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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物寻初心 红色基因永传承⑨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抗战期间，郭沫若在此完成了《屈原》
等历史剧的创作，这些展品见证了他在重
庆战斗的岁月……”5月31日，重庆郭沫
若纪念馆内，沙坪坝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
张瑜向重庆日报记者介绍，近年来，沙坪坝
区通过修缮文物、举办临展、走进校园等方
式，让革命文物焕发新的生机。

按现行革命文物认定标准，沙坪坝区
现存革命文物11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区级
文物保护单位1处，不可移动文物6处，集
中分布在歌乐山、沙磁片区等地。

沙坪坝区革命文物保护工作有何新进

展呢？张瑜说，该区启动了臧克家旧居保
护修缮工程，推进并完成《新华日报》印刷
所旧址迁移保护工程。臧克家旧居位于沙
坪坝区歌乐山街道天池村，现为沙坪坝区
不可移动文物。由于历史原因，旧居现作
为农村宅基地住宅，年久失修。在此背景
下，沙坪坝区政府部门牵头并出资，对该旧
居进行保护修缮，目前已完成方案编制，即
将开展保护修缮工程。《新华日报》印刷所
旧址陈列布展前期工作也已启动，并收集

到大量史料，即将编制陈列布展大纲。
沙坪坝区在合理利用革命文物方面

也作出了积极探索。如，结合区属革命
文物类纪念馆资源，积极开展馆际交流，
与北京郭沫若纪念馆联合举办临时展览
《郭沫若与人民艺术》《熔古铸今虎卧龙
腾——郭沫若书法艺术展》，在郭沫若纪
念馆、张治中纪念馆展出；与8+名人故居
纪念馆联盟合作举办《传承文化名人之精
神 点亮博物馆未来之光——8+名人故

居纪念馆联展》，该展将于6月上旬开幕。
沙坪坝区文物部门还与重庆大学、重

庆师范大学等积极开展馆校共建，在每年
5·18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组织开展博物馆进校
园等社教活动，使博物馆、纪念馆成为青少
年缅怀先辈、树立理想的活动基地和第二
课堂。

接下来，沙坪坝区将对已修复并开放
的革命文物加大宣传力度，有效利用区域
红色旅游线路，提升革命文物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同时，还将继续加大史料挖掘、文
物征集、展陈展示、讲解服务等方面的工作
力度，充分发挥革命文物在社会教育等方
面作用，让革命文物绽放时代光彩。

修缮文物 举办临展 走进校园

沙坪坝区让革命文物焕发新生机

□本报记者 赵迎昭

“中国共产党万岁”“大地回春”“恭贺
新禧”……5月30日，位于歌乐山麓的渣
滓洞看守所旧址楼下四室内，一张张狱中
难友自制的贺年卡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
观看。“英烈们在身陷囹圄之时仍有如此高
昂的斗志和乐观的精神，令人特别敬仰。”
游客王海燕感慨道。

今年2月5日，在历时近6个月的保护
修缮、布展之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渣
滓洞看守所旧址重新开放。重庆红岩革命
历史博物馆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说，展览
中引起观众沉思的贺年卡等展品，见证了
英烈们在狱中保持斗争精神，开展“春节联
欢会”的历史。

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捷报频传，消息传到渣滓洞看守所，难友们
喜悦万分，他们计划用自己的方式来庆祝
胜利。

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魔窟——来自白
公馆和渣滓洞的报告》记载，1949年春节
这天，特务们都回家或进城过节去了，只有
看守黄茂才一个人值班。黄茂才是狱中难
友策反对象。春节当天，女室的杨汉秀、胡
其芬、曾紫霞等人大胆地向他提出：春节，

我们要表演文娱节目，请你行个方便，开门
大放风！黄见上司不在，也乐得做个顺水
人情，同意将门锁打开，让难友出来欢聚。

于是，难友们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互赠贺年卡、张贴春联、在院坝表演扭秧歌
等文艺节目。其中，一张罐头盒商标纸背
后写着：“熬过冬天，迎接春天；越过高墙，
穿过云端；高山仰止，黎明来兮。”一副春联
上联是“两个天窗出气”，下联是“一扇风门
伸头”，横批是“乐在其中”。

“‘春节联欢会’上有一个节目是‘叠罗
汉’。”王浩说，难友们实则通过这个节目极
目远眺高墙外的岗哨布置，侦查墙头上的
电网设施，以刺探敌情。

曾紫霞曾在《战斗在女牢》一文中回忆
道：“她们在院坝里扭着秧歌，唱着‘正月里
来是新春……’她们跳得那么整齐、唱得那
样动情，那优美动人的样子使人决不相信她
们会是女犯！”观众通过旧址中展出的一幅
幅艺术再现当年“春节联欢会”的图片，也能
感受到难友身上洋溢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春节联欢会”这天，除公开的活动
外，难友们还秘密进行了一个活动，这就是
成立狱中“铁窗诗社”。难友们赋诗作文，
或激励难友，或歌颂未来。在渣滓洞看守
所旧址参观时，观众会在展板上瞻仰到不

少英烈创作的诗歌，这些肺腑之言感人至
深。如，杨虞裳在诗歌中憧憬革命胜利的
那一天：“英雄为国就忘家，风雨铁窗恨磕
牙；革命成功终有日，满天晴雪映梅花。”

“很多诗篇的作者在黎明前牺牲了，他

们没有呼吸到日夜盼望的新中国的自由空
气。他们留下的是残缺不全的诗稿，他们
很少被称为诗人，但每一位革命烈士本身
就是一篇无比壮丽、无比伟大的诗章，他们
是真正伟大的诗人！”王浩说。

“革命成功终有日，满天晴雪映梅花”
——在渣滓洞看守所旧址感悟狱中革命者高昂斗志

白公馆看守所旧址

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1939 年
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下简称“军
统局”）将其改设为重庆临时看守所。抗战胜利后，白
公馆作为特别看守所关押周佛海等大汉奸。1946 年
底，渣滓洞看守所关闭，关押人员全部迁回白公馆，直
属由军统局改组后的保密局管理。1949 年 11 月 27
日，特务对在押者实行集体屠杀，近 30 人遇难。1 人
在刑场身中数枪未死，侥幸逃生；19 人在看守帮助下
越狱脱险。

白公馆看守所旧址作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
的一部分，已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日，
修缮后的白公馆看守所旧址已对公众重新开放。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暨文
化工作委员会旧址

旧址位于沙坪坝区西永街道，为清晚期四合院，穿
斗结构，小青瓦屋面，斜山式屋顶。抗战时期，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暨文化工作委员会在此设
立乡间办事处，时任三厅厅长的著名文学家、社会活动
家、历史学家郭沫若曾寓居于此。郭沫若在此完成了

《屈原》《虎符》《高渐离》《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
等历史剧的创作。

2005年，沙坪坝区开展对这处旧址的抢救性修复
工作，同年9月免费对外开放。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国家AAA级旅游景区、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重庆冯玉祥旧居

重庆冯玉祥旧居位于沙坪坝区陈家桥街道白鹤村，
为清晚期普通巴渝民居，木结构穿斗式梁架，单檐悬山
式屋顶，小青瓦铺面，是由前一坝、内三个天井组成的三
套四合院式建筑群。1939至1946年，时任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一直在此工作生活。

2003年开展抢救性修复工作，同年12月免费对外
开放。旧居现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级
旅游景区、全国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重庆统一战线
传统教育基地、重庆市对台交流基地、重庆市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

沙坪坝区部分革命文物简介

5月30日，游客在渣滓洞看守所旧址参观。 记者 赵迎昭 摄/视觉重庆

渝中区体育事业发展硕果累累
市六运会金牌总数再次位居第一

骁勇善战的渝中运动健儿，
向来是竞技场上耀眼的明星。

5月31日，重庆市第六届运
动会在永川闭幕，渝中区代表团
斩获金牌152枚、银牌81枚、铜
牌52.5枚，金牌总数位居全市第
一，奖牌总数和团体总分均名列
全市第二，圆满完成“保二争一”
的预期目标。同时，渝中区代表
团坚持赛前切实抓好反兴奋剂工
作，赛中服从裁判裁决、文明参
赛，被运动会组委会授予集体“体
育道德风尚奖”。

渝中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部署要求，以竞技体育为引领，加
快建设体育强区，全区体育事业
发展取得显著成绩。

精诚合作
实现成绩与风尚双丰收

据了解，本届运动会渝中代表团
共派出559名运动员和116名教练
员、领队、工作人员组成了庞大参赛
队伍，参加游泳（游泳、跳水）、田径、
羽毛球等共计22个大项26分项的青
少年组比赛项目角逐，运动员规模为
历届市运会之首。其中，跳水、射击
和跆拳道3个传统优势项目占据获得
金牌半壁江山，摔跤、乒乓球、田径、
篮球、足球、武术套路等赛事也可圈
可点。

在3个月的比赛中，19名健儿拿
下跳水项目22枚金牌中15金9银12
铜，用实际行动捍卫了跳水作为渝中
区竞技体育的“王者”地位；渝中区体
校跆拳道队敢于拼搏，团结一致，在
逆境中奋勇崛起，斩获青少年甲组、
丙组团体冠军，并以11金3银8铜的
优异成绩位列奖牌榜首；59名渝中

“神射手”弹无虚发，斩获22金10银3

铜，获青少年乙组、丁组团体冠军，金
牌数达半数以上。其中射击运动员
杜雨玲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顶住压
力，勇夺射击男子丙组10米气步枪金
牌；摔跤运动员汪琳竣在赛前指关节
受伤后坚持技巧与体能训练，以绝对
实力夺得了男子自由式摔跤85公斤
级别冠军……

“十年磨一剑，出鞘必锋芒，运动
员们今天在赛场上取得了多少成绩，
在训练场上就流下了多少汗水。成
功的背后一定少不了努力，赛场上的
每一位运动员积极进取、奋勇拼搏，
以高超的运动技能和顽强的意志品
质完美地诠释了渝中深厚的体育人
文精神。”对渝中体育健儿在六运会
上的优异表现，渝中区体育局相关负
责人称赞道。

积极备战
努力做好竞训工作

据渝中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些在六运会上呈现的蓬勃景
象，正是得益于渝中区在体育事业上
的重点布局和大力投入。

近年来，渝中区大力实施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行动计划，通过与社
会单位合作，推进“体社融合”，鼓励
社会单位兴办体育俱乐部，并与教育
部门联合推进“体教融合”，“传校+名
校”模式，形成“一校一项”“一校多
项”的基础竞训格局。通过不断拓宽
合作渠道，努力构建以区体校训练点
为主，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训练点为
辅，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社会培训机
构及市级训练单位为补充的多级训
练网络。

据悉，渝中区依托巴蜀中学、29
中学、求精中学、42中学、大坪中学、
人和街小学、中华路小学、大田湾小
学、马家堡小学等10个学校训练基
地，培养输送篮球、排球、足球、艺术
体操等项目运动员；依托社会培训机
构，培养输送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
项目运动员。各级体育传统项目学
校（队）常年保持在12所以上，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也保持在12个以上。
为了帮助运动员们提高运动成

绩，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区体校对田径、射击、游泳、跳水、

跆拳道以及摔跤6个直属项目，通过
明确训练时间、训练手段、训练标准，
创造性的开展线上训练；在今年3月
复训后，区体校又通过平时走训、周
末集训以及寒暑假封闭集训“三训齐
抓”的形式密集竞训，抢抓训练黄金
期。

多年来，渝中区体校按照“梯次
化逐步培养，梯队化密集竞训”的规
律，融合创新尝试跨界、跨项目选拔
人才，在全区开展了10轮选材，年均
在训青少年800余人，累计注册运动
员1000余人，向上级训练单位输送
运动员人数46人。另有3名运动员
获得“国家健将”称号，108名运动员
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368名
运动员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

在全区体育系统团结一心的努
力下，渝中区体育工作局面得以持续
巩固，培养出施廷懋、谭中怡、陈琳、
王涛等能在国内、国际赛事上多次夺
冠的冠军选手。2016年9月，区体育
运动学校被重庆市政府评为培养里
约奥运会运动员集体二等功；2017年
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国家重点高水
平后备人才基地”。

多措并举
奋力迈向全新发展目标

用竞技实力引领渝中体育强区
发展。在六运会成绩稳居全市前列
的基础上，抓好跆拳道、射击、跳水、
游泳、摔跤、田径、足球、篮球、排球
等传统项目竞训工作，逐年提高向
上级专业运动队输送人才数量，积
极发掘和培育青少年优秀苗子，保
持青少年竞技体育在全市的优势地
位。同时发展攀岩、街舞、电竞等新
兴项目，为奥运会、全运会积蓄后备
力量。

全面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
加强多方联合办训，多渠道推进竞
训场馆建设，提高竞技体育人才培
养水平，巩固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
后备人才基地地位。通过与医疗机
构合作，建立心理训练、康复训练等

运动服务体系；通过与专业院校合
作，加强体育科学研究和体育人才
培养，形成训练为主体、科研为先
导、医疗为服务、管理为保障的“训
科医管”新格局。

全面搭建青少年竞训体系。加
大选拔优秀运动员的资金投入，完善
教练员引进、培养机制，科学规划教
练员队伍年龄结构，鼓励教练员参加
国际国内培训，提高执教水平，确保
青少年竞训工作良性运转。

渝中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十四五”时期，渝中区体育将在保持
良好发展势头的同时，致力于把渝中
区打造成重庆体育文化名片，围绕建
设重庆体育历史文化展示区、都市体
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重庆体育文
化交流合作窗口、全国高水平体育后
备人才基地、重庆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集聚区，着力彰显重庆母城魅力。
通过竞技体育为抓手、建设特色场馆
为载体、体育产业为支撑、全民健身为
基础，全面推进渝中体育事业产业高
质量发展，再创渝中体育辉煌。

晶蓝 图片由渝中区文旅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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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渝中区获得的部分奖牌
图图②②：：射击比赛射击比赛
图图③③：：接力比赛接力比赛
图图④④：：跆拳道比赛跆拳道比赛
图图⑤⑤：：摔跤比赛摔跤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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