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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古南街道北街，市民行

走在干净清爽的道路上。自今年

5 月区城市品质提升办、区公安

局、区城管局、古南街道联合对北

街小百货市场取缔后，街道社区工

作人员开展实地督查，加强日常管

理，严防“死灰复燃”。现在的北街

呈现出道路畅通、环境整洁、绿树

成荫的全新景象。

通讯员 蒋祥均 摄

清爽北街

文图/记者 张学成

綦江石角镇大场滩有一座大仁

闸，闸坝河岸边有一块石碑。碑上的

字迹仍然清晰可见：“本会入川未久，

即奉令在蒲河、綦江兴建船闸五座。

此闸名大仁，在蒲河大场滩地方，坝

长六十公尺、宽九公尺、高八公尺

……”

这块落款为民国29年、由陈果夫

撰文的《大仁船闸碑记》,记载了修建

闸坝的经过。

据悉，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政

府规划在綦江及两条支流上建25座

大闸。这座大仁闸是首座。为何要

在綦江河上修建这么多大闸？

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爆发后不

久，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当年的重

庆，市区人口从 37 万陡增至 120 万，

物资供应极度紧张。随着长江中下

游等地陆续失守，充分调拨重庆周边

物资供应成为当务之急。但重庆周

边地形复杂，陆路运输不便，打通水

路成为头等大事。

随后，因武汉沦陷，汉阳钢铁厂

（即后来的“重庆钢铁厂”）也迁至重

庆大渡口，而钢铁厂所需的燃料和铁

矿原料均产于綦江。綦江产的原料

都必须经綦河用木船运至重庆。特

殊的地理和资源优势，使綦江成了重

庆重要的资源基地和枢纽通道。然

而，船只运输以赶水为起点的綦江，

河床狭窄，陡坡流急，从赶水至原綦

江县城落差高达76米。

由于綦江河滩太陡太险不能蓄

水，一遇暴雨，就会山洪暴发。河水

退去后又会露出浅滩，全河大小险滩

有100多处。礁石棋布，许多险要处

需要人力拉纤，河道运输非常困难。

“綦江之铁矿，南桐之煤焦，均借

水道运输以供钢铁厂冶炼之用，然二

綦河上游滩顽、水恶，涨落无常，急需

整治。”因此，1938年，钢铁厂迁建委

员会向国民政府提出报告，要求整治

綦江及支流。

1938年3月，国民政府下令当时

全国最大的水利机构：导淮委员会对

綦河进行整治。于是，导淮委员会计

划在綦河、蒲河上建25座闸坝，但直

到抗日战争胜利时也没有全部建成。

文献中多次提到的“綦江水闸工

程及各种工业”电影，就是在这样的

情况下拍摄的。

綦江水闸工程

本报讯（通讯员 卢爱

芳）日前，笔者从区民政局获

悉，符合救助条件的贫困家庭

大学生可申请助学金，最高每

人可获得5000元。

据悉，此次救助对象主要

包含两类：孤儿、特困人员、低

保家庭学生 2019 年 6 月参加

全国统一高考，被全日制普通

高校本科、专科（含高职）录

取，承诺入校的大学新生（考

入军事院校学生、普通高校代

培国防生、免费师范生、委培

生、研究生、博士生等对象除

外）；孤儿、特困人员、低保家

庭在校生。

凡符合条件的家庭或个

人，可向所在街镇提出申请，

经街镇审核后，报区民政局审

批。区民政局审批通过后，新

生将给予惠民济困保升学补

助金和临时救助共计5000元；

在校生特困、孤儿家庭学生给

予临时救助3000元，低保家庭

学生给予临时救助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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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綦江文史工

作者在编辑整理抗战时

期綦江历史档案文献资

料时，发现抗战时期国

民政府曾经在綦江拍摄

过一部反映“綦江水闸

工程及各种工业”的电

影纪录片。这部电影纪

录片当时曾在全国各地

巡回放映。那么，这部

抗战时期拍摄的电影纪

录片是在什么样的背景

下拍摄的，有着怎样的

故事呢？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高级官员陈果夫在《綦江

为新四川之源泉》一文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各地学

生慕綦江工业农业学校富有实习机会，咸负笈来学。

綦江水闸工程及各种工业，则大多由电影制片公司摄

制成片，运各地放映。”

《抗战綦江历史文献档案》一书中，一份《綦江县

参议会代电》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派员实地查勘闸坝

前述各项之危害事实，彻底追究责任，赔偿损失，不要

受导淮委员会电影片与文字之蒙蔽。”

以上两段文字印证了当年在綦江拍摄过一部反

映“綦江水闸工程及各种工业”情况介绍的电影纪录

片。

这两段文字说明，当时两级政府对导淮委员会在

綦江上兴建的綦江水闸工程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见和

评价。

陈果夫在《綦江为新四川之源泉》一文中这样描

绘綦江水闸工程：“綦江本流与支流共有159公里航

程，其因水运畅通之结果，航运活跃，商贾云集，工业

品之质量时有显著进步。入晚沿江一带，各式电灯，

如星罗棋布，普放光明，如从飞机上下望，拟诸欧洲之

莱茵河、泰晤士河，其夜景或亦不过如是。有一部分

比较重要之工业区，通驶电车，其地势较高之田亩山

地，且有以电气灌溉者。因人口增加，教育亦日渐发

达，尤以工业教育为最，其次则为农业教育。”

当年的綦江县政府向上级反映情况时写道：“綦

江闸坝对于工商业及綦江全县人民有害无利，之后病

已深，反责以负担船闸使用费，一致认为毫无代价，痛

心疾首，不敢从命，切盼政府当机立断，采纳建议，迅

速分别为适当之处置，以解倒悬而继民命，则工商业

幸甚，綦人幸甚。”

綦江当年只是川黔边境崇山峻岭中的一个穷困

小县，国民政府为何要在綦江河上修水闸工程？为何

要将“綦江水闸工程及各种工业”拍摄成电影片，在全

国各地放映呢？
史料记载，抗战时期綦江由原来

的偏僻小县，成了中华民国战时首都

重庆南面的重要屏障，大量厂矿机构

迁入，数万外来移民拥入綦江。

綦江的地理位置成了抗战大后

方，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綦江拥有

丰富的铁矿、煤炭资源，是抗战军工

生产的重要原料基地。资料显示，抗

战期间先后迁来綦江境内的各类机

关厂矿有30余家。

当年在綦江的军事单位有：国民

政府军事参议院、军政部第二补充兵

训练总处、军政部第十六补充兵训练

处、政治部战时干部训练团一团、军

令部通讯兵训练部、六十六军军部、

九十三军军部、青年军二 O 二师师

部、十四军第十师、新编二十五师一

团、重庆卫戍区渝南警备司令部、重

庆卫戍第三区司令部、重庆卫戍第一

区司令部、宪兵七团、重庆卫戍区劳

动大队。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

打通东西大通道，加紧从湖南、广西、

贵州方向进攻重庆，而从湖南、广西、

贵州方向攻取重庆就必经綦江。因

此，綦江成了陪都重庆南面重要的战

略屏障。加上綦江境内多山多水，地

势险要，丛林深谷多，便于军队隐蔽

驻防，所以国民政府把许多军队及军

事机关安排在綦江。这一方面是为

了保卫重庆，另一方面也便于在綦江

训练部队，准备开往抗日前线抗击日

本侵略者。

由此，抗战大后方的綦江有着非

常重要的军事地位，驻过许多重要军

事机构和抗日军队。

于是便有了陈果夫描写的綦江

美景：“入晚沿江一带，各式电灯，如

星罗棋布，普放光明，如从飞机上下

望，拟诸欧洲之莱茵河、泰晤士河，其

夜景或亦不过如是。”陈果夫还在文

中说：“百年以后，历史学家推究新四

川之建设与文化进步之原因，一致认

定綦江为发祥地，爱名之曰：‘新四川

之源泉’。”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今日綦江

风光旖旎，宜居宜业宜人。那么，这

部记录“綦江水闸工程及各种工业”

的影片在哪儿呢？期待找到这部影

片，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当年“綦江

水闸工程及各种工业”的繁荣景象。

抗战时期的綦江

抗战文献中的影片
位于北街下面的大利闸

当年热火朝天修建闸坝的场景（翻拍）

大仁闸坝河岸边的石碑

位于石角大场滩的大仁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