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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民函〔2025〕42 号

办理标志（A）

关于南安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
第 391 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叶根深、赖奇峰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打造“家门口”的红色文化公园的建议》

的提案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意见建议采纳落实情况

（一）针对提案“深度挖掘红色资源，打造集休闲娱乐、革

命元素为一体红色文化公园”建议，答复如下：

南安是我省的重点老区县（市），在革命战争年代享有“红

旗不倒”的美誉，被视同原中央苏区县，这片革命热土上的红色

资源十分丰富。红色资源是我市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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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我局与党史方志

室、文体旅局、退役军人事务局等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在大力挖

掘红色旅游资源的同时，充分利用老区村丰富的绿色生态资源、

传统村落历史古迹和各种民俗活动的资源优势，让这些资源与红

色旅游资源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实现融合发展。多次联合开展

全市革命遗址普查及补充登记工作，全面了解我市红色资源现

状，掌握革命遗址基本情况。截至 2024 年底，全市经普查登记

在册的革命遗址数量 81处,其中未列入革命文物不可移动红色文

化遗存 45处，建立全市革命遗址项目库。2021 年以来，我局争

取上级老区革命遗址修缮保护资金 250 万元，对金淘镇占石村泉

州华侨革命历史博物馆、官桥镇岭兜村中共泉州中心县委机关旧

址、翔云镇椒岭村彭德清将军旧居、翔云镇福庭村福庭武装暴动

旧址等 15处非文保革命遗址进行修缮和保护提升,进一步弘扬革

命精神，提升遗址的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增强公众对革命历史

的认知和尊重。

（二）针对提案“改造乡村口袋公园，将红色文化送至群众

‘家门口’”建议，答复如下：

打造“家门口”红色文化公园，既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

体，也是铭记革命先烈贡献牺牲的重要途径，更是提升群众文化

生活品质的有效举措，与我局正在推进的革命老区高质量振兴发

展工作高度契合。近年来，我局主动向上对接，积极争取各级老

区项目资金，加大老区村扶建力度。2021 年以来累计争取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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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各级老区专项资金 767 万元，对英都镇石山村厚寮休闲公园建

设、石井镇古山村民俗广场绿化景观工程、洪濑镇三林村道路提

升、乐峰镇炉中村道路路灯亮化等 61 个老区村项目进行帮扶，

主要用于改善老区村基础设施条件，培育壮大老区特色产业，增

强老区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为推进我市革命老区

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不竭的新动力。

（三）针对提案“打造‘红色旅游+研学’路线，盘活市域

红色文化阵地”建议，答复如下：

近年来，我市多措并举，积极推进红色革命遗址开发利用，

命名一批市级红色文化旅游研学基地，涌现了叶飞故里（国家

3A 级景区）、眉山乡三凌村苦湖突围战遗址、蓬华镇山城村（省

级旅游村、安南永老革命根据地基点村）、官桥岭兜烈士纪念碑、

官桥镇岭兜村原泉州中心县委机关旧址等一系列红色旅游景区

（点），推出官桥线、金淘线、蓬华和诗山线等多条红色旅游经

典线路，其中泉州华侨革命历史红色精品游、“忆往昔烽火岁月”

红色精品游入选福建小百条红色旅游路线，使革命遗址保护开发

与经济发展、城乡建设、民生改善有机结合，为推进我市革命老

区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不竭的“遗址力量”。

下一步，我局将配合相关部门，继续做强红色文化产业，科

学整合红色旅游资源，突出地域特色，提升景区品位。加强革命

老区“红、绿、古”融合发展，在大力挖掘红色旅游资源的同时，

充分利用老区丰富的绿色生态资源、传统村落历史古迹和各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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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活动的资源优势，让这些资源与红色旅游资源有机结合，相得

益彰，实现融合发展。

二、办理过程

我局高度重视 2025 年政协提案办理工作，4 月 22 日下午，

我局王志斌副局长带领局老区办工作人员前往民进南安支部与

叶根深、赖奇峰委员现场见面。在办理过程中，我局主动加强与

委员的沟通联系，详细了解提案的意图，虚心听取委员的意见建

议，共商具体措施办法，及时通报提案办理的进展情况、工作成

效，并在规定时限内将办理结果答复委员。

分管领导：王志斌

经办人员：庄圣隆

联系电话：0595-86388816

南安市民政局

2025 年 4 月 3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协提案办、市政府督查室、文体旅局、城管局。（共印15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