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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解放街，可以说是
老年人的休闲聚会地，不仅顺
庆主城区，嘉陵区、高坪区的很
多老年人都喜欢来这里。”陈益
红指着果山公园里一处白色房
子说，这是解放街社区老年人
的“网红新地标”——解放街社
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这是一个2023年12月投
用的民生养老服务项目，是一
家集居家养老、日间照料、全托
养老为一体的综合性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为周边老年人提供
健康理疗、日间照料、休闲娱乐
及营养配餐等各项服务。

“如果说红色记忆是解放
街社区的一个历史注脚，老有
所养，就是现在发展的关键
词。”西城街道解放街社区党委
书记费娟说，为满足老年居民
养老、休闲娱乐的需求，丰富社
区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社区
建立起综合为老服务中心，辐
射社区、街道甚至全区。中心
里的助老餐厅，成为顺庆区老
年助餐网络中央厨房。

除了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解放街社区的社区夜校也是

“新晋打卡地”。每每开课，老
少青学员同堂，好不热闹。

城市更新工程让解放街
社区变了模样，社区文化打造
让街头巷尾越发精美，老人精
神矍铄，孩童奔跑欢笑，邻里
和谐暖心。如今，在这方圆0.5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一幅幅精
彩生动的新时代生活画卷，每
天在这里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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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委党史研究室
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

南充市顺庆区西城街道
解放街社区

对报道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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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充

每一段历史，都会留下印记。那些
共同的印记，映照着共同的历史。

“解放路”就是这样一种印记，它是
如此特殊，又是如此普遍。它驻留于很
多人的“私藏记忆”里，却又与另一些人
的记忆“遥相呼应”。在四川省地方志
工作办公室指导下，历经成都、宜宾、绵
阳、南充、自贡等地，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完成了对解放路的接力寻访。
解放路，最初是为了纪念人民解放

军解放该城市而命名。而后，这些“不
凡之路”延续至今，它们以自身的华丽
蝶变，见证了城市的日新月异。在此意
义上，“解放路”既是一个地理坐标，更
是一个心理坐标，关乎着我们的认同与
信仰。那些住在解放路的人们，那些发

生在解放路的故事，那些关于过往的回
响，那些面朝未来的想象，在一张张照
片里、一段段对话中，徐徐铺展。不一
样的城市，一样的解放路，串接的叙事，
构成了关于家国与共的具象演绎。

即日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推
出《家住解放路》特别报道，让我们一起
奔赴，倾听如歌岁月，看见气象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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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百米解放街见证南充变迁史
看这方圆0.5平方公里上的生活画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谢杰

南充市解放街

见证历史

1949 年 12 月 9
日晚，中国人民解放
军从该路化装进城，
次日南充县宣布解
放。

逐渐衰落

随着新城的发
展，解放街的老房
子、老路成为“城市
补丁”。

沧桑巨变

旧城改造、新城
建设加快，楼房渐渐
多了，解放街的黄泥
灌浆碎石路变成了
水泥路……

焕然一新

城市更新工程
让解放街社区变了
模样，社区文化打造
让街头巷尾越发精
美，老有所养是发展
的关键词。

南充市顺庆
区主城西南边，嘉
陵江畔，有一条承
载着城市历史记
忆的老街——解
放街。这条百米
老街见证着南充
城市发展变迁。

74 岁的陈益
红是顺庆区西城
街道解放街社区
解放街网格支部
书记，是老年大学
的优秀学员，是红
色故事宣讲队的
宣讲老党员，是文
艺、国画、诗词队
的骨干。

“解放纪念碑
庄严而神圣，留下
对革命先烈的无限
敬仰；解放街与新
中国同成长，见证
着城市沧桑巨变。”
透过陈益红的视
线，一个充满历史
记忆和烟火气的南
充解放街故事，出
现在眼前。

“我是南充市营山县人，
因为家里有长辈住在解放街
辖区，从小就对这里有着不
一样的情感。”陈益红说。在
前不久举行的老党员讲红色
故事宣讲活动中，她讲述的
就是以解放街变迁为背景的
城市故事。

南充解放街有着悠久历
史。资料记载，清嘉庆年间，南
充县城重建了一条主街，宽约8
米、长约百米，名为正南街。民
国初年曾改名为中正路。

1949年12月9日晚，中国
人民解放军从该路化装进城，
次日南充县宣布解放。1950
年，中正路更名为解放街。

20世纪50年代初，南充
老城区以如今的西城为中心，
其中解放街及周边几条街巷，
商贾云集，繁华一时。

“解放后的那些年，解放
街是南充老城区最热闹的地
方。我的大姐就住在旁边的
紫竹街，每年春节聚会，我们
都要到解放街逛逛，大街小巷
都是商铺和人，热闹得很。后
来，新城发展，这里的老房子、
老路成为‘城市补丁’。”陈益
红说。

透过陈益红的讲述，旧
城改造、新城建设加快，楼房
渐渐多了，解放街的黄泥灌
浆碎石路变成了水泥路……
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这
条老街，解放街数次“变脸”，
路不断拓宽至30米，两侧老
房也一再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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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川陕革命根据地的
重要组成部分，一片富有光荣
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红色文
化薪火相传。

走进南充市方志馆，城市
印记在这里沉淀清晰。修订
的《南充市志》（1707-2003
卷）中记载，1949年12月9日
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四
野战军部分部队秘密进入南
充各县，至1950年 1月4日，
解放南充全境。

在南充解放街以北，屹立
着南充市解放纪念碑，被列入
四川省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
文物名录。

解放碑百米远处，还有一
处泸顺起义誓师大会遗址。
《南充市志》记载：1926年 12
月，顺庆爆发起义，当月10日，
起义军7000余人在果山公园
召开誓师大会。

“‘解放碑’和‘顺泸起义’
的故事，是这些年我们老党
员讲红色故事时逢讲必说
的。通过这些故事，带领大
家一起重温那段铭刻在历史
长河中的风雨历程，营造浓
厚的爱党、爱国氛围。”陈益
红说。

南充市解放纪念碑，历
经岁月洗礼，无声诉说着发
生在这片热土上的革命故
事。如今，成为青年学子接
受红色洗礼的地方。每年，
数十场各类学习活动在这里
举行，大家在这里缅怀先烈、传
承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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