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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维灯

5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酉阳
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火车站沿319国
道驱车南行，约十分钟到达了赵世炎
烈士纪念馆广场。

广场上，赵世炎烈士铜像伟岸矗
立，目光炯炯眺向远方。四周，纪念
馆的建筑群掩映在一片葱绿之中。

每逢周末，总有许多人来到此
处，瞻仰革命事迹,聆听党史故事。

特别是电视剧《觉醒年代》热播
后，赵世炎的革命故事更是几乎家喻
户晓。

前来瞻仰的人，会仔细端详或品
读纪念馆里赵世炎生前的活动照片、
手迹、书稿等，却往往忽略纪念馆角
落里一个不起眼的藤箱。

其实，这个看似普通的藤箱，是
赵世炎烈士纪念馆可移动文物中唯
一的一件国家三级文物，是赵世炎自
就读于北师大附中到牺牲前，收藏和
存放文牍所用，它记录着赵世炎的

“觉醒”之路。

从小立志反帝反封建

透过展示柜的玻璃，人们可以近
距离观察藤箱。

箱子长约 80 厘米，宽约 50 厘
米，高约35厘米，土黄色，由藤条经
纬交错编制而成。

“这个箱子，是赵世炎1915年考
入北师大附中，至1927年牺牲时使
用的，主要用于收藏和存放文牍。”赵
世炎烈士纪念馆办公室主任王兆荣

介绍，赵世炎于1901年4月13日出
生于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今重庆市
酉阳龙潭镇），家境殷实，家中还有四
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

赵世炎四岁入读私塾，师从当地
小有名气的进步学者陈德元和李玉
昆。在他们的启蒙下，赵世炎不但学
识渐长，思想也渐开放。

1912年秋，赵世炎入读龙潭高
级小学堂，当时他的地理老师是同盟
会会员王勃山。王勃山经常在课堂
上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受其影响，
赵世炎越来越痛恨清王朝的腐朽无
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

有一天地理课上，王勃山讲述
了香港被割，九龙、澳门被租，中国
领土被列强瓜分，大好河山支离破
碎。赵世炎听后怒目切齿，默不作
声，下课后反复高唱岳飞的《满江
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
奴血……”

革命生涯始于北师大附中

1915年8月，在三哥的资助下，
14岁的赵世炎拖着藤箱和四哥一起
来到北京，考进了“国立北京高等师
范学校附属中学校”，也就是今天的
北京师大附中。

赵世炎的革命生涯，自此开始。
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之

时，受到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等进
步杂志的影响，赵世炎也投入到新文
化运动中，在此过程中结识了李大钊
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李大钊对思想开阔、目光远大、

头脑灵活的赵世炎很是欣赏。
为培养赵世炎，李大钊先生让其

参与主编了《平民周刊》、《少年》半月
刊和《工读》半月刊等诸多进步刊物，
向群众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

“当时，赵世炎的很多手稿，应该
都曾存放于这个藤箱中。”王兆荣介
绍，在与李大钊等进步人士的交流
中，赵世炎的眼界日益开阔，对当时
的中国局势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还多次在报刊上公开抨击当时中国
存在的弊病，主张中国应该实行社会
主义，直言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最公
道，最平等，无军阀、财阀，无种族界、
国界，经济上固然好，道德上尤其好”
的社会制度。

1919年，经李大钊介绍，赵世炎
加入了中国少年学会。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
发，北师大附中爱国学生们推举赵世
炎为师大附中学生代表。此后，赵世
炎经常组织领导师大附中的同学走
出校门，同其他学校的爱国师生一起
走上街头为国呐喊。

成长为早期中共领袖

为探求救国之道，1920年5月9
日，赵世炎用藤箱装上几样简单的私
人物品，搭乘法国阿芒贝尼克号轮船
远赴法国勤工俭学。

期间，他每天都会坚持3小时的
学习，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小册
子。他还经常到出租房的楼顶，借着
夕阳的余晖读书，并自喻“黄昏之
贼”。

1921年春，赵世炎加入中国共
产党，并与同样在法国留学的张申
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在法国发起成
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任
书记，周恩来出任宣传部长。

1923年，赵世炎和陈延年、王若
飞等一批青年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
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莫斯科，赵
世炎都随身携带着这个装载着手
稿、书籍等重要物品的藤箱。”王兆
荣介绍，1924年7月，藤箱又跟随着
赵世炎回到了国内，“一直到赵世炎
牺牲，这个藤箱始终都陪伴在他身
边。”

那么，赵世炎是如何牺牲的呢？
回国后，赵世炎先后参与中共北

方区委、中共江浙区委的领导工作，
于1925年 5月调到上海，成为上海
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
一。

1927年7月2日黄昏，赵世炎被
捕，英勇就义于上海枫林桥畔，年仅
26岁。

赵世炎牺牲后，革命老人吴玉章
曾作《忆赵世炎烈士》一诗：“龙华授
首照丹心，浩气如虹烁古今，千树桃
花凝碧血，工人万代仰施英。”“施
英”，是赵世炎在党和工会的刊物上
写文章时用的笔名。

“此后，这个藤箱一直由其妹妹
赵君陶保管。”王兆荣介绍，1991年5
月6日，赵君陶之子李鹏将藤箱转赠
酉阳县文物管理所，后陈列于赵世炎
烈士纪念馆。

□本报记者 陈维灯

5月22日，虽有小雨，但趁着周
末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赵世炎
烈士纪念馆参观、凭吊的人络绎不
绝。自2010年4月13日修复开馆
以来，赵世炎烈士纪念馆年接待游客
超过70万人次。

地处重庆东南边陲的酉阳，为土
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历史
悠久、民风淳朴、红色资源富集。全
县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个、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2个10处、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20个、未定级不可移动
文物25个。有可移动革命文物8件
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9个57处。
此外，酉阳还有国家级、市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4个，其中，赵世炎烈士
纪念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社会科学
普及基地；南腰界革命根据地是川黔
湘鄂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市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

酉阳县委书记祁美文介绍，近年
来，酉阳通过“注重资源挖掘，打造文
物品牌；强化保护修缮，注重整体推
进；用活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三
举措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扎实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挖掘红色资源，讲

好红色故事，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
色基因。

具体说来，酉阳先后完成了赵
世炎烈士故居保护修缮工程，对赵
世炎烈士纪念馆消防和安防系统进
行维护更新，重建了赵世炎烈士陈
列馆，陈列馆藏有文物500余件；完
成刘仁故居保护修缮项目，定期做
好日常维护；完成南腰界红三军司
令部旧址修缮项目、南腰界革命根
据地基础设施建设一期工程建设
等；编制完成了《赵世炎烈士故居展
陈大纲》和《酉阳南腰界革命根据地
展陈大纲》；启动了南腰界景区保
护、开发和建设工作，围绕建成国家
AAAAA级旅游景区，抓好规划设
计和项目前期等。

“目前，全县红色景区的提档升
级，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性教育
基地、廉政教育基地等阵地载体建设
更加完善，党史资政育人功能凸显。”
祁美文表示，众多革命文物承载着党
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是酉阳
的宝贵财富，“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
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讲好红色故事，弘扬革命精神，让红色
基因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要充分发
挥酉阳的红色资源优势，依托革命文
物场所建设党史学习教育基地，更好
地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酉阳“三举措”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深入发掘革命文物内涵 讲好党史故事

□本报记者 陈维灯

今天，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文
管所里，保存着一副锈迹斑斑的铁
镣。

这副铁镣，不仅是国家三级文
物，更是革命烈士不屈的革命精神最
好的见证，也是国民党反动派血腥残
杀革命烈士的罪证。

铁镣，于39年前在酉阳龙潭被
发掘出土。出土时，铁镣被几枚粗铆
钉铆死在一具遗骸的踝骨上。

这具遗骸是谁？又为何会被铁
镣锁住脚踝？

故事，要从1934年说起。
当年10月，红二、六军团会师

后，为掩护两军团主力挺进湘西，重
新组建了中共黔东特委和黔东独立
师。独立师共800余人、400余支
枪，师长为王光泽。

王光泽是湖南衡山人，1930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工会主
席、赤卫队、警卫营长，红六军团组建
时调任53团团长。

红二、六军团进军湘西、发动湘
西攻势时，王光泽率领黔东独立师与
人数十倍于己的军阀进行了艰苦的
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敌军，有力策
应了湘西攻势。

1934 年 11 月，黔敌李成章部

2000余兵力，分三路包围黔东独立
师所在的梵净山地区。面对敌众我
寡的严峻形势，黔东独立师顽强抗
敌，打退多次进攻，粉碎了敌人妄想
攻占梵净山的企图。

为了保存革命火种，黔东独立师
决定退出梵净山地区，去湘西寻找红
军主力。

在分散突围过程中，王光泽于
11月29日在秀山不幸被俘，被押送
到酉阳龙潭。敌人知道捉住的是红
军师长王光泽后，诱降逼供，百般折
磨，但王光泽义正词严，坚贞不屈。

恼羞成怒的敌人下令对王光泽施
以酷刑，在王光泽的脚上套上沉重的
脚铐，并用烧红的粗铆钉将脚镣钉死。

1934年12月21日黎明，敌人将
王光泽捆绑在一张木椅上，秘密抬到
了龙潭邬家坡泡桐树（现龙潭镇鹅塘
村甘家土）杀害。

这一幕，被躲在远处的村民杨先
富看见，等敌军走后，他才探听到被
杀的是红军师长王光泽。

1982年4月，酉阳文管所工作
人员走访了解到这件事情后，组织人
力在王光泽牺牲区域进行发掘搜寻，
找到了戴着脚镣的王光泽烈士的遗
骸。这副见证革命烈士英勇不屈的
脚镣，也作为国家三级文物被保存了
下来。

遗骸上的脚镣
见证王光泽烈士不屈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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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物寻初心 红色基因永传承⑤

一个藤箱记录
赵世炎“觉醒”之路

实现进出口总额451.8亿元，同比增长66.7％

渝北 融入国际大市场 促进“双循环”
一个数据可以证明渝北正在大步

融入国际大市场，促进“双循环”：今年
一季度，渝北实现进出口总额451.8
亿元，同比增长66.7%。

“我们能够有效地融入国际市场，
是因为坚持对外开放，不断改善营商
环境，使渝北有了适宜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的土壤。”渝北区商务委负责人
说。

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市五分之一

在重庆临空国际贸易示范园内，
有一个艾华高葡萄牙红酒项目，这是
渝北在2019年进博会上引进的一个
外商投资项目。

这个已有336年的历史、坚持天
然种植全人工采摘葡萄来保障品质
的红酒项目落地渝北后，将葡萄牙的
红酒产品和文化，结合线下展厅和线
上电商平台，销售给重庆本地各大企
业、商会及国内其他城市，是重庆临
空国际贸易示范园内的一项外贸新
业态。

落户渝北空港园区的中通智慧电
商物流项目，也是渝北2019年引进的
一个重点外资项目。这个项目总投资
达2.24亿美元，占地274亩，总建筑规
模约27.4万平方米，主要打造中通西

南总部基地，包含建设仓储电商产业
孵化、航空仓储运转、智能设备研发
等。目前，这个项目已累计投入5000
多万美元，丰产年运营收入将达25亿
元左右，创造税收约6000万元。

近几年来，不断有这样的外商投
资项目落地渝北，并迅速成长起来。

搭建对外开放国际贸易综合服
务平台，是渝北吸引外资的重要举措
之一。目前，渝北通过打造临空国际
贸易示范园，在园区内实行政策打包
扶持，实行园区一体化综合服务，为
国际贸易企业落地提供“拎包服
务”。同时，通过打造木耳国际物流
园，引进东方嘉盛、宝能集团等知名
国际物流企业落户，打造出多式联运
示范点。

与此同时，渝北不断深化国际合
作交流，先后与埃塞俄比亚、南非、白
俄罗斯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经
贸交流，组织开展“渝北企业家非洲
行”活动。吸引了白俄罗斯风情小镇、
白俄罗斯进口商品中心、埃塞俄比亚
咖啡馆等项目签约落户。

渝北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透露，
目前，全区已有外资企业900余家，约
占全市总数的六分之一。 2020年，
全区实际利用外资为24.5亿美元，超
过了全市总量的五分之一。

“渝北造”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在吸引外商投资落地渝北的同
时，‘渝北造’产品，也开始大步走向国
际市场。”渝北区商务委负责人认为，
这是渝北“双循环”的重要一环。

在促进“渝北造”走向国际大市场
中，渝北区商务委与相关部门合作，建

立起开放平台产业协调发展机制，就
集聚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金融租赁、
展示展销等新兴业务形态，搭建起走
出去的平台，畅通了走出去的渠道。

目前，“渝北造”产品已开始走向
全球。如有“非洲之王”之称的传音智
能手机，在渝北建厂并实现了放量生
产，其在全球建立的销售网络，已覆盖

了包括尼日利亚、肯尼亚、坦桑尼亚、
埃塞俄比亚、埃及、阿联酋（迪拜）、印
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越南、孟加
拉国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传
音手机的年出口额已达80亿元。

除此之外，元创轻卡车、银翔摩托
车等“渝北造”商品也出口到越南等
地；祥飞丝绸在越南、印度等“一带一
路”国家中已成为“抢手货”。据统计，
2020年，渝北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
1676亿元，增长11.5%。

“渝北造”已融入了“双循环”中，
大步走向国际大市场。

“保姆式”服务营造出良好外商
投资环境

外商投资能够不断地涌入，“渝
北造”能够顺畅地走出去，这得益于
渝北有良好的外商投资和国际贸易
环境。

对在渝北的投资，重庆中利凯瑞
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负责人很满意。
这个从新加坡引进，在创新经济走廊
前沿科技城落地的项目，是渝北的重
点外资项目。这一投资项目，从洽谈
到落地投产，得到了区商务委、创新
经济走廊公司等相关部门和公司的

“保姆式”服务。

在为这一项目服务中，渝北在项
目用地、建设、政策申报等事项上，开
辟快捷通道，派专人服务，确保了项
目以最快速度落地投产。目前，该项
目已累计投入4000多万美元，一期
已建成投产，二期也开始筹建。

渝北区商务委负责人介绍，在营
造良好外商投资和外贸环境中，渝北
建立了外商投资全流程服务体系，对
区内所有外商投资企业（项目）提供
全流程、全方位服务。

去年12月，渝北区在全市率先
注册成立了“渝北区外商投资服务中
心”，为外商投资提供“一站式”服务。

渝北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外
商投资服务中心建立后，为区内外商和
港澳台资企业（含股权投资机构）、国外
商协会、各类投资中介机构，提供前期
投资咨询、中期审批代理、后期服务保
障服务。同时，还协助开展外商企业投
诉处理相关工作，畅通外资企业投诉渠
道，及时发现和协调解决外资企业合理
诉求，先后上门走访含金融业、制造业、
仓储运输及服务业在内的数十家重点
外资企业，并针对各企业存在的问题进
行梳理与协调解决。

“保姆式”的服务，让外商在渝北
投资放心，发展安心。

王彩艳 杨敏

新光天地 摄/任天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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