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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讲述人：周勇，中国抗日战争
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
列馆顾问。

中共中央南方局设在重庆城区的
办公地点，南方局军事组、文化组、妇
女组、外事组和党派组均设在这里，是
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哨
阵地。周恩来同志经常在此会见各界
人士和中外记者，广泛开展统一战线
工作。

寻访重庆统战地标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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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舆论支持
揭露“皖南事变”真相 粉碎顽固派阴谋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这首当年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周恩来的题词，很
多人都耳熟能详。

1941年1月6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
属部队9000余人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
军队包围袭击，伤亡惨重。然而，蒋介石却反诬新四
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

身在重庆的周恩来，获悉消息后，对国民党顽固
派倒行逆施、罔顾国共合作，发动又一次反共内战表
示愤慨和谴责。

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给世界一个真相。当时，
周公馆设有南方局军事组、文化组、妇女组和外事组
等机构。为了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驳斥国民党的
污蔑，团结更多力量一致抗日，按照周恩来、叶剑英
指示，周公馆的军事组连夜起草了名为《新四军皖南
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传单，经《新华日报》社大量印
刷，广为传播。

传单被送到外国驻华使领馆、外国在华新闻机
构、各民主党派。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安排人，把传
单邮寄到欧美国家和东南亚有关国家。

获悉事件真相后，国际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国
民党元老、民主党派人士、苏、美、英等国家纷纷指责
国民党的行为。一时间，国民党被置于政治上空前
孤立的地位。“周恩来等南方局负责同志，用智慧和
勇气揭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虚伪嘴脸，赢得了国际
国内舆论支持，打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周勇说。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设立
中共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正式建立

1944年 7月，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

（以下简称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进驻延安。这是中美
关系史、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大事，更是中共与美国
关系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能进驻延安，离不开周公馆
里南方局负责同志的推动。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
件，作为研究抗战史的专家，周勇坚持实事求是的治
学态度，尽可能地还原历史。

2015年，周勇与复旦大学博士周昌文在《开放
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70年后的再研究：美军
驻延安观察组的由来——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为基础的考察（1942-1944）》的论文。

周勇说，国民政府面对外敌时的保守态度使美
方感到失望，而中共的积极作为，让美国看到了赢得
中国战场胜利的希望。

罗斯福总统上台以来，美国逐渐改变对华政策，
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介入中日战争。以谢伟思、戴维
斯、包瑞德等为代表的美国外交人员逐渐将目光投
向了中共，提出美国官方应与中共进行广泛合作。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经过中美双方多次协
商，美国正式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

“谈及这件大事，不得不提到龚澎。”周勇告诉记
者，龚澎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曾任八路军总司
令部秘书，后来到了重庆，成为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和
南方局外事组成员。

周恩来在重庆的外事活动，龚澎几乎全程参
加。西方媒体记者夸赞她：既有年轻人的新鲜活
力，又对中共事业怀有坚定的信仰，而且非常风
趣。她的活力为1943年时重庆的沉闷乏味，注入
了新鲜的空气。她向我们提供了国民党压制自由的
种种证据……龚澎给外宾留下良好印象，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南方局外事工作的开展。

周勇表示，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设立，不仅具
有重要的军事意义，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外交的起
点——从重庆周公馆走出了龚澎、乔冠华、陈家康、

章汉夫、章文晋等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

以民族大义为重
周恩来与张冲颇具传奇色彩的交往

采访中，周勇向记者讲了一个周恩来与张冲之
间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

张冲，字淮南，浙江乐清人，生于 1904 年 2
月。1930年初，张冲担任国民党“中统”的前身中
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总干事，是这个特务机构的二
号人物。

说起张冲，周恩来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当年，
要不是钱壮飞及时预警，身在上海的周恩来早就被
张冲抓住。没抓住周恩来，张冲又炮制假新闻，陷害
周恩来。双方都是各自阵营的杰出人物。然而，当
二人在重庆相遇，为了共同抗击日寇，昔日的冤家，
却成为“战友”。

1941年8月11日，年仅38岁的张冲在重庆逝
世。周恩来闻讯极为悲痛，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悼
张淮南先生》并亲致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
舟！”

周勇解释说，“安危谁与共”指的是，国共合作时
期，国共两党同仇敌忾、一致抗日；“风雨忆同舟”缘
于真实的历史。

一次，《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收缴，新华日报社在
交涉未果情况下，请周恩来出面。周恩来把张冲也
叫上了。见国共两位要员的到来，对方退还了报
纸。当时，围观群众很多，周恩来顺势将报纸一一分
发。为确保安全，张冲亲自将周恩来送回周公馆。
当天下着雨，两人共打一把伞，从上清寺中山四路路
口，一路走到周公馆。

周勇说，在重庆期间，二人类似的故事还有很
多。“尽管双方关系不错，但周恩来依然坚守共产党
人的底线，并不承认国民党的主张，也不同流合污。”

红岩精神永放光芒
黄葛树见证共产党人的忠诚担当和政

治智慧

在周公馆一楼左侧，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办公
室兼卧室。普通的木桌、简易的竹制书架、藤椅……
按照原样复原的家具，十分简陋。屋内的照片上，他
们始终面带微笑，神情中透着坚毅和必胜的信心。

周公馆围墙边，有一棵百年左右的黄葛树，依然
枝繁叶茂。在悠悠的岁月中，它一直静静守候在这
里。

皖南事变发生时，局势极为紧张，远在延安的毛
泽东、朱德担心南方局同志们在重庆的安危，命令周
恩来等撤返延安。但周恩来等选择了坚守。

周恩来告诉红岩村、周公馆的同志们，“我们应
从最坏的可能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要准备被捕、
坐牢，甚至被杀头！不管形势如何严峻，我周恩来和
同志们在一起！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随后，周恩
来和办事处的同志们向延安报告——

中央
毛主席、朱总司令
转全体同志们：
处在政治环境极端严重和尖锐的重庆，镇静和

热烈地向你们祝贺三十年的旧历元旦。
向你们保证，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之下，我们

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位，为党的任务
奋斗到最后一口气。

重庆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
廿九年除夕感

毛泽东、朱德收到电文后，深表欣慰，立即回电
鼓励。周勇说，周恩来等南方局同志身上，体现了高
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抗战胜利和新中国奠
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
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
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
的英雄气概。“这些，是红岩精神的独特风采和集中
体现。”

“你可记得周公馆的黄葛树，你可记得风雨同舟
的跋涉，你可记得魂牵故里多眷恋，你可记得出淤不
染的风荷……啊红岩、红岩，千秋红岩……”

十年前，在南方局老同志宋平的指导下，周勇组
织拍摄了八集文献纪录片《千秋红岩》，并创作了这
首名为《红岩回想》的主题歌。当亲切、深情的歌声
响起，一幕幕的往事，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周勇认为，今天，研究、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的
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上，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以敬
畏之心对待红岩精神，以求实态度研究红岩精神，
以科学方法对待红岩精神，以真实历史支撑红岩
精神，把对红岩精神的宣传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
础上。

风雨周公馆 统战“前哨地”

□本报记者 陈国栋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曾
家岩50号，青砖灰瓦掩映在黄葛
树下。岁月流逝，沧海桑田。砖
木结构的老式院落仿若一位在时
光里守候的老人，见证着山城往
事。

这里是党领导国统区斗争和
抗 日 民 族 统 一 战 线 的“ 前 哨
地”——周公馆。抗战时期，在周
恩来领导下，邓颖超、董必武、叶
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共中央
南方局部分重要机构常驻于此。

当年，时局混乱、风雨如晦。
馆内，国共两党人士同进一扇门，
同住一个院，虽几无往来，却也相
安无事；馆外，大门左侧是国民党
警察局的派出所，右侧不远处是
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公馆，
周边以开茶馆、修鞋等为掩护的
特务虎视眈眈……

“在如此复杂险恶的环境中，
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宣传党的方
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
同抗日，巧妙地与国民党顽固派
斗争，创造了非凡的业绩，显示出
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超的政治智
慧。”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
长、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顾
问周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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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农民是主体，人才是关键。
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农村面积占全市幅员面

积的95%，农村常住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30.5%。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强现代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对于推进重庆

乡村振兴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农业农村人才是强国兴农的根本。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农

业农村委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围绕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行动计划，全方位培养、引进、
用好人才，推动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增量提质，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
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让人才在乡村振兴广阔天地展现新作为

用好乡村振兴人才“引擎”，书写“三农”发展新篇章 摄/唐磊

分层分类育人才
播下乡村振兴的种子

春忙不怠慢，农训正当时。
日前，在万州区甘宁镇永胜村，

一场特殊的培训正在田间地头进
行。区植保果树站高级农艺师针对
当季种植的玫瑰香橙栽培，给该村
50余名柑橘种植户进行一对一现场
指导上课。

“看得见、听得懂、学得会、用
得上。”一堂课下来，学员们受益匪
浅。

这是市农业农村委推广的“专家
（技术人员）+高素质农民+农民田间
学校（示范基地）”现代农村实用人才
培育模式的真实运用。

“培育谁？谁来培育？怎么培育？”
面对培育问题的三连问，市农

业农村委坚持需求导向、一主多
元，按优势特色产业建立培育对象
库，健全党委政府主导、农业农村
部门牵头、公益性培训机构为主
体、市场力量和多方资源参与的教
育培训体系，现代农村实用人才培
育模式不断巩固，持续发挥人才

“造血”功能。
截至2020年底，全市农村实用

人才总量突破50万人，培育新型职
业农民21.1万人；发展家庭农场3.2
万个、农民合作社3.75万家；建成区
县级农民培育主体35个，市级示范
学校、示范基地 15所（个），农民田

间学校200个。
除农村实用人才之外，农业技术

人才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活化剂。市
农业农村委实施以知识更新为重点，
专业技术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对全市
基层农技人员进行轮训，造就更多面
向基层服务的“土专家”“田秀才”。
建立“产学研、农科教”农技推广联盟
30个，农业科技示范主体达到1.7万
多个。

围绕发展引人才
厚植人才聚集的沃土

为吸引更多人才返乡入乡创新
创业，市农业农村委既“引凤回巢”，
又“筑巢引凤”。

通过政策扶持带动就业创业——
“近年来，我们对择优遴选的青

年农场主每人每年给予1万元的创业
扶持补助，连续扶持两年；对有带动
能力的经营管理型高素质农民给予
1500元/人的后续扶持。”市农业农村
委科教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目前，我市累计回引到村挂
职、创业的本土人才超过8900人，农
民工返乡创办经济实体超过 35 万
户。率先在全国成立“青年农场主联
盟”，建立高素质农民创业孵化基地
200个。

通过竞赛项目带动创新创业——
“激情创业创新、梦圆乡村振

兴”。火热的八月，重庆“农村创新创

业项目大赛”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决
赛，来自各区县的23个项目进行了激
烈角逐。

自2018年启动以来，我市举办
的“农村双创大赛”已成为吸引人才
入乡创新创业的一张新名片：带动全
市各地启动农业创新创业项目160
余个，向农业农村部推荐全国农村创
新创业典型县8个、双创园区12个、
孵化实训基地13个、优秀带头人 8
人。

通过项目平台带动引智引才——
为攻克农业产业发展“卡脖子”

瓶颈难题，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
启动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建设。

特色水果产业体系创新团队就
是其中的佼佼者，成立6年来团队支
撑重庆柑橘实现快速增长，成为我市
特色水果最大的摇钱树。团队9人入
选人才项目或破格职称晋升；培育了
我市农业行业最年轻的正高级农业
专家、最年轻的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
人选……

经过持续打造，目前我市已建立
特色水果、榨菜、草食牲畜等14个产
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吸引人才集聚
开展科技攻关。

广开门路用人才
畅通人才流动的渠道

乡村振兴呼唤各类社会力量参
与。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市农业农
村委坚持拓宽乡村人才来源，建立专
业人才、科技人才参与乡村振兴机
制，促进各路人才“上山下乡”投身乡
村振兴，形成服务乡村振兴的“源头
活水”。

2017年9月，农学博士董鹏作为
第一批派驻深度贫困乡镇的驻村干
部来到巫溪县红池坝镇九坪村。仅
用3年，帮助该村创建主导产业高山
错季脆李基地、推广“冬春洋芋+夏秋
辣椒”两季栽培模式等，实现了全村
主导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蓬
勃发展。

人才帮扶，核心是智力帮扶、科
技帮扶。

为破解贫困地区人才短缺问题，
市农业农村委先后遴选90名专家组
建产业指导组帮扶原18个市级深度
贫困乡镇，44名干部深入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一线开展帮扶，选派64个团
队参加专家服务团服务基层项目，每
年派送300多名科技特派员服务50

余个贫困村，推出了一批活跃在农村
一线的致富引路人。

深化改革评人才
输送激发活力的养分

放权松绑，才能激发活力。市农
业农村委从人才评价体制机制上下
功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从而激活
人才队伍干事创业的“一池春水”。

2017年 12月，重庆市畜牧科学
院开展职称评聘分开改革试点工作，
实施三年一聘的“量化考核、重新竞
聘”。截止到2020年第一个聘期结
束，全院205名专业技术人员，8人降
聘，69人晋升，128人续聘成功。

“一评一聘定终身”的怪相被打
破，“晋升者干劲十足、降聘者奋起直
追、保岗者心有余悸”的良性循环得
以实现。

坚持小切口、大突破，评聘制度改
革只是市农业农村委深入推进农业技
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一个缩影。

除此之外，在激发人才活力上，市
农业农村委坚持“分类评价、区别对
待”导向，对不同专业、不同层级的农
技人员进行分类评价；坚持“把论文写
在大地上”导向，对艰苦边远地区专技
人员、基层乡镇企业一线人员、农民等
群体，在职称评审中更加突出业绩水
平和实际贡献；坚持发挥用人单位自
主权的导向，授权市农科院、市畜科院
开展自然科学研究系列和农业系列副
高级职称自主评审工作……

强化保障留人才
营造干事创业的环境

人才经营是面向未来的工作，短
期看投入，长期看生态。营造干事创
业的人才环境，才能让更多人才愿意
来、留得住、干得好、能出彩。

制度保障“夯实工作基础”——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市农业

农村委围绕推动人才返乡下乡、加
强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等，先后
出台《关于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的意见》《重庆市农村致富带头人

培养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
年）》等系列文件，使乡村引才、育
才、留才有了制度保障，让改革行
稳致远。

多措并举“解决后顾之忧”——
作为科研人员，项目经费追不上

使用进度是一个困扰科研人员的难
题。重庆市畜牧科学院制定经费“包
干制”科研项目管理和科技成果转化
试点等实施方案，赋予科研人员项目
经费管理、使用及专利所有权或长期
使用权限。

市农业农村委持续推进农业科
研成果产权制度改革，实施科技成果
奖励和辅导培养制度，让人才共享累
累硕果，在科研院所设立“人才专项
基金”“青年创新团队项目经费”进行
稳定支持培养，调动农业科技人员积
极性。通过修建人才公寓，给引进博
士享受优惠购房政策等，让人才安
居。

榜样力量“营造良好氛围”——
2019年，市农业农村委申请设立

“乡村振兴贡献奖”，对全市在乡村振
兴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个人进行
表彰。

开展“重庆英才·乡村领军人才”
评选工作，举办“在希望的田野上”乡
村振兴巡回报告会。

推荐农业行业基层干部、农民代
表等参加中央办公厅、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乡村演说家”“乡村振兴人物
榜”等活动。

通过讲好乡村振兴故事、“三农”
人才故事向全社会释放出识才爱才
敬才用才的强烈信号。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
要振兴，人才是关键。

新时代，农村是充满希望的田
野，是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

市农业农村委将以中央人才工
作会议精神为指引，以更大的决心、
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推动
更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汇聚干好乡
村振兴事业的合力，书写新时代“三
农”工作新篇章。

朱志文 夏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