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蜿蜒的山路旁，“红旗”辉映下，“‘连山堰
情’党建精品线”几个大字格外醒目。若不是

“到此一游”，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大堰这样
一个全山区镇，还藏了那么多“红色”资源。

大革命时期宁波市总工会首任委员长、
宁波早期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王鲲
烈士故里就在大堰镇东北部的湖边桥村。

如今来访者所见到的王鲲烈士纪念馆
位于在原五份地村王鲲烈士祖宅地基上，于
2005年落成，是宁波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宁波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驱车前行，董子兴烈士的墓就在后畈村
杨梅山脚下。董子兴于1927年2月在奉化
县立初中任教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7月，受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指派，组建中

共奉化县委员会，并任书记，致力于恢复和
发展基层党组织及农青妇等群众团体。

在背倚天台山余脉的大堰村，迈过充满
历史厚重感的王钫尚书第门楼，听着当地居
民浓重的乡音，一脚踏进大溪路狮子车门
33号的“巴人故居”。

巴人，原名王任叔，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文艺理论家和作家。他曾是我国首
位驻印尼特命全权大使，并著有多部有深远意
义的著作，《印度尼西亚史》就是其中之一。

这些仅仅是大堰镇“红色资源”的一部
分。通过深入挖掘，串点成线，大堰镇打造出
一条包括王鲲烈士纪念馆、王鲲烈士墓、连山
公益空间、巴人故居、张氏宗祠、红色步道等
在内的“红色教育路线”，讲述红色革命故事。

宁海打造“家庭警务”
用脚板走近民心

今年以来，宁海县公安机关以党建为统领，
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建立健全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
体系，深化基层走访“问诊”，创新服务群众方式，
创新打造“家庭警务”模式。

深化走访沟通“接地气”

岔路派出所是“家庭警务”模式的试点所。
他们根据辖区实际，对辖区分五大片区，实行网
格化管理，以“1+1+1+X”的模式，即在每个片区
落实1名责任领导、1名责任民警、1名联片民警、
2-3名辅警的工作专班，分级分类、明确职责，充
分发挥村干部、群防群治组织、网格员的“人头
熟”优势，对辖区每户家庭开展上门走访，形成让
群众见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了事、暖得了心的
互动机制，积极搭建沟通的桥梁纽带，有力提升
了走访质效。

真情帮扶消除“距离感”

岔路派出所还结合群众实际需求，专门设计
制作了《家庭警务走访记录簿》，创新制定“生产
生活资料、村组织联络人员、安全隐患、矛盾纠
纷、结对帮扶”等民情清单，方便民警走访“按图
索骥”。

针对山区80岁以上留守老人多的实际，岔
路派出所根据走访确定“结对帮扶”民情清单，与
梅花村、山洋村、下畈村、阳光公益服务社党支部
联合成立了“红梅”党建联盟，在王爱、白溪山区
设置“红梅”帮亲结对服务站，长期开展民警及志
愿者上门结对帮扶困难老人。截至目前，已结对
帮扶23位山区老人，“红梅”帮亲结对服务活动
已开展了9期，服务山区老人达2000余人次。

“三治”融合构筑“护城墙”

岔路镇有着深厚的红色资源优势和慈孝文
化底蕴。在“家庭警务”工作中，民警注意引导激
发革命老区人民的红色基因，以自治、法治、德治
相融合的手段构筑社会治安护城墙。

今年，他们还组建了“阳光义警”调解工作
室，招募村干部为主的志愿者57人，在20个村设
立“阳光义警”调解工作联系点、信访代办点，实
行主动排查矛盾、源头化解纠纷的长效机制，成
功化解一批宅基地、土地、农作物、婚姻关系等引
起的矛盾纠纷共计32起，使辖区内由矛盾纠纷
引起的行政、刑事案件同比下降36.4%。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徐铭怿 周国亮

大堰“连山堰情”红色基地：
润物细无声，将红色教育融入全域旅游

作为宁波
市第二批党员
教 育 示 范 基
地，奉化区大
堰镇“连山堰
情”红色基地
将“红色教育”
融入“全域旅
游”中，不仅让
来 访 者 感 到
“不一样”，更
让村民们的精
神 面 貌 变 得
“不一样”。

坐拥如此多的红色资源，怎样才能把它
们变成“流量”，更多“吸粉”？位于大堰村的
大堰党校墙上的“创意”两字透露了玄机：将
红色教育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全域旅游中。

迈出王鲲烈士纪念馆，硕大的“王鲲领
导工人罢工”墙绘扑面而来，栩栩如生。

像这样呈现3D效果的墙绘，在湖边桥
村比比皆是，总面积达2000平方米。这也
使得原本偏隅山区的湖边桥村一下成为游
客聚集的“网红村”。

后畈村一排毫不起眼的平房，本是碾米
厂的厂房，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农创馆”。从
石木砖瓦、缝纫女红，到铜锡铁器、锔箍画
染，陈列的都是从村民家中收集的老物件。

“山里人”看来习以为常，可在“城里人”，尤

其是年轻一代眼中，满是新奇。
后畈村最“吸粉”的，是缸瓦艺术。将村

里随处可见的水缸、瓦片废物利用，重新设
计，俨然就是一个个精致的景观小品。

如今漫步后畈村，“司马光砸缸”“把欢
喜带回家”“下沙月色”“鹤鹿回春”等作品比
比皆是，“缸瓦艺术村”的名气也是越来越响。

在大堰镇，除了红色教育路线，还有一
条乡村振兴路线，将5个各有特色的村庄连
成一条游玩线路，其中就包括红色资源最为
集中的湖边桥村、后畈村和大堰村。

在回忆红色革命故事之余，再亲眼看看
新农村的变化与发展，来访者心中油然而生
一种敬佩、感恩、珍惜之情。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毛节常

“一村一景”为红色资源“吸粉”

红色资源“遍地开花”

“连山堰情”党建精品线将散落在山区的红色资源串点成线。记者 崔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