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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建设专刊】

编者按：今年，我市眉县常兴镇郭何村、凤县凤州镇凤州村

和凤翔区陈村镇紫荆村被确定为第三批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

村。试点建设工作启动以来，市委组织部牵头成立红色美丽村庄

试点建设工作指导协调组，有关县区坚持高点定位、整合资源、

压实责任，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试点建设高效推进。现将有

关经验予以刊发，供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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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县：五措并举建设村强民富红色美丽村庄

今年以来，凤县以凤州镇凤州村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

村建设为契机，聚焦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坚持以党建引领红色美

丽村庄建设，以传承红色基因为核心，深挖红色资源，讲好红色

故事，擦亮红色印记，追寻红色根脉，做优红色教育。

统筹推进“一张图”。坚持把红色美丽村庄建设作为一项重

要政治任务来抓，成立领导小组，调动各方资源，整合各方力量，

全面落实县级领导总体抓、组织部门定点抓、县直部门结对抓、

镇党委具体抓的“四个一”联系包抓机制。在充分征求县镇村三

级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科学制定红色美丽村庄建设工作实施方

案、工作台账和项目清单。突出党建引领，坚持支部主导，充分

调动群众参与红色美丽村庄建设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实现

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突出规划引领，把红色美丽村庄建设与红

色文化传承、特色产业发展、传统村落保护紧密结合，高标准打

造乡村振兴“红色样板”，成功入列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项目带动“乡村美”。围绕建设红色主阵地、深入开展红色

教育、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级治理能力水平提升、村容村貌改

善提升五个重点，建立《凤州村红色美丽村庄建设项目清单》，

精心谋划建设项目 17 个，总投资 3613 万元，全面建设红色美丽

村庄。“七一”前夕，总建筑面积 510 平方米的三层村级组织活

动场所建成投用，功能齐全的党员活动室、党代表工作室、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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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站点、便民服务大厅、乡村文化大舞台等场室已对党员群众

全面开放，村级组织服务能力水平实现大幅提升。嘉陵江沿江休

闲健身步道建设、村庄巷道改造提升等项目相继竣工投用，凤州

村村庄环境实现大幅提升，成功创建陕西省美丽宜居示范村。

红色旅游“亮品牌”。凤县革命纪念馆先后被确定为中国华

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陕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陕西省廉政教

育基地、陕西省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在做好文化传承保护

基础上，隆重举办了纪念“两当兵变”90 周年系列活动，开展

红色文化研学，实施村庄红色文化提升工程，在 3 个主要路口设

置红色美丽村庄造型标志，在村内广场建立“习语金句”红色文

化景观小品，“富爷巷—中街—大佬巷”环线红色文化氛围大幅

提升。据统计，今年以来凤州村累计接待县外红色研学参观 80

余万人次，党性教育“红色品牌”逐步打响。

产业带动“富腰包”。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红色旅

游和绿色产业，走出了一条产旅融合促乡村振兴的新路子。截止

目前，全村苹果、花椒种植面积均超过 2500 亩，产业收入突破

3000 万元。由凤州村集体股份经济联合社与凤州镇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服务公司联合建设的苹果新优品种示范园暨苗木繁育基

地（一期），引进秦脆、瑞雪等苹果新优品种 5 个，栽植 1 年生

成品苗、半成品苗、繁育用砧木营养钵苗共计 12.5 万株，二期

30 亩苗木繁育基地也将在明年开春动工建设，有效加快了凤州

高山有机苹果升级换代和提质增效步伐，并不断推动村企联建、

抱团发展、集体增收、群众受益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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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引领“党旗红”。发挥村党总支部“主心骨”和村党总

支部书记“领头雁”作用，组建以本土能人、党员、返乡人才等

为主的村级带头人队伍，明确职责分工，建立考核管理正向激励

机制，抓实党员教育管理，提升服务乡村振兴能力水平。健全“村

党（总）支部+村民小组+党员中心户”网格管理机制，依托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所，打造了“红色文化代代传”、“孝满夕阳”等

品牌活动，随地因需召开农民学习会，站在群众身边宣传党的富

民惠民之声，共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新模式。实行“党员志愿者+”，

落实“一包一帮一促四不”要求，开展“院内院外，咱来比一比”

活动，发动群众参与环境卫生清洁，村容村貌持续改善，今年先

后 2次被县委、县政府授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月考评红旗村，村

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持续提升。

眉县：“三抓三促”推进红色美丽村庄建设

今年以来，眉县以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为契机，探索

“三抓三促”机制，高质量推进试点建设工作，示范带动促进乡

村全面振兴。

抓组织、促引领，聚集红色底气。协同作战，成立试点建设

工作专班，实行书记、县长“双组长”负责制，由县委组织部牵

头抓总，财政、发改、农业农村、党史研究室等 19 个成员单位

合力攻坚，盘活全县涉农项目资金库，整合到位资金 79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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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投放重点建设项目 25 个。动态管理，制定郭何村红色美丽

村庄建设“作战图”，细化任务 40 项，明确 19 个成员单位职责，

实行清单化调度，倒逼责任落实，确保项目高效有序推进。上下

联动，建立县委书记联村、镇党委书记包村、县委组织部帮村、

第一书记驻村“四个一”包抓联建机制，县镇村三级联手打好“组

合拳”。试点以来，召开县、镇联席会议 13 次，解决难点问题

21 个。

抓项目、促进度，增强红色内涵。聚焦服务功能标准化，投

资 140 万元，高标准建设 1131 平方米村级党群服务中心，满足

43 类便民事项“一门受理、一站办结”需要，自主编印《村党

组织标准化阵地建设标牌标识规范》，做到 LOGO 标志、门牌室

牌，上墙制度“三统一”。聚焦教育功能延伸化，挖掘上世纪

70 年代常兴镇党校办学历史，全力推进常兴镇党校项目建设，

加挂扶眉战役大讲堂、基层支部书记学校、乡村振兴培训学校、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5 块牌子，面向县、镇提供党员干部教育培

训服务。聚焦红色品牌创建，依照扶眉战役红色史实，挖掘编写

《一封迟到的家书》、《一个剃须刀架盒》等红色小课 9 个，促

进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试点建设以来，承接省市县各级党

组织现场教学 2300 余场次 9.2 万人次，有效拓展扶眉战役红色

史实传播。

抓帮带、促振兴，共享红色福利。规范制度强治理，将参与

红色村建设、讲红色故事、育红色家风纳入《村规民约》；推行

无职党员设岗定责，组织有能力党员认领志愿服务岗位；75 名



— 6 —

党员中心户包联有能力村民，带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建设

投工投劳、村庄红色氛围营造。实施“净化、硬化、绿化、美化、

亮化”工程，现已完成污水处理、人饮工程、湿地公园绿化项目，

硬化村内道路 600 米，改厕 150 户，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级联

建促增收，流转 8 亩土地发展大棚车厘子；盘活集体闲余土地

59 亩，引进宝鸡华远纺织有限公司、陕西津朗高分子有限公司 2

户企业，通过“党支部+合作社+企业+农户”方式，让群众“打

工挣薪金、入股分红利”，预计惠及群众 648 户，村级集体经济

实现收益 8 万余元，用“红色福利”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凤翔区：打造“红色高地” 建设美丽村庄

陈村镇紫荆村入选全国第三批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以

来，凤翔区围绕红色主基调，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红色美丽

村庄建设取得实效。

党建引领聚合力，激活“红色引擎”。严格对照中央和省、

市红色美丽村庄建设内容和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夯实主体责任，

坚持统筹协调，确保红色美丽村庄建设高效推进。四级联动“抓”。

将紫荆村红色美丽村庄建设作为年度党建重点工作任务，建立区

委书记亲自抓、镇党委书记直接抓、村党总支部书记具体抓、驻

村第一书记配合抓的“一把手”推进“四级联动”责任体系。强

化领导“促”。成立区委书记、区长任“双组长”的区级领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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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主要领导亲自部署，组织部长督导跟进，专题听取、现场指

导建设工作 30 余次，协调解决资金、项目等困难问题 11 个。部

门协同“建”。多方征求意见确定 5 大类 17 项建设内容，把党

建引领和红色基因贯穿建设全过程、各环节。9 个区级部门协同

联动、各司其职，建立任务责任清单，凝聚“一盘棋”推进的强

大合力，“一体化”全面推进五大振兴，聚力打造红色党建样板

村、红色教育先锋村、集体经济标杆村、村级治理模范村和乡村

振兴示范村。

红色基因续血脉，擦亮“红色名片”。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主

线，深入挖掘西府战役屈家山会议旧址红色文化，着力把紫荆村

打造成集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党风廉政教育、研学实

践基地为一体的文旅融合体。发扬红色传统。多方收集“西府战

役”文物史料，讲好红色故事，形成生动、真实的历史教材，不

断夯实红色文化底蕴，增强红色文化感染力。用活红色资源。围

绕“西府战役”锻造红色精品课程，将旧址与紫荆山综合实践基

地等周边红色、乡村旅游资源“串点成线”，开发红色研学线路，

提升红色教育吸引力，年内累计接待省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学校、部队、社会团体参观学习、开展主题党日、入团入队仪式

等 2 万余人次。护好红色遗址。高标准建成红色集中展示区项目

4600 平方米，采用加固窑面、更新陈列等多种方式保护窑洞旧

貌，在细节体验上做文章，在整体风貌上下功夫，进一步提升旧

址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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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聚根本，提升“红色内涵”。坚持把红色美丽村庄

建设与“四强四美”红旗村创建、乡村振兴典型引领村建设紧密

结合，将红色资源优势转化成发展优势，赋能乡村振兴。对标对

表提升服务能力。在保留村“两委”办公楼原历史建筑风貌不变

的基础上，实施村级党群服务中心提升改造项目，建设一流省级

党组织标准化建设示范村，打造红色堡垒，为群众提供舒心、高

效的“一站式”服务。示范引领提升带富能力。充分发挥乡村振

兴典型引领村带动作用，以党建领航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书记项

目”为抓手，推广“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流转土地 1580

亩发展优质小麦、玉米等原粮种植，倒茬种植酒用高粱和蔬菜，

群众获得土地租金、务工收入、集体经济分红“三重”收益，2022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将超 200 万元。高标整治提升环境承载力。以

项目为硬支撑，整体谋划，分步实施，全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建设生态宜居美丽村庄。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道路铺设

柏油、门面房立面改造等项目，完善村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村

容村貌，增强“红色”紫荆魅力值。建立“一抓三包四管”模式，

落实全科网格员 64 名，推动网格信息化管理，实现“多网合一、

一网统管”，全民共建、共创、共享社会治理成果。

送：省委组织部办公室，部领导，各县级干部

发：各县区委组织部，宝鸡高新区党工委组织人社部，市委各部门、市级

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人教科（办公室），党的关系在市委的部

省属企事业单位党委组织部，领导班子由市委管理的企业党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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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各科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