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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红色资源“动起来”、红色教育“灵起来”、红色基因“活起来”——

看重庆如何做好看重庆如何做好““红色红色++””文章文章

老板，通常指“私营工商业的财产所有者”。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却有一位“肖老板”，
苦心经营九载积累万贯家产，最后全部交给中国
共产党，自己只留下了三块银元。

1941年初春，国民党悍然发动“皖南事变”，
而后又停发抗日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粮饷，致
使冲锋陷阵的前线将士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弹
药短缺。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决定自己开
辟财源，竭尽全力保障党和军队的基本开销。

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同志经

多方研究，指示重庆地下党员肖林开展经济活
动。肖林原是民生公司物产部一名职员，1941年
4月，他辞职与同为共产党员的妻子王敏卿回到
故乡江津，开了一家“恒源”商号经营土纱、食糖
等买卖。

为节约经费，肖林夫妻二人既当老板又当“丘
二”，里里外外全靠自己张罗。一次，从朋友处获
知四川产糖大县内江将对食糖增加税收的情报
后，肖林预计食糖价格将会上涨，立即将江津各商
号库存和要出售的食糖全部买下。不久政府果然

宣布将对食糖增税，食糖价格立即暴涨，肖林为此
获利丰厚。随着资金日益增多，肖林又与重庆轮
渡公司经理张澍霖合作，在重庆开设了“重庆大生
总公司”，并在江津开设分公司，除经销原有品种
外，还增加了经营西药、五金等业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肖林又接到上级指示：把
公司办到上海去。他与钱之光进行周密研究，决
定在上海成立“华益公司”，公司名字表明其宗旨
是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经营服务。

1949年，随着北方各大城市相继解放，党的经

济来源有了更多保障，华益公司的使命已经完成。
同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肖林在给上海首任市长陈
毅汇报工作时提出一个特殊的请求：“我想留下三
块银元，作为这些年从事地下工作的纪念。”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肖林、王敏卿
夫妇为党筹措了多少经费并没有明确统计，只知
道当华益公司宣告结束时，向中共中央上交的资
金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1000多
万美元。

2003年，肖林病逝于上海，临终前将三块银
元捐赠给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岁月流逝，这
三块银元表面已不再锃亮，但它却见证了肖林夫
妇与党同甘共苦、共渡难关的光辉岁月。

（记者 何春阳 整理）

“大老板”肖林只留下三块银元

“零距离”感受英烈大义
红色课堂有了更强感染力

“看守特务要我叫他叔叔就给我糖吃。我
不能为了吃糖叫坏人叔叔，但我真的想吃糖，
想知道糖是什么味道。黄伯伯，新中国的人能
告诉我糖是什么味道吗？”

“新中国的人们正看着小萝卜头呢！你们
就告诉小萝卜头，糖是什么味道吧。”饰演“黄
伯伯”（黄显声烈士）的场外演员一边与屏幕上
的小萝卜头呢喃，一边与观众对话。听到此起
彼伏的“甜”字后，他转身望向小萝卜头：“小萝
卜头，你听见了吗？新中国的人们说，糖的味
道是甜的。”

紧接着，大屏幕中响起小萝卜头充满期盼
的童声：“我好想吃新中国的糖，我好想上新中
国的学校，黄伯伯你一定要接着当我的老师哦
……”

去年冬至这天，在歌乐山渣滓洞入口旁一
处剧场内，60多名参观者通过“行进式”观影，

“穿越”进了情景式体验剧《黎明之前》。这部
体验剧以《红岩家书》为线索，将真人演艺与
3D Mapping、全息投影等技术融合起来，通
过视觉特效、实景再现、观演互动，串联起红岩
英烈家书、事迹、诗作，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
了红岩英烈的柔情与大义。

“平时的党性教育多少感觉‘隔了一层’，
但今天的场景让我仿佛置身在那段悲壮历史，
有时候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有时候又不自觉鼻
酸落泪。”当天，重庆市中药研究院党委委员、
副院长樵星芳被真人演员随机选中，参与到互
动表演中，种种场景让她至今仍然很受震撼。

这处剧场曾是重庆警察学校训练基地，渣
滓洞研学营地项目启建后被打造成重庆首个
黑匣子剧场，成为红岩景区重要组成部分。红
岩文旅公司市场拓展部副经理张灵源告诉记
者：“过去游客来歌乐山，基本都是慕名到渣滓
洞、白公馆参观。现在我们剧场的粉丝群也日
渐壮大，不少企事业单位和学校都陆续组织党
员来此观演后再去参观渣滓洞、白公馆，通过
模拟实景更加深刻地感受红岩精神。”

据统计，2024年，该剧场共演出2100余场
次，共计接待游客约21万人次。

在重庆，像这样的红色阵地正越来越多。
近年来，重庆依托革命旧址、革命纪念馆等红
色资源打造市级党史学习教育基地40个，创
建红色美丽村庄16个，实施红色配套项目198
个；实施红岩景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100余
个，推出9大主题20条红色研学旅游线路，4
条红色线路入选全国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
精品线路。

记者从市委宣传部了解到，党的二十大以
来，全市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始终坚持“保
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
物活起来”的原则，不仅出台相关法律条款和
各类文件大力保护红色资源，还对革命文物的
保护利用进行了总体规划，研究挖掘红色史
料，增强“红色课堂”的体验性和感染力。

如今，保护提升后的重庆革命旧址、博物
馆、纪念馆及关联地带以及不少主题公园、红
色村庄、老旧街巷，都融入了重庆独有的红色
印记，潜移默化地传递出红色文化的气息。

“大先生”来了
在演绎红色故事中接受红色教育

“在这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之际，我们要用
笔杆当作枪杆，唤起民众的觉醒，为了这片饱

经沧桑的土地，为了革命理想而呐喊！”
去年12月30日，在南岸区香溪小学叮咚

小剧场的“元旦文艺汇演”中，学生戏剧社团演
出的《行知先生》惊艳全场。

四年级二班学生吴亦涵扮演的韩东阳面
向台下发出呐喊，同班同学祝天爱扮演的艾青
紧随其后：“愿我们的文字成为革命的号角，鼓
舞每一个有志青年投身到这伟大的革命事业
中！”

《行知先生》是一部由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原创的示范教育剧，集中体现陶行知先生在重
庆开展农民教育、地主教育、难童教育、妇女教
育和学校教育的生动实践，充分彰显“大先生”
的教育情怀。

“红色资源中的每一件革命文物、每一个
历史事件、每一位英雄人物，都代表着我们党
鲜活的价值观，象征着我们党奋斗的精气神。”
在南岸区委教育工委书记、区教委主任李智看
来，进入新时代，思政教育也应当与时俱进，让
值得被铭记的那些人那些事，真正走进孩子们
心中。

从2021年起，南岸区在充分挖掘区域红

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探索“戏剧+思政”，依托
全国首家开办戏剧教育专业的师范院校——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整合起大中小幼资源创作
戏剧剧目，让学生在演绎红色故事的过程中获
得情感共鸣，接受红色教育。

仅在2024年，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就联动
香溪小学、南坪实验小学、110中学等单位，组
织中小学生及其家长走进社会“大课堂”，在红
色景区、名人故居展开沉浸式戏剧实践。其创
作的《行知先生》《少年王朴》等多个红色戏剧
在市内外公演超100场。《行知先生》还曾到上
海参加第十九届上海市话剧节，到国家话剧院
参加“金画眉”戏剧展演，赴香港参加“中外人
文交流小使者”活动。

近年来，重庆将时代元素和重庆文化标识
深度融合，推动“红色教材”从书籍走向舞台
剧、戏剧、歌剧、微电影等。同时，持续推进川
剧《江姐》、歌剧《尘埃落定》、话剧《幸存者》、杂
技剧《一双绣花鞋》等红色文艺精品的巡演，不
断发挥文艺作品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不仅如此，我市还建立了革命旧址、革命
博物馆纪念馆与学校、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城乡社区的共建共享机制，把活化利用红色资
源与党员干部教育、青少年教育紧密融合，开
展“行走的思政课”“让烈士回家”“‘小萝卜头’
进校园”“红岩革命故事展演”等系列活动，让
越来越多的红色故事跃出纸面“焕发新生”。

从平面走向立体
以数字赋能红色资源保护传承

“现在呈现在您眼前的，是发生在渣滓洞
监狱影响最大的一次集体斗争事件——春节
联欢会。平日里被单独关押在各个牢房的难
友们，是如何有了一次打开牢门开展大联欢的
难得机会呢？”去年12月27日下午，重庆歌乐
山革命纪念馆二楼，著名词曲作家、音乐制作
人李杰盯着多媒体展示空间看得入了神。

在光学技术与数字投影技术的结合下，渣
滓洞看守所的难友们合唱国际歌、互送贺卡等
一幕幕场景被生动再现。当出现贴春联的情
节时，李杰情不自禁念出了声：“歌乐山下悟
道，渣滓洞中参禅。”

观展结束，李杰为“人民歌手”古承铄烈士

献上一朵电子花，并为该馆展览创新利用现代
化科技手段点赞：“我觉得借助数字化技术来
介绍历史，更能还原历史，而且比过去的蜡像、
雕塑等更加鲜活，更触动人的内心。”

据悉，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的《歌乐忠魂——
白公馆、渣滓洞革命先烈斗争事迹》展览设有
多媒体技术展示处共21处，通过利用声光电
等科技手段使革命文物更加生动立体，精心制
作的多媒体内容和艺术场景，生动地再现了革
命先烈们的英勇事迹，通过交互式的展陈方式
引导观众主动参与，拉近受众与展览的距离。

近日，在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与国家文物
局办公室联合发布的2024年全国红色旅游新
技术应用优秀案例名单中，该展览项目成功入
选全国首批红色旅游新技术应用优秀案例，也
成为重庆近年来强化数字赋能红色资源保护
传承的又一次佐证。

“我们利用高精度平面扫描、360°高清环
拍、三维扫描建模等方式，目前已对馆藏4009
件（套）珍贵文物和9处不可移动文物实现了数
字化保护。”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技术
设备部副处长彭亮表示，将文物数字化不仅能
尽可能减少对其的损伤，还可以对文物数字化
资源进行多元开发，在参观游览、学术研究、产
业转化及文化传播、社会教育等领域，让革命
文物“活”起来。同时，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
中心还开发了“千秋红岩”数字应用，建立起红
色资源数字化保护体系，对12446件《新华日
报》完成数字化转录，并推出了“红岩记忆数字
体验厅”，进一步增强观众的交互体验。

此外，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刘伯承同志
纪念馆也纳入中华民族文化红色基因库建
设。截至目前，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已采集
扫描移民文件、档案、出版物等纸质文物藏品
1605 件，拍摄移民文物 336 件，采集照片
2329张，编码采样音视频459部；刘伯承同志
纪念馆已完成145件珍贵文物的数字化采集
工作。

2024年以来，我市还组织开展了“缅怀先
烈·虚拟献花”活动，110余万人次通过网络向
革命英烈敬献鲜花表达哀思。组织开设“铭记
革命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革命英烈故事汇平
台，以赵世炎、江竹筠、薛传道等革命烈士为重
点，通过故事诵读的方式讲述他们的英雄事迹
和精神，获得了100余万人次阅读和转载。

【红岩珍档】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何春阳

在情景式体验剧《黎明之前》里
与小萝卜头互动、走上舞台重现革命
先贤号召民众觉醒的场景、利用声光
电等科技手段使革命文物更加生动
立体……

近年来，重庆在保护管理红色资
源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其潜在价值，开
创形式多样的载体和场域，让红色资
源“动起来”、红色教育“灵起来”、红色
基因“活起来”。通过充分做好“红
色+”文章，越来越多具有“重庆辨识
度”的红色文化品牌正在全国“叫响”。

■新重庆-重庆日报评论员 张燕

你知道糖的味道吗？
“我不能为了吃糖叫坏人叔叔，但我真的想

吃糖，想知道糖是什么味道”——一颗糖的味道
种在小萝卜头心中，也留在了所有人心中，成为
一种无法忘却的“集体记忆”。革命先辈的勇敢
和无畏，红岩英烈的柔情与大义，从课本上走进

现实，从岁月中走入人心，成为一种精神养分，
不断滋养着生活在这座城中的人们。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
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重庆是一座英
雄之城，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革命英雄、每
一件革命文物，都在无声诉说着根植于重庆人
基因的红色血脉。血脉涌动、精神流淌、资源
富集……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是

一道必须答好的时代考题。
坐拥“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重庆的选择是

因地制宜、活用巧用——拓展形式多样的“红
色课堂”、创作别开生面的“红色教材”、赋予红
色资源“数字生命”。通过把“红色课堂”搬到
主题公园、红色村庄、老旧街巷等地，探索“戏
剧+思政”等新形式，用数字技术还原渣滓洞看
守所内的一幕幕场景，不断创新红色资源保

护、管理、运用的理念、方式、路径，让大家听得
懂、看得进、记得住。

不久前，重庆公布了城市精神表述语——
坚韧、忠勇、开放、争先。其中，“坚韧”和“忠
勇”，是重庆城市精神的“根”与“魂”，与红岩精
神高度契合。讲好红色故事，厚植红色基因，
撬动红色资源，不仅是用好红色资源的现实选
择，更是涵养重庆城市精神的重要一环。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挖掘的方式是多样
的。“一颗糖”的故事只是开始，更多的历史需
要讲好、讲实，更多的精神需要讲透、讲深。因
为，从来路汲取的养分会激发前行的力量，让
每一个人都心有所向，行有所至。

从“一颗糖”中感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短评】

2024年5月，南岸区香溪小学小剧场，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师生与香溪小学师生共同出演《行知
先生》。 香溪小学供图

2024年冬至这天，在歌乐山渣滓洞入口旁一处剧场内，60多人“行进式”感受情景式体验剧《黎
明之前》。 记者 何春阳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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