等各类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10 多场，村民的文化参与感、认同
感、获得感不断提升，村史馆已经成为茅坪宣传推介回汉文化的窗
口、教育引导群众的重要阵地。”茅坪社区党支部书记马东海说，“下
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把传统
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将乡愁情绪转化为看
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形式，唤醒乡村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
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村 史 馆 里 乡 愁 浓
陈少斌 马 柠

商洛作为革命老区，红色资源富集，
种类多、数量大、内容丰富，在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等重要历史时期都为国家、民族作
出过巨大贡献。红色资源蕴含着深厚的
革命情感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折射
着革命先辈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的思想情
操，是党性教育的重要载体，是党员干部
坚定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也是干部教
育培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
校作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主渠道和主
阵地，要用好用活红色资源，将其高效融
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全过程，注重针对
性、实效性、创新性和系统性，不断推动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提质增效。

“根+魂”固本，深挖红色教育内
涵。红色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干部教
育培训资源，教育的实质是把历史转化
为课程、把史料转化为教材、把现场转
化为课堂，使看、听、思、悟、行融为一
体，构建寓教于思、寓教于悟、寓教于行
的新型教育模式。红色资源发挥着理
想信念教育价值、红色精神传承价值、
历史镜鉴价值等，要根据每一个红色人
物、每一个红色遗址、每一个红色事件，
深刻挖掘所蕴含的历史内涵和时代价
值，将其运用到课堂上，使党员干部深
刻理解历史和中国人民选择共产党的
历史必然性，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着力培养为党为人民不懈
奋斗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点+面”融合，打造红色教育课程
体系。课程精品化、师资专业化，是打
造红色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环节。充
分利用商洛丰富的红色资源，在全市建
设现场教学的一个大网络，每个基地都
是大网络的关节点，每个县区要建立各
有侧重、各具特色的教学主题和典型案
例，打造系统的红色资源教学体系，如
红色小镇北宽坪、赵川前坡岭红色革命
遗址、红岩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山阳
袁家沟党性教育基地、丹凤马炉党性教育基地、
商洛红色文化资料馆、王柏栋烈士故居等多个红
色旧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形成理论综合课、
专题课、现场教学体验课、互动教学等教学体系

和一批精品课程。另外，统筹市、县
区两级党校系统师资，建立红色教育
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库，注重培养青年
教师队伍和用好红色基地一线优质
教师，“现身说法”提高现场教学质
量。按照“发展出题目、调研做文
章、成果进课堂、建议入决策”的要
求，组织优秀红色学科研究带头人组
成联合课题组，进行红色课程开发与
人才培养。

“精+准”聚焦，创新教学方式方
法。以红色资源为基础，结合培训对
象，增强“对象意识”，开发出不同的

“课程套餐”，使党性教育更具针对
性，避免“震撼一瞬间 、激动一阵
子”。如体验感悟课，教师通过主持
引导的方式，与学员互动提问，交流
认识和感受，也可采取小组讨论的方
式，讨论后派代表发言，再由其他学
员提问交流；如互动访谈课，以弘扬
传承红军长征精神为主线，通过对当
地的红军后代、先进典型代表等人物
访谈呈现教学内容，让学员在潜移默
化中接受洗礼；如红色拓展训练体
验，以体验参与方式走红军路、吃红
军饭，考验自我品格，增强团队协作
意识，在体验中学习和成长；如红色
微课，以小见大，将红色文化制作成
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的短视频，短
小、灵活、实用，可供干部利用碎片化
时间在课前、课中或者课后学习。

“常+长”结合，完善红色教育机
制。构建干部培训红色资源共享联
盟机制，纵向上积极对接中央和省等
上级有关单位，在红色资源开发保护
研究、红色文化宣传等方面的智力支
持，横向上扩大与外市（区)党校、干部
学院、高校的合作交流，开展深度合
作。建立完善红色资源合理利用长
效机制，采取“学员分流、教学分点、
活动分批”方式，合理调用资源，避免

超负荷利用、永久性破坏。完善教学管理评价机
制，建立“跟班人员评价+组织谈心谈话+班级民
主测评”机制和党性教育实践锻炼机制，量化综合
考核测评学员党性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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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金字塔状的
空山上下布满庙宇

空山脚下的村
庄——柯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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