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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琪奥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
城……”1949年 10月7日晚，重庆歌乐
山下白公馆看守所的一间牢房内，几名
衣衫褴褛的革命志士围着一面新做好的

“红旗”，低声唱着《义勇军进行曲》。
“他们就是当时被囚禁在白公馆看

守所的罗广斌、陈然、刘国鋕等人，他们
为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上了一份礼
物——一面特殊的五星红旗。”1月19日，
在红岩魂陈列馆内，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
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对重庆
日报记者讲述了这面红旗背后的故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
让牢房沸腾了

“这面狱中红旗源于罗广斌听到的一
个消息。”红岩魂陈列馆内，王浩指着橱窗
内展示的狱中红旗说。

1949年10月7日，虽然中华人民共
和国已经成立7天，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
封锁信息，被囚禁在白公馆看守所的罗广
斌等人并未得知这一消息。

那天下午，罗广斌刚刚走出牢房，准
备去放风，同狱的原东北军爱国将领黄显
声叫住了他。

黄显声小声地对他说：“中华人民共
和国已经于7天前在北京成立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是
风靡抗战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
放风结束后，罗广斌赶紧回到牢房，把这
一喜讯分享给每一位同志。

“罗广斌带来的这一消息，让整个牢房
沸腾了。”王浩说。据史料记载，与罗广斌
同在一间牢房的王朴、陈然等难友听到这
一喜讯，兴奋得几乎跳起来。

就地取材
连夜赶制五星红旗

重庆日报记者仔细端详红岩魂陈列
馆内的这面狱中红旗后发现，这面狱中制
成的五星红旗上，一颗最大的五角星位于
旗帜的中央，而其余四颗小五角星分别位
于四个角落。原来罗广斌等人在制作五
星红旗时，谁也没见过真的五星红旗。这
面狱中红旗可以说是他们想象中的五星

红旗。
1949年10月7日深夜，罗广斌和战

友们避开特务的监视，庄严而肃穆地面
朝着北方，眼含热泪，共同想象着国旗飘
扬在祖国上空的场景，讨论着国旗的样
式，想象着解放区群众振奋的面貌。这
时，罗广斌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动情
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有个建议！我
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等人民解放
军到来的时候，我们打着这面红旗冲出
牢门去！”

罗广斌的话很快得到难友们的响应，
大家马上翻找各种各样制作红旗的材
料。罗广斌扯下他的红色绣花被面，陈然
同志拿出了黄纸，王朴等同志准备好了铁
片，磨成刻刀……

罗广斌等人虽然知道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但这五颗星星如何
排列，大家并不清楚。“因此在粘贴五角星
时，难友们有的觉得五颗星星应该一字排
开，也有人认为五颗星星应该相互挨着组
成一个圆圈……”

最终，罗广斌提议，将最大的五角星
摆在中间，其余四颗稍小的星星摆在四个
角，象征着全国四万万同胞围绕在中国共
产党周围。他的提议获得了难友们的认
同，大家立刻着手制作五星红旗。经过一
个通宵的奋战，这面五星红旗终于制作完
成，大家把红旗平整地放在囚房中间，一
边低声欢呼，一边轻哼国歌。

多种表现形式
再现红旗背后的故事

重庆解放后，罗广斌与杨益言在创作
小说《红岩》时，把制作狱中红旗这一情节
进行了艺术地再现。

随着红岩精神的传承与发扬，这面
红旗背后的故事也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
进行创作的重要题材。除了小说《红岩》
外，革命志士绣红旗的场景还出现在电影
《烈火中永生》等文艺作品中，特别是在重
庆市川剧院编排的新版川剧《江姐》里，以
黄色绸带舞再现绣红旗的情景更是让不
少观众印象深刻。

为何这面红旗会受到如此追捧？在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原主任
厉华看来，除了这面红旗本身就具备很高
的文物价值外，更重要的是，这面红旗象
征着以陈然、罗广斌等为代表的地下党员
对新中国的美好憧憬。

厉华说，今天，我们广大党员同志仍
然要像这些革命先烈一样，不忘初心，践
行诺言，干好本职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人勤春早

狱中红旗：寄托革命志士的美好憧憬

◀1月30日，綦江区扶欢镇岚垭村，村民赵立芬
正在晾晒萝卜线。新春伊始，当地村民过节不闲，抓
住时机将收获的萝卜加工成萝卜线。

通讯员 夏昌铭 摄

▲1 月 29 日是大年初五，在酉阳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桃花源街道花园村，村民在田里忙碌地整
理大棚和栽种洋芋。新春时节，酉阳天气逐渐好
转，多地村民陆续投入农业生产，一派人勤春早的
忙碌景象。 通讯员 陈碧生 摄

沙坪坝区红岩魂陈列馆内展示的狱中红旗。 记者 齐岚森 摄

“虽然不能走亲戚，但是住进了
新房子，儿子带着女朋友年前也回来
了，我高兴得很，感谢驻村工作队和
村干部……”潼南区上和镇冬冲社区
的“懒三爷”，这个春节过得很欢喜。

初识“懒三爷”

“懒三爷”是村民谭兴华的绰号，
村里人也不记得喊了好多年了。

要说他这个人，年轻时候会电
工、有手艺，肯给邻里邻居帮忙，本不
是个懒汉。但自从老婆去世之后，

“懒三爷”日渐消沉，家里乱成一团，
也不愿意干活，便得了这个绰号。

儿子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前年
带了新交的女朋友回来，一看到家里
乱糟糟的样子，再没回来过。“懒三
爷”越发得过且过，除了养十几只鸡，
基本没有外出务工做事。低矮陈旧
的砖瓦房房梁朽了半截，好几处墙壁
开裂，家里一股霉味，门口的鸡粪积
了好厚一层。

驻村工作队扶贫工作中逐户走
访，来到“懒三爷”家时，正好几个村
民在院坝边闲聊。有人喊：“‘懒三
爷’，赶紧反映反映情况，让驻村工作

队给你扶贫。”
“懒三爷”咕哝着说：“扶贫，还是

算了哦。我没得关系，扶贫扶不到我
头上。”

面对面交锋

很快，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
长唐剑锋和工作队队员再一次敲开
了“懒三爷”的家门：“我们是上级组
织安排下来帮助大家脱贫的，你家的
情况我们了解了一些，你这种家庭在
村里不算最穷的，不过这样继续下
去，肯定越来越恼火。你看我们能做
点儿啥？”

“懒三爷”瞥了眼来客：“你们都
是干部，那你们给我办得到低保不？
我这个房子，申请得到改造补助不
嘛？还有，我没得钱请你喝酒抽烟
哟！”

唐剑锋接了招：“首先，我们不喝
酒抽烟，也没得哪个干部会接受群众
送的烟酒。其次，低保是有政策规定
的，不是谁都可以享受。最后，我们
会尽快请建管办的同志来察看核实，
也请你配合。同时，希望下次来，你
家门前的鸡粪都铲干净了。”

危房要改造

去年年底，按照潼南区统一安排
和部署，冬冲社区驻村工作队和社区

“两委”干部对辖区内C、D级危旧房
开展全面摸排。

对于要不要把“懒三爷”的房屋
改造纳入申请财政补助名单，社区干
部在会上起了争执。社区主任首先
表态：“我不同意把他纳入申请危房
改造补助的名单，这个人的懒是远近
闻名的，难道扶贫政策就是让懒人享
福？”

唐剑锋有不同想法：“扶贫工作
肯定要先保障生产生活最困难的群
众，但是像‘懒三爷’这种情况，我们
也要考虑，如果放任不管，他就可能
成为最困难的群体。一方面，要继续
做他的思想工作，动员他勤劳干事；
另一方面，要给他一个希望和机会，
重新把生产生活搞好。”

社区支书说：“他没有进入国家
扶贫系统，不是建卡贫困户、低保户、
特困户，纳入危房改造申报补助名单
有没有问题？

驻村工作队的一位同志说：“这

个肯定要实事求是，不管是因学致
贫、因病致贫、因灾致贫还是因懒致
贫，都是帮扶的对象。”

经过投票，“懒三爷”的危房改造
被纳入申请财政补助名单，之后上报
镇、区两级审核并通过。

重振精气神

1月初，“懒三爷”搬新房，驻村
工作队也上门去道喜：“住进新房子
了啊，我们没有要你请喝酒抽烟撒？”

在场的人一片哄笑，“懒三爷”有
点儿不好意思：“哎呀，唐书记你们莫
说了，以前都是我乱说，该谢谢你们
才是！”

唐剑锋说：“帮助困难群众实施
危房改造，是党委、政府决定，我们驻
村工作队和社区干部只是为大家跑
跑腿。这次我们来，一是道喜，祝你
新春快乐，二是想在你侧墙上刷两个
宣传标语，分别是关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和卫生健康的，三是希望你振作精
神，把家里的生产生活搞好，再也不
要叫‘懒三爷’了，你看行不行？”

重新有了精气神的“懒三爷”忙不
迭地回答：“行，肯定行！我一定好好
过日子，再也不要叫我‘懒三爷’了。”

驻村工作队很快在侧墙刷上了鲜
红的标语“扶贫先立志、致富靠自己”

“讲文明，讲卫生，改陋习，树新风”。
（潼南区融媒体中心 李扬）

“再也不要叫我‘懒三爷’了”

价格投诉 12358 消费者申诉举报 12315 电力投诉 95598 自来水投诉 966886 燃气投诉 67850498 电信用户申诉 12300 质监投诉 12365 交通服务热线 96096 旅游质量投诉 63866315 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投诉 63672076

本报讯 （记者 白麟）“这口井年
岁大了，只能采取间歇生产，我们天天都
要过来‘看望’，有问题及时调度调整。”1
月27日，开州铁桥镇灵通村，中石油西南
油气田重庆气矿开州采输气作业区调度
员甘德顺盯着面前气井上的压力读数，告
诉重庆日报记者说，这几天用气量增加得
很快，所有人都打起十二分精神，保证“不
歇气”。

记者从重庆气矿生产运行部门获悉，
初一、初二、初三我市重燃、凯源、渝川3
家主要供气企业日均供气总量，同比去年
增加80万立方米左右，增幅接近20%。
据初步判断，此轮用气明显增长与大多数
市民取消外出而致家庭烹饪、热水与取暖
需求增加有关。

重庆气矿经过多渠道协调气源，努力
保障重庆市主城区用气。同时，重庆气矿
调度、采输等重要环节的大部分岗位职工
春节无休，全力保障民生用气需求。

甘德顺所在的重庆气矿调度运行团
队共有80多人。面对着全市5000多公
里纵横交错的天然气管道，他们除了要熟
悉每条管线的运行气量、压力，还要精算
出气质和参混量，通过提高自产气产量、
增大天然气进气、优化管网运行等举措，
把好供气的“总开关”。

重庆气矿生产运行部门负责人介绍，
目前，每一个气调成员都已进入值班状
态，做到实时监控、提前研判、合理调配，
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确保用户

“心暖气足”。

市民少出门 用气量陡增

重庆气矿24小时把好供气“总开关”

本报讯 （记者 崔曜）1月27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机场集团获悉：重庆
仙女山机场预计在今年年底建成，并且具
备通航条件。

据介绍，重庆仙女山机场位于武隆
区，是我市规划建设的四个支线机场之
一。记者了解到，仙女山机场跑道的土石
方工程基本完工，跑道的水稳层和道面已
经全面展开铺设。与此同时，仙女山机场

航站楼的主体工程，也已经基本完成，不仅
实现了断水封围,还全面启动了室内装修。

据了解，仙女山机场航站楼总面积达
到6000平方米，投用后，每年可满足60
万人的旅客吞吐量。另一方面，仙女山机
场建成后跑道长2800米、宽45米，可以
起降波音737、空客320和国产的C919
飞机，届时将与巫山、张家界、神农架等旅
游热门机场进行串飞。

仙女山机场今年内具备通航条件

大足区丁家坡农贸市场里的“扶贫摊摊”。
记者 王亚同 通讯员 刘星 摄

□本报记者 王亚同
通讯员 刘星

1 只土鸡 134 元，3 斤豌豆尖
10.5 元，10 斤红薯粉 50 元……春
节前的一天，大足区龙岗街道观音岩
村十二组贫困户杨俊平的账户金额
又增加了——家里的土货能快速“变
现”，月底就能收到“扶贫摊摊”统一
结算的现金，杨俊平很开心。

几年前，杨俊平因伤致残，紧接
着妻子又离家出走，家中还有70多
岁的母亲及一个未成年孩子。为补
贴家用，他种了半亩蔬菜，自己一家
人吃还有剩余，就经常拿到城里销
售，“起早贪黑来回跑，行情不好的时
候赚不了多少钱，烂在地里又可惜。”

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去
年6月“扶贫摊摊”开业。“扶贫摊摊”
是龙岗街道与观音岩村返乡创业者
杨洋合作的项目，位于大足区丁家坡
农贸市场，占地10多平方米。虽然
面积小，却为130多户贫困户打开了
农产品销售的便捷通道。

观音岩村距离大足城区较远，有
未脱贫村民63户163人，其中九成
以上的贫困户家里都种有蔬菜或者
养有家禽，但是大都和杨俊平一样零
敲碎打地销售农产品。路途远、销路
窄，自产农产品既“少”且“散”，“变
现”十分困难。

为助力村民增收，龙岗街道在
发展产业、提升贫困户技能的同时，
另辟蹊径为贫困户销售农产品“搭
桥引路”。去年，该街道找到观音岩
村的返乡创业青年杨洋，希望他牵
头在大足城区开办一个扶贫摊位，
长期稳定地帮村里的贫困户销售农
产品。

“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熟悉
现状，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
时期，我也想为乡亲们做点事。”杨
洋此前在外地务工并做到了管理
层，回乡后便与街道一拍即合，最终
商定由政府出资、协调建摊位，杨洋
负责跑腿、经营。2019年6月，“扶
贫摊摊”落户于大足城区的丁家坡
农贸市场。

在丁家坡农贸市场里，装修风格
绿色清新的扶贫专区很显眼。三四
个摊位上，各类农产品摆放得整整齐
齐，时令蔬菜应有尽有，尽管有些卖
相不好看，但土味十足，很是吸引顾
客。“一看就是刚刚从地里摘下来的，
价格也比较合理。”有顾客说，每次买
菜都是冲着农家土货来。据了解，这
个“扶贫摊摊”每天仅蔬菜一项就能
销售300多斤。

不仅如此，摊位的墙面上还有一
个LED显示屏，上面滚动显示着贫
困户信息，包括贫困的姓名、电话、生
产的农产品种类和数量。这样一来，

不仅消费者买得更放心，也可为种养
殖大户和消费者“牵线搭桥”，有需要
大量采购的商家可直接与农户对接。

“我们提供贫困户信息，杨洋他
们负责联系贫困户，集中收购农副产
品，在扶贫摊位统一销售。”龙岗街道
办事处副主任韩臻说，这种集中收
购、统一销售的模式，有效解决了当
地贫困户农产品分布散、数量少、销
售难的问题。政府出资修建但不管
经营，经营者专心服务、跑腿、经营，
市民爱心消费……让“扶贫摊摊”充
满了温情。

维持长期运营，持续带动贫困户
增收，成为“扶贫摊摊”的宗旨。对于
直接面对市场的杨洋来说，维持运营
需要保本微利，为此，他花费了不少

心思：从最初收购范围局限于观音岩
村一地到如今扩大到周边，甚至还辐
射其他乡镇；从一开始的线下销售到
线上线下结合，既在市场里销售，又
发展了区气象局、龙岗街道办、城区
综合整治办公室等政府部门食堂和
10多家餐饮店，提供配送服务。

“长期为我们供货的贫困户有
130多户。”杨洋介绍，现在，扶贫摊
摊运作已逐步成熟，自开业至今，平
均为每户村民增收400余元。不仅
如此，他还与观音岩村的贫困户达成
协议，由“扶贫摊摊”提供资金、种子，
贫困户以劳动力入股，发展了近10
亩的直供蔬菜基地。“未来，我们还将
拓展本地的李子、桃子等水果销售。”
杨洋说。

农贸市场有个
“扶贫摊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