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国为民的思想起源于合川 报国富民的实践植根于合川

卢作孚与家乡合川的不解情缘

民生公司诞生在合川
“组织民生轮船公司，以应时代的需要” 开展“作孚周”系列活动

让卢作孚精神可观、可感、可行

作为合川宝贵而具有辨识度的精神财富，卢作孚精
神还在许多方面激励和鼓舞着人们。

“作为新时代青年企业家，我们要赓续卢作孚精神，
厚植家国情怀，勇于创新，不断提升企业竞争优势，为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合川区青年企业家张祥熙
说。

合川区工商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合川通过开展“人
才兴区·青商领雁”“人才兴企·千人培训”“青蓝接力”
等活动，强化民营企业主、创二代、高级管理人才培
训，引导民营企业家发扬卢作孚先生创新、坚守、兼济
天下的企业家精神，主动谋事创业，积极投身新时代
经济发展。2022 年，全区民营经济占比达到 65%、
GDP占比68.5%、税收占比58.74%，3家民营企业入围
重庆民营企业100强，2家民营企业上榜重庆制造业
企业100强，3家民营企业入选重庆民营企业科技创
新指数100强。

传承是最好的缅怀。在4月10日至16日的“作孚周”
系列活动中，合川将围绕“缅怀先贤忆初心·传承精神勇担
当”主题开展主题展览展演、专题讲座、参观缅怀、纪念展
陈等五大类16小项系列活动，助推卢作孚精神成为合川
城市精神中可观、可感、可行的重要部分。

值得期待的还有位于钓鱼城街道瑞映巷的民生公
司电灯部旧址正在“活”起来。这里是合川现代工业的
发端，使合川成为很早就用上电灯的县城。下一步，合
川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将旧址的修缮保护和展示利用纳
入瑞映山—纯阳山市级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升级二期项
目进行整体规划。通过住房城乡建设、文化旅游等部
门向上争取和区里配套等多方筹集资金，先实施旧址
修缮保护及周边环境整治，再进行陈列布展。项目建
成后，旧址将作为合川精品旅游线路的重要景点，以此
打造合川文旅新地标。

接下来，合川区将通过设立和开展系列纪念活动，进
一步挖掘卢作孚精神的时代价值，加强对卢作孚精神的
广泛宣传推广，激励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努力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合川建设中展现新担
当、实现新作为，以实际行动和崭新业绩追思先贤、缅怀
先贤、告慰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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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是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
活动家卢作孚（1893-1952）诞辰130周年的纪念
日。

1893年，卢作孚出生于合川。合川作为卢作
孚的故乡，见证了他幼年受教、少年立志、青年创业
的宝贵经历。可以说，他爱国为民的思想起源于合
川，报国富民的实践也植根于合川，合川人民也因
此赞誉他为“合川之子”。

作为实业家，他从家乡起步奠基实业宏图。他
于1925年在合川创办民生公司，以一条70吨小轮

船起步，陆续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
出长江上游。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关键时期，他领导
民生公司组织指挥“宜昌大撤退”，挽救了中国民族
工业命脉。1929年，他在合川创办民生公司电灯
部，采用先进技术发电；1930年，增设自来水厂，让
合川人民开启了现代生活。

作为教育家，他报效桑梓兴教办学。他从1926
年起先后担任合川瑞山小学、瑞山中学董事长、校长
达20余年，为合川教育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其“敬
业、自强、民主、爱国”的教育思想影响至今。

作为社会活动家，他情系故土热血奉献。他
曾作为“合川号”战机征募委员会的会长之一，帮
助购得3架“合川号”战机，飞赴抗日前线。他担
任峡防局局长时，在合川瓦店村修建碉楼抵御匪
患，保障重要交通线，成为助力乡村建设的历史
见证。

在卢作孚诞辰130周年这个特别的时刻，我们
追寻先贤的足迹，探寻卢作孚在三江汇流的合川留
下的故事与佳话，见证人们缅怀纪念和传承弘扬卢
作孚的精神风范。

合川区合阳城街道文化街61号，有一
处闹中取静的“芭蕉院”。循着小路走进院
中，一座面阔三间、有着小青瓦屋面的老建
筑映入眼帘。在高楼大厦的包围中，它显得
并不起眼。但只有走进它，看到复原陈列和
一张张照片，你才能感受它的分量。

“这里是卢作孚先生的旧居，1918年至
1936年，卢作孚先生及家人在此居住期间，
完成了民生公司的筹划和初创，是其事业的
启航地。”合川区相关负责人说。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工
业发展时，曾说过有4个人不能忘记：讲到
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
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

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卢作孚
为何要走上实业救国之路呢？

史料记载，青年时期，卢作孚怀着满腔
热血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四川保路运
动和辛亥革命。他曾尝试以教育救国，但兴
办教育的种种努力，在军阀混战的政治局势
中，稍有成效就被迫中断。在这样的背景
下，卢作孚逐渐萌发发展实业的念头。

卢作孚认为，实业救国，首在交通；交通
之要，在于铁路。然而铁路耗时长，收效慢，
前期投资过于巨大，根据四川、重庆两地实
际情况，发展航运才能较为迅速。1925年
10月，卢作孚邀请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
合川通俗教育馆召开筹备会，会上决定把航

运公司取名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取名“民生”，寓意公司要实践孙中山的民生
主义，公司经营的事业不仅限于航运，还要
同时发展其他产业。

“民生公司得以启航，离不开合川乡绅
的支持。”原合川区史志办副主任、合川地方
文史研究专家杨成术说，据1925年民生公
司发起人会议记载，卢作孚的恩师陈伯遵，
瑞山的同学黄云龙、彭瑞成等均是发起人。
此后，造船等事宜更是得到了陈伯遵等乡绅
的倾力相助。

历史性的一刻不久后到来了。1926年
7月23日，民生公司第一艘轮船“民生”号从
重庆安全抵达合川，标志着“渝合航线”的正
式开通，结束了中国内河航运被外国人垄断
的历史。

令人称道的是，1925年，卢作孚创办民
生公司之时，全公司只有几个人，全部家当
只有“民生”号这艘70.6吨位的小轮船。但
卢作孚为公司制定的宗旨却是：“服务社会，
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作孚有理
想，有大志。他深知，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发
展交通。长江是交通重道，需要轮船，所以
他组织民生轮船公司，以应时代的需要。”卢
作孚的挚友晏阳初曾评价道。

卢作孚的爱国精神在抗日战争中表现
得格外突出。1938年，武汉失守后，为了鼓
舞员工紧急调运9万吨战略器材，卢作孚撕
下床单，写下“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
国家大难”挂于船舱。在卢作孚和船员的努
力下，这些战略物资及时入川，完成了“中国
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大撤离。

为合川教育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启迪青年教师“把学生看作是最为珍贵的礼物”

“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是一
个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办
教育上，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
教育。是想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
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能力。”1948
年，卢作孚在《如何改革小学教育》一文中写
道。

杨成术说，卢作孚是我国现代史上五大
著名平民教育家之一。谈起卢作孚对合川
教育的贡献，不得不提瑞山中学。

“小时候，大人们总是谈起卢作孚先生
的传奇故事，都说他是大能人、大好人。”合
川瑞山中学校长黄小玲回忆道。卢作孚祖
居位于合川区肖家镇新学村8社卢家院子，
黄小玲就是在卢家院子长大的。

卢作孚和瑞山中学有着怎样的渊源
呢？原来，1900年，卢作孚与哥哥卢志林一
道就读瑞山书院。1904年，瑞山书院开办
新学，更名为瑞山小学。1907年，卢作孚从
瑞山小学毕业。

从1915年起，凭着刻苦自学，卢作孚当
过小学、中学、师范学校的教师，出任过政府
教育官员，开展过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和新
文化运动以及民众教育运动。1926年底，
当瑞山小学因经费紧张而面临停办时，身为
民生公司总经理的卢作孚怀着对母校的深
厚感情，毅然决定由民生公司接办瑞山小
学，并亲自担任瑞山小学董事长和校长，不
仅让瑞山小学有了足够的经费保障，而且使
学校的教学设施设备日益充实，教学管理和

教学秩序也得到明显规范。同时，卢作孚还
积极引进“实验教育理论”，大胆改革瑞山小
学的教育方式，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1944年秋，卢作孚决定扩大办学规模，
并在瑞山小学基础上创办瑞山中学，继续担
任学校的董事长兼校长。

“可以说，卢作孚先生是瑞山中学首任
校长。”黄小玲笑着说。在黄小玲办公室中，
书法作品“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引人注
目。这句话，不仅是卢作孚一生写照，还是
瑞山中学校训。

黄小玲表示，卢作孚的教育思想影响深
远，对如今的教师也有很大启迪。如，卢作
孚反对满堂灌，主张通过提问、让学生讲课
等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例
如，他在《教育方法与暗示》一文中写道：“教
育所贵，在以事物本身引起儿童研究之兴
趣，而使其有期待甚切之心……不宜仅使儿
童认识书本，而不让其观察事物，亦不宜仅
由教师始终讲授，而不让儿童自由思想也。”

如今，瑞山中学通过举办读书会、书画
作品展、讲座等多种方式传承和弘扬卢作孚
精神。“瑞中师生追思先贤，在继往开来中谋
进取，在踔厉奋发中谱新篇。”黄小玲说。瑞
山中学一名青年教师说：“作为一名青年党
员教师，我们理应向卢作孚先生看齐，要如
先生一般能够无私奉献，将整颗心投入事
业，把学生看作是最为珍贵的礼物，将我们
的心血尽数倾注在他们身上。”

位于合川区肖家镇的卢作孚祖屋 摄/刘亚春

重庆第一部以卢作孚为原型的舞台艺术作品——大型原创文献话剧《民族脊梁》在合川首演 摄/张敏

卢作孚广场 摄/刘亚春

“作孚故里”纪念地标——十皆院子 摄/刘鑫宇

卢作孚旧居 摄/刘亚春

卢作孚先生创办的瑞山中学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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