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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年前的2月3日至5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到达四川省叙永县石厢子彝族乡，度过了长征途中的春节。中共中

央和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了石厢子会议（也称“鸡鸣三省”会议），围绕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中央苏区的问题以及中央

政治局常委分工三个议题展开了讨论。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与扎西会议之间承前启后的一次重要会议，并进一步确定

了毛泽东在党和中央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日前，西南大学美术学院师生，来到石厢子，用重走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教育。如今，石厢子充分挖掘红色资源，发展旅游业，近年来，每年前往石厢子参观、学习的达5万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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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李星婷

86年前的2月3日至5日（1935年农历腊月三十至大
年初二），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到达四川省叙永县石厢子
彝族乡，度过了长征途中的春节。

86年后，西南大学美术学院师生，来到石厢子，用重
走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并现场作画。

2月3日至5日，重庆日报记者与西南大学美术学院
师生同行，前往石厢子进行了采访。

3枚铜板的故事

石厢子，因村头一块形似大箱子的巨石而得名。
这个距离四川叙永县城约80公里的乡村，南邻贵州毕

节，西接云南威信，是汉族、彝族、苗族等多民族聚居之地。
山路蜿蜒。2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与西南大学美术

学院师生一行，来到海拔1200米的石厢子。
乡场不大，长约2公里，沿街的每家每户，都插着鲜

艳的红旗。长征饭店、工农兵招待所……街上的商铺，也
都有着浓厚的“红色元素”。

乡政府周围，则密集地分布着电台、中华苏维埃银
行、造币厂、苏维埃纸币兑换处、没收委员会、石厢子会议
旧址等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6年前的石厢子，只有几十户人家，400余人。如今的
石厢子街326号，是毛泽东曾居住过的肖有恩家的老屋。

“同学们，1935年2月3日，从赤水出发的红军，于晚
上抵达石厢子，在这里度过了长征途中的春节。”西南大
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刘增宪告诉随行的同学，当年毛泽东
就住在肖有恩家，临走时他留给老乡3枚铜板。如今，这
3枚铜板仍然在这房子里，“大家找找看，在哪里？”

小方桌、木床、灶台……最终，同学们在灶屋的房柱
上找到了这3枚铜板。

木头做的房柱上，3枚嵌入缝隙的铜板只露出一点光
滑的外圈。一旁，肖有恩62岁的侄子肖为勤谈起往事，
依然激动不已。他告诉大家，86年前，3位红军领导人住

进这里，临走时，一位身材高大的领导留下3枚铜板。叔
叔怕土匪抢走，就藏了起来。可他年事渐高，慢慢地就记
不清放在哪里了。

直到2014年，肖为勤仔细打扫房屋时，才发现叔叔
将铜板插进了梁柱的缝隙里。

用重走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四史”教育

屋外，细雨纷飞。屋内，叙永县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
副秘书长陈俊作，动情地叙说起86年前的历史：大年三十
晚，石厢子每家每户都住满了红军。

第二天，红军召开群众大会，将没收的地主恶霸的粮
食、衣服，分发给当地的各族群众；还宰杀了一头肥猪，军

民一起过了欢喜年。
同学们一边听，一边拿起速写本作画。
距肖有恩家老屋约100米，就到了万寿宫，那是石厢

子会议旧址。
从2月3日晚至2月5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

委在万寿宫召开了石厢子会议（也称“鸡鸣三省”会
议），围绕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中央苏区的问题以及
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三个议题展开了讨论。陈俊作介
绍，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与扎西会议之间承前启后的
一次重要会议，并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和中央红
军中的领导地位。

石厢子会议旧址不大，沿着一条狭小通道入内，墙壁
上，挂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画像，中间是几条长方形
条桌，四周几个小房间，分别是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卧室。

面对如此沧桑、富有历史感的场所，师生们纷纷拿起画
笔开始创作。陈航是西大美术学院国画教授，他用水墨画
的形式还原会议旧址；国画专业本科一年级学生熊文勇，选
取朱德的房间做小场景创作，突出马灯、蓑衣等元素；国画
专业研一学生何毅，选取建筑的外围做素描创作……

“用极有力度的焦墨与留白做对比，可达到黑白照片
的效果”“使用线条和参差笔法，可使画面富有苍茫的历
史感”“用红色将五角星等标志性元素提亮，更醒目”……
一边创作，师生们一边探讨。

“西南大学用重走长征路等方式，对学生进行‘四史’
教育，讲好党的故事。”刘增宪告诉记者，一路上，自己也
会拍摄一些短视频，让更多的同学在线接受革命教育。

石厢子着力打造红色资源

如今的石厢子，又有怎样的变化？
4日，师生们赶往石厢子红军广场。广场位于乡场最

高处，四周用宣传板展示着《军民共度开心年》《为红军带
路》等故事。红军广场旁边，便是长征纪念馆。雕塑还原
当年的历史场景，棉衣、扁担等物品无声地讲述那段动人
故事……陈俊作告诉大家，近年来，每年前往石厢子参
观、学习的达5万余人次。

“老百姓的觉悟都很高。”石厢子乡党委书记陈文刚
感慨，去年修建红军广场时，需要占用一些土地，乡亲们
二话不说，就免费让出了土地。

如今，在石厢子，“四川长征干部学院泸州四渡赤水
分院叙永校区”已挂牌成立，每年有数百人前往叙永接受
红色教育；红军酒、“鸡鸣三省”（菜名）等特色农产品已开
发出来；在红军离开叙永的出口处，正在打造旅游线
路——红军路。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乡场山脚的彝寨，有数十户易地
扶贫搬迁的彝族村民。政府在这里统一修建了14栋两
楼一底的民宿，每家只需出资不到1万元，便可拥有一栋
这样的住房，其底楼自住、楼上接待客人。“夏天来的客人
多，每间房100元。”一户彝族村民告诉记者，夏季里一个
月可收入几千元。

巧的是，陈文刚是西南大学1992级蚕桑专业学生。
“母校今后会带来历史旅游学院等多方面的资源，帮助打
造石厢子的红色资源。”陈文刚感慨，如今石厢子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0674 元，比去年增长
10.3%。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大背景下，自己和
母校的联系将会更加紧密。

“这次红色寻访的收获很大。”参与此次活动的研一
学生徐小清表示，这样的重走实践教育丰富了大家的革
命历史知识，让大家的创作找到了方向。

长征路上的春节
——西南大学美术学院师生重访四川省叙永县石厢子

（上接1版）
这个食用菌基地总投入达到500万元，若在以前，对

于沿河乡这样的深度贫困乡镇来说，无异于“天文数
字”。得益于财政涉农资金的整合使用，沿河乡顺利建起
了产业基地。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我市累计整合财政
涉农资金545亿元，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
的扶贫投入新格局，使贫困区县能够集中力量解决突出
问题。

一场较真碰硬的攻坚战，方式方法必须精准。我市
坚持把精准方略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围绕“扶持谁”“谁
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问题，实施“六个精准”“五个
一批”举措，大力提升脱贫攻坚质量和实效。

脱贫攻坚收官之年，虽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和严重洪涝灾害，但我市坚定如期完成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不动摇，坚决克服疫情灾情影响，重点做好
收官交账“必答题”、疫情灾情“加试题”、脱贫成果“巩
固题”、衔接试点“新课题”等“四道题”，圆满完成各项
目标任务。

帮扶体系不断完善，贫困区县的“朋
友圈”越扩越大

记者来到位于丰都县城西南60公里的武平镇。村
民唐代祥见有客来访，迎了出来：“来，外面天冷，快进屋
坐。”说话时，唐代祥眉头舒展。屋里，土豆堆满了半间
屋。“这两年，家里靠着这些土豆，打了个翻身仗。”唐代祥
边说边捡起一个土豆，在手上抛了抛。

这两年，一枚小小的土豆，成了丰都数万老百姓增收
的“武器”。这与帮扶干部李晓东有关。李晓东是山东枣
庄人。枣庄下辖的滕州是中国马铃薯之乡，种植面积达
60万亩，其亩产量达到6000斤以上。

初来乍到，李晓东发现丰都大部分村民虽种植马铃
薯，但亩产量不足1000斤，这让他大跌眼镜。于是，在他
的牵线搭桥下，滕州市的脱毒马铃薯到丰都进行了试
种。采取优化品种选育、改进种植方式、强化技术培训、
出台扶持政策等一系列措施后，在丰都试种马铃薯大获
成功。2020年，丰都引进滕州脱毒马铃薯种薯3.7万吨，
在27个乡镇（街道）、254个村、1631个社推广种植面积2

万余亩。其中1.85万亩春薯总产量达到4.1万吨以上，总
产值达到9600万元以上，种植农户亩产值达到5000元
以上，惠及5.8万户农户，其中贫困户7049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大扶贫格局。近年来，专
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共同组成了重庆脱贫攻坚
的“三驾马车”。山东，就是重庆脱贫攻坚的重要助力之
一。自2010年鲁渝两地因东西协作扶贫结缘以来，山城重
庆，海畔齐鲁，两地跨越千山万水，开创出优势互补、长期合
作、聚焦扶贫、实现共赢的新局面，上演鲁渝版“山海情”。

与此同时，水利部、中国农业银行等中央单位定点帮
扶我市，通过直接投入、协调引资，进一步助推我市打赢
打好脱贫攻坚战。

市级层面，我市调整充实市级扶贫集团和区县对口
帮扶力量，各扶贫集团、对口帮扶区县选派挂职干部和驻
乡驻村工作队员。围绕结对帮扶的深度贫困乡镇，18个
扶贫集团迅速聚集，发挥行业部门优势，凝聚起脱贫攻坚
的强大合力。

市内18个条件较好的区县结对帮扶14个国家级贫
困区县，建立协作机制，整合资源要素，协同发挥市场机
制和政府作用，促进要素资源互联互通和协调发展。

没有市场主体带动，贫困对象小而散的生产方式无
法对接大市场；有了市场主体带动，贫困对象就能“借船
出海”，跟市场经济紧密连在一起，获得更多的发展机
会。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市2316家民企帮扶
2009个村，“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大
扶贫格局已然形成，不断凝聚起脱贫攻坚的磅礴之力。

脱贫质量不断提升，“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得到动态解决

“孤悬渝东北、困守大巴山”——曾经，天梯石栈，崇
山峻岭，紧紧锁住城口人走出大山的脚步。过去的城口，
有天无地有山无田有人无路，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

怎么办？搬下山去，开启新生活！
“从我记事起，我家就住在高山上的旧房子里，又漏

雨又漏风。”城口县高观镇村民孙翠明说，前两年，一批驻
村干部来到村里，走访调查收集信息后，村里确定的需要
易地扶贫搬迁的人家中就有孙翠明一家。

“我们从山上搬下来，住进了新房，现在家里有电视
机、洗衣机、冰箱等，完全变了个样！”她激动地说。

不愁吃、不愁穿，住房、教育、医疗有保障是实现脱贫
的基本条件。近年来，重庆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问
题开展动态清零行动。全市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
穿早已稳定实现，“三保障”问题全部落实到位。同时，我
市还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农村饮水安全上
巧做“文章”，提高脱贫质量。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农村危房改造工程，让贫困群众
圆了安居梦。“十三五”时期，25.2万贫困群众实现搬迁，
圆满完成目标任务。同时我市一一落实后续扶持措施，
其中：发展特色农林业5.9万人、发展劳务经济9万人、发
展现代服务业2.2万人、资产收益扶贫0.7万人、社会保障
兜底1.7万人、其他方式5.7万人。

贫困地区的农村，最怕的就是“一代穷、二代困、三代
四代接着混”。发展教育，斩断穷根，我市先后出台一系
列教育扶贫政策，对城乡低保和特困学生免收高中教材
费，为非寄宿贫困生免费提供午餐，健全困难学生资助兜
底保障机制等。通过一系列政策兜底、资源倾斜，不断改
善贫困地区教育条件。

一场大病，可能会让一个家庭遭受重大变故。如何
才能帮助这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家庭走出困境？我市
紧紧围绕“基本医疗有保障”目标任务，坚持精准施策、
持续发力，大力推进健康医疗扶贫专项行动。截至目
前，全市贫困人口住院费用自付比例9.58%，重特大疾
病、慢性病门诊费用自付比例12.24%，大病集中救治进
度、慢病签约服务、重病兜底保障均达100%，县域内就
诊率97.2%，大病专项救治病种扩大到33种，全市医疗
卫生机构“三建好”、医疗技术人员“三合格”、医疗服务
能力“三达标”、医疗保障制度“全覆盖”等主要目标全面
实现。

贫困面貌不断改善，一张张笑脸绽
放在脱贫路上

各种扶贫政策让重庆贫困地区面貌日新月异，贫困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

“养儿养女不用教，酉秀黔彭走一遭。”这不仅是一句

流传的俗语，而是以前真真切切的生活。过去，由于地处
崇山峻岭之中，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经济欠发达，重庆贫
困山区基础设施欠账严重，大多数山区群众代代受穷。
如今，随着脱贫攻坚深入推进，当地基础设施大幅完善，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百姓生活蒸蒸日上。

2020年 12月 18日 9时 55分，重庆航空一架空客
320客机平稳降落仙女山机场，标志着重庆仙女山机场
正式通航。作为重庆市级重点建设项目，民航局脱贫攻
坚2020年验收项目，仙女山机场通航后，架起了武隆连
接世界的“空中走廊”，进一步助力武隆生态旅游提档升
级，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去年1月 11日 15点 57分，首趟长沙至黔江动车
D3895次抵达黔江站，这标志着黔江正式进入高铁时
代。黔张常铁路的开通，极大地改善了黔江及武陵山地
区交通出行条件，对加快当地旅游、经济社会发展，推进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都将产生积极作用。

近几日，趁着好天气，垫江县五洞镇卧龙村三组脱贫
户刘庆打理着家里的20多亩李园，他给李子树修枝、松
土、施肥，确保来年李子挂果迎丰收。看着茁壮成长的李
子树，干着活的刘庆感叹道：“如果不是党的政策好，我家
哪有今天的面貌。”

几年前，刘庆的母亲、哥哥、姐姐和小儿子接连患上
重病。为了给他们治病，刘庆四处求医，花光了家里所有
积蓄，也因此欠下一大笔债务。刘庆感到绝望时，扶贫驻
村工作队来了，帮他栽种26亩脆李，安排就业岗位，落实
教育资助政策，让他重新有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同样感受到党的好政策的，还有许多人：奉节县平安
乡文昌村村民朱学兵，从山洞里搬了出来，建起了砖房。
那个他居住了25年的山洞，如今成为摆放柴火杂物的开
敞式“杂货间”；生活在黔江区鹅池镇南溪村夹皮沟里面
的残疾脱贫户庞建华，分四季养54张蚕，蚕茧收入超过8
万元；巫山县双龙镇安静村村民刘敬春，利用扶贫政策贷
款40万元，流转了300多亩地发展柑橘，从贫困户变为
了致富带头人……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站在新的
历史交汇点上，全市上下将继续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全
力巩固脱贫成果，向着更加美好的乡村振兴奋进！

1946年2月7日

周恩来应邀
到重庆大学作演讲
1946年2月7日 周恩来应中央大学“新青

社”和重庆大学“爱国民主运动委员会”邀请，到
重庆大学给两校3000多名学生作《中国民主运动
问题》的演讲。8日，《新华日报》全文刊载《中国
民主运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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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采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渝矿采出字〔2021〕（綦江）1号

根据国家和重庆市的相关规定，现对以下采矿权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21年02月07日09时-2021年03月10日17时。公告日期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拍卖时间另行通知；公告时间内只有1家单位申报的将采取挂牌出让。本次公开出让的采矿权采用现场交易，出让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竞买申请人可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綦江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索取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地址：綦江区文龙街道通惠大道69号市民服务中心6栋4层，联系电话：023-48671225，联系人：杨老师。

本次公告同步发布的网站：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ghzrzyj.cq.gov.cn、重庆市綦江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cqqj.gov.cn:5000、其他渠道《重庆日报》、自然资源部门户网站、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门户网站、重庆市綦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门户网站 http://ghzrzyj.cq.gov.cn、http://
www.cqqj.gov.cn/bm/qghzrzyj/。

备注：
一、序号QJGC202101 采矿权出让人：重庆

市綦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綦江区古南街
道南门路1号，联系人：何老师，联系电话：023-
85890022。序号QJGC202103 采矿权出让人：
重庆市綦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綦江区古
南街道南门路1号，联系人：何老师，联系电话：
023-85890022。

二、保证金户名：重庆市綦江区公共资源综合
交易中心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綦江南州支行 帐号：120701040001222。

保证金户名：重庆市綦江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
心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綦江区
支行 帐号：50001163600059666666。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1年03月
10日17时。如成功竞得，已缴纳的保证金可抵作
采矿权出让收益，由竞得人委托重庆市綦江区公
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支付至财政非税收入专户；
如未竞得，可在成交日之后1个工作日内办理退
还手续，不计利息。

三、采矿权出让收益缴纳方式详见《竞买须知》。
四、采矿权竞买申请人资格要求：

（一）竞买申请人须为营利法人；
（二）竞买申请人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参

与竞买：
1、在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

系统的“矿业权人异常名录”“矿业权人严重违法
名单”内；

2.通过“信用中国”查询，在自然资源部联合
惩戒备忘录或重庆市信用惩戒严重失信主体“黑
名单”内限制禁止参与采矿权出让的；

3.被吊销采矿许可证之日起2年内。
4、报名竞买单位及相关联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在綦江区通过竞买已签订矿业权或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但未履行相关义务，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或土地出让价款等严重违约
行为的。

五、风险提示：
（一）采矿权投资存在有不可预计的风

险，包括竞买须知所表述的有关矿产资源
情况（矿层厚度、矿石质量、储量等）与实
际开采有差距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安全、
地质灾害防治、环境保护等要求、对特定采
矿方法、选矿方法限制以及国家产业政策

或者矿产资源规划调整的影响、不可抗力
的影响等风险。竞买申请人参加竞买并提
交申请，即视为竞买申请人对采矿权现状
和竞买须知已完全认可并自愿承担所有风
险；

（二）有关该宗采矿权的用地、用水、用电、公
路、环保、基础设施等工作，由竞得人自行负责解
决并依法完善相关手续；

（三）若竞得人竞得该宗采矿权后，在办
理采矿登记所需要件时进行安全、环境评价
等认定为不适宜开采的，该宗采矿权按不成

交处理。
六、提出异议的方式与途径：
对本次出让的采矿权存有异议的，应在公

示期截止前以书面方式向重庆市綦江区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提出；对出让交易程序存有异议的，
应在公示期截止前以书面方式向重庆市綦江区
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提出。根据所提异议的
具体情况，按照《矿业权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
进行妥善处置。

七、其他重要提示及要求：
上述2宗矿权均为已设矿权增划资源

序号

QJGC202101

QJGC202103

采矿权名称（暂定名）

綦江区赶水镇麻柳村四社坪子头砖瓦用页岩采矿权

綦江区古南街道办事处两路村石台山砂岩矿

地理位置

綦江区赶水镇麻柳村四社坪子头

綦江区古南街道办事处两路村石台山

矿种

砖瓦用页岩

砂岩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详见《竞买须知》

详见《竞买须知》

资源储量

141.2万吨

155.7万吨

矿区面积(平方公里)

0.0275

0.0293

开采标高

+455米至+380米

+555米至+480米

生产规模

5万吨/年

20万吨/年

出让年限(年)

10

5.8

出让收益起始价（万元）

143.56

410.72

保证金金额(万元)

71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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