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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3 日，是第八个国家公祭日。
成都人民公园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前，不少路过市民减缓脚步或停留下来，
向着纪念碑方向致敬、默哀。在众多驻
足的人中，有十余位抗日川军后人代表
前来，献上一束束菊花，悼念抗战遇难同
胞，缅怀阵亡将士。

在当天悼念活动上，四川巴蜀抗战
史研究院秘书长张光秀还带来了近期出
版的《四川抗战历史文献·亲历、亲见、亲
闻资料卷》，郑重地交到川军后人代表手
中。

据了解，《四川抗战历史文献》系列
丛书共11个分卷24册约1200万字，是
省级重点文化项目，旨在弘扬中华民族
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强化中华儿女的
历史意识和历史记忆、丰富巴蜀文化的
内涵及有效地保护利用抗战时期四川相
关历史文献。

《四川抗战历史文献》共11卷，分为
大事记卷、政治卷、社会卷、经济卷、军事
卷、文化卷、科技教育卷、卫生卷、少数民
族卷、川渝图书馆抗日战争出版图书联
合目录，以及亲历、亲见、亲闻资料卷，主
要反映抗战大后方最重要省区四川的抗

战历史，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社会和人物各个领域。

其中，《亲历、亲见、亲闻资料卷》
由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牵头，四
川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纂，收录亲历、亲见、亲闻史料和新征
集文章 300 余篇，最早成文时间可追溯
到 1938 年。

“1937 年 到 1945 年 的 八 年 抗 战
中，四川出兵近 350 万人，占到全国兵
员的 1/5。战争中阵亡、失踪约 30 万
人，受伤34万人，被誉为‘无川不成军’，
打出了川人抗战的气魄和决心。”张光
秀说，战斗中涌现了如赵一曼这样的
中华民族抗日英雄，以及著名抗日英
烈李家钰等，“这些英雄英烈的史料和

其子女的回忆、口述，在这本书中都进
行了收录。”

张光秀说，选在今天这个特殊时候，
把这本沉甸甸的川人抗战文献交给抗日
川军后人，既是对当年牺牲将士的告慰，
也是希望通过重现父辈抗战事迹，让更
多年轻人了解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
历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12月13日，十余位抗日川军后人代表在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缅怀先辈。

《四川抗战历史文献》“三亲”资料卷出版

抗日川军后代：重现父辈抗战事迹

成都已进入隆冬季节。
但一件件平凡小事，传递着温暖力

量，让这个冬天不再冷。

救助生命彰显担当

“救人于危难，恩情重如山。”12月
6日下午，成都市民廖女士手拿锦旗与
鲜花，来到金堂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寻找
一位洒水车师傅，表达深深感谢。

原来，11月21日早上7点，廖女士
骑着电瓶车行至金堂县迎宾大道二段
时，不慎摔倒在地，头部撞上坚硬的路
面，陷入昏迷。

冬日的清晨，过路车辆行色匆匆，
没有人发现廖女士晕倒在地。就在此
时，洒水车驾驶员梁利正在不远处的加
水点为洒水车加水。

发现不远处地上躺着一个人，梁利
赶紧跑过去，看到廖女士已陷入昏迷，
他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并
将廖女士的电瓶车挪到路边，守护在身
边等待救援。

廖女士获救后，其家人询问救护人
员才得知，是一名洒水车司机第一时间
发现她并报警，而将廖女士送上120救
护车后，这位好心人又悄悄离开了。

“因为当时还比较早，迎宾大道一
段行人也不多，全靠这位不留名的司机
细心发现和帮助，我母亲才能转危为
安，真的太感谢了。”廖女士家人说。

收到锦旗，梁利非常意外。“我是
早上 6 点开始洒水，7 点左右正好洒
完一辆车的水，下车加水时，远远看
到地上好像躺着一个人……当时急
着救人，也没想过他们还专门来说一
声‘谢谢’。”

无偿献血传递大爱

“为需要的人点燃生命之火，希望
能将这份正能量传递下去！”11 月 28
日，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队员高
华俊、杨静利用午间休息时间，来到彭
州市牡丹文化广场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填写完个
人信息后，两人在医护人员的指引下有
序完成了血压测量、血液抽取、化验等
项目检测。

“这是我们今年第二次参加献血
了。”高华俊表示，无偿献血是一种社会
责任。

“我从1996年开始献血，到现在坚
持了25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杨静
不仅自己坚持献血，还带动了身边的
朋友和同事，一起加入到无偿献血的
行列。

爱心护送温暖民心

“婆婆，你别害怕，我带你回家。”日
前，简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队员蒋
雪莲在街面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一位
杵着拐杖的老人独自站在路口许久。

得知老人迷路了，且记不清自己家
住哪里，蒋雪莲便将老人扶到路边，耐
心地引导她回忆家人联系方式。

观察到老人穿着整洁且腿脚不便，
蒋雪莲猜想她可能就住在附近，于是搀
扶着老人向附近的居民打听。

当走到昕雅园小区时，恰好遇到老人
的邻居路过，得知老人就住在这个小区后，
蒋雪莲与邻居一起将老人安全送回家中。

“太感谢了，我们以为她就在小区
里散步，没想到自己走出去了，还好遇到
了你！”老人的家人连连向蒋雪莲致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笑

午后的阳光，温暖而柔和。
漫步在成都锦江区百日红中路，全

新开放的兴城足球公园里，翠绿色的草
坪间铺就了一条蜿蜒的步道，憨态可掬
的熊猫组成的景观小品跳入眼帘，城市
美景一览无余。

儿童活动区内，小朋友们在攀岩墙
上嬉戏；健身区内，市民在暖阳下舒展
着筋骨……各个功能区通过绿道串联
起来，井然有序。

荒地变身足球公园

很多人想不到，兴城足球公园的
“前身”是一块“躲藏”在围墙里的荒
地。而如今，拆除 400 余米的围墙、
铺设慢行步道、打造景观小品……曾
经的荒地就这样“靓丽”地呈现在大
家眼前。

“以前都是绕道而行，现在围墙打
开了，美景也四处可见，太巴适了！”谈
起家门口的变化，韩阿姨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现在我一有时间就会来这
里转转，幸福感很强！”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增加开敞空
间，兴城足球公园“园如其名”，配有足
球场，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运动
的乐趣。

锦江区综合执法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两拆一增’工程中，我们不仅要拆围
增绿，提升开敞空间美观性，还要植入更
加多元的场景，提升宜居性和舒适度。”

锦江区通过开辟运动、休闲的新空
间，使之成为集休闲、娱乐、运动为一体
的全龄化乐园。“让市民可以真正慢下
脚步、享受生活，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生
态福祉！”

打造连片风景线

蜿蜒的步道、层次丰富的绿植、片

片金黄随风飘落……在高新区高新体
育中心周围，一处处小游园在冬日悄悄
绽放“新颜”。

“短短几个月，这里就已经变得让
人认不出了！”在高新体育中心东侧，原
本有一处已荒废的污水处理站，附近居
民都希望这里的环境能有所改变。

今年5月，高新区完成了废旧污水
处理站的拆除工作，共计拆除围墙180
米，拆除两处废弃钢筋混凝土污水处理
池及配套房屋约2100平方米，并以“芳
草”为主题，增植绿化约3000平方米，
增加开敞空间 6000 平方米，打造“芳
草满园花满目”的美景，提升了河道景
观，为周边居民群众提供休憩场所。

实施连片打造，形成规模化打造效
应，在高新体育中心北侧，闲置的场馆
建设预留地也“摇身一变”成为便民的
临时停车场。

考虑到周边居民的实际需求，高新
区采用“临时停车场+高品质绿化景
观”方案对该区域进行整治提升。

“停车场总面积约7800平方米，共
计230个机动车位。”满足市民群众停
车需求的同时，增加绿化面积约61000
平方米，打造“现代、简洁、自然、开放”
的休闲空间。

每一次的“拆与增”，都是城市更新
的足迹。

清新的绿意点缀在街巷间，将公
园、街区、小巷逐个串联，满足市民群众
美好生活新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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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已寒，心仍暖，因为有他们

用生态底色拼合城市空间

近期出版的《四川抗战历史文
献·亲历、亲见、亲闻资料卷》。

成 都 城 市 管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