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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人接待中心主体工程即将落成

打造精神高地 朱彦夫故里谱新篇

2014年荣获全国首个“时代楷模”荣誉称号，2019年9月17日荣获“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朱彦夫这位“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历经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以无手之臂书写传奇人生，无数次感动中国。2019年12月3日，“人民楷模”朱彦夫同志事迹宣讲工作总
结会在淄博召开，朱彦夫自强不息、不畏艰难、顽强拼搏、奋发向上的精神，已经成为淄博城市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撑。

朱彦夫作为沂蒙精神和沂蒙红色文化的杰出代表和标志性人物，是一张响亮的红色名片，也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沂源是
革命老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红色资源开发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是责任也是使命。

朱彦夫同志的家乡现在什么样？未来咋发展？为更好地推动学习弘扬朱彦夫同志先进事迹，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记者近
日多次走进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展开采访。

红色旗帜凝聚力量

“脱贫先脱盲，朱彦夫回村后，
下定决心创办图书室，没钱买书，
他就卖掉家里仅有的1头猪和半瓢
鸡蛋，还拿出了自己的抚恤金；没
有书架，他就动员母亲捐出了寿板
做成了书架，建起了全公社第一个
农村图书室……”2019年12月4日，
在朱彦夫事迹展览馆，23岁的郭鹏
飞正在为游客讲解朱彦夫的先进
事迹。2019年刚从大学毕业的她，
来到这里工作不过短短几个月
时间。

“我家在沂源县石桥镇。说实
话，在来这里之前，我对朱老的事
迹虽然了解一些，但不熟悉，这段
时期的深入了解，让我感触很深。”
一场讲解结束后，郭鹏飞向记者谈
起了自己的感受。“尤其是到红山
梯田、棚沟造地、友谊机灌站这些
地方实地参观后，非常震撼，我希
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讲解，让更多的
人知道朱彦夫、了解朱彦夫，将他
的这种精神传递下去。”
  现如今，像郭鹏飞这样回乡发
展的年轻人并非个例。伴随着朱
彦夫教育基地红色片区提升工程
持续开展，张家泉村和附近的涌泉
村成立了联合党支部，山东鲁中高
新科技园区开发有限公司作为运
营方在这里成立了文旅公司……
小山村日新月异的改变引来多方
瞩目。朱彦夫作为沂源红色文化
的标志性人物，竖起了乡村振兴发
展的“红色旗帜”，正凝聚着社会各
界的力量，共同助力“彦夫故里”再
度腾飞。

建设中的“精神高地”

记者来到朱彦夫事迹展览馆
时，虽然是下午，但还有多辆大客
车停放在停车场。因为人多，前来
参观学习的学员们需要在展览馆
外排队。一名刚从展览馆中出来
的学员讲道：“朱老的事迹非常震
撼，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大写的
人。他自强不息、不畏艰难、顽强
拼搏、奋发向上的精神，是我未来
成长的指路明灯。”

朱彦夫事迹党性教育基地，整
洁大气的广场、宽阔平坦的道路，
每个路口都有现代化的景点指示
牌；村中成片的桃林处处可见，教
学点分布在村内，“彦夫故里”的红
色魅力令人印象深刻。在友谊机
灌站南侧，朱彦夫教育基地接待中
心项目正在建设当中，热火朝天的
施工景象让人期待着建成后的
模样。

朱彦夫事迹党性教育基地始
建于2014年2月，2017年重新进行
改造提升。目前，朱彦夫事迹党性
教育基地主要包括朱彦夫事迹展
览馆、多功能报告厅、夜校、旧居、
棚沟造地、友谊机灌站、红山梯田、
大寨田等教学点。自2018年开展
以来，已累计接待各地团队550余
个、党员干部2万余人。随着越来
越多的人来参观学习，基地现有的
接待能力已经面临饱和。

“朱老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
荣誉称号后，最近每天来的参观学
习团平均在20个左右，最多的一天
接待了31个。”朱彦夫教育基地红
色片区提升工程专班成员杨红玉
介绍说，“各地组团来学习的人数
骤增，对接待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餐饮、住宿、停车场等配套设施
亟待提升。为了统筹片区建设，目

前成立了由县、镇、村三级组成的
‘工作专班’，不仅从硬件条件上对
基地进行提升，还进行了特色农业
产业、文旅产业等多种业态的长期
规划。”

朱彦夫教育基地接待中心是
“工作专班”到位后进行的第一个
项目。据介绍，建成后的接待中心
建筑面积1516平方米，设置大型餐
厅、特色自选美食区等接待功能区
域，投入使用后可满足400人同时
就餐的需要，并配套专门的沂源土
特产营销中心，解决前来参加红色
教育、红色旅游人群“吃好”“购好”
的问题。

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对于朱彦夫教育基地红色片
区的发展规划，现在已经形成初步
方案。按照近期规划，将率先解决
片区内的‘吃’‘住’问题，村民的土
地流转工作也正在进行中。”西里
镇党委成员、武装部部长张正学介
绍道。

片区村实现融合抱团发展，离
不开跨村联合党组织统一领导。
2019年8月30日，位于核心片区的
张家泉村和涌泉村成立了红泉党
支部。接下来，红泉党支部将与片
区内的山西万村、大家万村、大刘
庄村成立5个村的联村党委，抱团
发展、共谋振兴，在红色主题教育、
特色农业发展等方面形成合理完
善的区域经济结构。

《沂源县西里镇红泉社区（张
家泉村、涌泉村）村庄规划（2019-
2035）》产业发展目标中提出，将结
合村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及发展
现状，按照宜农、生态、绿色、低碳

的原则，分红色精神传承、林果生
产、乡村振兴三个板块统筹布局村
庄产业。

“红泉社区位于朱彦夫教育
基地红色片区的核心位置，是片
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构建‘立
体化’产业联动发展路径，一产围
绕旅游提升，二产支撑旅游做强，
三产融合旅游延展、文化联姻旅
游做大，乡村结合旅游做文章，目
标是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淄博
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规划所所长孟
凡金表示。

谈及朱彦夫教育基地红色片
区的未来发展，张正学表示：“根据
目前的统计数字，五个村共有村民
1275户，3684人，土地面积11787
亩，进行连片建设，可利用的资源
更多，基地打造和乡村振兴的空间
更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周边
村纳入基地片区范围，通过统筹整
合片区村资源，全力打造沂蒙红色
文化精神新高地、乡村振兴齐鲁样
板新高地和闻名全国的党性教育
新阵地，可以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
红色资源带来的经济效益，实现精
神、经济‘双丰收’。”

多年前，朱彦夫带领父老乡亲
顽强拼搏、战天斗地，全村旧貌换
新颜；现在，这份精神依然是一份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未来的张家泉村，不仅是一处
红色事迹发生地，更是一处集红色
旅游、生态旅游、民俗旅游、教学于
一体的成熟片区。在这片红色沃
土上，正焕发着生机勃勃的新活
力，继承并发展着朱彦夫自强不
息、不畏艰难、顽强拼搏、奋发向上
的精神，为乡村振兴的发展贡献着
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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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
动员、果树剪枝
施肥、工地上机
器轰鸣……

冬天的沂
源县西里镇张
家泉村，一点也
不觉得冷清，却
非常热闹。

巍巍蒙山，
悠悠沂河。沂
源县地处沂蒙
腹地，平均海拔
最 高 ，被 誉 为

“山东屋脊”“生
态高地”。“人民
楷模”朱彦夫的
故乡沂源县张
家泉村，已经成
为远近闻名的
英雄之地、红色
之地。

修 路 、打
井 、治 山 、造
地……这片欣
欣向荣的土地
上，已经发生了
无数的奇迹，它
的未来会是什
么模样？2019
年冬天，鲁中晨
报记者先后数
次来到张家泉
村。在现有的
朱彦夫党性教
育基地的基础
上，朱彦夫教育
基地红色片区
提升工程正在
如火如荼地开
展，联合党建、
产业升级、土地
流转、国有资本
等众多发展改
革要素在这里
聚集，“彦夫故
里”正焕发出蓬
勃的新活力。

“凤凰涅槃、加速崛起”，朱彦
夫故乡——— 沂源县张家泉村正奋
力争当乡村振兴的全省样板，“彦
夫故里，绿色红泉”是未来的目标，

“闻名全国的党性教育新阵地、沂
蒙红色文化的精神新高地、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的新高地”是未来的规
划。乡村振兴“要遵循发展规律，
规划先行”，规划是打开未来之门
的金钥匙，蓝图是把控未来方向的
航标，张家泉村及未来“联合发展”
的规划已经反复酝酿和讨论，并在

分类推进，扎实进行。
“把规划先行落实到位，乡村

振兴必须规划先行。”这样才能在
产业发展、人口布局、基础设施、土
地利用、生态保护等方面，做到事
事有规可循、层层有人负责，扎实

苦干，以实干促振兴，推动乡村振
兴发展取得新成效。

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搞
建设。

“彦夫故里”张家泉，未来更
可期。

攥紧规划这把金钥匙

■ 新闻点评

（一）

从空中俯瞰朱彦夫事迹党性教育基地。 2019年12月4日，记者在朱彦夫教育基地接待中心项目施工现场
进行拍摄。据了解，接待中心投入使用后可满足400人的就餐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