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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革命文物资源底数全面摸

清、9月底前编制完成《重庆市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总体规划》、“十四五”期间

新建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陈列馆……

7月27日，市委宣传部举行重庆市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新闻发布会，重

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我市在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方面取得的一项项成果

振奋人心，即将开展的一项项工作令

人期待。

摸清家底
革命文物呈“一心、两老、两

帅、三片”格局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

荣的革命传统。那么，重庆究竟有多

少革命文物资源呢？

今年，重庆组织开展了全市革命

文物专项调查，全面摸清了全市革命

文物资源底数。据统计，全市现有不

可移动革命文物417处，其中，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46处、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95处、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45

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131处。

在空间分布上，除两江新区和万

盛经开区之外的39个区县均有分布，

呈“一心、两老、两帅、三片”的格局。

“一心”，即以红岩革命文物为中心的

主城都市区片区；“两老”，即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杨闇公、赵世炎故居和

纪念馆；“两帅”，即刘伯承、聂荣臻元

帅故居和纪念馆；“三片”，即以綦江为

重点的长征片区、以酉阳为重点的湘

鄂川黔片区、城口川陕片区。

在时间序列上，基本覆盖了旧民

主主义革命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特

别是红岩革命文物承载的红岩精神纳

入中国革命精神谱系，红岩品牌成为

重庆的金色名片。

在文物类型上，主要涵盖烈士墓

及纪念设施、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

构旧址、革命先辈及名人故（旧）居、重

要活动纪念地等类型。

在摸清家底基础上，重庆正在编

制《重庆市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总体规

划》，以全面保护、系统保护，科学管

理、规范管理，合理运用、有效运用革

命文物。该规划拟于今年9月底前完

成。

保护利用
共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

项目218个

重庆还着力抓好保护利用，让革

命文物活在当下服务当代。

据了解，党的十九大以来，重庆共

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项目 218 个。

重点实施红岩村、曾家岩、虎头岩“红

色三岩”保护提升，将红岩革命纪念馆

主入口和周边环境改造纳入红岩文化

公园首期项目，现已全面完成。红岩

干部学院改造基本完工，31处红岩革

命文物完成修缮并对公众开放。

在保护修缮革命文物的同时，红

岩联线管理中心倾力打造红岩革命故

事展演，已开展336场次，现场观众达

36.31万人次。

在合理利用革命文物方面，重庆

有不少积极探索。如，创新展览展示

方式，今年以来举办革命文物精品展

览243个，开展社教活动5561场，观众

1028.61万人次；深化拓展革命文物的

教育功能，充分运用革命旧址、纪念馆

和纪念设施，打造市级党史学习教育

基地40个、研学线路7条，遴选“四史”

学习教育专家 50 名、“四史”讲解员

500名；广泛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活动，

通过“讲红色故事、讲革命精神”“让烈

士回家”“小萝卜头”进校园等主题活

动，生动鲜活讲好党史中的“真理故

事”“人民故事”“奋斗故事”。

一批文艺作品和全媒体新闻报道

也生动讲述着革命文物故事，让革命

文物承载的革命精神浸润观众心田。

如，创作推出电视剧《绝密使命》、图书

《磐石》、舞剧《绝对考验》、电影《王良

军长》等重点文艺作品，川剧《江姐》、

话剧《红岩魂》等 25 件作品入围全国

建党百年主题展演展播展览；线上线

下全媒体宣传，推出《庆祝建党一百周

年系列视频报道“铭记”》，创作短视频

的播放浏览量超过 3 亿。推出“寻访

红色印记”报道 58 篇，阅读量超过

9600 万。推出百年百篇留声复兴之

路、红色文物话百年等大型全媒体宣

传报道。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大背

景下，革命文物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

作用。据介绍，2020 年11 月，重庆市

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在聂荣臻元帅

陈列馆联合签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革命旧址纪念馆合作发展协议》，标

志着由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具体实施的

川渝两地 17 个革命纪念馆合作联盟

正式形成。2020年以来，聂帅馆接待

来津洽谈双城经济圈合作的成都市、

泸州市、雅安市、绵阳市、德阳市等地

市委、市人大、市政协等单位和各级党

团组织120余个，四川籍游客20余万

人。

放眼未来
新建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

陈列馆等场馆

放眼未来，重庆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还有哪些重点举措？

据介绍，重庆正大力开展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出台建设方

案和规划，完成重庆红军长征纪念馆

设计，实施文物保护修缮等项目 43

个，一批长征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展示

体系加快形成。

接下来，重庆将全面保护修缮长

征文物旧址，着力建成“1+3+N”的展

示体系（“1”，即1个核心馆，新建重庆

红军长征纪念馆；“3”，即提档升级王

良故居、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川

陕苏区城口纪念馆 3 个片区中心馆；

“N”，即开放一批文物建筑，打造红色

教育基地），加快推进文旅开发、基础

配套等项目建设，开展系列主题活动，

联合周边省市推出精品展览和长征步

道，大力弘扬长征精神。

此外，围绕争创全国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示范区，在“十四五”期间，重庆

将新建重庆谈判纪念馆、中国共产党

重庆历史陈列馆等场馆，改扩建红岩

革命纪念馆、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

馆、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实施重庆歌

乐山革命纪念馆、赵世炎烈士纪念馆、

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等基本陈列

改陈，推动革命文物连片保护、整体展

示。

据介绍，重庆还将通过深入研究

挖掘阐释革命文物背后的思想内涵和

精神价值、广泛开展宣传和基层宣讲、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创新展览展陈方

式等手段，进一步提升革命文物的吸

引力、感染力，使更多革命文物场所成

为感受初心使命、激发奋进力量、传承

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让革命精神世

代传承。

在推动革命文物资源和旅游融合

发展方面，重庆将发展“红色资源+”

新业态，让革命文物成为促进老区振

兴、助推乡村振兴、实现融合发展的正

能量和强大推动力。

据7月28日《重庆日报》

重庆召开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新闻发布会

全市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四百一十七处
重庆日报记者 赵迎昭

夏天降雨量逐渐增大，各地容易

出现洪涝等自然灾害。洪水来临时，

应该如何沉着应对？哪些地方是危险

地带？日常防范措施有哪些？这些安

全常识，每个人都应该掌握！

●哪些危险地带不要去？

［城市］
1.危房里及危房周围；

2.危墙及高墙旁；

3.洪水淹没的下水道；

4.马路两边的下水井及窨井；

5.电线杆及高压线塔周围；

6.化工厂及贮藏危险品的仓库。

［农村］
1.河床、水库及渠道、涵洞；

2.行洪区、围垦区；

3.危房中、危房上、危墙下；

4.电线杆、高压线塔。

●洪水发生前做好哪些防
范措施？

1、避免在低洼地带、山体滑坡威

胁区域活动。每年夏初要对房前屋后

进行检查，留心附近地质变化，看是否

有危险迹象。

2、接到洪水预报时，应备足食品、

衣物、饮用水、生活日用品和必要的医

疗用品，妥善安置家庭贵重物品，也可

将不便携带的贵重物品做好防水捆扎

后埋入地下或放到高处，票款、首饰等

小件贵重物品可缝在衣服内随身携

带。

3、保存好尚能使用的通信设备。

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色彩艳

丽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做

好被救援的准备。

4、严重的水灾通常发生在河流、

沿海地带以及低洼地带。如果住在这

些地方，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必

须格外小心，应注意收听气象台的洪

水警报，要时刻观察房屋周围的溪河

水位变化和山体有无异常。特别是晚

上，更应十分警觉，随时做好安全转移

的准备，选择最佳路线和目的地撤离。

5、搜集木盆、木材、大件泡沫塑料

等适合漂浮的材料，加工成救生装置

以备急需。洪水来临时，准备好救生

物品，选择一切可以救生的物品逃

生。比如，空的饮料瓶、木酒桶或塑料

桶都具有一定的漂浮力，可以捆扎在

一起应急；足球、篮球、排球的浮力都

很好；树木、桌椅板凳、箱柜等木质家

具都有漂浮力。

●洪水暴发时如何防备与
自救？

1、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自

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

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

对安全的地方避洪。发现重大征兆或

已经发生灾害时，尽快将消息传递出

去，引起重视，争取控制灾害发展和救

援。

2、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

目的地，避免因为惊慌而走错路。暴

雨洪水突发性强，陡涨陡落，持续时间

短。当发现河道涨水，要迅速撤离，不

可麻痹迟疑。汛期河道涨洪时，千万

不要强行过河，要耐心等河水退了以

后过河，或长距离绕行过河。

3、备足速食食品或蒸煮够食用几

天的食品，准备足够的饮用水和日用

品。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

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

上层、高地等地转移。

4、泥坯房里人员在洪水到来时，

来不及转移的，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

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

料扎成筏逃生。

5、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

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

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6、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

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

线断头。

7、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

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

找机会逃生。

来源：綦江应急微信公众号

夏季防洪安全小常识，赶紧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