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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民族工
业内迁，工商界人士
在渝筹建西南实业大
厦，作为固定场所延
续上海的“星五聚餐
会”。1945年 12月 16
日，民主建国会成立
大会在重庆西南实业
大厦召开，西南实业
大厦由此成为中国民
主建国会的发祥地。

西
南
实
业
大
厦

重报视点 11CHONGQING DAILY

2021年 11月 17日 星期三
编辑 王濛昀 美编 黄景琳

西南实业大厦——

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发祥地

□本报记者 颜若雯

2016年5月19日，渝中区白象街
附近的民建成立旧址陈列馆在复建后
的西南实业大厦内开馆，开馆5年多
来，已吸引超过9万人次到现场参观，
在这里，大家身临其境地回望中国民主
建国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为建立新中
国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
史实。

在西南实业大厦召开民主建
国会成立大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于1945年12
月16日。

当时，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
伟大胜利。抗战胜利后的中华民族，面
临着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还是维持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抉择。

“为了争取光明前途，一部分爱国
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在重庆创建
了民主建国会。”民建市委会专职副主
委刘伟介绍，民主建国会成立前夕，有
134人参加了民主建国会的发起签名，
其中，约半数是民族工商业者、金融界
代表人物，约半数是与工商界有密切联
系的文教界中上层知识分子和经济工
作者，还有少数共产党员。

1945年12月16日，其中的93人

出席了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召
开的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
了《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
章程》《民主建国会政纲》《民主建国会
组织原则》等重要文件，选举了民主建
国会领导机关。从此，宣告了民主建国
会的诞生，一个新的政党出现在中国的
政治舞台。

位于重庆白象街的西南实业大厦，
也由此成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发祥地。

历史照片缺失，根据口述还
原大厦原貌

“1959年，西南实业大厦成为重庆
市工商联的干部宿舍，上世纪70年代
左右变为居民楼，后被拆除。”刘伟介
绍，2014年，民建市委会抓住渝中区打
造历史文化街区机遇，提议推动西南实
业大厦复建。但复建工作面临的首个
难题，就是找不到这栋大楼的历史照
片。

为此，民建会员们拜访了曾居住在
西南实业大厦的居民、见过大厦原貌的
老会员等，根据他们的叙述，勾出了这
幢楼的大致轮廓。

大家说说、记记、画画，二十几次易
稿，后在专业设计单位的精心设计下，
终于描绘出了西南实业大厦效果图。

还原西南实业大厦原貌的同时，民

建会员们还挖掘、归纳、整理，编纂出近
20万字的文史资料，为后期民建成立
旧址陈列馆的布展作出贡献。

复建工程于2015年 3月 29日动
工，同年12月29日剪彩落成。“西南实
业大厦”金色大字镶嵌于左侧楼顶。

2016年5月19日，民建成立旧址
陈列馆在复建的西南实业大厦开馆。

真实反映民建重大事件及人
物故事

陈列馆的展厅面积320平方米，进
门可见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
亮、孙起孟5位民建主要发起人的形象
墙。

展览围绕“民建为什么在重庆成
立”“民建怎样在重庆成立”和“民建在
重庆成立后干了什么”3个问题，分“救
亡图存”“民建诞生”和“志同道合”3个
部分，真实地反映了1945年12月16日
民建在重庆成立前后至1949年10月1
日新中国成立间的重大事件及人物故
事。陈列馆展出图片500多张，实物资
料100多件，文字注释3万余字。

陈列馆落成之后，吸引全国的民建
会员到实地追溯感受党派起源历史。
随着白象街和十八梯陆续打造完成，来
到解放西路的游客越来越多，不少普通
群众也慕名前来参观。

□本报记者 颜若雯

重庆人民公园内，静静地矗立着一
座九三学社成立旧址纪念碑，纪念碑周
围的公园平地，是周边居民散步、休憩、
跳舞的好去处。

距离九三学社成立旧址纪念碑大
约20米处，是德艺大厦。这里就是九
三学社发祥地——重庆基督教青年大
厦（以下简称“青年大厦”）原来所处的
位置。

以一桌饭菜为掩护，民主科
学座谈会地点常变

1944年下半年，为响应中国共产
党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抗战
时期先后来到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学
技术界的高级知识分子许德珩、潘菽、
梁希、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张雪岩、
黄国璋、叶丁易、税西恒等，发起了民主
科学座谈会，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主
张“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发扬“五四”
反帝反封建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与发
展人民科学而奋斗——这个组织就是
九三学社的前身。

“大家在民主科学座谈会探讨时
局、发表意见，因为内容敏感，不得不时
常变更会议地点，有时在许德珩家，有
时在税西恒家，有时也在中苏文化协会

等地。”九三学社市委会专职副主委黄
华与许德珩之孙许进相识，他曾听许进
讲述，当初在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家中
开会，夫妇俩同为教授，经济比当时其
他知识分子宽裕，总会招待与会人士在
家吃饭，以一桌饭菜为开会作掩护。但
招待的次数多了，夫妇俩经济也变得紧
张，甚至在开学前一天还凑不齐一双儿
女的学费。

后来，民主科学座谈会的规模越
来越大，大家又转至原重庆自来水公
司总工程师税西恒的工作地点或家中
开会。在这段时间前后，吴藻溪从日
本留学归来，为大家联系了青年大厦
作为会议地点。

为纪念抗战胜利，故称“九三
座谈会”

1945年9月3日，是日本签字投降正
式生效的日子，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
利结束，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胜利结束。在这举世庆祝的一天，“民主
科学座谈会”召开了扩大座谈会议。

会议决定扩大成员，建立组织，以
9月3日这个日子命名，故称“九三座谈
会”。此后，褚辅成、许德珩、张西曼等
开始筹组九三学社。

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大
会在重庆青年大厦正式召开。记者在

九三学社市委会翻阅历史照片看到，青
年大厦沿斜坡建有5层，大门处写有

“青年大厦”4字。

纪念碑多处体现“九三”“五四”

上世纪80年代末期，青年大厦拆
除，旧址上建起德艺大厦。2004年，九
三学社市委会在旧址附近的人民公园
建立纪念碑的想法，得到了中央统战
部、九三学社中央和中共重庆市委的大
力支持。

“当时，我们向全国征集了设计方
案，最终主要采用了重庆大学教授张春
新的方案，结合了其他设计方案的个别
内容。”黄华介绍，纪念碑高5.4尺，宽
9.3尺，均为纪念9月3日和5月4日两
个重要历史时刻。

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得知其背景意
义，主动在地面铺砖时也以竖9横3的
序列排序，以独特匠心将纪念碑打造得
更具意义。

2018年，人民公园实施改造，九三
学社市委会也抓住机会对纪念碑进行
了改造和美化，在纪念碑后侧雕刻《九
三学社成立始末》文字，在纪念碑右侧
增设了浮雕，展现当年科学技术界高级
知识分子筹组九三学社的会议场景。
同样为纪念抗战胜利和九三学社成立，
这座浮雕长9米，高3米。

九三学社成立旧址纪念碑——

多处特别设计纪念重要历史时刻

地标讲述人：黄
华，九三学社市委会专
职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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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成立大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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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青年大厦由此成
为九三学社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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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大厦拆除，旧址
建起德艺大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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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重庆统战地标③

九三学社成立旧址纪念碑。 记者 何赛格 摄/视觉重庆复建的西南实业大厦。 记者 何赛格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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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力挥拳，为了冠军和梦想

登高

夜色美 健身忙

冰球少年

峡谷村庄有了足球场

飒爽英姿五尺枪

运动公园受欢迎

三峡库区 云阳滨江浆板活动

村口健身忙

黑白之间

作品名称

开

全民健身动起来

六运盛会全民健身

中华龙狮赛

练为战

铿锵玫瑰

入画

我运动我快乐

重庆各区县马拉松比赛

街头篮球

重庆潜水爱好者

他们的篮球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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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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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大呼“过瘾”

全民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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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比赛
绳“舞”少年

乘风破浪，东溪古镇首届
桨板邀请赛
骑行健身

力拔山河

农民挑谷赛

乒乓健身活动

生态之美 运动之美

健身时光

我们的运动会
羽毛球奥运冠军李雪芮
重庆大学开讲第一课

晨练

进击的轮滑

老鹰捉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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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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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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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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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东

王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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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发乔

赵杰昌

梁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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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卓铸

钱波

葛薇

戴嘉涛

张锦辉

金清兵

张锦辉

重马体育

胡兴波

杨敏

龙帆

曹永龙

杨毅

胡世文

唐鸿姿

韩玉峰

曹永龙

金清兵

赵杰昌

鞠瑞生

陈儒东

王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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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寻找最美巴渝工匠”选树活动之获奖人物巡礼（二）

“作为一名肿瘤科医生，每天都会
面临生与死的考验。我希望通过先进
的医疗手段，让患者重拾生命的信
心。我们治病，也治人。”

进入第七个年头，彭水县人民医
院肿瘤血液科主任张厚云对肩上的使
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2014年，张厚云以肿瘤科学术带
头人考核招聘进入彭水县人民医院。

然而，创建一个科室可不是件容
易事。张厚云坦言，刚到医院时，肿瘤
治疗手段匮乏，许多患者得不到更好
的治疗方法，饱受病痛折磨。

张厚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
带领团队夜以继日，攻坚克难，逐步探
索出以“血管介入为特色、局部治疗为
重点”的综合治疗理念，为患者带来生
命的曙光。

2018 年以前，医院仅有 1台 CT
机，几乎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术前等
待和上机后铅丝定位期间患者普遍感
到紧张、焦虑。

为破解这一难题，张厚云带领团
队查阅资料，精心设计，反复验证，不
断优化，终于完成第一例基于CT内激
光定位线引导的肺部肿瘤精准定位同
轴穿刺活检。该技术无需铅丝定位，
减轻了患者心理负担，也提高了手术
效率。目前，此技术已申报国家专利2
项，授权1项。

“患者很不容易，除了身体的病
痛，还要承受心灵的折磨，经济上的压
力，我们要多听听他们的需要，多说一
些温暖话、贴心话。”

几年下来，“技术好、性格好”的张
医生出了名，甚至有许多外地患者慕
名而来。

与患者一起乐观“抗瘤”，是张厚
云最希望见到的。

2015年，肿瘤科来了一位63岁的
肝癌患者。他是一名村干部。病情确
诊后，患者特别焦虑，对生活丧失了信
心，拒绝一切治疗。

“您放心，我们会采用最适合的治

疗方案，尽全力帮助您的！”张厚云跟
患者反复沟通，激发他的求生欲望。
最终，患者接受了微创手术治疗。术
后，肝癌指标降至正常。

“这位患者恢复得特别好。现在，
他仍然奋斗在工作岗位上，带领村民
致富，我感到很欣慰。”说到这里，张厚
云的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躬身精耕不辍，勇攀医学高峰。
建科6年多来，成功立项省部级及厅局
级科研5项，重庆市医学继续教育项目
6项，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6
篇，获医院、县级、市级荣誉24项，带领
的科室被评为“重庆市恶性肿瘤专科
联盟单位”“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
瘤规范化诊疗基地”，立项“重庆市临
床重点专科”，实现了彭水县在普通项
目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方面“0”的
突破。他本人也被授予重庆市临床重
点专科和特色专科负责人、重庆市区
县肿瘤内科学术技术带头人等多个学
术职务。 王小寒 杨静

张厚云 以精湛医术 扬生命之帆

为解决门店经营的门外摆摊、乱堆
乱停乱放等现象，近年来，渝中区大坪
街道紧紧围绕大城智管、大城众管、大
城细管，紧紧抓住“门前三包”这个“牛
鼻子”，疏堵结合探索城市管理新模式，
让城市更加宜居宜业宜游，让群众更加
舒适、舒服、舒心。

“门前三包”有序开展

“作为一名老大坪人，最近两年，明显
感觉到大坪的街巷更加靓丽了。”说这话
的是大坪街道Ai琳服装店的店长谢明
利。她说，以前出门，沿街有放高音喇叭
的，有乱堆乱放的，一不小心就可能被绊
倒、碰到，现在很难看到这些情形。

谢明利所说的，正是大坪街道落实
“门前三包”的一个缩影。

据介绍，近年来，大坪街道在认真
贯彻全区城市管理工作会议精神基础
上，按照区城管局“门前三包”工作要
求，结合街道具体实际，修订完善了《大
坪街道城市管理“五长制”“门前三包”
工作方案》，并制定了《大坪街道城市管
理“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办法》《大坪

街道城市管理“门前三包”问题处置流
程图》，对“门前三包”包什么、谁来包、
怎么包明确了“八个不准”，确保了“门
前三包”工作有序开展。

在工作考核上动真格

“门前三包”责任是否落地，日常考
核须较真。为此，大坪街道结合“五长
制”“马路办公”，强化了三项工作：一是
实行网格化。将全街8个社区划分为
77个网格，所有机关干部、社区工作
者、城市管理协管员、楼栋长等全部下
沉社区网格一线，分层级协调处理网格
内城市管理问题，做到了人员沉下去、
责任担起来、问题浮出来。

二是考核常态化。街道对沿街门
店包括企事业单位，坚持日检查、月考
核、季评比，严格考核结果运用，积极营
造“我的门前我来包”浓厚氛围。

三是奖惩公开化。结合市、区督查
情况和日常检查考核结果，街道对网格
员“门前三包”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排名；
对连续2个月考核评为不合格的商户，
街道启动联合执法，实施综合整治，并

在辖区内予以张榜公示，确保相关各方
切实担起责任。

“十个一”推动共建共治

为激发广大商户参与“门前三包”的
热情，大坪街道还采取了“十个一”工作举
措，即建一个工作群、发一份倡议书、签一
份责任书、发一张小卡片、划一条经营线、
开一次座谈会、贴一次小红星、授一面小
红旗、赠一份小奖品、点一次最美赞，推动
城市管理共建共治。

“我们小吃店签订了‘门前三包’责
任书、划设了经营线、加入了商户联盟群，
在二季度的考核评比中，被街道评为优
秀，街道领导亲自上门授予流动红旗，张
贴‘最美经营门店’标识，并颁发奖品，对
我们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姐妹小吃
店店长杨韵琦高兴地说。

“通过‘十个一’举措，极大调动了广
大商户参与城市管理工作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减少了工作阻力和抵触情绪，同时
也降低了城市管理执法工作成本，推动街
道城市精细化管理向纵深发展。”大坪街
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张锋 盛志信

从“八个不准”到“十个一”

大坪街道 疏堵结合破解“门前三包”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