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份86年前的报纸 报道红军强渡大渡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羽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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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位于雅安市石棉县安
顺场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
念馆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自
乐 山 的 老 党 员 李 知 明 带 来 了 一 份
1935年的《战士报》复印品，这份被
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的报纸，详细报
道了红军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战
斗场面。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之际，他把这份报纸（复印品）捐
赠给了纪念馆。

一次偶然机会
从一位红军家人手中获得

今年64岁的李知明是一位资深收
藏家，作为一名党员，他特别留意红色
文物的收藏。在几十年的收藏生涯
中，每次到外地，他都会逛逛当地的文
物市场，与其他收藏爱好者交流收藏
心得。这份《战士报》，是他在上世纪
80年代偶然从成都一位红军家人手中
得到的。

1935年5月24日-25日，中国工农

红军长征途经安顺场，十七勇士强渡
大渡河，在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
险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中央红
军北上开辟了一条通道，这次著名的
战斗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
的一页。

几天后的6月3日，由中国工农红
军总政治部编印的第186期《战士报》

详细登载了十七勇士的姓名和职务，
对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激烈战斗场
面进行了报道，或因刻写有误，把6月3
日错印为5月3日。

国家一级文物
目前已知的仅存两份

几十年过去，这份珍贵的红军长

征重要文献如今大多已难觅踪迹。据
上世纪50年代四川省博物馆（今四川
博物院）编撰的内部资料《红军长征过
四川》记录，第186期《战士报》被列为
国家一级文物。目前已知的仅存两
份，一份收藏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另一份由李知明收藏。

“这份珍贵文献，总有一天会回到
他的‘主人’身旁。”李知明说，除了这
份《战士报》，当年从那位红军家人手
中获得的还有一份关于两河口会议的
文献和一位红军战士的入党志愿表。
多年来，他一直珍藏在家中，保存完
好。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100
周年，李知明将这份珍贵文献首次
复印，捐赠给纪念馆，也是希望让更
多人了解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英勇事
迹。

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
馆馆长宋福刚说：“86年前出版的这
份油印小报能完好地保存至今，实属
不易。这份珍贵文献不仅丰富了纪
念馆的馆藏史料，也将让红军精神永
放光芒。”

“钟老，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发
出的电，将从我们架起的线路上送出
去。”6月18日，听说白鹤滩水电站成功
接入四川电网后，家住成都的90岁老
党员、老建设者钟彪拉着年轻建设者
的手，一边点赞建设成果，一边追忆建
设四川电力“天路”的岁月。

峥嵘岁月
曾参与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1949年，钟彪加入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54军。从那时起，出生在湖南省
永州市道县的他便开启了“赤脚走天
涯”的征程，先后去过广西、广东、北

京、西藏、四川等地，还曾参与过解放
战争、抗美援朝等。

“抗美援朝金城战役前夕，有一天
10多颗炸弹从天上掉了下来。”钟彪
说，当时来不及躲闪，只记得鞋里全是
血水，双腿和耳朵受伤，后来受伤的耳
朵再也没恢复听力。像这样的战斗，
他经历了不少，战争留在他身上的伤
疤直到现在都清晰可见。

在交谈中，钟彪还拿出两枚勋章：
一枚颁发于1953年，是三等功勋章；另
一枚则是去年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
章。他把勋章郑重地别在自己胸前，

“它们是从战争到和平、从抵御外敌到
投身国家建设的历史见证。”

建设祖国
转业后投入电网建设一线

“我是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钟彪笑着说，他现在是“90后”党
员，“今年90岁，党龄65年了。”1979年，
他从部队转业投身四川电网建设，还曾
作为四川省电力送变电建设公司副总
经理，指挥了南九工程等重大项目。

作为钟彪曾经工作的地方，国网
四川电力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从1958
年成立至今，承担了青藏联网、川藏联
网、藏中联网、阿里联网等高原输电工
程，向上线、宾金线、淮上线、吉泉线、
雅湖线等特高压工程，见证了祖国电
网高速发展的每一步。

如今，在得知自己曾奋战大半生
的电网建设单位，正在推进国家的“新
四直”特高压工程和一系列500千伏骨
干电网工程建设，落实国家“西电东
送”战略，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时，钟彪连连嘱咐眼前的年轻建设者：

“电力工人是一个光荣的职业，希望你
们继续努力，不要忘记初心，为国家的
电力事业多作贡献。”

成都市民宿客栈协会成立

成都2万余家旅游民宿有了“娘家人”

90岁老党员忆峥嵘岁月

从解放战争到投身建设 见证国家复兴与发展

高杲 谭谢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

川渝红色故事征集活动

90岁老党员钟彪回忆峥嵘岁月。

李知明（前排左一）向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捐献第186期《战士报》复印品。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祝）得益
于我国文旅产业不断升级，我国民宿市
场也发展迅猛。当前，成都民宿产业蓬
勃发展。如何把这个产业继续做大做
强？如何规范民宿的发展？

6 月 19 日，成都市民宿客栈协会成
立大会在都江堰举行。协会的成立，是
成都民宿业发展进程中新的里程碑，也
意味着成都 2 万余家旅游民宿有了“娘
家人”。

记者了解到，本次大会以“栖居公园
城市，宿享幸福成都”为主题，旨在进一
步推动成都民宿行业健康、规范、有序发

展。会上，成都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宣
读了《关于同意成立成都市民宿客栈协
会的批复》。

“协会成立后，将搭建起政府主管部
门与企业间的桥梁，充分发挥纽带作用，
反映业界诉求和心声，把成都民宿行业、
民宿产业做大做强，与各省市兄弟协会
广泛开展交流活动，与全国知名品牌进
行经验交流，把成都市民宿行业、民宿旅
游、民宿产业带上一个新的台阶。”成都
市民宿客栈协会会长钟伟说。

成都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协会成立后，要密切联络社会各界

人士，增进友谊、沟通信息、交流经验、互
相帮助，把协会办成学习交流的沙龙；要
切实扛起社会组织担当，充分发挥好协
会的引领、协调、服务等职能作用，通过
资源融合、功能拓展，把协会办成促进发
展的组织；要搭建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
沟通平台，及时反映会员诉求，把协会办
成政企互动的纽带；要充分利用协会平
台的资源优势，通过政策咨询、人才培
训、线上线下营销等方式，把协会办成聚
集人才的高地；要激励守信、惩戒失信，
加强行业自律，把协会办成提升素质的
平台，推动民宿品质提升、规范经营，向

国内外游客展现美丽成都的良好形象，
为成都全域旅游发展贡献协会力量。

当天，全国旅游城市·民宿行业联动
协定也在成都同步启动。来自成都、深
圳、厦门、杭州、桂林、重庆、大理、三亚8
个旅游城市的民宿行业协会，将着眼于
服务好全国游客、民宿从业者，整合行业
资源，推动各城市民宿优惠政策互认、优
待政策互认、会员身份互认、招商政策互
认、行业会议互认、产品推介互认、旅游
资源互认、行业发展互认。未来将出台
具体的政策措施落实，也将根据实际吸
纳更多优秀旅游城市参与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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