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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物寻初心 红色基因永传承⑧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5 月 31 日，
白公馆、松林坡革命文物旧址修缮竣工试
开放。观众可在修缮之后的旧址中瞻仰白
公馆看守所旧址复原及辅助陈列、千古功
臣——杨虎城将军事迹展、高扬旗帜济苍
生——罗世文、车耀先烈士革命事迹展等5
个展览，身临其境感受英烈在铁窗黑牢里
的战斗、生活场景，以及宁死不屈的感人事
迹。

如何为革命文物旧址延年益寿、丰富观
众参观体验？红岩联线管理中心党委副书
记、主任马奇柯介绍，在保护修缮白公馆、松
林坡革命文物旧址时，坚持原结构、原材料、
原工艺的修缮原则，贯彻预防性保护理念，合
理运用新修缮技术，使文物本体病害得到有
效治理，最大限度还原革命文物真实历史风
貌；在陈列布展方面，综合实施上述展览项

目；在安防改造方面，建成由综合管理、视频
监控、入侵报警、电子巡查、公共广播等8个子
系统组成的安防系统，进一步保障文物和游
客安全。

白公馆看守所旧址复原及辅助陈列共使
用照片112张，实物46件。其中，狱中制作的
五星红旗、黄显声殉难时穿在身上的皮背心、
周从化在白公馆牢房内刻下的遗诗等重点展
品，吸引了不少观众关注。

旧址中，一篇篇革命先辈和英烈遗留下
的诗歌、家书也吸引观众驻足沉思。如，白公
馆平二室难友集体创作，罗广斌同志执笔的
《我们也有一面红旗》中写道：“瞧呀，这是我
们的旗帜！鲜明的旗帜，腥红的旗帜，我们用
血换来的旗帜！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又
如，周从化在白公馆牢房内刻下遗诗“失败膏
黄土，成功济苍生”，许晓轩在狱中写下遗信

“宁关不屈”……这些饱含激情的文字，让观
众感受到英烈视死如归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
义精神。

铁骨铮铮的英烈也有一腔柔情，通过家
书传递出信仰的力量。如，1947年，许晓轩
在狱中给爱人姜绮华写下这样一封家书：

“七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你受苦的时
间也很长了。我实在对不起你，让你苦痛了
这么久，而就是现在，我还是没有办法安慰
你……”

当天，市民蒋女士、赵女士结伴参观了白
公馆看守所旧址后十分感慨。党龄24年的赵
女士看着《红岩》小说长大，每逢朋友来渝，她
总会带着朋友来到白公馆瞻仰英烈事迹。她
说，修缮之后的白公馆展陈内容更丰富、新颖
了，希望更多青少年也前来参观，让革命精神
薪火相传。

白公馆、松林坡革命文物旧址修缮竣工试开放

本报讯 （记者 韩毅）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71年前，中国人民志
愿军毅然踏上抗美援朝战场，用生命谱写
了一曲捍卫国家安全、民族尊严的战歌。

“荣获‘特等功臣’‘二级爱民模范’称
号的国际主义战士吕玉久就是其中优秀代
表之一，他用年轻生命救出8位朝鲜妇女，
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
英雄主义精神。”荣昌区荣隆镇宣传委员袁
成武称。

走进位于荣隆镇玉久村的吕玉久纪念
馆，这里以序篇、历史篇、英雄篇、纪念篇、
发扬篇五个篇章，用“文字+图片+实物+视
频”等多种形式，展示了英雄光辉的一生。

1931年9月，吕玉久出生在荣昌油菜
乡凉风村（今荣昌区荣隆镇玉久村）的一个
农民家庭，兄弟姐妹3人。他排行老大，十
几岁就开始捡煤渣、种田地，为父母分担家
庭重担。

解放后，成渝铁路开建，吕玉久参加铁
路建设，成了一名铁路工人。1950年 6
月，朝鲜内战爆发。同年10月，美军无视
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
火烧到中国边境，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国
家安全。紧急关头，应朝鲜请求，中共中央
和毛泽东以非凡气魄和胆略，作出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

此时，吕玉久的儿子才1岁多，但他毅

然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战场上，吕玉久常常不顾个人安危，奋

力抢救受伤的战友。一有空，他就跟战友
张明禄（二人是搭档）一起刻苦训练，提升
救援技能，每遇紧急任务总是第一个报名
参加。

1953年4月21日上午10时左右，美
国飞机向朝鲜黄海道平泉郡金刚山投下大
量燃烧弹，顿时山上山下一片火海，50多
位当地老百姓和400多名志愿军战士赶至
救火。吕玉久和张明禄所在班因前夜执行
了任务，一夜未眠，但听闻起火，他们仍拿
起救火工具冲向火海。

因火势太大，这里扑灭，那里又燃烧起
来，他们的脸被熏黑、头发被烤焦，依然奋
不顾身从火海中先后背出吉时子、李贞淑、
郑景南、申善花4名朝鲜妇女。

当日下午两时许，一个好不容易被扑
灭火的小山沟又冒起黑烟。吕玉久率先发
现情况，立即飞奔过去，张明禄紧随其后。
山沟里的野草和树木被引燃，大风一吹，火
势更加凶猛。先前在这里救火的朝鲜妇女
李浩世、崔春凤、金善玉和郑玉男正迎着火
势、忍着呛鼻的浓烟在地上割草，以免火势
蔓延到志愿军堆放物资的防空洞。

岂料，一阵大风吹来，火焰将4人围
住，情况万分危急。吕玉久、张明禄丝毫
没有犹豫，一前一后冲进火海，一人背一

个再拉一个，并用朝鲜话喊：“火太大，快
跑啊！”最终，他俩成功将4人救出，安置
到防空洞里。

“火里还有人吗？”突然，吕玉久看见浓
烟烈火中似乎还有一个黑影（其实是一块
石头），以为是一个人，又一次冲进火里，张
明禄也跟了进去。

这一次，吕玉久和张明禄再也没有出
来。最终，大火被扑灭，被张明禄、吕玉久
救出来的8个妇女跑进尚在冒烟的火场，
发现吕玉久扑在石头上，身体已被烧焦，张
明禄则倒在距他不到3米的地上。

“我们能活着，是你们牺牲了生命，救
出了我们。”8位被救的朝鲜妇女泪流满

面，守在吕玉久、张明禄身旁。
同年8月2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

和朝鲜黄海道平泉郡人民政府为张明禄、吕
玉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在金刚山树
碑纪念，碑上用朝、中两国文字刻着两人的
事迹。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授予吕玉
久“特等功臣”“二级爱民模范”荣誉称号，并
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纪念吕玉久，
他的出生地凉风村也改为“玉久村”。

“2019年10月25日，我们正式建成并
开馆了吕玉久纪念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
际主义战士。目前，这里已是荣昌重要的
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和中共党员党性
教育的基地。”袁成武称。

本报讯 （记者 韩毅）5月30日，重
庆日报记者登上寓意“来之不易”的99级
台阶，来到铜鼓山英烈园的广场中央的“铜
鼓山剿匪作战战略模拟图”旁。“根据这幅
模拟图，你可以想象，当年解放军战士扛着
各型武器连续奋战，是多么不易！”荣昌区
铜鼓镇四级调研员唐佑水称。

1949年12月7日，荣昌解放，但潜伏
下来的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他们勾结地
方反动势力和国民党溃军、惯匪，组成匪部
上千人聚集在铜鼓山寨，凭借铜鼓山山高
寨险、固若金汤的有利地形，囤足枪支弹药
和粮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以图发动暴
乱，颠覆新建立的人民政权。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
12军35师师长李德生获悉这一匪情后，决
定组织一次聚歼盘踞铜鼓山地区土匪的剿
匪战斗，以第二野战军第12军35师103团
为作战主要力量，由荣昌、大足两县地方武
装配合作战。

1950年2月11日深夜，解放军侦察兵
几十人乔装成土匪，趁混乱之时打入土匪
内部，牢牢控制住铜鼓山寨北门口，以便里
应外合。

次日凌晨，总攻战役打响，枪炮齐鸣，

响彻云霄。103团2营、3营合围铜鼓山，
解放军则从北面以刺刀插入寨墙缝隙，从

“刀梯”攀登爬上险要寨墙。先期乔装成土
匪进寨的解放军转向匪部猛烈射击，当天
便牢牢控制住铜鼓山南门、西门、北门，迅
速攻占了狮子坡碉楼和铜鼓大王庙土匪的
指挥部。

此次战斗中，人民解放军南门佯攻、北
门奇袭，击溃、击毙匪徒数百人，俘获土匪
290余人、缴获枪支200多支，是西南剿匪
战役中一次著名的战斗，基本肃清了当时
荣昌县北的匪患，捍卫了人民政权和广大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遗憾的是，连长刘骥在清理战场
时，狡猾的土匪趁他不备，顺手从衣袖里
掏出手枪击中其后脑勺，刘骥连长壮烈
牺牲。在此次战斗中，曹长有、刘拴兔排
长以及数名战士也英勇献身。”唐佑水
说，后来烈士们的遗体被安葬在铜鼓山
寨南门旁。

1998年4月5日，为纪念烈士们的丰
功伟绩，荣昌建成并开园铜鼓山英烈园。
远远望去，12米高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威
严耸立于由台阶围墙与平台组成的“八一”
军徽标志之上；碑身上，曾任中共中央副主

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原二野35师师长李
德生亲笔题词的“铜鼓山剿匪牺牲烈士永
垂不朽”13个大字格外醒目；碑下，是刘
骥、曹长友、刘拴兔烈士的群雕，并镌刻着
英烈们在铜鼓山剿匪的事迹说明。1998
年11月27日，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
政府命名铜鼓山英烈园为重庆市青少年教
育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刘骥连长曾身经百战，

参加过渡江战役等战斗，并荣立过军功。
接下来，铜鼓镇将接续保护和利用好

红色文化资源，让更多人在教育基地中学
习革命历史文化、接受红色文化洗礼。同
时，铜鼓镇还将邀请健在的剿匪战斗经历
者，在“小院讲堂”、村村通等红色文化平台
中宣讲，让广大党员干部在革命文物、剿匪
细节和故事中感知革命先辈的精神，滋养
情操，传承红色基因。

铜鼓山英烈园：

英雄连长刘骥的精神代代传

本报讯 （记者 韩毅）英雄，是一个民族巍峨
的精神丰碑。硝烟散尽，英雄不朽，精神长存。
5月30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荣昌区直升镇的全
市第一家集中解决老地下党员及其遗孀生活的
居所——红色家园。

“祖国现在的变化太大了，在经济、文化各方面
都快速发展，希望现在的年轻人继续努力奋斗，不
要忘记前辈们做出的牺牲与贡献，把国家建设得越
来越好。”老党员张佐成说。

红色家园，是一座白墙、红瓦、坡屋顶的二层
楼，颇具川东民居风味，分前院、中院、后院三部
分。其中，“红色之路”长71米，在地面铺设铜板
21块，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党史上21件重大事件并
配上大事件图片长廊；国防教育展厅，用5个展室
分别展示了我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基本知识，以及
荣昌本土英烈事迹，并塑有革命英雄人物雕像，配
有红色电影厅等。

“红色家园于2010年12月开园以来，先后入
住老地下党员及遗孀11位（有5位已去世），旨在
让老党员‘老有所居’‘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
所为’。”直升镇党委书记郑修兵称，目前，红色家园
住着老地下党员及其遗孀共6人，年龄最大的100
岁、最小的83岁。

家园聘请有2名工作人员，负责老人们的日常
生活事务管理和餐饮起居，对老人们的需求实行全
程代办，并提供生活用品、每月进行一次身体检查，
定期开展知识讲座、电影放映等，丰富老年人精神
文化生活。

2018年4月，荣昌还对红色家园进行了升级
改造，并开启了全新的教育体验，为前来参观的
单位、团体设置了一套完备方案，包括参观地方
党史陈列室和国防教育展厅、开展主题党日、观
看红色电影、听爱国主义故事、开展各类文艺活
动等，常设项目包括参观、观看纪录片、听红色故
事、慰问老地下党员、重温入党誓词等，自选项目
包括讲党课、文艺演出、主题比赛、观看最新主旋
律电影等。

“如今，红色家园已建设成为全市首个兼具集
中赡养、党史育人、国防教育、干部教育培训于一体
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年接待
量为4000余人。今年，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红
色家园已经接待重庆、四川、贵州等地40多家单位
1000余人参观学习。”郑修兵说。

荣昌建红色家园
传承红色基因

国际主义战士吕玉久：

跨越国界的
生死守护

吕玉久纪念馆。 （受访者供图）

铜鼓山英烈园。 （受访者供图）

5月31日，白公馆、松林坡革命文物旧址修缮竣工试开放，游人正在旧址内参观。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