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禹州市浅井镇麻地川村
位置：325省道与018县道交会处北
概况：占地面积20平方公里，地形以山地为主，村民以

小麦、玉米、花生等传统农作物种植和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
来源。有12个村民小组532户2006人，其中党员59名、建
档立卡贫困户21户52人（目前已脱贫12户27人）。

党支部书记：崔丙军 村委会主任：李保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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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地川村党支部书记崔丙军：
麻地川村旧时是禹密古道上的重要隘口，也是李三娘的故里，

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里不仅流传着李三娘和刘知远的爱
情传说，留下了李三娘寨、李三娘庙等历史文化古迹，而且是一个具
有红色基因、英雄辈出的地方，曾涌现出抗日英烈高志国、席国全、
李朝群。他们舍己卫国、献身革命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麻地川
人苦干实干、奋发图强，建设美好家园。

如今，麻地川村已成为河南省第四批“特色旅游村”和禹州市第
四批“美丽乡村”。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利用麻地川村的文化优势，
进一步挖掘麻地川文化的内涵，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打造美丽、富
饶的麻地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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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精神激发振兴力量

■ 记者手记

红色旅游引领致富路
□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吕正子樊倩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信仰之
火熊熊不息，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
让红色精神激发力量。”红色精神是
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奋斗，形成
的独特而富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

红色精神对乡村振兴工作具有
引领作用。麻地川村是禹州市北部
的普通山村，却因走出众多革命先烈
而被人熟知。直至今天，麻地川村村
民仍以身为烈士后代为荣，并把先烈
的大无畏与奉献精神融入生产、建设
等事业。这就是对红色精神的弘扬
与传承。

我市查明的革命遗址共有 51
处，有为许昌点亮共产主义革命火种
的第一个中共许昌支部委员会旧址，
也有纪念农民运动的司堂农民暴动
纪念碑、禹州市的方山寨抗日战斗
遗址、襄城县的陈谢兵团司令部旧
址……这些散落在许昌大地上的红
色明珠，都是宝贵的红色精神财富。

它们大多处于乡村。在乡村振
兴工作中，它们如能得到修缮保护并
作为红色教育基地，不仅能更好地弘
扬红色精神，还能对乡村的文化振兴
起到推动作用。

记者（左）在进行采访。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樊倩影 摄

禹州城北 ，具茨山脉横亘绵延
40 公里。具茨山脉中段，有座海拔
429 米的大鸡山。大鸡山北麓半山
腰处有块平坦的坡，几座破旧的砖瓦
房、几间废弃的窑洞掩映在树丛、荒
草中。这里便是已经废弃的鸡山老
村。

鸡山是禹州市浅井镇麻地川村
下辖的一个自然村。近年来，相关部
门在大鸡山下修建了鸡山新村，鸡山
老村便逐渐废弃了。

7 月 31 日上午，一位身材不高、
头发花白的老人来到这里。他拨开
杂草、荆棘，来到一间窑洞前查看。
这位老人叫李应宾，今年 73 岁，曾担
任麻地川村小学校长，退休后一直致
力当地的文化研究。“这间窑洞是一
处红色革命遗迹！”李应宾说，74 年
前，这间窑洞连同周围的几间瓦房，
是禹（县）密（县）新（郑）中心县委和
禹密新独立团驻地，是麻地川人积极
投身革命、勇于斗争的见证。

1945 年 2 月，由沈甸之担任团长
的禹密新独立团在密县（今新密市）
成立，随后来到禹北山区作战。当年
3 月底，禹密新办事处、禹密新中心
县委、禹密新抗日武装部相继成立。

“我们麻地川人非常拥护革命。那
时，不少青年积极参军，在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中牺牲！”李应宾介绍，麻
地川村的烈士，最著名的是李朝群、
席国全、高志国。

李朝群生于 1921 年，1945 年任
玩花台区抗日民主政府民政助理。
当年 7 月，驻守顺店的伪顽头子张锡
爵派出 500 多名匪徒突袭玩花台区
抗日民主政府，包括李朝群在内的
30 多名干部被迫突围。战斗中，李
朝群被俘。在敌营里，穷凶极恶的敌
人把刺刀插入李朝群的口中搅动，又
砍下他的头颅挂在顺店寨北门。后
来，李朝群的遗骨被群众装殓掩埋，
新中国成立后迁入禹州市烈士陵园。

席国全、高志国生前在一起工
作。1945 年年初，席国全任张垌抗
日区政府副区长，高志国任张垌抗日
区干队分队长。当年 4 月，伪顽势力
趁主力部队在外作战，偷袭了张垌抗
日区政府，席国全和高志国被杀害。

如今，74 年过去，麻地川村青山
依旧，村民也过上了祥和平静的生
活，然而烈士的英勇事迹和大无畏的
奉献精神被麻地川人世代相传。

“按照族谱来算，李朝群是我的
五伯！”麻地川村村委会主任李保东
今 年 50 岁 ，是 李 朝 群 的 同 族 后 辈 。
他从小就听老人讲李朝群的故事，并
以身为烈士的后人为荣。无论是在
部队服役还是做村干部，他都发扬烈
士的奉献精神。

今年 42 岁的席三军是席国全的
曾孙。“太爷爷牺牲前曾见过爷爷，叮
嘱他一定要相信党、依靠党，永远跟
党走！”席三军说，这些年来，席国全
的后人一直遵照他的遗嘱，本分做
人、勤恳做事，受到邻里的尊重。

“不只是烈士的后人，我们村的
普通村民对革命先烈也非常尊敬！”
麻地川村党支部书记崔丙军说，一方
面，烈士的故事口口相传，老人经常
以烈士为榜样教育后代；另一方面，
村干部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时，经常
把烈士的故事讲给他们听。

崔丙军表示，麻地川村地处禹北
山区，经济水平较低。而革命先烈的
斗争与奉献精神，是麻地川村宝贵的
精神财富。

目前，麻地川村主打“旅游牌”，
旅游业沿着三条主线发展。绵延的
具茨山脉、巍峨的北大鸿寨、秀丽的
乔龙山，给麻地川村带来了丰富的生
态旅游资源。因此，山村生态游是该
村旅游业发展的“第一条线”。相传，
五代时期，后汉皇帝刘知远及皇后李
三娘曾在麻地川村生活，该村至今留
有李三娘墓、黑虎庙等历史遗迹。因
此，以刘知远、李三娘故事为主的乡
土文化游，是该村旅游业发展的“第
二条线”。革命前辈留下的红色革命
遗迹和烈士的英勇事迹，构成了该村
旅游业发展的“第三条线”——红色
文化游。

在这三条主线中，麻地川村“两
委”班子最看重红色文化游这条线。
一方面，开展红色教育、宣传红色精
神、传播红色基因，是当前社会的主
流。麻地川村拥有众多红色资源，挖
掘、利用好它们，是对红色精神的弘
扬与传承。另一方面，红色文化游具
有示范与引领的作用，可以有效带动
山村生态游和乡土文化游。

“我们相信，在上级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在全村百姓的支持下，麻地
川村的红色文化游一定会做起来，乡
亲们会在红色精神的传承中走上致
富路！”崔丙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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