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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越秀南路东园横路3
号，一座红色的小楼静静矗立在
高楼间。

这里曾经是清末广东水师提
督李准的花园别墅。96年前，为
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
动，一场轰轰烈烈的罢工运动席
卷广州和香港两地，它的领导机
构——省港罢工委员会就驻扎在
这里。

1925年6月，五卅惨案后，中
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和中共广
东区委指派邓中夏、苏兆征等5人
组成党团，到香港组织罢工。6月
中旬，中共广东区委又指定冯菊
坡、陈延年等6人组成党团，负责
发动广州洋务工人罢工和组织接
待香港罢工工人。

6月 19 日，香港的海员、电
车、印务等工会首先宣布罢工，其
他工会随即响应。罢工工人不顾
英帝国主义者的阻挠和威胁，回
到广东各地。广州沙基惨案的发
生，更进一步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
义愤，更多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

“省港工人运动是一家，两地
工人互动联系一直非常密切。”省
港大罢工纪念馆副研究员冯惠说。

为有效地领导罢工，中华全国
总工会和中共广东区委成立省港
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罢工委员会，
作为罢工的最高议事机关和最高
执行机关。

这场大罢工持续了16个月，
参与人数达到25万人。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省港工人团结一
致，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
的斗争，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作出重要的贡献，成为广州革命政
府的有力支柱。

波澜壮阔的省港大罢工，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领导中国革命
运动的重要实践。其时间之长、规
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在中国工人
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
动史上也属罕见。

如今，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之
上，已建立起了省港大罢工纪念
馆。它见证着更多的工人加入中
国共产党的队伍，成为党最坚实可
靠的阶级基础；见证着中国共产党

迅速壮大，成为凝聚人心、擎起反帝民族解放斗争旗帜的伟大
政党；见证着党的领导下，包含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地区走向
解放和发展的“红色足迹”。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大批知名爱国民主人士、文
化界人士和国际友人被困，面临日寇搜捕，处境危险。紧急关
头，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
东党组织及其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等通力合作，组织营救。

这场空前的秘密大营救历时6个多月，通过海路和陆路两
条秘密交通线，何香凝、柳亚子、梁漱溟、茅盾、邹韬奋……许多
著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得以安全撤离。

最终从港九地区营救出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共300
多人，连同其他方面人士共800多人，还接应了2000多名到内
地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
工作”，夏衍感慨“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珠江水浩浩荡荡，奔流汇入伶仃洋。曾见证国家民族百年
沉浮的大珠三角地区，在党的领导下，又书写了社会主义建设
和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1980年，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成立，
“春天的故事”在这里唱响。

深圳市乐安居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庆杰还记得，每天一
大早骑车到30公里外的蛇口码头进货，再骑回罗湖贩卖的场
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罗湖遍地都是可以做的生意。”他说。

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与港澳联系愈发密切，大珠三角
地区开始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和贸易重镇。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开启了大湾区建设这一国家战略。世界级城市群、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撑、宜居宜业宜游的优
质生活圈……新的时代胜景在这里展现。

“举全省之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
推动广州、深圳‘双城’联动，充分激发‘双区’建设的整体效应、
集聚效应、协同效应、战略效应、辐射引领效应。”2021年的广
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如是说。

从“省港”到“湾区”，近百年来，大珠三角的一枚枚“红色足
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引领全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的奋斗历
程，伴奏着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动人足音。

（记者 邓瑞璇）
（新华社广州1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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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日报 联合推荐

1946年1月27日
沧白堂事件发生

1946年1月27日 郭沫若、王若飞、梁漱溟及李
公朴、李德全等政协会议代表和民主人士应“政治协商
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邀请，在沧白堂向群众报告政协
会议进展情况并听取意见。国民党为阻止民主人士的
报告活动，派特务、打手冲进会场，对作报告的民主人士
进行辱骂和围攻，打伤参会群众，制造了“沧白堂事
件”。在重庆党组织的带领下，各界群众毫不屈服，继续
坚持举办民众大会8次，对配合政协会议召开，推动
民主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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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后坪乡：巧打“文化牌”乡村添活力

▲1月26日，武隆后坪乡，改造升级后的“天池苗寨”在雨雾中美不胜收。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1月26日，武隆后坪乡，苗寨土法榨油展示体验成为当地特色旅游景点之一。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罗芸

大山深处的武隆区后坪苗族土家族
乡白石村，云雾缭绕。

1月25日下午，正是冬闲时节，王顺
清、冯德友、蔡永林三位年过七旬的党
员，眯着眼，很投入地跟着村里的“文人”
吴启合念诵最新修改的顺口溜《十谢共
产党》：“一谢共产党，人民得解放。过去
受苦难，如今把头扬。二谢共产党，改革
又开放。下放责任制，家家有余粮。三
谢共产党，攻坚战打响。派来工作队，脱
贫把路闯……十谢共产党，生活奔小
康。文化多丰富，老来有所养。党恩感
不尽，群众永不忘。永远跟党走，拥护党
中央！”

“这回要得了，不但把后坪这几年的
大变化都写出来了，文化生活也加进去
了。”王顺清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这个
《十谢共产党》我们改了很多回，以前只
写了生活变好，但总觉得还缺东西。这
回把文化加进去，‘味道’够了！”

后坪乡位于武隆、丰都、彭水交界
处，曾是武隆最偏远、最落后的乡镇。被
列入我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后，这里通
过发展少数民族风情的文化旅游业，传
承非遗文化，用法治文化凝聚人心，边远
小镇蝶变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活力小
镇。目前，全乡贫困发生率从原来的
21.9%降为零，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12957.6元，同比增长26.6%。

苗寨文化

让游客心甘情愿跋山涉水进后坪

大寒天气，屋里冷得跺脚。文凤村
村民杨世超一直在调试新购进的酿酒设
备，干得满头大汗。

“以前的米酒只能卖周边，加了‘文
化’这个东西在里头后，去年酿的1500公
斤米酒还不够卖！”杨世超有些得意地
说。

米酒在后坪被称为“苗汤”，是苗族
同胞用糯米酿的低度酒，口感清甜。30
多年前，杨世超就从事米酒制作，在赶
场天卖。无奈销量有限养不活一家人，
1997 年，他只得丢掉家里生意外出务
工。

杨世超所在的文凤村，地处偏远的
山坳，传统民居保持较好。这里以“天池
苗寨”闻名，并被住建部列入“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

2018年10月，后坪乡引进武隆区喀
斯特旅游产业公司，将44户农户的闲置
房屋和田土林地折价入股，成立苗情乡
村旅游股份合作社，共同发展文旅产
业。杨世超回到家乡，抱着试一试的想
法“捡”起了尘封20年的酒坊。

2019年，“云上苗寨·幸福后坪”正式
开寨，吸引来市内外大量游客。杨世超
的米酒“小试牛刀”，市场反响不错。去
年，他又在米酒中加入了从山上采的桃
花，并对“苗汤”的历史和功效进行挖掘，
用文化对米酒进行“包装”。

“很多游客看了这些介绍，都很感兴
趣。多的时候有二三十人排队，收钱都
搞不赢。”杨世超的妻子乐坏了：没想到
苗族文化还能促进自家米酒销售。

杨世超保守估计，去年“苗汤”的缺
口至少有1000公斤。于是在冬闲季节，
他从外地新购进一套酿酒设备，准备将

产量从1500公斤增加到5000公斤。
在苗情乡村旅游股份合作社副理

事长罗开伦看来，民族文化是后坪发展
旅游的重要推动力：和仙女山这些成熟
的景区相比，后坪知名度低，交通条件
也才刚刚改善，要让游客心甘情愿地跋
山涉水进后坪，依靠特色文化是个好办
法。

目前，苗寨将文化尽可能地融入日
常生活中，既满足村民生活所需，又为游
客提供体验民族文化的场地。

离杨世超家不远的榨油房就是苗寨
土法榨油的展示场。这里存放着长十多
米的木制榨机、撞锤，墙上绘制了土法榨
油的过程。因吸纳了6名贫困户，榨油房
也成了“扶贫车间”。

几年前，为了恢复这种榨油方式，合
作社请来年过八旬的老人回忆榨机构
造。花了几个月时间，大家才复原了一
套全由原木制成的传统榨油设备。

“每回榨油前，我们就喊起老辈子传
下来的榨油号子，游客一听就围拢来。
这么大个屋子，挤得满满当当。”在这里
当榨油工的脱贫户曾玉林比划着说。

曾玉林家因学致贫，原来只能靠打
零工维持生活。现在，他和杨仕成等贫
困村民成为榨油工人，向游客展示土法
榨油的炒制、晾晒、碾碎、榨油和包装的
全过程。

参观完，游客往往愿意顺手带走新
榨出的菜油。这些菜油每公斤30元左
右，比普通菜油价格高一倍，仍供不应
求。

有了民族文化内涵作支撑，后坪乡
的旅游产业生机勃勃。去年，全乡接待
游客人数超过3万余人次，旅游收入300
余万元。

受旅游拉动，全乡农业产业也发展
迅速。该乡共实施产业项目26个，引进
和培育茶叶企业3家，发展茶叶8000亩、
中药材7500亩、特色林果2000亩、高山
蔬菜2000亩，养殖中华蜂6000群，传统
烤烟产业面积稳定在2000亩左右。目
前，全乡已实现每个村有2至3个骨干产
业，每户有一两项增收产业，特色产业覆
盖贫困户95%以上。

法治文化

化纠纷解难题脱贫路上聚人心

临近新年，白石村的村民开始杀年
猪。

“老蔡，明天我杀猪，你过来吃个便
饭嘛！”贫困户老王看到蔡万田从不远处
的田埂路过，追出门来扯起嗓子对他喊。

“要得，明天不来不作数！”心田花蔬
菜合作社理事长蔡万田高高兴兴地回
答。

谁能想到，在2019年，这两人还曾是
一对“冤家”。

2019年3月，经过村民讨论后，白石
村准备发展南瓜产业，成立了心田花蔬
菜股份合作社，每户入300元。农忙季
节，合作社雇村民务工，每天劳务费120
元，按天数计算工钱。

2019年5月18日，合作社第一次公
示工钱。老王仔细地把账本看了又看，
认为合作社少给自己算了半天，相当于
少了60元工钱。

脾气火爆的老王找到蔡万田理论，
并请其他人作证。但时间太长，大家都
记不起这半天的事来。

老王回到家，越想越生气。妻子残
疾，靠他一人撑起这个家，况且，没要到
钱还失了面子！

第二天早上，他拎着半瓶农药找到
蔡万田：“把工钱补上，把300元退给我。
不然，我把这瓶喝下去！”

大家赶紧打电话报警。有人想办法
把农药瓶夺了下来，老王的气却没消得
下来。

他抓住记账本，“唰唰”几下撕碎，
“我得不到，你们都得不到！”这让在场的
人都傻了眼。

派出所民警迅速出警，给老王上了
一堂法制课：销毁会计凭证，依法应受相
关法律法规处罚。这下又轮到老王傻眼
了。

就在僵持不下时，白石村第一书记
杨懿闻讯赶到现场作调解。作为市司法
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杨懿对调解纠
纷很有心得。到白石后，他在村里成立
了“让一让”调解室，并经常把调解室搬
到田间地头。

杨懿一来，先给老王比了个大拇指：
每回看到你在地里劳动，都觉得你特别

“攒劲”；但你话没说对，比如邻村的某某
就因一时激动铸下大错，多可惜！

说着说着，老王低下了头，辩解道：
“我又不懂法……”

“不懂就要学。要先记得：法律不讲
哪个声音高、阵仗大！”杨懿一边送走民
警，一边劝慰老王。作为惩罚，老王被罚
在规定时间内将撕坏的账本粘好，还给
大家。

回过头，他又给蔡万田建议，公示可
以通过网上建群的方式，每天公布。他
还帮合作社按相关法规完善了运营制
度。

“如果那天这事没解决，大家人心就
散了，合作社十有八九也搞不成。”蔡万
田说。经过这一番波折，合作社的大小
事项都经过社员讨论通过再执行，天天
公示，矛盾纠纷少了许多，入社的社员从
最初的6户增加到28户。

大家劲往一处使，当年合作社的南
瓜就获得丰收。“大河涨水小河满”，老王
也得到4000元分红，在合作社的工资收
入合计六七千元。

以此事为契机，对口帮扶后坪乡的
市委政法委扶贫集团积极探索“法治扶
贫”。白石村建起法治文化大院，通过讲
法、普法，减少群众的矛盾纠纷，并将相
关法律法规编成大家喜闻乐见的顺口
溜。

近年来，通过“法治扶贫”、宣传法
治文化，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后坪

乡调解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法人
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各类矛盾纠纷
500余起；建成法治文化院坝10余个，
培养起一批有文化、有水准的法律明
白人（院主），用贴近群众和实际的方
式传播法治观念；组织专业人士和法
律讲师到村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已
有上百次。

乡愁文化

“乡情馆”里陈列“老物什”

冬闲人不闲。这几天，高坪村的冉
茂云正在传授传统木器制作法。两个学
徒已学了两年多，能用脚踩踏板带动上
面的刀片将木头削成小巧的酒杯。

今年65岁的冉茂云是当地有名的木
匠，能做全套家具。他用山上采的桐子
榨油作家具漆。

“这些年，手艺人的饭碗都被机器
‘抢’了。”冉茂云说。现代工业制成的瓢
盆多且便宜，加上年轻人也外出打工，传
统木器制作一度走到无人可传的境地。

近年来，随着文化旅游的发展，对冉
茂云的手艺感兴趣的年轻人逐渐多了起
来。“家乡发展起来了，很多年轻人都回
来了，想学技术的人也比前些年多得
多。”冉茂云很高兴。

在文凤村村委会对面，是一个颇具
规模的“乡情馆”，里面陈列的是当地收
集的“老物什”：积着厚厚一层灰的走马
灯、裂了口的土陶大碗、可以挂在火灶
挂钩上的锡水壶……这些都是从乡亲
家里征集来的，记录着后坪人民曾经的
生活。

“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展品可以作
为忆苦思甜的‘引子’，让大家感受到老
一辈后坪人生活的贫困；另一些精巧的
家什很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可以让年
轻人和游客了解我们后坪的苗寨文化。”
文凤村村支书赵俊说。

文化，已深深渗透进了后坪的脱贫
攻坚乃至乡村振兴中。目前，全乡各村
正在实施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创建工
程，为村民日常文化生活提供阵地；修复
境内留存的渝东南第一个苏维埃政府遗
迹，并建成后坪坝苏维埃政府史迹展览
馆，宣传红色文化；大力推进非遗文化传
承和保护，编印《后坪神韵》乡土教材，实
施后坪山歌进校园工程，建起后坪木器
非遗传习所，为保存和弘扬传统文化提
供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