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熊英英）7 月
12日，《四川省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报告

（2020）》（以下简称《报告》）在成都发
布。《报告》指出，2020年四川民营经济
全年实现“V”形探底回升走势。2020
年，全省实现民营经济增加值26532.93
亿元、增速2.9%。全省民营经济总体呈
现“45699“的基本特征，贡献了 46.4%
的投资、54.6%的 GDP、66.4%的税收、
91.31%的新增就业、98.21%的新增市场
主体，为稳住经济基本盘、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了应有

的贡献。
去年8月，四川首次发布民营经济

发展指数，通过发展主体、发展环境、发
展动能、发展水平和发展绩效5个一级
指数及其细分的 20 个二级指标，得出
去年上半年四川省民营经济发展指数
为66.5。

这是自 2019 年以来，我省连续三
年编撰发布《四川民营经济发展报
告》。由省工商联牵头，联合省发展改
革委等 9 家省级部门及 21 个市（州）工
商联、省工商联智库专家、部分商（协）

会及民营企业共同编撰的《四川民营经
济发展综合报告（2020）》，坚持以问题
为导向、以数据为支撑，汇集了中国民
营企业500强、省民营企业100强调研
分析报告和部分重点企业年度发展报
告，以及民营经济发展的经验做法和理
论成果，全面总结优势、客观指出问题，
为广大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
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专门设立
“企业篇”，提供 2020 年部分四川 100
强民营企业以及重点特色企业发展报

告，展示发展成绩、介绍发展经验。同
时设立“理论篇”，邀请四川民营经济研
究院等智库专家，从理论层面分析困
境、查找原因，对做优做强民营控股上市
公司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科学研判。

《报告》显示，2020年全省民营经济
发展指数为 67.14，较半年度指数上升
0.64。其中，成都的民营经济发展指数
为 83.70、排第一位，达州（71.73）、宜宾

（71.41）列第二、三位。遂宁、绵阳、眉
山、德阳、泸州、南充、乐山、雅安、自贡的
民营经济发展指数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壮丽史诗 伟大飞跃
四川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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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7月15日起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为发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
国共产党历史展览的教育作用，引导
广大干部群众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
取前进力量，自6月19日起，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馆以专场参观和组织
观众参观的方式，组织全国人大代
表、全国政协委员、老同志代表、各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先进典
型代表、全国少数民族代表、党政机
关干部代表、企事业单位员工代表、

高校学生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
在京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
等各界人士参观。截至目前，参观人
数已超过6万人。

据悉，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
继续开展组织观众参观的同时，将从
7月15日起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根据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暂定每天
面向社会公众预约参观人数为3000
人，馆方将根据情况适时增加参观人

数 。 党 史 展 览 馆 开 馆 时 间 为 9：
00-17：00，停止入馆时间为16：00，
观众退场时间为16：30。每周一例行
闭馆。公众可凭本人二代身份证、港
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
往大陆通行证、护照等有效证件，采
取线上实名制免费预约方式进行预
约参观。全天分9：00-12：00、13：
00-16：00两个时段预约参观，额满
为止，不接待现场预约。观众须按预

约成功的时段持本人身份证等有效
证件入馆参观。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参观时请服
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自觉接受安检，
出示本人健康码，接受健康监测，全程
正确佩戴口罩。

具体情况可通过手机、电脑登录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预约系统

（http：//ticket.cpcmuseum.cn）查 询
相关公告，预约参观。 据新华社

近日，“壮丽史诗 伟大飞跃”——
四川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主题展览持续受到观众追捧。炎炎夏
日，观众们络绎不绝前往成都世纪城
新国际会展中心观展。1200 多张珍
贵史料照片和 400 余件文物实物展
品，勾勒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伟大征
程，不少观众在展厅内流连忘返。

走进展厅，那一件件老旧的文物、
一张张模糊的照片，让人宛如穿越时
空，触摸到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奠基
立业的艰辛。

军装、绑腿、草鞋，身后再背一个
竹斗笠，这几乎成了人们心中最熟悉
的红军战士形象。而这些记忆中的经
典红色意象，承载着一段段血雨腥风
的岁月，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

主题展览第一篇章“浴血奋战换
新天”中的老照片里，战士扎的绑腿格
外醒目。记者看到，无论是老照片或
者雕塑中，战士身上从小腿延伸至脚
面都由一层厚厚的布紧捆着，这就是
绑腿。

据史料记载，1929 年 3 月，红四
军在长汀的第一套军服除了军帽、上
衣、裤子之外，还有一副绑腿。由于
是长距离行军，一天下来血液都下积
到腿部，双腿会酸痛不已，打上绑
腿，促进血液回流，能有效减轻腿部
酸痛。

此外，由于山区多尖利岩石、多荆
棘茅草、多虫蛇叮咬，绑腿还有保护腿

部的作用。据了解，当时红军战士主
要是徒步行军，所以绑腿也就成了红

军不可或缺的个人重要装备。而绑腿
的作用很多，比如紧急情况下可以当

作绷带包扎伤口或作为三角巾固定骨
折部位，几根绑腿连接起来可以作为
绳索来用。

记者了解到，打绑腿时要站着打，
才能保证松紧适度，打得太松不仅容
易散落，也起不了保护腿部的作用。
打得好的绑腿松紧合适，能封住鞋口，
防止泥土或小石子进入鞋子。

老兵严禄财的女儿告诉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我们从小就听父
亲讲他当兵时的故事，他 19 岁入伍，
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据严禄财女儿
讲述，父亲从参军开始，部队就有“打
绑腿”的习惯，后来因为行军不便，逐
渐放弃了“打绑腿”的方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刘可欣 综合新华社、《解放军报》

红军穿什么走过两万五千里？战士的绑腿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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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四川民营经济贡献54.6%的GDP

▲
主题展览中的老
照片里，战士几乎
全都打着绑腿。

◀
主题展览中的《飞
夺泸定桥》雕塑展
示“打绑腿”的红
军战士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