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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会现场。周万龙 摄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叶海燕）
1935年5月25日，在敌人的枪林弹雨
中，红军18勇士在安顺场渡口强渡大
渡河，为红军主力北上打开一条道
路。86年后的今天，一首气势磅礴的

《飞越大渡河》在大渡河畔奏响。
5月25日，“重温历史·永远跟党

走”百首歌曲献给党——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群众联欢音乐会首
场演出在雅安石棉县安顺场举行。

“作为系列音乐会的首场演出，特
别选择了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 86 周
年的时间节点，来到石棉县安顺场纪
念碑广场重温历史，展现中国共产党
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弘扬革命传统，
振奋民族精神。”音乐会主办方相关负
责人介绍。

据了解，该系列音乐会将从 5 月
25日延续至7月中下旬，陆续在雅安
石棉、自贡市蜀光中学、绵阳梓潼两弹
城、成都城市音乐厅、西部战区空军大
礼堂等10个点位，由音乐家们面向公
众完成10场共计100首歌曲，逐渐将
庆祝建党100周年活动氛围推向高潮。

在安顺场举行的首场音乐会分为
《征程》、《精神》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
以一首激昂振奋的《红旗颂》拉开序幕，
带领观众走进百年辉煌党史的时光隧
道，一起聆听千万共产主义战士的心声；
下半场以《激情燃烧岁月》、《立志》、《铁
道游击队》等，展现共产党人昂扬的精神
风貌和自豪感，歌颂战士的英雄主义气
概。最后，音乐会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的全体大合唱中落下帷幕。

在巴中市通江县红四方面军总指
挥部旧址纪念馆，收藏着一张极为特
殊和珍贵的货币，它堪称“镇馆之宝”，
通过它，可以一窥当年川陕省苏维埃
政府金融经济活动。

5月21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邀请纪念馆工作人员，讲述了这
份国家一级文物背后的故事。

历经80多年依旧完好如新
这是一张面值为一元的布币，重

2.5克，正面为浅黄色底，中上方是斯
大林头像，上面印着“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八个字。头像下面两个党徽对称，
党徽左侧是农民像，右侧是工人像，下

面印着“川陕省工农银行发行”、“一九
三三年十二月”等字样。币上的字母
为手写体俄文，红色数字“193711”是
这张币的编号。

布币的背面为浅绿色底，正中有
一地球，左为一位拿枪的工人，右为拿
枪的农民，两人手拉手。顶部的“全世
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十一个大字呈
弧形排列，左下角盖有“川陕省工农银
行印”篆字印章。

令人吃惊的是，历经 80 多年岁
月，如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张布币，
仿佛刚刚出炉，色彩依旧鲜艳，字体十
分清晰。

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红四方面
军离开巴中后，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
将一些货币保存下来。

这 张 布 币 的 发 现 也 很 偶 然 。
1982年，通江县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到铁佛镇白鹤寺访问流落红军谭政福，

为他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困难。谭政福很
感动，工作人员临走时，谭政福从自家一
个神龛下面的夹墙内，将布币及一些证
件取出来，主动捐给通江县文管所。

谭 政 福 老 人 说 ，这 张 布 币 是
1933—1935年红军发给他的生活费，
他随红军长征到达甘孜后，由于生病
返回通江，便将这张布币秘藏。

1991年，这张布币被鉴定为国家
一级文物，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
址纪念馆收藏。

新中国国家金融货币的雏形
据史料记载，1933年1月2日，红

12师32团袭击陕南镇巴县，获得了一
些石印机器部件，随即筹建石印局，购
回大批纸张、颜料、油墨、布匹等物资，
开始印刷纸币和布币。同年10月，宣
达战役缴获了军阀刘存厚的石印厂等
全套机械设备，搬到通江之后，川陕石

印局正式成立。布币常用白布和蓝布
印制，票面有一串、两串、三串、十串和
一元 5 种。纸币常用道林纸印制，票
面有一串、两串、三串3种。

川陕苏区建立之前，军阀为了垄
断金融，自开银行发行钞票，私铸银元、
铜元，人们外出几十里地，也得用高价去
兑换另一防区的钱。为了发展苏区经
济、改善和保障民生，为革命战争提供强
有力的金融支持，《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
大纲》规定，在川陕省财政经济委员会
下设川陕省工农银行，其职能是“制造
苏维埃货币，统一币制，流通苏区金融；
实行对工农的低利和无息借贷，帮助
合作社的发展”，从1933年夏到1935
年春，川陕苏区共制造发行纸、布、银、
铜、锡5种质地20多种版式或面额不
同的货币，这在全国苏区金融货币史上
是举足轻重的，因而也是新中国国家金
融货币的雏形之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谢颖魏唯袁一瑗严兴红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社会开展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通知》，对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开展“四史”宣
传教育作出安排部署。

《通知》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围
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全
社会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普及
党史知识，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
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引导广大人民
群众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
族作出的伟大贡献，深刻感悟中国共产

党始终不渝为人民的初心宗旨，学习中
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
的重大理论成果，传承中国共产党在长
期奋斗中铸就的伟大精神，坚定不移听
党话、跟党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

《通知》明确，要以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主线，准确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理
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深入领
会这一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大
意义，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
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论
述，特别是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及时跟进学、前后贯
通学、联系实际学。要把握“四史”宣
传教育内涵，注重内容上融会贯通、逻
辑上环环相扣，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特

别是青少年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道理，加深对
党的历史的理解和把握，加深对党的
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通知》指出，要组织好各项宣传教
育活动。一是开展读书学史活动。开
展“书映百年伟业”好书荐读活动，举办

“红色经典·献礼百年”阅读活动，组织
“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开展党建
文献专题阅读学习活动。二是组织基
层宣讲活动。广泛开展百姓宣讲，深入
基层开展巡回宣讲，用小故事讲透大道
理。举办形势报告会、“四史”专题宣讲
等，邀请领导干部带头作报告。三是开
展学习体验活动。深入挖掘红色文化
内涵，精心设计推出一批精品展览、红
色旅游精品线路、学习体验线路。组织
有庄严感和教育意义的仪式活动，开展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
动。四是开展致敬革命先烈活动。结

合烈士纪念日等重要纪念日及其他传
统节日，组织开展祭扫烈士墓、敬献花
篮、宣读祭文、瞻仰遗物等活动。开展

“为烈士寻亲”专项行动，组织“心中的
旗帜”等红色讲解员大赛，弘扬英雄精
神。五是开展学习先进模范活动。集
中宣传发布“3 个 100 杰出人物”，开展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获得者、时代楷模等
先进模范学习宣传活动。深入走访慰
问老战士、老同志、老支前模范、烈士遗
属等，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六是开展红
色家风传承活动。发挥文明家庭、五好
家庭、最美家庭的示范带动作用，通过
巡讲、主题展、快闪、家庭故事汇等方式
讲述感人家风故事。七是开展全民国
防教育活动。组织开展“迈向强国新征
程·军民共筑强军梦”巡讲，组织军营
开放活动，抓好高校和高中学生军训，
依托国防教育基地进行红色研学，强
化全民国防观念。八是组织群众性文
化活动。 （紧转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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