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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夺”
杨闇公以生命和热血践行人生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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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24日

亚洲开挖跨度最大的城市单跨隧道通过专家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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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3月24日 重庆轻轨大坪隧道以27.2米的最大开挖隧道跨度成
为当时亚洲开挖跨度最大的城市单跨隧道。由中铁十一局集团五公司承建
的大坪隧道全长452.7米，开挖断面为340平方米，采用了在国内地铁和城市
轻轨工程中尚属首创的分部开挖、控制爆破和信息化施工管理等
办法，有效控制了地表沉陷和爆破振动。该项工程的综合施工技
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杨闇公与夫人赵宗楷合影。

（上接1版）中央统战部将商各民主党派中
央、无党派人士和全国工商联，召开各界人
士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座谈会。
七是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的光辉历
史、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以及各个历史时
期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为主要内容，制作
播出大型文献专题片和专题节目；创作推
出一批具有较高思想艺术水平的戏剧、音
乐、舞蹈和电影、电视剧等各类优秀文艺作
品；推出一批重点党史著作和理论文章；编

写推出《中国共产党的100年》等重点出版
物；以庆祝建党100周年为主题，发行纪念
邮票、纪念封和纪念币。八是在全国城乡
广泛开展“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宣传教
育活动；各地特别是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
要意义的地方，将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结
合本地实际，围绕党史重要事件、重要活动
和重要遗址旧址等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
祝活动。

据介绍，庆祝活动将严格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有关要求，确保隆重热烈、务实节俭、
安全有序。

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王晓晖
介绍情况，中组部副部长傅兴国，中宣部副
部长、文旅部部长胡和平，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院长曲青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主任助理李军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
记者提问。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
主任徐麟主持新闻发布会。

（上接1版）要以史为镜、以史明志，学好党
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历史经验，在党的
历史中找准精神原点、逻辑起点和价值支
点，把党史学习教育中激发出来的工作热
情和进取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
的强大动力。

党史是了解过去的窗口，也是解锁未
来的密码。用功学最终要在着力学懂弄

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上下功夫。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
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
历史。用功学好党史，就要学好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学好党和人民在新时
代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特别是要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进程，深刻学
习领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坚持不
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牢牢把握历史主
动，锚定奋斗目标，始终
沿着正确方向坚定
前行。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初春时节，杨闇公烈士陵园杨闇公同
志之墓四周的琼花含苞待放。

杨闇公（1898-1927），名尚述、尚达，
字闇公。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
之一，中国共产党内早期的军事工作领导
人，中国共产党四川早期组织的创建者和
卓越领导人，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的开
拓者。

他的一生，短暂、辉煌、壮烈。牺牲前，
他高吼的“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夺”至今振
聋发聩，他践行的“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
休”人生格言鼓舞着一代代中华儿女。

可以告慰杨闇公烈士的是，他的家乡
潼南区50个贫困村已全部摘帽，现行标准
下4.86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生活在
幸福新时代的中华儿女没有忘记先烈功绩
和先辈功勋，仅去年一年，杨闇公杨尚昆故
里景区就接待了119万游客。

滔滔长江，巍巍丰碑。烈士不朽，人民
不朽。杨闇公是如何以生命和热血实践人
生格言的呢？

“四犟仔”毅然走上革命之路
“我是旧社会的叛徒，新社会的催生者”

3月9日，记者从杨闇公烈士陵园驱车
15分钟，来到位于双江古镇的杨闇公同志
旧居。旧居坐落在古镇北街，是一座占地
6000 平方米的四合院。1898 年 3月 10
日，杨闇公出生于此。

家境殷实的杨闇公，为何会走向革命
之路呢？

杨尚昆故里管理处导游解说部主任杨
雪兰说，杨闇公父亲杨淮清开明进步，注重
子女教育。杨闇公的大哥、二哥曾留学日
本，参加同盟会。受家庭影响，杨闇公自小
便有冲破封建牢笼的想法。

1912年，杨闇公意图走出双江“进新
学、增知识、广见闻”，但受到了封建族长的
阻挠，为此杨闇公在茶馆当众剪掉族长辫
子。杨尚昆的儿女曾撰文写道：“（四伯伯
杨闇公）被乡亲们称为‘四犟仔’。”

1913年至1920年，杨闇公远赴南京学
习军事，之后又怀着救国理想东渡日本。在
日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1920年，杨闇公回国从事革命事业。
1922年夏，杨闇公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

（四川大学前身之一）校长吴玉章相识。吴
玉章十分欣赏这位比他小20岁的挚友，称
他“忠实可亲，精明能干”。

1924年1月12日，吴玉章、杨闇公等
在成都创办了中国青年共产党（简称“中国
YC 团”）。中国YC团的历史使命是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

在确知中共存在并与中共中央取得联
系之后，1925年，吴玉章、杨闇公加入中国
共产党。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说，虽
然出生在封建地主家庭，但杨闇公却勇于
自我革命，他认为“我是旧社会的叛徒，新
社会的催生者”。为表其志，杨闇公还给儿
女取名为“赤化”和“共产”，希望“赤化全中
国，共产主义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

杨闇公和战友的艰苦奋斗受党中央肯定
“川省现是最好工作之地”

杨闇公在革命历程中结交了不少亲密
战友，刘伯承便是其中一位。

记者在“杨闇公烈士生平事迹展览”中
看到了《杨闇公日记》复制件。日记纵19
厘米、横13厘米，大约有500则，记述了杨
闇公1924年1月1日至1926年1月21日
期间的经历和感受。

“日记中不少和刘伯承有关。”杨尚昆
故里管理处导游解说部副主任米瑶说，从
日记中可以感受到，杨闇公对刘伯承的人
品、学识以及军事才能十分欣赏。

如，他在1924年1月2日写道：“伯承
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尤其罕
见。”时隔两天，1月4日，他又写道：“伯承
机警过人……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
心内是快活的。”1月8日，他高度评价：“与
伯承论时局，他真是天才，颇有见解，使此
人得志，何忧乎四川。”

在同杨闇公等人的接触中，通过实际
考察和慎重比较，刘伯承认定中国共产党
才是实现“拯民于水火”的希望所在。

1926年2月，经党中央批准，杨闇公领
导成立全川革命的领导核心——中共重庆
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重庆地执
委”），并当选为书记。“重庆地执委的成立，
实现了党对全川革命斗争的统一领导。此
后，以重庆为中心，四川革命运动迅速汇入
全国大革命洪流之中。”周勇表示。

1926年5月，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介绍，

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重庆
地执委提出在四川“扶起朱德、刘伯承同志，
造成一系列军队”的战略主张，决定在顺庆
（今南充）、泸州一线发动武装起义，以配合
北伐战争。党中央同意了这一计划，决定在
重庆地执委内增设军事委员会，由杨闇公任
书记，朱德、刘伯承为委员。

“川省现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
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有为别省所不及
者。”1926年9月，党中央对杨闇公和战友
们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就在那一年的12月初，泸顺起义打
响。历时160余天的起义虽然失败，但是
作为中国共产党力图单独掌握武装的勇敢
尝试而载入史册。

传承弘扬英烈精神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尔生前富贵不淫，临难威武不屈。知
尔为国宣劳，为党牺牲……”“杨闇公烈士
生平事迹展览”中，杨闇公父亲杨淮清于
1927年4月11日写下的祭文令人动容。

时间回到1927年3月。正当刘伯承率
军激战于前线时，英帝国主义制造了南京血
案，重庆地执委在打枪坝组织抗议帝国主义
暴行的群众大会。3月31日，反动军阀刘湘
与蒋介石勾结起来，向重庆人民大开杀戒，
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三一”惨案。

杨闇公在惨案中脱险以后，于4月4日
乘船前往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因叛徒告
密，不幸被捕。

1927年4月6日，杨闇公被反动军阀
割舌、断手、剜目后，身中三弹，壮烈牺牲于
重庆佛图关。牺牲前，他宁死不屈：“我的
头可断，志不可夺！”

英烈已逝，精神永驻。1987年3月31
日，为纪念“三三一”惨案60周年，杨闇公
烈士铜像在佛图关公园塑立，铜像右侧的
崖壁上镌刻有邓小平题写的“杨闇公烈士
永垂不朽”九个鎏金大字。

除了邓小平，新中国成立后，曾与杨闇
公并肩战斗过的川籍开国元帅朱德、刘伯
承都曾深切缅怀过他。1957年3月31日，
中共四川省委在潼南县双江镇为杨闇公烈
士建立墓碑，朱德为此题写了碑文。1959
年，刘伯承在成都金牛宾馆发
表了关于泸顺起义的专门谈
话，他深情地说：“闇公同

志牺牲时才29岁，他意志坚强，有毅力，有
决心。重庆应该修一个纪念碑来纪念这些
烈士们。”

1987年，杨闇公烈士陵园、重庆“三三一”
惨案死难志士群葬墓地纪念碑分别在潼南
县、江北区落成。此后，随着杨闇公档案资
料出版、文献纪录片上映、全国性研讨会召
开、生平业绩展开展、旧居修复开放等，杨
闇公革命历史资源逐渐“活”起来，成为新
时代人民汲取信仰的力量源泉。

如今，杨闇公旧居和陵园已被命名为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社会各界人
士经常来到这里，缅怀、祭奠先烈。在全党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当下，烈士家乡潼南
区将深入推进杨闇公业绩和精神的研究，
举办巡展巡讲、开展研学旅行、出版杨闇公
烈士事迹书籍、培训小小讲解员等，让红色
基因代代相传。

国有脊梁，才能屹立不倒；民有忠魂，才
能屡创辉煌。周勇说，我们共产党员要学习
党史砥砺初心，接续奋斗践行使命，让英烈
不朽精神激励我们奋勇前进，创
造新的更大奇迹。

（本组图片由杨尚昆故里管
理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