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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迎昭

“赵世炎烈士曾指出奋斗的意义，
他曾写道：奋斗二字，愚常奉以为人生
第一要义……”2月25日9时许，酉阳
龙潭镇，气温1℃。95后讲解员白榴搓
搓手，带领观众走进赵世炎烈士纪念
馆，开始了新一天的讲解工作。

赵世炎烈士纪念馆现有3位讲解
员，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讲解员们
一直忙碌着。“去年，赵世炎烈士纪念馆
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站在纪念馆
大门前的广场上，赵世炎故居管理处办
公室主任王兆荣说。

红色资源的珍贵价值，不仅在于它
的光辉历史，更在于它在今天依然能带
给我们精神滋养。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我市利用丰富红色资源，广泛开展主题
教育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和群众自觉
弘扬革命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担当责
任使命。那么，酉阳是如何用好用活红
色资源、服务党史学习教育的呢？

走出纪念馆
在机关学校乡镇宣讲烈士精神

王兆荣是山东人，2005年大学毕
业后，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的一员赴酉
阳一中支教。让他没想到的是，从踏入
校门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便和赵世炎
烈士产生了联系。

“赵世炎烈士出生于1901年，曾就
读于酉阳一中前身龙潭两等小学堂高
等班。可以说，酉阳一中是他的母校。”
王兆荣说，在酉阳一中支教、在龙潭青
华小学工作5年后，2010年，他成为赵
世炎烈士纪念馆的一员。

让王兆荣感触颇深的是，近年来，
尤其是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观众参
观赵世炎烈士纪念馆的热情日益高涨，

“去年，最忙的一天有十几个团队前来
参观，工作人员应接不暇。”

在很多观众看来，缅怀革命先辈，
重温英烈事迹，是为了化追思为责任、
化崇敬为使命。正如龙潭镇新田村村
民瞿洪孝所说：“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革命精神，把烈士的故乡龙潭建设
得更富饶美好。”

赵世炎烈士纪念馆还策划主题展
览、组建宣讲团队，让巡展走进基层，
将赵世炎烈士革命精神宣讲会送进机
关、社区，方便干部群众就近学习党
史，从而将烈士精神转化为酉阳干部
群众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

白明跃曾任赵世炎烈士纪念馆馆
长，现任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2021年，他赴机关、学校、乡镇宣讲近
40场。他说：“赵世炎烈士19岁赴法勤
工俭学追求真理，身上肩负着拯救国
家、拯救民族的使命，这种勇于担当的
精神，这种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这种
毅然决然地放下自己富裕家庭生活而
走上革命道路的坚定意志，让我和听众
对他充满了敬仰之情。”

走进青少年
补足青少年“精神之钙”

“课本里的人物活了，课本里的事
件活了，课本里的历史活了！”2021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赵世
炎烈士120周年诞辰。电视剧《觉醒年
代》的热播，让很多年轻人通过此剧认
识了赵世炎，深刻感受到思想的光芒、
理想的魅力和青春的力量。

在白明跃看来，《觉醒年代》之所以
能够打动年轻人，在于它打破了过去一
些电视剧中党史人物脸谱化的形象，展
现了党史人物鲜活的一面。

百年恰风华，党史的那头连着一代

代革命先辈的矢志奋斗，党史的这头通
向一个个蓬勃的青春梦想。润物无声
地把党史故事讲给青少年听，酉阳相关
部门是如何践行的呢？

去年5月20日晚，酉阳二中举行献
礼建党100周年文艺汇演。在活动中，
7部新编主题情景剧上演，展现赵世炎
等烈士的事迹，让人眼前一亮。“大多数
人的党史知识是通过书本获得的，和读
书相比，用情景剧的方式话党史更加新
颖，我被深深地带入其中。”现场观众吴
晓芮说。

值得一提的是，龙潭镇的每一所中
小学会定期组织“赵世炎阅读课”，通过
老师讲解、学生演讲、师生讨论，营造学
习、传承赵世炎烈士革命精神的文化氛
围。此外，该镇的学生们还会经常到赵
世炎烈士纪念馆缅怀先烈，在赵世炎烈
士革命精神的熏陶下，激发爱党爱国热
情。

除了电视剧、情景剧、阅读课，赵世
炎烈士纪念馆还尝试通过研学活动，让
青少年感知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王兆荣称，纪念馆推出的研学活动
课程，包含赵世炎烈士生平事迹讲座、
研学主题演讲比赛、征文比赛等。2021
年，酉阳一中、二中、龙东小学、龙潭希
望小学等10余所学校赴赵世炎烈士纪
念馆开展了研学活动。

“刚刚过去的寒假，四川大学、陕西
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学生主动来到纪念
馆从事志愿服务，在他们看来，这并不
是普通的社会实践活动，而是补足‘精
神之钙’的举措。”王兆荣说。

走向振兴路
发展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英烈，虽逝而不朽，逾远而弥存。
让赵世炎等英烈的故事更加生动、具

体，需要各个方面接续努力。
最近，白明跃新整理到赵世炎的6

封书信，其中4封是和著名学者胡适的
通信。从和胡适的通信中，白明跃深刻
感受到赵世炎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
及为了妇女解放作出的巨大努力。从
和陈公培的通信中，他感受到先烈对共
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忧国忧民的家国
情怀。此外，他还新整理了赵世炎从法
国邮寄回国的7张明信片。“他的字潇
洒而不失工稳，内容轻松而富有哲理，
看到这些，总感觉赵世炎烈士就在我们
身边。”白明跃介绍，这些资料计划用于
赵世炎同志故居的展陈中，让观众感受
到一个更加有血有肉的烈士形象，提升
这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红色
经典景区的旅游吸引力、感染力。

赵世炎烈士纪念馆所在的龙潭镇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接下来，该镇将如
何利用深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和历史文
化资源发展壮大旅游业呢？据介绍，该
镇将与周边南腰界镇、酉水河镇、龚滩
古镇及秀山洪安古镇等共建旅游线路，
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升景区吸
引力、游客接待力、服务保障力、核心竞
争力，积极融入全域桃花源，让乡村旅
游更好助力乡村振兴。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酉阳保
护利用红色资源，开展沉浸体验教育，
创作推出党史作品，推动广大群众品经
典、受教育，通过扎实有效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全县广大党员干部深受教育。”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书记祁美文
说，该县将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实际、发
挥实效的制度机制，用好红色资源，推
动党史进校园、进课堂，通过发展红色
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奋力开创生态美
产业兴百姓富社会主义现代化酉阳新
未来。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春风拂面，积雪消融，水珠落
在石板上嘀嗒作响。静静聆听，周
遭不时传来鸟儿的歌唱声……

2月24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
酉阳南腰界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
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以下简称
红三军司令部旧址），在美妙的自
然之音伴奏下，听到了3种不同风
格的讲解——59岁的杨胜学讲起
红军故事像是拉家常那样亲切，
41岁的何立双讲得如教材那般缜
密，7岁的何冉静怡讲解时稍显害
羞，但是非常认真。他们为啥都在
宣讲红军故事呢？

杨胜学是土生土长的南腰界
人，1984年退伍，1985年通过文
化专干招聘，成为红三军司令部旧
址的文物管理员。

这处旧址的来头可不小。
1934年 6月，贺龙等领导的红三
军来到南腰界，以南腰界为中心，
开辟了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当时，
红三军司令部就驻扎在余家桶子，
部队则分散在方圆几里的村寨。
在战火硝烟中，这座文物建筑幸运
地保留了下来。1985年，杨胜学
来到了这里。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红三军
司令部旧址的游客不太多，大多是
本地人。没游客时，杨胜学除了巡
查文物安全，还在煤油灯下阅读关
于红军历史的图书。久而久之，他
能绘声绘色地讲述红三军在南腰
界战斗的历史，对南腰界革命根据
地的革命文物建筑，以及百年老宅
背后的故事了如指掌。

走出红三军司令部旧址，记者
跟随杨胜学、何立双感受不远处红
军寨的风情。在暖阳中，一栋栋曾
见证过“军民鱼水情”的民房参差错
落，显得古朴而幽静。见记者连连
按下快门，何立双打趣道：“杨老师
知道每个房子的最佳拍照角度。”

何立双是南腰界镇中心小学
语文老师，曾负责学校的德育工
作，每年清明节，他都会组织学生

来到红三军司令部旧址，聆听杨胜
学讲解革命故事。两人慢慢熟络
之后，何立双也萌生了讲述革命故
事的想法。2018年初，他正式成
为红三军司令部旧址的志愿讲解
员，目前是该旧址的4位志愿者之
一。在老前辈杨胜学的带领下，他
的讲解广受欢迎。仅去年清明节至
七一，他就讲解了300余场。和二
三十年前不同的是，近年来，南腰界
革命根据地景区的游客中涌现了很
多贵州、四川等外省市的面孔。

一些游客在聆听何立双讲解
时说，南腰界很多革命旧址仍“养
在深闺人未识”，乡间小道有些坎
坷、环境有些杂乱，如果加以活化
利用和改造，南腰界的红色旅游肯
定更加红火。每逢这时，他总会
说：“这里在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酉阳段），未来会大变样。”

酉阳县文管所所长王兴旺介
绍，南腰界革命根据地现有不可移
动文物 44处，其中革命文物 34
处。在保护、修缮革命文物基础上，
酉阳正围绕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酉
阳段）建设，按国家5A级景区标准
规划打造南腰界革命根据地景区，
传承长征精神，助力乡村振兴。景
区总体规划范围为以红三军司令部
旧址为中心辐射周边革命旧址约
3.5平方公里，将和红色美丽村庄实
现“红旅融合”“红绿融合”。

身处巨变的时代，何立双也在
着力培养“接班人”。去年起，何立
双开始教女儿何冉静怡讲解南腰
界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还经常将自
己和女儿讲解的视频发到抖音上，
不少游客称，是看了这对父女的视
频才前来参观的。他说，几个人的
力量始终是有限的，希望培养更多
红色小导游，将来为更多游客讲解
红军的历史。

记者跟随杨胜学、何立双参观
完红军寨时，正是太阳落山的时
候。这时，何冉静怡来到爸爸身
边，为记者讲解了红三军司令部旧
址的历史。在金黄色阳光的照耀
下，她的大眼睛显得格外明亮。

酉阳南腰界革命根据地：

接力传承红色基因
见证革命老区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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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烈士精神宣讲送进基层 用党史故事熏陶青少年 借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酉阳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火起来

▲学生们集体瞻仰赵世炎塑像。 特约摄影 陈碧生/视觉重庆

◀赵世炎烈士塑像。 记者 赵迎昭 摄/视觉重庆

（上接1版）
城建项目复工如火如荼，质量和

安全管理也毫不松懈。市住房城乡建
委表示，将坚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两手抓、两促进”，开展点对点、包片
督导检查。未来，他们还将加大对复
工复产项目质量安全管理情况的监督
检查力度，确保复工复产后各项工作
有序推进。

交通项目
劳动竞赛激发工人的“虎劲”

3月1日，在渝昆高铁川渝段站前
二标各施工点，一场为期120天、近
3000名工人参与的劳动竞赛，拉开序
幕。

“春节期间，我们重难点控制性工
程没有停工。为保证节后生产，我们
节前做好了主要物资储备，项目2月7
日就实现了复工，目前正通过劳动竞
赛，激发工人们比学赶超的‘虎劲’，推
动项目建设如期完成。”中铁二局渝昆
高铁川渝段站前二标项目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渝昆高铁，
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主通道
之“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
境内长约84公里。

高速公路项目方面，2月27日上
午9时，随着最后一车混凝土浇筑在
长2米、宽12.5米的大桥中跨段，鏖战
1343天的城开高速控制性工程南长
沟特大桥右幅顺利合龙。

“南长沟特大桥能顺利合龙，是项
目部所有人员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结
果。”中铁十一局现场负责人表示，预
计4月，南长沟特大桥将合龙，为今年
底城开高速通到城口县城、重庆市实
现“县县通高速”的目标提供重要保
障。

河道运输工程方面，春节期间，嘉
陵江利泽航运枢纽项目施工人员放弃
休息，全力以赴推进二期右岸发电厂
房基坑开挖、泄洪闸基础混凝土浇
筑。预计7月底，右岸的6孔泄洪闸
就将具备下闸条件，发挥枢纽的泄洪
作用。

嘉陵江利泽航运枢纽项目建成
后，将使川渝两省市打通嘉陵江全江
渠化最后一公里，嘉陵江“水上高速公
路”将真正建成，四川500吨级船舶可
一路畅行到重庆境内。

今年将是重庆交通建设的“丰收
年”，全年投资有望迈上1000亿元台
阶。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加
快重庆构建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
通网、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该局将继续推动相关在建单位倒排工
期、抢抓进度，全力发挥交通类重点项
目“稳投资、稳增长”的压舱石作用。

产业项目
订单满，扩能忙

2月28日，位于璧山区的重庆宇
海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宇海
精密）组装车间，机械手臂一按、一压，

短短三四秒钟，一个单品便埋钉完成。
“我们2月7日复工复产后，工人

们就忙着赶制订单，今年的订单基本
排满。”宇海精密负责人说。

宇海精密2011年正式进入笔电
配套领域，主要为惠普、戴尔等笔电品
牌商及英业达、广达、纬创等厂商配套
塑料结构件。目前全球每10台笔电
中，至少有1台用的是宇海生产的塑
胶结构件。

订单充沛，让不少重庆企业一开
工就满负荷生产。市经济信息委提供
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中旬，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开工率和员工返岗率均
超过九成，节后第一周“双百”企业实
现产值超过230亿元。

工业投资未来可期，一批新的工
业项目，正在加紧上马。2月21日，
两江新区京东方（重庆）智慧系统创新
中心项目（简称“京东方重庆创新项
目”）工地，数百名工人各就各位。自
2月10日复工以来，这个项目建设推
进迅速，目前办公楼已封顶，商业楼正
抓紧施工，预计今年8月即可完工。
该项目投用后，将打造全球领先的智
慧系统创新中心，助力重庆智慧物联
升级。

“重庆电子电路产业园入驻企业
全部复产，在建工程项目全部复工。”
荣昌区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
电子电路产业园不仅是遂宁市、荣昌
区合作的重点项目，也是服务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实现中部产业聚集

的基础性项目。该园区建设已进入尾
声，最快今年三季度厂房即可交付，将
打造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电子电路产
业集群发展示范区。

市经济信息委表示，重庆将继续
抓好“双百”企业和20个重点工业区
的监测调度工作，推动重点企业发挥
引领和带动作用，为全市工业一季度
平稳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新开工新项目
为重庆发展注入新动力

抓项目就是抓投资，抓投资就是
抓发展。我市不仅高效推动在建重点
工程复工，还新开工一批重点项目，为
我市投资平稳运行、优化产业链结构
注入“源头活水”。

2月初，国家相关部委复函，同意
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成渝地区、
粤港澳大湾区启动建设全国一体化算
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不到 20 天
——2月25日，西部（重庆）科学城璧
山片区就举行了21个重大项目、总投
资达274.34亿元的开工活动。西部
（重庆）科学城先进数据中心项目
（IDC）是其中之一。

IDC项目总投资超过20亿元，建
成后将成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
枢纽节点，承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
带动数据中心、分布式存储、云计算等
相关产业链发展。

重庆不仅通过新开工项目提振士
气，还敏锐捕捉市场的新机遇，培育高

质量发展的新脊梁。
北京冬奥会刚落幕5天，作为本

届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盲盒系列唯
一制造商的凯高玩具，2月25日就在
涪陵正式启动二期项目建设，拟投资
2亿元建设年产1.2亿套全降解动漫
衍生品及礼赠品生产线，投产后年产
值可达5亿元。

同一天，永川、涪陵、綦江、璧山、
铜梁、梁平、城口等区县宣布开工重点
项目和签约项目约200个，投资总额
超过千亿元。这些项目涵盖汽车摩托
车、智能装备、智能家居及材料、特色
消费品、新能源等领域，将为我市优化
产业结构、增强创新动能注入新动力。

一个个重大项目快马加鞭，离不
开相关部门靠前服务。市发展改革委
人士介绍，为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我市出台《抓住一季度关键时期加快
重点项目建设稳定投资运行17条措
施》等。1月，我市发行今年第一批新
增政府专项债券274亿元，为项目建
设提供资金保障。

下好招商引资“先手棋”，我市还
进一步深化稳投资抓项目专项行动，
将对今年拟开工的市和区县两级重大
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中央预
算内投资项目等重点项目，按照市级
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规程要求，进
一步深化“技审分离、平面审批”改革，
减时间、简环节、降成本，提高项目前
期工作效率。

春光无限好，正是奋斗时！

（上接 1 版）要更好发挥专项债撬动
作用，引导金融机构更多参与专项债
项目；要健全专项债项目管理机制，
尽可能把专项债资金流量变成投资
实物增量，切实推动项目建设和投资
增长。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涉及领
域方方面面，特别是产业项目，企业
是主体。要给民营企业松绑，按照

“非禁不止”的原则扩大民营企业投
资领域，扫清投资障碍，吸引大量的
民间资金。

加大投资力度，要持续优化投融
资环境。近年来，我市投融资环境不
断优化，日益成为中外投资热土。
2021 年重庆被国务院列为全国六个
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之一，投
资和建设便利度已得到进一步提
升。加大投资力度，要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创新投融资模式，想方设法激
发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引导大量社会
资本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
业等符合我市发展方向和民生需要
的领域，发挥投资在优化民生供给中
的关键作用；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
开放，吸引更多外资来重庆投资兴
业。

抓住了投资就抓住了稳增长。要
发扬钉钉子精神，抓好投资这一环节
不放手，要确保投资项目早开工、早竣
工、早投产、早见效。抓住投资这个

“牛鼻子”，就能不断开创经济发展新
局面，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