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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岁的胡勇旺生长的地方叫沙塘沟村，位于北京
市延庆区大庄科乡。从 2016 年底开始，一批又一批党
员来到这里，穿上八路军军装，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宣
誓，听讲解员讲述战火纷飞的年代，列队走上八路军
曾经的战场。誓言和脚步打破了大庄科乡的沉寂。
胡勇旺站在碧绿的核桃树下，透过树叶的缝隙凝视着
纪念碑下灰色的身影，看着村里长年待业的年轻媳妇
们换上工作服，满是沟壑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表情，

“大庄科红了，也活了”。

点燃平北抗日星星之火

革命旧址，留下了诸多先烈的足迹，也是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沙塘沟村和霹破
石村大力开展展馆建设，完善配套设施，这里
迎来了一批批党员

大庄科乡是一片带着红色基因的土地。1938年，八
路军在沙塘沟村扎根，当年先后有6名村民入党，成立了
平北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胡勇旺的爷爷就是其中之
一。1940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中国共产党
在霹破石村建立了平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个抗日民主政
权——昌延联合县政府。大庄科乡“红色后七村”里，铁
炉、景而沟、里长沟、董家沟、慈母川村也留下了诸多革命
英雄的足迹。

这段历史，是胡勇旺儿时的睡前故事，也是他讲给孙
辈的家族史。

2003 年，沙塘沟村建起了“平北红色第一村”的展
馆，成为北京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昌延联合县政府
旧址也陆续恢复，对外开放。

大庄科乡离北京市区只有1小时车程，但是，没有多
少人熟悉这个点燃了平北抗日星星之火的地方。沙塘沟
村和霹破石村的展馆条件薄弱，配套设施也不完善，对参
观者没有天然的吸引力，不像有的村里，一栋“最美乡村
图书馆”就能带来源源不断的游客。因此，两个村的红色
旅游和乡村旅游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村民们要么在家务
农，要么外出打工。

自开馆以来，胡勇旺就是红色第一村展馆的负责
人。说是负责，其实是讲解员、清洁工、保安一肩挑。

他倒不觉得忙。“那时没啥人来，最多‘七一’、国
庆有几个单位的团，都是提前电话预约的。”接到通知
后，胡勇旺就来开门，领着大家楼上楼下逛一圈，30 多
块展板半个小时就能讲完，没别的可做，对方也就离
开了。

大多数时间，展馆大门紧锁，胡勇旺在村里务农、干
自己的事情。直到2013年，来参观的人多了起来，5月
份至7月份竟然每月能达1万多人。大庄科乡对展馆进
行了翻建，又增加了几名工作人员。

这与 4 公里以外的霹破石村情形差不多。在 2013
年以前，自幼生长在村里的王桂珍很少关注村里那几
栋破房子，“老人说是什么旧址，我们也没细问过”。
2013年的一天，乡上来人对房子进行了整修，重填了土
墙上的标语，王桂珍第一次看到了牌匾上写着“昌延联合
县政府旧址”，而她自己也换上了白衬衣黑西裤，成了一名
讲解员。

以史为鉴，凝聚人心。一批批党员来到大庄科乡，在
革命先烈战斗过的地方缅怀历史，重温誓言。

密云区发改委机关党委书记门加海带着4个党支部
的19名党员，正在沙塘沟村展馆门口的更衣室里换装。
对于年轻党员来说，换上革命前辈的衣服，本身就是学习
的过程。穿军服走红色道路是大庄科乡去年才增加的环
节。参观展馆是免费的，从2013年开始增加的参观者没
有为沙塘沟村带来什么收入。而且由于路途遥远，党员

们来参观完之后经常就到了饭点，而村里没有任何接待
能力，连口热饭都提供不了。还有参观者给老胡提意见，
跑这一趟不容易，希望能有更多实实在在的收获，而不是
走马观花地看展馆、听故事。

老胡把意见向上级反映，乡里、延庆区都很重视。
2016年前后，区里投资完善了沙塘沟村和霹破石村的道
路，整理了更多档案纸里泛黄的故事，重修了当年八路军
战斗遗址。乡政府送来了几十套八路军军装，建议老胡
他们把体验环节做起来。

2016 年10月，延庆区在大庄科乡举行了纪念红军
长征胜利80周年仪式，大庄科乡开放式红色体验基地同
日正式开放，成为北京市第一家。

奏响红色旅游英雄组曲

发展红色旅游，借助互联网资源就是最大
的“救兵”。按照企业的方式运营后，大庄科
乡吸引了大量的客流，这是一个对历史负责、
对村民有益、对企业有利的项目

大庄科乡的红色还是不够浓烈。知道大庄科乡的人
总体不多，村里不可能为有限的参观者增加服装、餐饮等
设施，赶上一天来几个团的高峰期，老胡和王桂珍疲于应
付。由于工作头绪繁多，大庄科乡和延庆区也不可能安
排专人负责一个村的红色旅游工作。

大庄科乡需要一个新的操盘手，才能在这片红色的
土地上奏响英雄组曲。

91金融就是延庆区政府搬来的“救兵”。
这家成立于 2011 年的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不仅有金融业务，文创板块下还有国内第一家众筹平
台点名时间和超过 500 万粉丝的自媒体平台金八传
媒，另有投融资机构 91 投资和 91 众创空间，所以在
资金和宣传上很有优势。

当然，更主要的是因为91金融党支部书记、CEO许
泽玮正好是位心系家乡的延庆人。2016年底，延庆区政
府找到了这位“老乡”，希望借助他公司的互联网资源改
善大庄科乡红色体验基地的运营状况。

“2016 年底，我第一次来沙塘沟村的时候，不能吃
饭、不能住宿，郊区游基本不可行。”许泽玮记得，跟村民
聊下来，再结合当地的红色资源，许泽玮相信这是一个对
历史负责、对村民有益、对企业有利的项目。项目运营
后，35%的收入上缴村里。

企业接手后，基地立即转为按照企业的方式运营，宣
传力度也比以前更大。许泽玮举了个简单的例子，“我们
联系的媒体有几百人，随时推送动态，公众号可以做到每
日更新，但是之前村里管理时，不要说保持更新频率，连
微信公众号也没有”。

同时，许泽玮派了一批能干的员工在这里对接，先
期投入数百万元完善设施。短短半年，就在展馆的右
前方新建起食堂，新的民宿也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底就
可以入住。600套八路军军装、红军军装也及时补充到
服装库，展馆、行军路线经过调整，可看性、互动性上了
一个台阶。

如果说这些投资是用钱能解决的问题，91 金融在
文化领域的资源就是再多钱也买不来的活水，迅速注
入了基地。2017 年 6 月 25 日，第二届北京市文化创意
创新创业大赛前 30 强走进了大庄科乡，开展红色之旅
体验。在这届比赛上，“红色大庄科乡”还拿下了组委
会特别奖。最受北京市民关注的北京惠民文化消费
卡引入了基地，持电子券就能享受北京市给出的消费
补贴。

这些举措为大庄科带来了比以前翻3倍都不止的客
流，而且由于体验、吃饭等配套设施完善，客流还带来了
现金流。“我们的定价是每位200元，现在有折扣价，还可
以根据不同的项目定制更多内容。”91金融派驻在大庄
科乡的负责人张濛介绍说，“截至8月底，大庄科乡今年
已累计接待游客近3万人，流水约300万元，提前完成了
我们全年的目标”。

红色大庄科的留言簿差不多一周就要换一大摞。
记者翻了翻，留言的单位有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的 72
名党员，有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矫正干警党支部的全
体党员，有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机关后勤党支
部。一位海淀区上地街道万树园党支部的负责人用差
不多 5 分钟时间，趴在桌上写了大半页，“前人经历苦
难、我们享受辉煌，铭记历史，革命先烈”。最后还特意
加上了一句“致敬”！

今年要让全村人都脱贫

客流还带来现金流，为村里精准帮扶奠定
了经济基础。村民就近择业，捕捉商机，全村
干事创业的劲头更大了，“今年准备让他们都
脱贫”，村民发展的底气更足了

在北京郊区，大庄科乡不算富裕。
“我们村是低收入户比较集中的地方，80多户村民里

有十几户都是低收入户。”胡勇旺背着手，多年生产队长的
劲头似乎一下子撑起了他的腰板：“今年准备让他们都脱
贫！”

他的底气，就来自眼前络绎不绝的人流。根据
91 金融与村里签的协议，其中一部分营业收入交给
村里作为提成，用作村里精准帮扶的资金，而日常
运营的全部开销包括聘用村民的工资由公司承担，
不花村里一分钱。胡勇旺悄悄算过，“今年最多的时
候，村里一个月接待 1 万多人，纯参观的还不算，算
下来，一个月流水就是 100 万元，村里提成有 30 多
万元呢”。

汪荣凤的工资也涨了。2013年展馆翻建后，她成为
新增的讲解员之一，一年村里补贴1.6万元。91金融接
手基地后，她新签的合同是每月3000元左右。现在，村
里有六七名妇女在展馆工作，拿的工资都有增加。

动作快的村民自己也捕捉到了商机。今年 7 月 1
日，展馆左前方开出了沙塘沟村第一家农家乐，名字
就叫“红色之旅农家院”。记者到的那天是周三，但
餐厅两层楼 10 张桌子，9 桌都坐满了客人，只有一
桌闲着。“一天有 1000 多元流水，比我以前在县城
打工挣得多。”老板娘张霞对现状很满意，“毕竟能守
着家了”。

离开沙塘沟村，记者跟着王桂珍，走到了霹破石村的
昌延联合县政府旧址。

这是一片有年头的房子，土黄色的矮泥墙上刷着繁
体字标语。昌延联合县政府旧址是一个收拾得很干净的
农家小院，两栋民房，一共4间屋。说不出名字的野草
有半人高，结了穗子的玉米迎风摇曳。“都是原样啊。”
王桂珍反复强调，新增加的只有两块红色的中国共产党
入党誓词。

县委书记的旧居改成了展室。王桂珍往展台前一
站，不自觉就站直了身子，两手垂在裤缝上，一板一眼地
讲起了1940年发生的那些事。

她不需要讲得特别好，来参观的人自己就“穿越”
回了那段战火纷飞、艰苦卓绝的日子。“怪得很呢，自
从他们穿着八路军军装来这里，听我讲解时提问的人多
了，也没有人看手机。我经常看他们在那边宣誓，个个
表情都很严肃。”

王桂珍领着记者去看县政府其他部门，全都只是杂
草丛生的土房子。“经常有党员问我，以前的组织部条件
这么差啊，我就说是啊，办公条件差不耽误他们干工作，
他们就若有所思地点头。”

胡勇旺最喜欢接待部队来的党员。“他们总是站得直
挺挺的，宣誓的声音特别坚定，有时还没进村就能听见他
们唱军歌。”老胡亲眼看到过宣誓的士兵眼泪盈眶，那一刻
他感觉自己才是受教育的人，仿佛爷爷那一辈人又回到了
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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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

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大庄科乡大力发

展红色旅游，推进精准扶贫，盘活了整个村庄，

走出了一条依托当地红色资源、借力互联网企

业经营的乡村振兴之路。日前，记者对大庄科

乡进行了调查采访

核 心 提 示

在昌延联合县政府旧址，游客穿着八路军军装，重温入党誓词。

大庄科的底色是红色。中国共
产党当年在这里成立了平北地区第
一个农村党支部，在抗日战争最为
艰苦的时期，又在霹破石村建立了
平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个抗日民主政
权——昌延联合县政府。

同时，大庄科又是绿色的。由
于缺乏传统意义上的资源，它未经
工业开发，在相对贫困的同时又留
住了鸟语花香，让来到这里的人们
心生向往。

以我国目前已命名的428个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为例，其中
许多位于黔北黔西、陕甘宁等贫困地
区较为集中的地带。这些带着红色基
因、留住青山绿水的乡村，都可以复
制大庄科这条“红加绿”的经验。

当然，发展红色旅游加生态旅
游，绝不是简单地建博物馆、竖纪念
碑、卖土特产、吃忆苦思甜饭。记者
也去过不少红色基地、红色乡村，有
些地方的展示内容空洞滞后、展示
形式落后单一，停留在参观旧址、观
摩实物和照片及其他文件资料的阶
段，讲解内容也简单拼凑，机械开
展，无法引起参观者的兴趣与共鸣，
还有些教育基地已经变成供游客拍
照、到此一游的场所，失去了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教育”意义。由于缺乏
资金和人力，部分基地没有能力宣
传推广，知者甚少，每年只有清明、
国庆等特定节日才有游客，平时连
门都不开。再加上提供的实质性教
育内容匮乏，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并
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大庄科之前同样受此困扰。引入资金充足、新媒体宣
传能力较强的企业后，问题才得到了较好解决。尤其是在
宣传推广、体验设计上，专业队伍肯定比外行的本村人、村
干部更有经验。他们可以构建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
广泛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载体，通过建设网上虚拟展厅，
创办官方网站，开通官方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体互动平台，
更好地推广红色乡村、红色基地。充分利用节假日和重大
革命历史事件、革命历史人物纪念日，举行各种庆祝纪念
仪式，从实际出发，组织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主题教育活
动，也是大庄科乡红色旅游迅速打响名头的有益探索。

这些，都值得其他想通过“红加绿”实现振兴的乡村
借鉴。

从长远来看，与大庄科类似的红色乡村、红色基地
还可以借助民间研究力量，挖掘整理红色记忆、提炼红
色精神，从学术或文艺角度源源不断地创造吸引力，让
这些乡村成为留得住青山绿水、讲得出红色故事的富
裕村、文明村，成为集教育、休闲、生态保护为一体的美
丽乡村。

在大庄科乡“平北红色第一村”展馆，游客正在参观。

（资料图片）

大庄科开放式红色体验基地行进路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