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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住房城乡建设动态
（52）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编 2021年 8月 2日

美丽城镇工作第 15 期

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

时强调，红色资源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美丽城镇建设过程

中，要传承弘扬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推进产业升级，加

快山区发展。丽水市依托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聚焦拉

长长板，突出资源转化，联动打造红色特质鲜明的美丽城镇品

牌。现将其做法予以编发，供各地借鉴。

丽水市以红色革命精神赋能美丽城镇建设

作为全省唯一所辖县（市、区）均为革命老根据地县的地

级市，丽水市立足“美丽大花园”生态优势，深入弘扬践行浙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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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革命精神，积极打通“红绿”资源转化通道，为美丽城镇发展

注入红色动能。

一、规划引领，夯实红色发展基础。科学完善顶层设计，

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加速红色资源转化。一是突出红色规划引

领。依据“五美”建设要求，结合《“浙西南革命精神”弘扬践行

活动总体方案》《丽水市红色乡村振兴三年行动计划

（2019-2021）》等政策性文件，及全国首个红色乡村建设地方

标准——《丽水市红色乡村建设指南》，因地制宜指导创建城

镇编制彰显红色特质的行动方案，其中龙泉市住龙镇、遂昌县

王村口镇的行动方案被评为省级样板创建城镇优秀方案。目

前，全市共 41 个美丽城镇任务乡镇申报丽水市红色示范乡镇

创建，已创成 27 个。二是强化红色风貌打造。引导各地深入

挖掘红色历史，科学布局红色项目，大力推进革命纪念馆、研

学基地建设；保护修缮革命遗址，修复提升红军路，打造红色

非遗文化村，为美丽城镇建设增添红色底蕴。同时，以“三改

一拆”为抓手，做好“拆破（违）透红”“红色故事上墙”等文章，

全面提升城镇风貌。如龙泉市住龙镇将全镇划分为红色核心体

验区、革命遗址探寻区、革命英烈追忆区等三个区域，打造、

串联“十红”景点、修复红色遗址、重建红军古道、提升夜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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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构筑更加立体、多元的红色风景线和遗迹带。三是推进红

色文化宣传。聘请专业团队开展宣传策划，通过图片、视频、

舞台剧、红色线上展览等宣传载体生动展示浙西南革命精神，

推出微电影《万山的女儿》、情景剧《红军在毛垟》、小学红色

花鼓戏课程、“浙里红·潮”红色文旅直播等，不断提升革命老区

美丽城镇的知晓度和影响力。此外，该市还启动了 “寻访百年

红色精神 重走红色革命地标”——全国弘扬践行革命精神红

色宣传联盟建党百年大型融媒采访活动，组织中央及多省市近

40家媒体赴丽水采风考察，向全国展示 “浙西南革命精神”的

生动故事、全面小康的鲜活成果和“红绿融合”的美丽城镇建设

丽水实践。

二、党群联动，锻造红色建设队伍。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形成党群共建合力。一是

当好红色宣讲员。积极组织党员干部成立“红色队伍”，牵头开

展红色文化进课堂、红色村晚等活动，通过党员大会、居民大

会、“庭院式”微宣讲等方式开展美丽城镇建设宣传。如龙泉市

安仁镇结合“走街串户脚印万家”贴近群众大走访活动，入户发

放倡议书 3000余份。二是当好美镇建设兵。聚焦环境整治，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成立“党员服务攻坚队”，将整治成果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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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干部绩效管理和党员先锋指数考评。如景宁县大漈乡党员干

部组织启动第二轮“百日攻坚”行动，通过集中摸排、多轮推进、

分级资金分配、创新交叉督查等方式，完成 460余个点位的交

办和“回头看”。聚焦项目推进，以党建引领项目攻坚。如遂昌

县湖山乡积极响应党组织号召，选优配强队伍力量，仅用时 40

天完成 2500余亩土地征收、用时 125天推动建筑面积约 9000

平方米、总投资约 1.3亿元的仙侠湖国际会展中心项目顺利竣

工，充分体现美丽城镇建设“丽水速度”。三是当好群众服务员。

建立健全党员责任区、党员联系户等工作机制，打造“红色联

盟”队伍，推进“党群聚力、温暖同行”圆梦计划，开展“微心愿”

走访活动，推出“爱心浴室”建设等。此外，整合文化礼堂、办

公场所、党群服务中心等红色场所资源，进一步提升党群服务

接待水平。如缙云县东渡镇打造高标准党群示范点，其中“党

员爱心车队”接送村民及外来务工人员 6000余人次完成新冠疫

苗接种，“旅游志愿服务队”仅春节期间向游客和当地群众提供

免费服务近 10万余次。

三、“红绿”融合，激活红色产业动能。积极发展“红色+”

产业，推动美丽城镇产业融合发展。一是培育红色教育品牌。

建设以遂昌县王村口镇、龙泉市住龙镇为重点的全域红色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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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延伸拓展“莲都·红色印记之旅”“松阳·挺进师之旅”“遂昌·红

色古镇之旅”等 10条“浙西南革命精神”红色之旅精品路线。同

时，打造系列红色教育基地、党史学习基地等，结合红色文化

节等活动，促进红色研学、红色旅游发展，构建出日趋完善的

浙西南革命精神教育体系。如遂昌县王村口镇借鉴井冈山模

式，成立浙西南干部培训中心和红色研学基地，自美丽城镇建

设开展以来，累计接待各类游客 35.3万人次，实现收入约 4900

万元。二是开发“红色+”多元产业。贯彻“红绿融合”创新理念，

推动“红色观光”单一模式向“红色”+ “康养”“运动”“文创”等复

合模式转型，催生多元红色经济。如庆元县黄田镇以崔上村为

中心，建成集研学体验、生态游憩、运动休闲、乡村度假等功

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地。青田县山口镇推出百年印记红色文创

系列纪念品，累计销售“建党百年印章”1 万余份，销售额 300

多万元，进一步打响石雕小镇品牌。三是打造红色村镇集群。

整合红色资源，突破区域限制，实现联动发展。如龙泉市住龙

镇分别与宝溪乡、遂昌县王村口镇达成红色发展战略合作协

议，设立“三联”工作专项小组，开展品牌、线路、交流等三方

面“十一个联”协作，促进三地红色产业共建共享、协调发展。

此外，该镇还与浙闽毗邻六乡镇签订党建同盟、红色共建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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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进一步助推浙闽边界区域乡镇红色区域建设协同发展。

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发：各市、县（市、区）美丽城镇办公室，省城乡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各市、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行业主管部

门，厅直各单位，厅机关各处室（中心、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