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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春阳

沿着渝中区马蹄街一路向上，走进一条延伸
出来的狭长石板小道，一个高大的石拱门映入眼
帘，穿石门而入，一座主副两栋三层的中西合璧
建筑风格小楼展现在眼前。小楼为砖木结构、歇
山式屋顶，门前还立着两棵老黄葛树。

这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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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抗战时期郭沫若居住和办公的场所。
由于全名较长，稍显拗口，当地人更习惯叫它“郭
沫若旧居”或“天官府8号”。

“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一个崭
新的中国，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
命。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第三厅团结
了大量抗日文化团体和大批文化人，在重庆建立
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对全国各地的抗
日文化运动产生巨大影响。这里既能让我们读
懂过去，也能给我们启示未来。”

11月16日，在地标讲述人、市委党史研究室
副主任徐光煦的带领下，重庆日报记者走进“郭
沫若旧居”。听着徐光煦的讲述，记者仿佛置身
那段抗日文化运动的峥嵘岁月中。

以“辞”抗议
筑起重庆文化界“战斗堡垒”

“我们先说说第三厅怎么会隐匿于此。”踏上
门槛前的台阶，徐光煦开始了他的讲述。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是全面抗战爆发
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在武汉成立的。
第三厅专管宣传工作，由郭沫若担任厅长，受时任
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直接领导。1938年10月武
汉失守后，郭沫若率第三厅成员辗转迁至重庆。

“这里之所以久负盛名，是因为著名作家沈
雁冰（茅盾）、老舍，教育家陶行知，历史学家邓初
民、翦伯赞，自然科学家卢于道等中国近代史上
赫赫有名的大家，都曾是这栋小楼的常客。”徐光
煦介绍。

这里不仅见证了郭沫若一系列不朽篇章的
诞生，也见证了第三厅成员以笔代枪宣传抗战的
事迹。

在重庆文化界召开的座谈会上，在剧协年会及
文协第一届年会上，在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鲁迅
等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活动中，郭沫若带领第三厅广
大爱国文化人士，广泛发动抗日民主文化力量，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为加强对文化界的统治及领导地位，国民党
当局先后三次强迫第三厅成员加入国民党。“凡
在军事委员会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一律均应加
入国民党。”1939年10月，国民党秘密颁布《共
产党问题处理办法》。蒋介石下令，“凡不加入国
民党的一律退出三厅”。郭沫若义愤填膺，当即
辞职。他的这一行动极大鼓舞了第三厅进步人
士，他们纷纷提出辞职。

“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
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

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
们要！”郭沫若辞去第三厅厅长职务后，周恩来对
时任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说。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害怕他们去延安，突然
召见郭沫若、杜国庠、冯乃超、田汉、阳翰笙，说要
在政治部里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
文工会），要第三厅的人留下来继续工作。

郭沫若等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说：“就答
应他吧！他画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
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们进行有理、
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这样，文工
会于12月7日借抗建堂剧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
招待会，向文化界和新闻界宣布其正式成立，郭
沫若任文工会主任。

斗争又一次取得胜利。他们虽然不是血战
沙场的战士，却筑起了重庆文化战线坚实的“战
斗堡垒”。

以“新”谋变
短暂而辉煌的文工会

文工会吸纳并团结了更多文化界代表人物，
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有“齐之稷下”之
称。

“总的来说，顽固派对文工会的迫害没有放
松，皖南事变后，更是如此。”穿过朱红色圆形拱
门，徐光煦顿了一下脚步。他转身笑道：“尽管当
时政治环境十分险恶，但文工会以学术活动方式
开展工作，还是取得了显著成绩。”

如郭沫若办“古代社会研究”讲座，翦伯赞办
“新史学”讲座，邓初民讲“清国政治史”，卢于道
讲“人类进化问题”，冯玉祥讲三国故事，老舍讲
小说，田汉讲戏剧，贺绿汀讲音乐。民主人士张
澜、沈钧儒、张友渔、王芸生等，国民党左派邵力
子、冯玉祥、王昆仑等，纷纷参与主讲各种讲座、
演讲会、报告会。

同时，文工会在《新蜀报》《国际问题资料》
《敌情研究》等报刊杂志上办专栏；发表给苏联作
家、科学院乃至斯大林的公开信，以及给包括美
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作家的公开信，呼吁国际合
作，反法西斯侵略战争；推动组成在华日本人民
反战同盟等，在宣传和呼唤民主、推进抗战事业
中创造了累累硕果。

1945年2月22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
领导和发动下，由郭沫若起草，有重庆文化界
372位知名人士签名的《对时局进言》，在《新华
日报》《新蜀报》等报刊发表，在国内外产生巨大
影响。反专制、争民主的潮流也因《对时局进言》
而达到高潮。

“南方局领导下的国统区抗日民主文化运
动，为我们党凝聚起磅礴精神力量，是中国共产
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徐光煦说。

由于文工会是这次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国民党亡它之心更甚，最终于1945年3月30日
下令将其解散。

以“退”为进
话剧演出把“死城”变活

“说到这座小楼，还不得不说到话剧《屈原》。
当年，郭沫若就是在这里用10天时间创作出了这
个‘剧坛上的奇迹’。”徐光煦指着复原的话剧《屈
原》场景，讲述起那段“中国话剧的黄金岁月”。

“我们在这里等着挨打不是办法，要干！要
演戏！”皖南事变后，国统区的政治环境十分沉
闷，戏剧界进步人士沈浮、应卫云对阳翰笙提出
建议。

周恩来听完阳翰笙的汇报后非常重视，随后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组一次会议上提出，重庆
这个“死城”把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必须想
个办法予以冲破，演话剧能很好结合现实，开展
斗争，可以试着通过这种新型斗争方式扩大影
响，冲破国民党禁锢。

从此，以话剧演出为突破口，重庆进步文化
界以“退”为进，让抗日民主文化运动重新出现了
复苏的局面。

1941年 11月 16日，在重庆“中苏文化协
会”，重庆文化界、学术界、新闻界、民主党派、各
群众团体等2000余人，借为郭沫若祝寿开展郭
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纪念活动，以此达到冲破
国民党政治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的目的。周
恩来、冯玉祥、沈钧儒、老舍等出席活动并致辞。

延安、桂林、昆明、成都、香港等地也先后举行
了类似纪念活动，以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

这次祝寿活动，是皖南事变后进步人士第一
次汇聚一堂，凝聚起进步文化界团结战斗的决心
和力量，一扫第二次反共高潮以来笼罩在重庆的
沉闷政治氛围，也由此掀起了著名的戏剧“雾季
公演”。

徐光煦认为，“虽然当时条件极其困难，但还
是创作和演出了较多富有战斗性的戏剧，对团结
抗战产生了重大作用，也让沉寂的山城又‘活’过
来了。”

1941年至1945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
导协调下，戏剧团体在国泰大戏院、抗建堂剧场
等，持续开展四届“雾季公演”，共创作、演出了
242出剧目。像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高
渐离》，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草莽英雄》，陈白尘
的《石达开》等历史剧，借古喻今，影射专制独裁
的暴政，针对制造分裂的现实，唤起人们对国民
党独裁统治的清醒认识。

那段时期，戏剧普及的程度也属空前，各学
校、各职业团体、各军队政治部门几乎都有话剧
组织，国内一些著名戏剧团体也纷纷迁渝。郭沫
若、曹禺、夏衍、老舍等一大批杰出剧作家，众多
才华横溢的表演艺术家和优秀青年戏剧电影人
才汇聚重庆，可以说形成了当时中国剧坛上最强
大的阵容。国泰大戏院、抗建堂剧场等成为当时
观众景仰的艺术殿堂，而重庆也成为一座“用戏
剧传唱春秋的城市”。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南方局领导和影响下
成长起来的一大批文学艺术家，仍然战斗在文学
艺术、新闻宣传等战线，为繁荣发展新中国的文
化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徐光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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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见证：

他们曾在这里以笔代枪宣传抗战

地标讲述人：徐光煦，市委
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这里曾是抗战时期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暨
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办公所在
地，也是郭沫若的办公和居住
地。中共中央南方局利用第三
厅暨文工会的合法地位，团结
文艺界朋友，广泛开展文化统
战工作（如著名的“雾季公
演”），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
响，极大增强了党在大后方爱
国知识分子和进步文化人士中
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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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重庆统战地标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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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旧居）。 汤艳娟 摄/视觉重庆

▲在郭沫若旧居，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徐光煦讲述史料背
后的故事。 记者 周奇 摄/视觉重庆

北碚 扶小助微频出新招实招 金融助企彰显责任担当

北碚区民营经济增加值达305
亿元，较2015年的275.1亿元增长
29.9亿元，年均增速2.17%；民营经济
占全区GDP的比重总体稳定在60%
左右；全区250家规模以上中小工业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6.23亿元，同比
增长17.9%……2020年，北碚区民营
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仍保持增
长态势，甚至成为全区实体经济发展

“逆风翻盘”的“稳定器”。
如此亮丽的成绩单，得益于北

碚区聚焦企业需求，按照“整体式设
计、体系型解决、市场化遵循”的原
则，瞄准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过程
中的门槛高、渠道窄、效率低等关键
问题，着力构建的“2+3+N”（直接融
资和间接融资2类政策扶持清单+
政府性担保、产业基金和普惠金融
平台3个政府性融资辅助平台+N
个政银合作产品）集成式金融政策
服务体系。

“自该体系运作以来，区域金融

生态环境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实现
了政府帮扶与市场作用的有效互补
和有机联动，切实满足了区域企业
多渠道、多维度融资需求。”北碚区
金融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以支持企业直接融资为例。北
碚区通过推进支持企业改制上市

“沃土”计划、发挥母基金产业引导
作用精准投资、通过政府增信为企
业提供中短期补流等具体措施，不
断完善上市挂牌培育政策，有效激
发了区域内经济增长的活力。目
前，北碚区共有A股上市企业5家
（正川、神驰、川仪、三圣、北大医
药），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批文企业
1家（长江材料），新三板挂牌企业2
家，重点培育的拟上市挂牌企业10
家。其中，在海外市场上风生水起
的“重庆通机小巨人”神驰机电于7
月20日宣布完成对上游企业三华
工业的收购，成为北碚区上市企业
良好发展的新成果。

长期以来，押品少、价值体现不充
分等问题，严重困扰着有融资需求的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民营经济市
场主体达6.2万户、占全区市场主体总
量的97%的北碚区，如何为广大的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开辟更广阔的融资
途径？

依托“2+3+N”体系，北碚区从拓
宽金融产品覆盖面、调动银行积极性
等方向着手，创新推出了固定资产加
成贷。

“固定资产加成贷通过设立风险
补偿资金池1250万元，按照政银7:
3的风险分担比例，对在合作银行办
理抵押贷款，且具备信用基础的北
碚区从事实体经济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客户，在抵押物评估价值按
符合银行规定的抵押率核定贷款额
度的基础上，补充一定额度的增值
类贷款。”据北碚区金融发展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产品推出以来，累
计为区内 160 家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提供融资授信 7299 万元，撬动
新增贷款投放 2.7 亿元，“加成后企
业获得信贷总额较原有额度平均提
升36.9%。”

以北碚区某门窗有限责任公司
为例。该企业以普通住宅为抵押物，
在原有抵押贷款170万元基础上，向
合作银行申请加成贷。按照分级分
类授信原则，合作银行向该企业投放
以抵押物按评估价打折后，剩余价值
为参考基数的纯信用加成贷 70 万
元。最终，该企业获得授信总额240
万元，利率4.75%的 1年期流动资金
贷款。加成后授信额度，较原有授信
额度提升41.2%。

北碚区对于完善政银产品矩阵的
有益探索远不止于此。如今年北碚区
出台《北碚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
方案》，为小微企业提供单笔最高额
500万元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目前，
正在对总授信额约3000万元的9家小
微企业进行专利评估及质押办理。

今年6月，由北碚区金融发展
中心联合重庆猪八戒网打造的一
站式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数字
化金融服务平台移动端正式上
线。据悉，该平台继3月15日PC
端上线后，仅用时3个月便完成了
从“静态固定”到“便捷移动”的迭
代升级，进一步提升了北碚区数字
化金融服务平台的可达性、便利性
和友好性。

据悉，该平台独创大数据智能
匹配系统，为企业量身定制融资体
检报告，精准推送融资解决方案，
并配备专业团队免费指导咨询，解
决企业融资时“不知道、不会选、不
会办”的难题。平台上线8个月，
注册区内企业超过700家，累计浏
览量3800余次，精准助力164家
小微企业获得信贷9182万元。

这样的平台不过是北碚区依
托科技创新系统化解决民营企业
融资难题所推出的举措之一。如

北碚区充分利用“信用+大数据”手
段，正式上线民营经济服务平台暨
信易贷产品，同时引入重庆银行、
兴业银行重庆分行、平安银行重庆
分行3家金融机构入驻，有效缓解
了全区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

在越来越优质的营商环境下，
北碚区正持续展现着自身魅力和
强劲吸引力。接下来，北碚区将通
过继续深化“2+3+N”集成式金融
政策服务体系、加强政银合作等方
式，持续推进北碚区民营经济综合
改革示范试点区建设，朝着“全国
民营经济示范城市”的目标奋进。

徐一琪

近期，北碚区出台《关于深化民营经济综合改革努力创建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和全国民营经济示范城市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5年，全区民营经济增加值

达到410亿元，民营市场主体达到10万户，营商环境达到全市一流。事实上，自2018年成为全市唯一的民营经济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区以来，北碚区便坚持认真贯彻

中央部署，以新发展理念为民办实事，持续优化金融服务质效，特别是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上频出新招，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2+3+N”体系厚植营商沃土 多元产品再辟小微融资新途 奏出数字化金融服务“进行曲”

“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南川规资（土地）告字〔2021〕20号

经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批准，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决定公开出让木凉镇组团玉岩铺村分区如初民宿地块、工业园区BG组团J-9分区1地块、工业园区南平组团A8分区01/01（G）地块、工业园区南平组团B3分区01/02地块等4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委托
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具体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此次公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如下表)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组

织均可申请参加，可以独立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但
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以及凡在我区欠缴土地
出让价款、造成土地闲置等违约行为的除外）。

三、公告时间
2021年11月19日12时00分至2021年12月9

日12时00分，相关资料由竞买人在重庆市公共资源
交 易 网（南 川 区）（https://www.cqggzy.com/
nanchuanweb/）自行下载获取。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1年12月9日12
时00分。

保证金账号：详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南川区）

（https://www.cqggzy.com/nanchuan -
web/）。

递交竞买文件时间：公告期内（工作时间）。地
点为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将在2021
年12月9日15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出让方式及相关要求
出让方式：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以拍

卖或挂牌方式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人在2
人以上（含2人）实行拍卖出让，1人实行挂牌出让。

公开出让时间：①以拍卖方式出让为2021年12
月10日9时30分（如有变动另行通知）②以挂牌方
式出让为2021年12月10日15时30分（如有变动另

行通知）。
公开出让地点：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受让人的确定：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

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受让人。
五、联系方式
（一）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联系人：赵女士

联系地址:南川区商务中心右副楼二楼
联系电话：（023）71610555
（二）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23）71421580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11月18日

编号
NC2021让11-

4-2

NC2021让11-
3-11

NC2021让11-
3-12

NC2021让11-
3-13

地块名称
木凉镇组团玉岩铺村分

区如初民宿地块

工业园区BG组团J-9
分区1地块

工业园区南平组团A8
分区01/01（G）地块

工业园区南平组团B3
分区01/02地块

建设用地面积（㎡）

442㎡（约0.663亩）

52154㎡（约78.23亩）

12375㎡（约18.56亩）

123536㎡（约185.3亩）

规划指标要求
计容建筑面积不得大于587㎡，建筑控制高度13.5米（三层）。土地出让年限为50年。海绵城市规划条件：年径流污染物去除率不低于50%。其他规
划条件按南川规资条件〔2020〕0033号执行。
产业准入类别:砼结构构件制造业，固定投资强度≥31.33万元/亩，固定产出强度≥667万元/亩,土地出让年限为50年。该工业项目容积率下限为0.7，
上限按1.5控制。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其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分别不得大于项目总建筑用地面积和总建筑面积的7%。海绵
城市规划条件：地块的年径总量控制率不低于65%，地块的年径流污染物去除率不低于50%。其他规划条件按南川规资条件〔2021〕0041号执行。
产业准入类别:木质家具制造业，固定投资强度≥37万元/亩，固定产出强度≥667万元/亩,土地出让年限为50年。该工业项目容积率下限为0.8，上限
按1.5控制。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其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分别不得大于项目总建筑用地面积和总建筑面积的7%。海绵城市
规划条件：年径流污染物去除率不低于50%。其他规划条件按南川规资条件〔2021〕0037号执行。
产业准入类别: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固定投资强度≥31.33万元/亩，固定产出强度≥667万元/亩,土地出让年限为50年。该工业项目容积率下限为0.7，
上限按1.5控制。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其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分别不得大于项目总建筑用地面积和总建筑面积的7%。海绵
城市规划条件：年径流污染物去除率不低于50%。其他规划条件按南川规资条件〔2021〕0044号执行。

用地性质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三类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年）

50

50

50

50

竞买保证金（万元）

82

501

257

1186

起始价（万元）

82

501

257

1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