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
举解放西南重镇重庆。在党中央和中共中央
西南局的直接领导下，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
会（以下简称重庆市军管会）仅仅用了53天，
就完成了对这个满目疮痍、破败凋敝的城市
的接管，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其速度之
快、效率之高，堪称奇迹。

同时，二野还抽调部分曾参加过南京、上
海等大城市接管工作的技术人员、中共华东
局干部，以及进步青年、学生等，组成西南服
务团，参与重庆的具体接管工作。西南服务
团团员们广泛联系各界群众，无私无畏、浴血
奋战、呕心沥血，为接管山城，作出了重大贡
献，用血与汗谱写了一首山城之歌。

近日，“重走重庆解放之路”记者走进涪
陵区望州公园。苍翠之间，有一座黄墙青瓦
的两层小楼——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
服务团历史陈列馆，向来者展示着解放大西
南的故事。

陈列馆里，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件
老物件，记录了接管重庆时的一幕幕……

13小时抓获特务1300多名

当时的重庆，既是西南重镇，又是长江上
游的政治、经济中心，还是全国最后一个解放
的大城市。

“由于长期处于反动统治下，重庆市场萧
条、经济崩溃，社会混乱、民不聊生。”西南服
务团老战士、原重庆市话剧团副团长阎彬告
诉记者，初到重庆，他看到的是满目疮痍——
朝天门一带，除了几个大银行还保存着，其他
建筑大都被烧毁；光天化日下，散兵游勇、流
氓等公然持枪抢劫、哄抢公物、强占民宅；武
装匪特猖狂，各种破坏活动不断发生，社会治
安极其混乱……

“生产停顿、商业歇业、交通阻塞、人心不
安……这一切乱象亟待从头整顿！”时任重庆
市公安局局长的刘明辉在回忆录中说，作为
当年亲身参加解放重庆、接管山城的一员，每
当回首往事，心里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刘明辉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有两个重要
任务：一是迅速解放重庆，彻底捣碎蒋介石的
复辟巢穴；二是接管好这个大城市，建设一个
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为了这个目标，我们
加快了接管重庆的组织准备工作。”

1949年12月3日，人民政权的第一个标
志——重庆市军管会成立，开始全面接管工
作。刘明辉是委员之一，兼军管会公安部部
长。

根据党中央关于入城接管的方针、政
策，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先后采取了一系列
治乱措施，并在一个月时间里，收容遣散了
散兵游勇9000多人，收缴了上万支枪和数
吨弹药。

接管工作也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根
据地下党和群众的检举，在掌握大批线索的
基础上，从1950年1月18日零时开始，全体
公安干警和警备部队经过13小时的奋战，抓
获特务1300多名。

特务的嚣张气焰基本上被打下去了，社
会治安迅速转好，有力保障了各项接管任务
的胜利完成。

接管期间，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还对已
经登记的旧警人员采取改造的方针，并根据
他们的特长和意愿，分别安排担任刑事、交
通、消防、户籍警等工作，对维护当时的社会
治安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外，为加强公安队伍建设，重庆市军管
会公安部成立了20个公安分局和100多个
派出所，完成了接管治乱。

一次有温度的文艺接管

“全城欢声雷动，爆竹喧天，百万市民庆
幸黎明到来。解放军大军昨日由南岸渡江进
入市区……”1949年12月1日，《大公报》报
道了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解放重
庆的消息。

“重庆解放了！”这一喜讯传到了正在向
重庆挺进的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听到这个
好消息，文艺大队急速行军，并随解放军接管
重庆。

“到达重庆后，根据上级决定，我们文艺
大队改为重庆市文艺工作团。”阎彬说，在此
基础上，工作团吸收了大批热爱文艺的青年
和专业演员，同时还接管了演剧十二队、原总
统府管乐队、阮氏魔术队等。

那年，阎彬只有15岁。在他的记忆里，
接管工作是有温度的。

“国民政府的这些管乐队、魔术队虽然收
入还不错，但受当时‘三教九流’思想影响，他
们长期被人瞧不起，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阎彬回忆说，管乐队成员大多数在50岁左
右，接管时，他们集体敬礼，姿态卑微。

“我们不分等级，都是平等的，现在大家
都是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啦！”听到接管负责
同志的这番话，管乐队成员们眼里蒙上了薄
雾……这一幕，令90岁高龄的阎彬至今印象
深刻。

重庆解放初期，随着文工团逐渐壮大，其
首要任务是深入学校、工矿、农村，以多种文
艺形式，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们把
欢乐的腰鼓在山城敲响，把延安的大秧歌扭
遍大街小巷……

西南服务团文教大队也于12月上旬抵
达重庆，队员刘华伯参与了重庆大学的接管
工作。

“所谓接管，主要办了两件事。”刘华伯回
忆，第一件事是帮助解决教职工的工资发放
问题，安抚教职工情绪；第二件事是成立了一
个由20多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开始主持学
校工作。

校务委员会筹建工作刚告一段落，刘华
伯就接到新任务——因中小学寒假将至，决
定在寒假期间举办中小学教师寒假研究会，
组织广大教师进行时事政策学习。

“当时，干部少，学校多，情况复杂。”市
委党史研究室相关负责人介绍，文教大队
的方针首先是迅速复课，废止反动课程及
反动的教导制度，保护校产、图书、校具、档
案，准备接管。同时，除组织领导寒假学
习，还立即着手编审教材、拟定课程，翻印
一批老解放区教本，推动各学校接管工作
顺利完成。

接与管并行，尽快恢复交通

交通是经济的命脉。一开始，重庆市军
管会就着眼交通领域的尽快恢复，接与管并
行。尤其在通邮、公共汽车通行、两江复航
等方面，接管人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作了
大量努力。

在西南服务团历史陈列馆里，至今还保
存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邮电中队接
管邮政局的留影——青年们风华正茂，身兼
重任。

时间回到75年前。1949年12月3日，
西南服务团邮电中队装运着30多箱崭新
的“人民邮政”邮票，经海棠溪过江，从储奇
门登岸进入重庆城，进驻原国民党东川邮
政局。

这套具有时代意义的人民邮政邮票，在
重庆解放后的第6天，正式在重庆发行使用，
这也意味着重庆人民邮政的正式建立。

这背后，历经了千难万险。有邮电中队
队员回忆，为防御沿途武装特务、匪徒袭击，
行进中，武装战士站在运送车辆驾驶室门的
两边，用身体护卫邮票。艰难的还有需要沿
途自筹食宿，队员们常因筹不到口粮，只能
在饥饿中行进，找不到宿营地，只能在荒野
露宿。

交通方面，当时，重庆能行驶的公共汽车
仅11辆，勉强维持着6条线路的营运，根本

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1949年12月8
日，重庆市军管会接管了市公共汽车管理
处。在次日召开的工人代表座谈会上，刘伯
承讲话说，必须尽快恢复生产，恢复与人民生
活相关的公共设施。

为尽快恢复两江航道航行，重庆市军管
会交通接管委员会挨个解决复航手续、船只
修理、运费确定等问题，先将港内各线轮渡恢
复。其中，首先恢复望龙门—龙门浩线、储奇
门—海棠溪线；其次，逐渐恢复朝天门—野猫
溪线、朝天门—弹子石线、朝天门—寸滩线；
随后，重庆—北碚、重庆—合川、重庆—宜宾
等航线也逐步恢复。

1949年12月上旬，市内各线轮渡先行
恢复。12月下旬，整个长江航运恢复。

时任重庆市军管会副主任、中共重庆市
委第一书记陈锡联在《重庆解放与接管的回
忆》一文中谈到，经批准，1950年1月18日，
全城统一行动，控制了交通要道，缴枪的、自

首的、检举的都不少，“这次行动，对敌人震动
很大，人民拍手称快，大得人心。”

稳定物价，保障群众利益

由于国民党滥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重
庆解放时，币制极为混乱，伪银元券、银元、黄
金、外币和少量的人民币同时流通。一些金
融投机分子猖狂活动，使各行业资金周转和
正常的市场流通发生困难。

为力促市场恢复，使全市的财政金融走
上正轨，1949年12月10日，重庆市军管会
发出布告，明令人民币作为市场流通的唯一
合法币制，宣布银元券作废。

同时，为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重庆市军
管会决定按人民币（旧币）与银元券100∶1之

比率，限期进行收兑。全市开设七十余处兑
换所，5天时间里，共收兑银元券10128780
元，兑出人民币1012878000元。至此，银元
券很快退出流通。

重庆市军管会相继公布西南军政委员
会制定的《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西南
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严禁金银外
币计价流通和私下买卖，严格取缔金银黑市
交易，加强对私营金融机构的管理和监督。
市总工会筹委会等单位还组织宣传队，到街
头巷尾开展禁用银元宣传。同时，市公安局
对四十余名继续进行金融投机的分子，进行
逮捕惩处。

此后，人民币稳步占领市场，为恢复与发
展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交通运输的恢复以及财政金融的整
顿，各种经济关系初步理顺。

资料显示，接管期间，有相当一部分公私
工商企业开始恢复生产或复业。

国网重庆市区供电公司档案室一张泛黄
的黑白老照片，记录着当时接管电力企业的
情况：1949年12月2日，重庆市军管会陆续
接管电力企业，并开始抢修改造被破坏的电
力设备。

当月，弹子石被服厂、豫丰纱厂、中南橡
胶厂、利华橡胶厂、宝源煤矿等先后复工，其
中有些厂的产量还超过了解放前。生产的部
分恢复和发展，标志着重庆的混乱状态基本
结束。

1950年1月13日，市民政局、建设局、劳
动局、文教局、工商局、企业局、市人民法院等
宣告成立，人民政府的职能开始得到发挥。

1950年1月23日至29日，重庆市人民
政权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重庆
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刘伯承、
邓小平和重庆市军管会及市委、市政府负责
人参加了会议。24日，陈锡联在会上公开
宣告：“从总的方面说，现在我们的接收工作
已经结束，开始转入正常的管理阶段了。”

短短53天时间里，重庆市军管会胜利地
完成了艰巨复杂的接管任务。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拥有这样一
支无私无畏的干部队伍，他们为接管山城浴
血奋战、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用血与
汗谱写了一首山城神曲。”刘明辉在回忆录中
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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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天完成接管 山城复工复产换新颜
□文/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朱婷 图/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春晓

▲涪陵党史馆内陈列的有关西南服务团的展品。

西南服务团战士阎
彬（左图）。

（历史照片）

西南服务团成员阎
彬在渝北区大竹林的家
中（右图）。

扫码进入重磅互动融媒体作品《点亮！
重走重庆解放之路》，一起点亮行进路线。
作品将每天持续更新进度，您可以全程参
与、沉浸式体验。

▲西南服务团进驻秀山机场。
（本组图片由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刘邓首长曾驻扎在南川天主堂，并在这
里召见西南服务团接管干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
员会布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