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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刘紫凌 袁汝婷 周勉

距离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县溪镇
不远，有一条不起眼的山路，长约5.5公
里，名叫花界。

1934年底，许多红军战士接到一份
“万万火急”转兵电令，走过花界，走上通
往胜利的道路。

花界，从此有了特别的意义。
58岁的县溪镇兵书阁村农民吴泽

文，在这条路上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
爷爷告诉他，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开过一
场“了不起的会”，那场会议最终改变了
中央红军的行进路线，于危难之际开辟
了生机。

1934年12月12日那场“了不起的
会”，生死攸关。

参会者共七人：博古、李德、周恩来、
张闻天、王稼祥、朱德、毛泽东，他们激烈
地争论：红军该向何处去？

1934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湘
江战役中，中央红军损失惨重，由出发时
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当时，蒋介
石调集了近20万精锐部队，在红军北上
湘西的路上张网以待，等着红军“自投罗
网”。

惨烈的湘江战役给中央红军带来重
创，不少人都处于彷徨迷茫之中。

李德的翻译伍修权曾写诗：“铁壁合
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
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12月10日，中央红军攻下通道县城
（如今的通道县县溪镇）；12日，中共中央
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
会议”。

通道会议上，博古、李德坚持要红军
按原定的战略方针，立即北上湘西与红
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却坚持反对博
古、李德的意见。他根据敌情变化，实事
求是，据理力争，提出红军应当避实就

虚，西进贵州，在川黔边创建新根据地。
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和

支持。
当晚19点30分，中革军委根据会议决定发出“万万火急”转

兵电令，中央红军由此改变行军路线，转向贵州。
湖南省通道转兵纪念馆里，陈列着这份“万万火急”转兵电令的

复印件。纪念馆宣教部部长、讲解员粟秋梅介绍，这是红军长征以来
第一份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的“万万火急”电令，足见其重要性。

纪念馆馆长、副研究馆员郑湘介绍，“通道会议”第一次否定了
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使中央红军遭受巨大损失的战略方针；中
央大多数领导人赞同、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从而为遵义
会议成功召开和毛泽东进入中央实际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刘伯承《回顾长征》文献资料记载：部队在12月占领湖南西南
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
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郑湘说，“通道转兵”是长征史上一次不可磨灭的历史抉择，
“它于万分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许多年后，人们在回忆和书写长征时，把它称作“伟大转折的
开端”。

尽管红军长征在通道境内只有短短9天，军爱民、民拥军的动
人故事，却在当地老百姓中广泛流传。

“爷爷说红军长征路过村庄，村民给他们吃东西，他们会悄悄
把钱留在灶台上；借住了村里的屋子，也留下住宿费。”吴泽文说爷
爷提起红军时经常满含敬佩，“红军吃得苦，不占百姓便宜，最得人
心。”这是吴泽文自幼便听过的话。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吴泽文曾挑着粮食、穿着草鞋，跋涉在花
界这条“红军路”上，有时一天来回好几趟。山路陡峭，雨雪天更是
难走，疲惫的吴泽文摔过许多跤，忆起爷爷所说“花界是红军转兵
走过的路”，他更加体会了什么是“吃得苦”。

地处深山的兵书阁村曾是深度贫困村。数十年来，花界是村
里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路。

关于路的困窘，经过多年修整，如今，村里不仅通了宽阔的水
泥路，通组公路和入户道路也全部硬化，小汽车现在可以从城里一
直开到家门口。

路通了，日子也好起来了。为了帮助建档立卡户吴泽文发展
产业，对口帮扶的干部一个月上门三四趟。“我看到他就安心，可能
就像当年爷爷看到红军一样。”吴泽文说。

如今，吴泽文家养起了稻花鱼、种上了钩藤，儿子找到了工作，
家庭年收入六七万元，早已脱了贫。

路修好了，花界上渐渐不再有村民行走，但“守护花界”却成了
村民们的默契——

这里从未发生过山火，也没有人乱砍滥伐，村民们怀着同样的
敬畏，“因为花界是红军走过的路。”

令村里人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花界会成为一条“富民路”。
“村里的脱贫攻坚，也要发挥‘通道转兵’精神。”扶贫工作队队

长罗平想，“首当其冲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换言之，就是要充分
考虑村里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谋发展。

经过扎实调研，罗平带领工作队，将红色旅游作为重点产业。
2020年5月20日，兵书阁红色文化体验园正式开园，辐射到

5个曾经的贫困村，带来可观收益。重走花界，成为其中重要的红
色旅游体验项目。

崎岖狭窄的花界，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当年红军走时的样子。
大半年来，两万余人来这里旅游，其中许多人走上花界，寻访长征
足迹，接受红色教育。

花界，当年是生机之路，如今是小康之路，也永远是初心之路。
80余年前，于万分危急关头，“通道转兵”将中央红军指向转危为

机的道路。这一抉择所蕴藏的红色基因，穿越时空，烛照今日——
征途漫漫，每当遇到荆棘障碍、坎坷曲折，共产党人坚持实事

求是，敢于斗争，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
无论时空如何变换，“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智

慧与担当，始终是一个百岁大党行稳致远的生命力所在。
“‘通道转兵’的精神有16个字：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

主、勇于担当。”纪念馆里，郑湘向参观者讲述，“不忘来路，方能致
远。”在郑湘看来，这是当地老百姓努力守护花界的原因，也是更多
人前来聆听转兵故事和重走花界的初心。

距纪念馆不远，是兵书阁村的村部。院子里挂着醒目的横幅，
写着：“巩固和提升脱贫成果，强力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冬日暖阳下，罗平和吴泽文等人坐在院子里聊新春计划。吴
泽文说，来年他打算改造、承包十几亩鱼塘，“再多找（挣）点钱，继
续把日子过好。”

“那太好了。脱了贫，乡村振兴就是我们的‘新长征’，我们一
起用‘通道转兵’精神，把这条路越走越红火！”罗平笑着说。

（新华社长沙2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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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畅

1月29日，酉阳县车田乡雨后初霁。
在天龙山海拔860米处的车田村七组桐麻台，几栋

“桃源人家”乡村民宿已基本完成修建，庭院外错落有致
的木桌、花台、石阶与房屋俨然融为一体，四周围绕着数
十株金丝楠木、桐麻、红水树等古树，让这里充满着浓郁
的古朴韵味。

71岁的吴艮武靠在木椅上，笑着对重庆日报记者
说：“以前这里是一片泥巴地，交通又不方便，实在没想
到还能搞起乡村旅游。现在一到旅游旺季，来车田乡看
油茶、赏苗绣、住民宿的游客多得很。”

车田乡曾是重庆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过去交
通基础设施差，长期以来村民们都没有脱贫致富的主导
产业。2014年，全乡4个行政村共识别出3个贫困村、
建卡贫困户625户2797人，贫困发生率为24.13%。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车田乡通过加强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打造桐麻台、猫头坝、苗营、文家院子4个乡村
旅游示范点发展乡村旅游，流转村民土地打造万亩油茶
基地，建设苗绣扶贫车间，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脱贫之
路。如今，车田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

打造民宿品牌发展乡村旅游

桐麻台是一个原生态的土家古村落，寨子前后古树
众多，不少还是珍贵的金丝楠木。

过去，村民的猪圈、牛圈修在家门口，大家一说起桐
麻台，印象就是脏乱差。“过去在桐麻台，随处可见牲畜
的粪便，气味难闻，走路都下不去脚。”吴艮武拿起茶杯
说，“以前这里灰土朝天，茶杯上都是灰尘，拿在手里就
会印上五根手指印。”

脱贫攻坚之初，市文旅委扶贫集团成为车田乡的对
口帮扶单位。帮扶干部考察发现，桐麻台具有很好的旅
游开发前景。稍加修葺，桐麻台的木屋便可变为具有古
韵的民宿，在泥泞的土路上铺上石阶、架上竹栅栏，就是
一条别具风光的乡间小道。

为此，市文旅委扶贫集团与车田乡政府将桐麻台列
入车田乡4个乡村旅游示范点之一，发展乡村旅游产
业，打造“桃源人家”民宿品牌。

但是，当听说自家的圈舍要被拆除，桐麻台的村民
们不乐意了。大家纷纷表示，宁愿喂猪，也不愿改造房
屋修民宿。

吴艮武是车田村七组组长，得知桐麻台要发展乡村
旅游，这位老人干劲十足。“为帮助车田乡打造4个乡村
旅游示范点，市文旅委扶贫集团每年会拿出1000万帮
扶资金，桐麻台就是其中之一，这是我们千载难逢的发
展机会啊。”吴艮武努力劝说村民们。

然而，吴艮武的两个弟弟却反对他发展“桃源人家”
民宿。由于吴艮武家的祖坟离房屋不远，修葺房屋发展
民宿，祖坟就要迁移到其他地方。“你为了盖新房子，把
祖上的风水都破坏了，以后我们的子孙都没有好运。”两
个弟弟说什么也不答应，为此三兄弟吵了好几回。

“莫非你们想子孙后代也养一辈子猪吗？”不顾两个
弟弟的反对，2018年7月，在市文旅委扶贫集团和车田
乡政府的帮助下，吴艮武将自己的房屋改造成“桃源人
家”民宿。“第一年我就收入1万多元，发展乡村旅游真
的是一条致富的好路子。”吴艮武说。

吴艮武的故事只是车田乡发展乡村旅游的一个缩
影。依托天龙山、后河峡谷、黄坝森林等优美的自然环
境与保存完好的传统土家村落资源，目前车田乡共打造
233家“桃源人家”品牌民宿，其中贫困户65户，户均增
收1万元以上。

发展油茶产业带动村民增收

车田乡拥有上百年的油茶种植史，但长期以来处于
小打小闹的散户种植阶段，多数村民主要依靠种植“三
大坨”（玉米、土豆、红苕）为生，经济效益低下。

脱贫攻坚短期靠政策，长期靠产业。油茶结出的果
子可用于榨油，榨出的茶油有“东方橄榄油”之称，有软

化血管、防“三高”的功效，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脱贫
攻坚之初，车田乡将油茶作为主导产业，而怎样让散种
的油茶变成上规模的产业，是乡政府面临的一大考验。

有一次，车田乡干部在酉阳可大乡考察时，发现当
地采取“公司＋集体经济组织＋基地＋农户”的模式发
展油茶产业，极大地调动了村民们的积极性，仅在当地
吴家村一个村就发展了5000亩油茶。车田乡决定效仿
该模式，引入酉州实业集团，采取相同模式壮大车田乡
的油茶产业。

然而，当干部们深入田间地头宣传时，村民们的态
度却不冷不热。原来，之前车田乡就已经引进过一家农
业公司，由村民免费将土地流转给公司种植油茶，公司
管护3年后，再交由村民自己种植。然而，油茶产业投
资大、回报周期长，没到两年，公司老板就“跑路”了，好
多村民又将茶树砍掉，重新改种“三大坨”。

乡干部告诉村民们，这一次是酉州实业集团以资金
入股，村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村集体以资产入股，
组建基地合伙种植油茶。在产生效益前，为保障大家的
利益，公司每年给予固定的保底分红；产生效益后，所得
收益再按照公司、农户、村集体经济6∶3∶1的比例进行
分配。为了便于村民们理解，乡干部算了笔账：“盛产期
后，每亩油茶的收益在4000元左右，按照30%给大家分
红，每亩地最少也能分1200元，比种植‘三大坨’划算多
了。”

听到这里，村民们的想法开始发生转变。经过协
商，车田乡在车田村、小寨村、清明村打造了车田乡油茶
示范基地。“我流转了35亩土地入股油茶基地，平时就
在油茶基地里务工，还在家里养了8头牛和3头猪。”付
绍兵是清明村四组村民，靠着在油茶基地务工和发展养
殖业，去年收入8万余元，成功脱贫。

“我除了在油茶基地做剪枝工作外，还在村里的油
茶加工车间务工，一年收入超过2万元，2019年脱贫摘
帽。”小寨村一组村民田维成说。

脱贫攻坚以来，车田乡已新建1万亩油茶基地，全
乡油茶在地面积达2.5万亩。其中，仅在小寨村就发展
油茶5360亩，管护野生油茶1万亩，带动农户1013户
增收，其中贫困户244户，低保户96户。

“油茶‘花果并存’，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下一步，
乡里还将打造油茶公园，做好农旅融合的第一步。”车田
乡宣传委员鞠照说。

扶贫车间里绣出脱贫新生活

在小寨村一组“酉州苗绣”非遗工坊扶贫车间院坝
内，“绣娘”耿宝华正飞针走线。在她的勾勒下，绣布上
的奔牛图案栩栩如生。“靠着这门手艺，我现在一个月能
收入2000多元。”耿宝华说。

耿宝华是黄坝村二组村民，由于家中公婆患有关节
炎，同时还有两个孩子要管，耿宝华一直在家照料家人，
全家的收入只能依靠丈夫一人打工，日子过得紧巴巴
的。2014年，耿宝华一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脱贫攻坚以来，当地政府组织周边留守妇女、贫困
群众参加由非遗传承人指导的苗绣培训，帮助他们初步
掌握非遗项目“酉州苗绣”手动编织技巧，培训合格的除
了可在“酉州苗绣”非遗工坊扶贫车间内成为“绣娘”，还
可以灵活在家当“织女”利用闲暇时间绣制作品。

绣出的产品怎样卖出？苗绣扶贫车间采用订单模
式，企业与客户签订单，按绣工技能划分一、二、三和初
级工，分派订单，对绣工统一发放材料、成品回收、收入
结算。

2019年，耿宝华完成苗绣培训，成为“酉州苗绣”非
遗工坊扶贫车间的正式员工。“以前家里的钱全用在孩
子和老人身上，自己舍不得买一件衣服。现在我一年收
入能有2万多元，每个季度都会为自己和家人添置几件
新衣。”2020年，耿宝华一家成功摘掉贫困户帽子。

目前，“酉州苗绣”非遗工坊扶贫车间已培训近400
人，有固定在职员工30余名，带动贫困户、低保户、残疾
人约300名脱贫增收。

修民宿 种油茶 卖苗绣
——酉阳车田乡走出农旅融合脱贫之路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程瑞）2月5日，
在历时近6个月全封闭保护修缮、重新布展后，红岩联
线管理中心下属渣滓洞景区试开放。景区内复原陈列
展览展出30余件实物和200余张图片，借助互动体验、
场景还原等，让观众走近红岩英烈崇高的精神世界，传
承弘扬红岩精神。

渣滓洞看守所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世
纪40年代关押过江竹筠等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修缮
这处见证历史的“国保”建筑时，工作人员以“绣花针”功
夫做细活儿，让建筑以更加健康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
前。如对屋顶瓦面、墙体、栏杆等进行全面检查和处理，
五金构件定制替换为原时代、材质、形制的构件。此外，
所有门窗、木楼梯、木地板等木装修，均涂刷防火、防腐、
防虫蚁涂料后，再实施油饰工程。

复原陈列展览的内容较之前更加丰富。展览着重
对原医务室、刑讯室、牢房等进行复原，让观众对渣滓洞
看守所有身临其境的参观体验。红岩联线管理中心文博
副研究馆员王浩介绍，专家将牺牲在渣滓洞看守所的
200余位烈士的生平事迹重新考证并在展览中展出，将“狱
中追悼会”“狱中学习”等狱中发生的事件上墙展出，“六一”
大逮捕等狱外发生的事件通过多媒体技术手段展出。

其中，“狱中学习”首次在渣滓洞看守所旧址上墙展
出，展示了周显涛狱中请求母亲送学习资料的信等图
片。记者看到，周显涛的上述信件已泛黄，一些字迹难
以辨认，“母亲，带来各物均收到，下次望带《英汉字典》”
等可辨认字迹，展现了他在狱中坚持不懈努力学习的精
神。“狱中学习”展板附近，陈列着狱中难友自制的贺年

卡、在春节联欢会上张贴的春联等展品，展现出烈士们
的乐观主义精神。

“一个时代的毁灭，一个时代的诞生，要付出多少母
亲的眼泪，要经过多少母亲的熬煎……”铁窗诗社成员蔡
梦慰烈士在遗作《献给母亲》中这样写道。王浩说，铁窗
诗社是由狱中诗歌爱好者组成的秘密文艺小组，大部分诗
稿在“11·27”大屠杀时被烧毁，流传至今的仅有20多首，
一篇篇泛黄的纸张传递着烈士们的坚定信念，代代传承。

为了让前来接受革命文化教育的观众能有身临其
境之感，景区内还精心设置了党性教育现场教室、青少
年研学教室。

红岩联线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朱军说，70多年前，在
渣滓洞这个特殊的战场上，200多名被关押的共产党人
和革命志士，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以在
烈火中永生的豪迈气概，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一曲曲荡
气回肠的英雄赞歌，践行和光大了伟大的红岩精神。全
面修缮渣滓洞看守所旧址，提档升级陈列展览，进一步
擦亮这段无法磨灭的红色记忆，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

渣滓洞景区完成修缮试开放

1985年2月6日

重庆全民所有制
大中型企业

实行工资制度重大改革
1985年2月6日 重庆全民所有制大

中型企业实行工资制度重大改革——工资
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挂钩浮动，以增强企
业活力。此举是为了进一步改善企业与职
工的关系，健全经济责任制，实现按劳分
配，克服统收统支、“吃大锅饭”、平均主义
的弊病。改革工资奖励制度是重庆进行经
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一项内容。此前，
劳动人事部批准在重庆市卷烟厂等四个企
业进行工资调整和工资制度改革试点。
1984年1月24日，市政府又转发市劳动局

《关于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职工工资总
额随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试行办
法》，并在重庆钢铁厂等34个单位进行了
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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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酉
阳
县
车
田
乡
，村
民
田
维
成
在
茶
籽
油
厂
干
活
。

记
者

万
难

摄\

视
觉
重
庆

1月28日，酉阳县车田乡，村民正在苗绣扶贫车间
里绣制作品。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保护修缮之后的渣滓洞看守所旧址。
记者 赵迎昭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