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70周年

渠县抗日救亡运动永载史册
□戴连渠

●1933年，渠县2100多名热血青
年参加红军，后来成为抗日的坚强队伍，
牺牲1478人

●1936年渠县政府捐献飞机款
113777元，1942年捐献滑翔机一架

●1938年，渠县赋额每斗应征
17.23元，与民国初年相比，增加7倍多

“九一八”事变发生，渠县人民积极
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人力、物力和财力
上不遗余力支援抗战，涌现出了郑少愚、
王家让等革命烈士。据1938年到1940
年统计，出征国军将士阵亡422人（官长
33人，士兵389人）；到抗日战争胜利前
一天，共阵亡国民党军队将士95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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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势浩大的抗战宣传

“九一八”事变后，渠县各界人士于
9月23日在渠城召开了反日运动大会，
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学校
停课一天，组织宣传队向群众宣传日本
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奔赴各乡镇宣传
抗日。

11月起，男子一律改作短服，男人
服装焕然一新；妇女齐发于衣领，一改
旧观。同时组建了反日救国会，举行为
期一周的“援马（占山）反日游艺会”。
通过游艺节目义演募捐，援助东北抗日

义勇军马占山部队。各学校按《二十军
戍区学生义勇军训练条例》和《教育纲
领》组建义勇军组织，开展军训和政训，
增加青少年战略观念，掌握普通军事知
识和技能。

12月11日，《四川各界民众反日救
国大会经济绝交委员会调查工作方案》
颁布，提出禁绝仇货来源、肃清市面仇
货、履行不给日人原料、不与日人合作
四款16条。

1932年1月28日，当日寇进攻上海
事件之后，渠县更是发起了声势浩大的
抗战宣传活动。1月29日，国民渠县政
府接重庆来电，向全县发出知事：上海
民众因东北事件召开市民大会；北宁、
海宁激战正酣；日三路大军攻热河，义
军20万人拼死抵抗。2月10日起，国民
渠县政府分别于10日、11日、13日、19
日多次向全县人民知事上海抗战情形，
尤其在3月8日，两次发出知事文，长达
10页。

接着，四川各界民众反日救国大会
渠县分会于1932年3月14日正式成
立，当天，新上任的渠县县长任炜章（中
共党员）发表抗战宣言书：“凡我后方赖
以安全者，宜当省食缩衣，抽出金钱，输
送前方，聊作犒慰。拟凡属本县在职人
员其月薪二拾元以上者，捐纳百分之
五，月终收齐由中国银行汇交十九路
军，以资接济。各机关现任职员深明大
义，同表热忱，共解国难。”当场组织捐
献大洋200元，汇至十九路军慰劳。

1933年9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
四方面军发动营渠战役，于29日攻占佛
楼寺，进入渠县境内，随后解放了渠县
县城以北大部分地方。10月2日建立
了渠县苏维埃政权，先后建立起10个区
苏维埃政权、70个乡苏维埃政权、120

多个村苏维埃政权。苏维埃红色政权
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
在“要解除劳工痛苦，只有打倒日本军
阀”、“扩大民族革命战争”口号的感召
下，2100多名热血青年参加红军，后来
成为抗日的坚强队伍，牺牲1478人，占
参军人数的70.4%。

汹涌澎湃的抗战热情

全民抗日战争开始后，渠江两岸掀
起了抗日怒潮，抗日救亡运动前所未有
地向前发展。11月，渠县县政府将《人
民团体战时宣传信约》和《非常时期宣
传工作纲要》转发各区署抗敌后援会及
中小学。

渠县妇女会于11月7日正式成立，
参加抗日。1938年上半年，中共渠县县
委书记唐毅等组织临巴小学剧团，深入
附近 7个场镇举行抗日宣传演出。
1938年夏，渠县爱国进步青年成立“爱
知读书会”，会员100多人，以抗日爱国
积极分子为核心，组成各式各样的群众
宣传组织，公开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临
巴小学青年进步教师筹办《瞭望》半月
刊，刊登抗日文章，每期印刷100份。

1939年4月13日，国民抗敌公约、
宣誓实行公约办法暨省政府规定举行
誓约办法颁发，县财委会解决经费印制
国民公约。18日，县动委会先期举行宣
传，30日集体宣誓。县立南关镇第一初
级小学于4月30日上午8点举行颁国
民抗敌公约宣誓。

“渠县妇女抗日救亡会”成立，共产
党员江东琼（张静芳）利用担任常务理
事一职，在临巴组织200余人成立宣传
队，宣传抗日救亡道理，排演抗日救亡
戏曲，教唱抗日歌曲。1940年3月1日，

开展纪念国民精神总动员周年活动。5
月13日起，政府明令保障妇女权益、注
意提高妇女教育文化水平、奖励妇女参
加城市农村抗运工作、发动妇女参加兵
役禁政工作等四项。

1938年至1940年，全县有宣传讲
习所48个，并成立了“抗日新剧团”。仅
1940年上年，全县接受讲演人数竟达
465340人，占全县人口的60%。1942
年春，共产党员杨景凡发起组建“八濛
书店”，云集县内外有志青年、知识界知
名人士和文艺名流，组织一年一度的

“少愚杯”球赛、开办画展、举行音乐
会。书店成为青年聚会的中心，邀请重
庆、达县、南充的文艺工作者进行革命
演出，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

空前高涨的捐粮运动

为挽救民族危亡，渠县人民节食度
日，献出粮食，源源运送前方。1938年，
渠县赋额每斗应征17.23元，与民国初
年田赋额每斗征收数比，增加7倍多，共
征收田赋额为147000元。1939年，抗
日战争进入高潮，渠县设军粮采购处。
当年以“抗战建国，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为口号，号召大户捐献军粮，当年就
送缴军粮20155石。

全县各地开展了献金、劳军活动。
1939年寒假，清溪小学师生出动300余
人募寒衣捐，师生募得的530元（银币），
及时转送给前线将士添作寒衣之用。
1943年，渠县人民群众怀着极大的爱国
热情，在纪念“七七”抗战七周年举行献
金会上共献金35000元。1945年7月，
渠县成立“改善士兵待遇献金会”，共献
金5058万元（国币）。

为了鼓励出征将士忠心报国，解除

后顾之忧，渠县对抗日烈军属给予了各
种优待、抚恤和救济，纷纷开出渠县出
征军人家属证明书和阵亡将士抚恤
令。1942年3月第五次来华，担任盟军
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
令，随后赴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
出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的史迪威将军
及接替他的萨尔登，为渠县的200多名
远征军将士开具出征抗敌军人家属证
明书。

1938年至1941年，渠县县政府共
发放优待谷531920石，有46490户抗
日军属领取了优待谷，最高户额2市
石。1941年有13912户征属享受救济
款347800元，最高户额25元。全面抗
战爆发到1940年，为参战牺牲伤残人
员及家属抚恤达36540元。何云太等
负伤抗日战士在资遣返乡时，八路军总
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在训令中
称：“因抗战负伤残废，由本军照例抚
恤，并予优待，俾使为民族解放事业而
光荣流血之忠勇战士，获得生活上的安
慰，以坚前线抗敌将士杀敌卫国之决
心。”

渠县还开展捐献飞机运动。1936
年为支持刚兴起的航空事业，县政府发
动机关法团、公职人员和学校教职员捐
献飞机款113777元。1942年渠县献滑
翔机一架，捐款3万元。1944年，为庆
祝“八一四”空军节，发动“一县一机”运
动，渠县捐献20万元。

现在若去开江宝塔坝万亩荷花基地
游玩的话，你一定会有新的收获哟——那
清香的莲子和雪白新鲜的莲藕很是诱
人。“这种刚采摘下来的莲子，很少见哩，
生吃又脆还有清香味。我准备称10斤，
自己吃一些，再给亲戚朋友带点，让他们
也尝尝鲜。”日前，来此玩耍的市民白语莉
笑称，自己看到莲蓬就“走不动”了。

秋风习习，荷叶田田。眼下，正是采摘
莲子和挖藕的好时节，开江县普安镇依托
宝塔坝、金山片区天然湿地的自然优势，
集中连片发展莲藕产业，在“莲花世界”特
色旅游景区，莲花产业链正逐步延伸。

开江县近年来以发展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为突破口，主打“生态”和“文化”两
张牌，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品质打
造的“莲花世界”特色旅游景区实现了旅
游休闲观光一体化。刚结束不久的“2015
四川�开江第二届荷花节”吸引各地游客
蜂拥而至，争相赏景观荷。

“今年的莲藕是8月份开始采收的，
因为今年的低温比较温和，适合莲藕的生
长。另外，今年的莲藕供不应求，远的地
方要提前一天来等货，大部分销往重庆和
巴中。工人都是从安徽、湖北一带调来帮
忙挖藕，还是坐的飞机过来哟。”某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员工介绍道。

该公司一位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
年莲藕的品质和产量都非常不错，市场需
求量大，他们不得不花高价从外地请来挖
藕工人。“除了外销，不少市民前来游玩也
要顺道带些回家品尝。按照一亩800元
的收入计算，今年公司莲藕基地仅食用藕

可收入400万元。”
除莲藕外，今年的莲子也大丰收，将把

莲子进行一系列的深加工。该负责人说，
“莲子深加工可以做酒，也可以做饮料，还
可以做成一些药物食材。这样以莲为基础
的产业链打造好了以后，来这里游玩的游
客，玩的同时也可以买一些‘莲产品’。”

据悉，预计今年5000亩观赏藕可采
莲子150万斤，依靠深加工让莲子的附加
值得到有效提升，也为当地农民提供了更
多就业岗位。农民李宗见乐呵呵地算账，

“按一年算大概要采5个月，每个月按照
20个工算，要做100多个工，那么算下来，
一天平均80元，一年也有七八千元钱吧，
再加上承包的收入，共有1万多元钱，比
打工还强嘛。”

当地按照“农旅结合、三产互动”的思
路，围绕20公里长的乡村旅游环线，建成了
万亩莲藕产业园区。“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这别样的“红”不仅是荷花，还
有当地的旅游产业和农民喜洋洋的日子。

开江县普安镇党委书记邓可万告诉
记者，万亩莲藕产业园区建成后，当地老
百姓实现了4份收入：土地流转的收入、
兴办农家乐和乡村客栈的收入、就近务工
的收入、管理收入。“万亩莲藕产业园区辐
射带动了10个村2万余村民人均增收
3000元。目前，正在农产品精加工区内
建莲藕精深加工厂。下一步，将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引进有实力、会经营的业主投
资万亩莲藕观光休闲园区，进一步增强休
闲园区的吸引力，让更多的游客来观光休
闲旅游。”

宝塔莲藕别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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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静 摄影报道

安徽、湖北挖藕工人打“飞的”过来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