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革命文物保护 打造红色文化高地

革命英雄层出不穷 红色文化底蕴深厚
时间，回到1926年1月24日。
这天夜里，由邹进贤主持，在綦江县古

南镇万寿亭（现綦江区古南街道）县立第一
女子小学校一男教师宿舍召开党员大会成
立了中共綦江支部。邹进贤任书记，胡尧
钦任组织委员，陈翰屏任宣传委员，时有党
员9人。中共綦江县支部直属中共中央（通
过共青团中央）领导。

中共綦江支部是重庆市有确切记载
的最早的党支部，是重庆及川东地区有支
部一级组织活动的显著标志，是重庆地区
最早建立的两个党组织之一。綦江地下
党支部建立后，迅速组织发动群众开展革
命活动，至1949年11月綦江解放，先后组
织了一系列较大规模的、影响深远的革命
斗争。

中共綦江支部成立9年后的1935年1
月21日，红一军团直属队和第一、第二师
8000多人从贵州松坎出发，经箭头垭和黑
镜塘，于当天下午到达綦江石壕。

1月22日凌晨，部队开拔，经梨园坝向
贵州温水、良村、东隍等地进军赤水。中央
红军在綦江期间，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
得群众拥戴和赞扬。

綦江，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在重庆的
唯一过境地，为中央红军实现伟大转折提
供了重要保障和支持，是三大主力红军在
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綦江，还养育了战功显赫的原红四军
军长王良。

1905年8月5日，王良生于綦江区永
城镇。1926年9月考入黄埔军校第5期，

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参
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山，参与创
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8月，担任红三十一团一营一
连连长的王良，率部参加黄洋界保卫战，创
造了红军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1930年12月30日，王良率领红十师
担任对龙岗西北之敌的攻击任务。他指挥
所部迂回敌之侧后，配合兄弟部队发起猛
攻，全歼国民党军18师师部和2个旅，活捉
了敌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取得了红军第
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1932年 3月，王良升任红四军军长。
同年6月13日，其率红四军奉命回师赣南
根据地途中，经福建武平县大禾圩时遭敌
匪袭击，不幸壮烈牺牲。

“綦江是一块红色沃土，川渝黔边革
命的摇篮，革命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綦
江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綦江现
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9处36个点，国有
可移动革命文物藏品31件。其中，中共
綦江支部旧址、王良故居、石壕红军烈士
墓3处为第一批重庆市革命文物。綦江
有革命遗址遗迹162处，其中 39处已收
录于《重庆市革命遗址通览》。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实施方案和专项规
划确定綦江为主体建设区。2020年，綦
江被纳入重庆市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

分县名单。
近年来，綦江区以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加大革命文物保
护力度，取得了较好成效。

綦江全力保护修缮，护好革命文物，
已完成王良故居、中共綦江支部旧址、南
华宫、万天官4处革命文物修缮及布展；
王良同志纪念馆暨红色文化思政教育基
地将于6月29日正式对外开放。

綦江还整合财政资金、社会资金、专
项债等共3.95亿元投入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红军桥修缮、红一军团司令部旧

址恢复，红军烈士墓及纪念碑改造工程
已完工，重庆红军长征纪念馆等一批项
目正在有序推进。

在此基础上，綦江不断创作文艺精
品，用活革命文物。以红军长征转战綦
江为背景的本土革命题材电影《东溪突
击》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电影《王良军
长》即将上映；还创作了《綦江红色故
事》、民间吹打《血战黄洋界》、歌颂王良
歌曲《忘不了你》、王良军长主题舞蹈
《寻》、音乐情景剧《王良军长》和诗集
《军功传千古》等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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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安稳镇羊角村，
一棵高约30米的枫香树
在夏日的阳光下枝繁叶
茂、生机勃勃。

1935年1月，中央主
力红军长征转战时，红一
军团一师二团抢占羊角要
地，扼守酒店垭九盘子关
隘，保卫遵义会议胜利召
开。指挥部驻所，就设在
这棵大树下。

时光荏苒。86年后
的今天，这棵见证了新中
国发展历程的枫香树，依
旧矗立在蓝天白云下，讲
述着革命先烈的英雄事
迹。

綦江，拥有光荣革命
传统。

这片热土上，有着丰
富的红色资源、底蕴深厚
的红色文化，是川渝黔边
革命的摇篮。

中共綦江支部是重庆
地区最早建立的两个党支
部之一，綦江也是中央主
力红军长征在重庆的唯一
过境地……

在綦江这块红色的土
地上曾涌现出诸多的革命
英烈：有原红四军军长王
良，有邹进贤，有被称为黄
埔“霍氏三杰”的霍步青、
霍锟镛、霍栗如以及红岩
英烈明昭……

今天，沿着石壕镇苗儿山麓拾级而上，巍峨矗立的“石壕红军烈士
纪念碑”便映入眼帘。纪念碑后面，是庄严肃穆的红军烈士墓，安葬着
红一军团长征途经綦江时英勇牺牲的5名红军战士。

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进占綦江羊角，形成
红军主力直逼重庆的军事态势，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遵义会议后，红一军团8000多人转战石壕开往赤水，为四渡赤
水创造了宝贵的战机。

在这里，人们可以沿着石壕红军桥、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
再到石壕红军烈士墓，重走当年红军长征的足迹；或者从安稳
镇九盘村广场、过大垭口再到红军街，在枫香树下聆听老人讲
述当年红军的故事。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
好，红色旅游发展有着无限生机。”綦江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綦江将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綦江主体建设区的建设，
加强革命文物教育功能开发，大力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和红
色旅游；充分用好中共綦江支部旧址、王良故居、中央主力红军
长征转战綦江等红色资源，通过情景教学、现场教学、体验教
学、仪式教学等多种方式讲好红色故事。以纪念綦江开展的

“长征路上学党史”主题活动为例，3月以来，便吸引了5万余人
到綦江参加活动。同时，綦江还将与遵义强化合作交流，利用
遵义会议会址与重庆红岩联线中间节点优势，深入推进渝黔合
作先行示范区建设，联手打造遵义一赤水一綦江长征文化“红
三角”，推出集红色文化研、学、游于一体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让红色基因在传承中绽放时代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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