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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对对 孙孙双双
沂源县石桥镇

万祥山上的红色精神

大泉村东边的山，原来
叫老虎山。你知道为什么改
名万祥山吗？5月30日，大泉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段会吉告诉记者，1944年的
一场战斗中，英雄连长何万
祥牺牲在这里，为了纪念他，
老虎山后来改名为万祥山。

何万祥，1915年出生于
甘肃宁县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年仅16岁便参加了革命
队伍，先后参加了400多次大
小战斗。1944年1月，在歼灭
伪军朱信斋部的战斗中，滨
海军区司令部授予何万祥

“战斗英雄”称号。1944年3
月25日夜，第三次讨吴战役
打响。滨海军区第六团一营
攻击大泉庄东部的老虎山，
二连连长何万祥在冲进敌人
一座炮楼后，被飞来的一颗
子弹击中，牺牲时年仅29岁。
何万祥牺牲后，遗体被安葬
在老虎山东南的后绳庄。

在英雄精神的鼓舞下，
这次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
1944年7月7日，山东军区抗
日战争7周年纪念大会上，何
万祥所在二连被授予“战斗
突击队”光荣称号，并将二连
命名为“何万祥连”。为了让
后人铭记这位战斗英雄，沂
源县抗日民主政府呈报上级
批准，将英雄牺牲地老虎山
改名为万祥山。

目前正在建设的万祥山
红色教育基地就位于石桥镇
大泉村，基地包括何万祥纪
念馆、纪念碑、广场等基础设
施。作为沂源县党员干部党
性教育的一个新平台、新阵
地，基地将在全县党员干部
教育培训中发挥重要作用，
将成为党员干部的“信仰讲
堂”和“实境课堂”，为全县党

员干部党性教育提供坚实的
载体支撑。

石桥镇党委书记任玉坤
告诉记者，万祥山是淄博市
烈士设施保护单位和爱国主
义教育场所。石桥镇深挖红
色文化内涵，将万祥山纳入
到农文旅融合中，将文化优
势和资源优势进行整合，投
资560万元建设何万祥纪念
馆，打造万祥红色文旅示范
片区。围绕大泉古村落、宠
物小镇等项目，配套建设道
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
充满文化特色的田园综合
体，推动乡村农文旅融合
发展。

如今，石桥镇以红色文
旅产业为“新引擎”，构建万
祥山、圣佛山、毫山、南涧“三
山一涧”红色文旅产业布局，
不断推进石桥经济社会的全
面发展。

红色精神激励干事创业

石桥镇依托不可复制的
红色资源，在全镇筑起一处
处集党员和群众教育、展示、
服务于一体的“红色地标”，
形成了“一山一馆一大道，一
场一廊一中心”的红色阵地。

“一山”，即万祥山；“一
馆”，即坐落在万祥山上的何
万祥纪念馆；“一大道”，即英
雄大道，纵贯石桥、松峪、北
庄、分水、大泉5个村，长约4
公里，弘扬英雄的事迹和战
斗精神；“一场”，即占地5000
余平方米的英雄广场；“一
廊”，即荣耀长廊，张贴着先
进工作者、优秀标兵、最美兵
妈妈、最美军嫂等事迹图片；

“一中心”，即石桥镇军人事
务服务中心，中心展室集中
展现石桥镇的红色历史和现
状……

石桥镇借助红色革命资
源优势，以红色阵地为“实境
课堂”，以老党员讲故事为

“现实教材”，积极组织开展
党史、军史学习教育“五个
一”，即学一本党史军史教育
图书、讲一个战斗故事、讲一
名战斗英雄、学唱一首军歌、
观看一场革命战斗影片，在
全镇各个层面组织评选“十
佳红旗党支部”“十佳优秀退
役军人”“十佳优秀民兵连”
等先进典型，进一步弘扬万
祥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引导
全镇上下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加快推动红色
石桥建设。

在石桥镇，“兵支书”“兵
委员”在村“两委”中占比达
到38%，退役军人产业带头
人更是达到21名。他们在万
祥精神的感召下，活跃在经
济社会发展的一线战场，成
为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中坚
力量。

绘就乡村振兴美好宏图

5月30日，石桥镇分水新
村高标准生态农业片区建设
项目施工现场，大型挖掘机、
推土机正在紧张作业，轰鸣
声震耳欲聋，重型卡车来回
穿梭。

石桥镇党委委员刘伟介
绍，中化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是中化集团农业板块的核心
企业，其建设规模化现代农
业标准示范园区的理念，与
石桥镇当前农业产业发展、
农文旅融合发展理念不谋
而合。

早在4月23日，中化现代
农业已与沂源县签署了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将推进沂源
品牌农业高质量发展。在这
一框架协议下，石桥镇抢抓

时机，落实奋战。
“目前我们完成了土地

的流转工作，并争取到了2.4
亿元政府专项债资金支持。
全镇将引进中化集团运营模
式，实行订单式销售。由中
化集团提供种子，搞好管理，
负责产品销售。”刘伟说，在
已经流转的1000亩地种植蔬
果，保守一亩地按5万元销售
收入算，1000亩就是5000万
元收入，能够带动500多农户
致富，将打造一个共同富裕
的示范样板。

大泉村和分水新村是文
旅示范区组成部分，也是石
桥镇发展较早的苹果、黄桃
主产区。近年来，果树老化
成为限制村民增收的瓶颈。
为此，石桥镇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聘请2名农业技术专
员，免费为农户提供技术支
持，积极推进老果园改造，实
现适度规模化、连片集中发
展，增加农民收入。

“在镇南部片区，计划建
设县内最大规模的高标准设
施农业和露天优质特色梨观
光农业产业园区，建成后可
实现本地从业人员人均增收
3万—4万元。”刘伟说，全镇
将进一步融合万祥红色文旅
示范片区，构成集现代农业、
红色文化、休闲旅游、田园社
区为一体的乡村田园综合
体，推进村民共同富裕。

目前，石桥镇以农业适
度规模化经营为抓手，建设
了“万亩黄桃示范园”“千亩
特色梨园”“分水数字农业先
行区”“大泉生态文化示范
园”等项目，一幅乡村振兴的
美 好 宏 图 正 在 石 桥 徐 徐
展开。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王晓明 李科 王
兵 李波 孙良栋

红色文化“新引擎”赋能共同富裕
沂源“石桥样板”为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一场伏击战击毙日军少将吉川资，激战老虎山“何万祥连”一战成名，还有激烈的错石歼灭战、松峪松山战斗……
这些发生在淄博市沂源县石桥镇的战斗让人热血沸腾。

作为沂源县革命斗争最为波澜壮阔的地区之一，石桥镇有着太多的红色记忆。如今，红色文化已经成为石桥镇
又一个“产业引擎”，将为石桥镇的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

矗立在沂源县石桥镇英雄
广场上的英雄群像

石桥镇黄墩河万亩黄桃基地 石桥镇分水新村田园综合体

石桥镇大泉村万祥山
上在建的何万祥纪念馆

石桥镇大泉村这个地方原
来是个小水洼，如今被改造成
了造福村民的小型水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