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声》报创刊号、李硕勋手写书
信、江竹筠彭咏梧夫妇档案……5 月
21 日，川渝档案馆首次携手发布 100
件（组）红色珍档目录，聚焦红色档案，
讲述党史故事，服务党史学习教育。

红色档案、红色文物、红色遗址……
立足用好用活红色资源，全省各地依托
四川长征干部学院、小平干部学院等教
学点，以及各类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
园等红色阵地和资源，创新形式、丰富载
体，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与此同时，各地也深入挖掘红色
资源精神内涵，创新方式讲好红色故
事，激发全省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奋斗
精神，为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汇聚磅
礴力量。

党史学习教育的热门地——

沉浸式体验先辈不易
激发奋进力量

5 月 20 日，省地方志办把党史学
习教育读书班“搬”到绵阳市江油市王
右木纪念园。在那里，机关党员干部
重温入党誓词、现场聆听马克思主义
运动先驱王右木的革命故事。

“学党史，坚信念，坚定中医文化
自信。”5月18日，参观位于巴中市通
江县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总医院中医
部旧址时，省中医院院长谢春光说，这
里是红色中医的摇篮。

和谢春光一起实地参观的，是正
在大巴山干部学院学习的省直卫生健
康系统党史学习教育读书班暨党性修
养培训班的学员。

围绕党史学习教育，位于巴中市
的大巴山干部学院先后迎来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省民政厅青年理论学习小
组、西南石油大学、青川县人大机关等
的党员干部。

现场参观、实地教学、互动体验
……不仅是干部学院，王右木纪念园、
吴玉章故居、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纪念馆以及
烈士陵园等红色阵地，也成为党史学
习教育热门地。

泸顺起义陈列馆馆长陈凤贵说，
从 3 月起至今，该陈列馆接待观众超
过2万人次，免费讲解近300场次。

在彝海结盟纪念地，经过重新布
展后的冕宁县彝海结盟纪念馆已正式
对外开放。“更加立体、系统地还原和
讲述这段民族团结的党史故事。”凉山
州冕宁县文管所所长卢自强说。

为更好服务党史学习教育，内江
市威远县罗世文烈士史料陈列馆、广
元市旺苍县木门会议会址纪念馆等同
样进行了重新布展、升级打造。

清明前后，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纷纷前往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
园、成都市十二桥烈士墓、凉山州西昌烈
士陵园等地开展缅怀纪念活动，追思烈
士的英勇事迹，重温他们的不朽精神。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已举办
培训班 215 期，目前正预约对接培训
班 230 余期，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
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雅安夹金山分院培
训部负责人李波说，夹金山分院突出
红色体验式教学，以红军长征翻越夹
金山这一段经历贯穿始终，史实丰富、
情景生动，沉浸式体验，有助于进一步
体会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
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党史学习教育活教材——

“送出去+引进来”
薪火代代传

一周前，在四川长征干部学院甘
孜泸定桥分院，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伍学林进行了
体验式学习。重走泸定桥、重走红军
小道，让他感慨：“红色资源是广大党
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
的生动教材。”

作为罗世文烈士史料陈列馆的专
职讲解员，黄学玉感受到党史学习教
育的热度，“每天 6 场讲解，周围都围
满了人。”

“不仅在馆内讲解，我们还开展党
史进校园活动，威远县 120 多所中小

学，一所不落。”罗世文烈士史料陈列
馆馆长李艳舒说，目前已走进70多所
学校，覆盖师生群体达4万人。

既要用好红色资源，也要用活红色
资源。为让更多人深刻了解红军长征
在松潘的历史，阿坝州松潘县红军长征
纪念碑碑园探索针对不同人群的个性化
讲解，分别推出企事业单位版、学生版、
部队版以及游客团体版四套讲解词。

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罗瑞卿纪念
馆采取“送出去+引进来”形式，送党史
教育、红色文化、革命传统文化、爱国
主义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同
时引进邓小平光辉业绩展、飞夺泸定
桥展等文化展演到纪念馆。德阳市中
江县黄继光纪念馆成立巡展小分队，
开展“学党史、敬英烈、革命薪火代代
传”流动继光馆巡展活动进乡镇、学
校、企业、部队，联合中小学校举行“献
礼建党百年 争做时代少年”“童心向
党”“学党史、敬英烈”等主题活动。

利用新技术，打造新媒体，不断深
化党史学习教育。广安组织100名中
小学生接力参观广安“邓小平故里缅
怀之旅”“华蓥山游击队革命之旅”“改
革开放幸福生活体验之旅”3条研学旅
游精品线路上的 100 个现场教学点，
以vlog短视频等形式讲述党史故事。

凉山州会理县红军长征纪念馆制
作电子动态地图，展示中国工农红军长
征路线图，中央红军长征过会理作战要
图、布防图、态势图等，给观众全新的观
赏体验，让参观者轻松学习党史。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赵荣昌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袁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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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全省各地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精神内涵——

用好红色阵地 讲好红色故事

“打酒吗？”
“打什么酒？”
“我要打一斤好酒！”
……
这是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眉

山市青神县一个茶馆里的场景，来者
不是真正打酒，而是用暗语与地下党
组织取得联系。故事要围绕一支特别
的酒瓶展开，而这支酒瓶现在已成为
一件珍贵的红色文物。

5 月 21 日，记者走进青神县红色
西山展览馆，去探寻这支酒瓶背后的
革命斗争史。

带着酒瓶去送信
这是地下党组织的联络信物

走进青神县红色西山展览馆，“红
色西山”四个大字十分显眼。在一个
灯光明亮的展览柜里，摆着一支酒瓶，
酒瓶通体绿色，瓶高约 30 厘米，最为
特别的是，瓶底镌刻着一枚五角星。
这支看似普通的酒瓶，在青神的革命
斗争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支底部有五角星的酒瓶，是青

神地下党组织用于联络的信物。”今年
69 岁的毛光扬是青神县党史办退休
干部，他向记者讲述了酒瓶背后的故
事。

1927 年，青神县进步青年帅昌
时、曾聿修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建
立了上川南地区最早的地下党组织
——中共青神支部，并组织领导广大
民众开展了一系列反贪官污吏、斗土
豪劣绅的革命抗争运动。

青神县党组织建立后，在各个乡
镇都相继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当时青
神县委经常要派联络人员到各个地方
联络，底部有五角星的酒瓶就成了联
络信物。

有一次，青神县党组织骨干毛慈
影派联络员傅治明到青神东山去送一
封信，傅治明便带着酒瓶到了东山教

场的一个茶馆里。到了茶馆后，他把
酒瓶放在茶桌上，然后把茶盖放在酒
瓶的旁边。

茶馆跑堂的“刘师”过来把茶盖盖
在茶碗上，并拿起酒瓶看了看，问傅治
明：“你要打酒吗？”

傅治明回答：“是的，我要打酒。”
“刘师”再问：“你打多少酒？”
傅治明说：“我要打一斤好酒。”

“刘师”说：“好，跟我来。”
傅治明带着酒瓶跟着“刘师”进了

茶馆内室，向对方交待了党组织的任
务，并且将带来的信转交给了地下党
的同志，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留存下来的酒瓶
见证当地红军武装斗争史

在进行了几年的地下斗争后，
1934年12 月 14 日，为配合和响应中
央红军入川和红四方面军西进，创造
苏维埃赤区，中共青神县委暨苏维埃
政府四川青神西山红军总指挥部组
织领导 300 多名红军战士，发动了一
场威震川西南的“青神西山红军武装
斗争”。

武装斗争连夜捣毁了梧风、土主、
新场3个敌伪乡公所，杀掉了8名土豪
劣绅和民团乡丁，缴获了一批枪支弹

药，烧毁大量田产账债契约，没收和分
发了土豪浮财，并准备次日晚攻打青
神县城。

青神西山红军的武装斗争震惊了
周边各县反动政府，青神、眉山、夹江
三县急调反动军警 500 多人，对青神
西山红军武装进行围剿。

经过数小时激烈战斗，终因寡不
敌众，中共青神中心县委书记、西山
红军总指挥许本达，县委宣传委员、
西山红军军事顾问段兆麟等 20 多名
红军指战员当场壮烈牺牲，县委军事
委员、西山红军副总指挥邱骏，县委
妇运委员、西山红军宣传委员毛慈
影、西山红军大队长赵汉生等 10 余
名红军指战员被捕，后在青神县城被
敌人杀害。

西山红军武装斗争虽然失败了，
但它却波及了川西南十余个县市，震撼
了四川反动政府，唤醒了民众，播下了
革命的火种，青神在当时已成为川西南
革命斗争的摇篮，后被誉为“小延安”。

而留存至今的秘密联络信物——
五星酒瓶，以及青神西山红军武装斗
争使用过的马刀，便成了这段历史最
好的证明。

1984年，傅治明将五星酒瓶捐赠
给青神县委、县政府，不久便因病去世
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越欣李庆

酒瓶底部镌刻着五角星。

一支底部镌刻五角星的酒瓶
曾是青神地下党组织的联络信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