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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11月28日，江津县（今重庆江津区，下同）解
放。时至今日，新中国成立已74年，谨以此文纪念在江津解
放时和解放初期牺牲的革命烈士。

一
报名参加人民政权建设

1949年11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锐不可当之势，
解放了江津县城，江津人民获得了新生。

当时，江津县政府将全县划为10个区，设立10个区政
府。第十区政府驻柏林场，管辖柏林、东胜、太平、紫云、双
凤、四面等乡镇。四面乡是江津县最为偏远的一个乡，山高
路陡，谷深林茂，不通公路。与贵州省习水县和四川合江县
交界。

江津县委、县政府向各区、乡派出解放军和工作队，进行
接管、征粮剿匪等工作。由于刚刚解放，干部不够，江津县委
就动员境内思想进步的大中学校师生参加建设工作。办法
是，自愿报名或学校推荐、党组织考察，最后全县统一分配。
刘安金、吴盛德就是其中的两位同志。他俩都来自四川省立
江津窑业职业专科学校。经过报名、考察等程序，他俩同时
被分配到江津县第十区政府，区政府再将他俩分配到四面
乡，任工作队员。

四川省立江津窑业职业专科学校，位于江津县城对面的
中渡街，当地人称其为“江津窑专”。这是一所有着光荣革命
传统的学校，始建于1941年，是当时全国唯一的窑业学校。

“江津窑专”的建立和抗日有关。抗战时期，一大批沦陷区青
年涌到江津，相关部门经过考察后决定兴办窑专学校。该校
开办之初，就有许多青年学生慕名前来报考，老师包括著名
画家苏葆桢等。当时地下党组织在该校活动频繁，著名爱国
将领冯玉祥将军曾到学校宣传抗日，并对该校师生的爱国热
情题诗赞赏。解放前夕，地下党组织采取多种方式，对全校
师生进行革命宣传。江津解放之初，县委、县政府就动员进
步学生参加区乡的征粮剿匪、土改工作以及政权建设。

二
“能写会算”的好小伙

其实，刘安金、吴盛德在“江津窑专”的学业还没有完成，
都还没有正式毕业，但当时基层急需干部，特别是有文化的
干部。在四面乡，老百姓几乎都没上过学，许多人连自己的
名字都不会写，更不要说打算盘、记账和写信了。就连新组
建的乡村干部队伍，很大一部分也只是初识文字。

当时，刘安金才19岁，他是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烈面乡
人，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从小热爱劳动，勤苦好学，常用竹
枝在沙盘中练习写字。

吴盛德比刘安金小3岁，是江津县城关镇铜罗乡人。刘
安金、吴盛德虽不是同一个专业，但两人都是进步学生。起
初，他们不认识，更没有交往。但后来有一件事使他俩熟悉

和交往起来。1949年春节过后刚开学，学校“三青
团”分部的一个负责人，拿着一张表

来找他们，要他们申请加入“三
青团”。刘安金一打听，才

知道“三青团”是国民党

的一个组织。刘安金和吴盛德都是“不交表”的
学生，被“三青团”分部负责人找来“谈话”并受到
威胁。因为此事，他俩熟悉起来。

刘安金和吴盛德来到十区后，经常停留四面乡，就住在
四面场的临时办公场所关爷庙内。两人工作非常积极，凡乡
政府记账、报表、写通知、写总结汇报等，他们都抢着干。他
们还帮助群众写信、写借据、写契约、打算盘等，被百姓称为

“能写会算能唱会跳”的好小伙。很快，刘安金、吴盛德就成
了乡政府的骨干。

三
勇斗匪徒，被残忍杀害

丁文皋是解放前夕的四面乡伪乡长，他还是国民党员，
是一个非常反动的家伙。眼见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他不甘
心退出政治舞台，于是就网罗社会上的残渣余孽、地痞流氓，
并勾结部分伪保甲人员、地主分子，企图伺机反扑，颠覆新生
的人民政权。

因为刚刚解放，为了统战的需要，少许伪乡职人员可暂
时留任。丁文皋就利用这个身份，在工作队干部面前伪装积
极，背地里接受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培训和指使。他暗中策划
组织暴动，纠集川黔两省百余名土匪，企图攻占区政府，抢劫
公粮，还制定了攻打江津县城的计划。

1950年 2月13日早上，丁文皋带着几个人来到青草
坝。这天，乡政府干事文忠志带领区政府驻乡工作队的刘安
金、吴盛德、李昌志等6位队员去灵仙河开会，他们刚离开乡
政府，埋伏在四面场铺面和暗巷里的匪徒就冲进乡政府公开
抢劫。刘安金、文忠志等回乡政府拿衣服，发现匪徒在抢东
西，立即上前喝止。这时，丁文皋已返回现场，他假惺惺地
说：“是外面进来的土匪。我正在叫文书朱炎向区政府报案
……”

刘安金等人识破丁文皋的阴谋，要他一同去区政府报
案。正在争吵时，外面响起喊杀声和枪声，丁文皋乘机骗得
吴武诚等三名队员出去查看，当三人走到外场口时，埋伏在
街巷里的土匪蜂拥而出，将吴武诚三人团团围住，三人进行
了英勇地反击，最终因寡不敌众，被匪徒捆绑，最后被押到小
学前坝子上杀害。接着，穷凶极恶的歹徒又返回乡政府，这
时刘安金、吴盛德、李昌志知道事态严重，立即撤退到街上。
丁文皋指挥匪徒，挥刀向刘安金三人追来。三人开枪且战且
撤，匪徒猛打紧追，刘安金在街口的水田处牺牲。吴盛德等
人被歹徒捉住，他们据理力争，宁死不屈。最后，吴盛德等被
匪徒押到场外老鹰岩处杀害。

在这次土匪组织的反革命暴动中，来自“江津窑专”的刘
安金、吴盛德和其他4位工作队员，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
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他们将鲜血洒在了这个
叫四面乡的小乡场上。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镇压反革命分子，1950年正
月初五，江津县组织解放军二营以及津南联防指挥部、第十
区区干队、公安等分三路向四面场进发，最终剿灭了这股土
匪。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四面场终于安静了。第十区人民政府召开了追悼会。
刘安金、吴盛德牺牲的消息传到“江津窑专”，全校师生悲痛
欲绝，学校派代表参加了追悼会。烈士被立碑安葬在四面场
下场口。此后，每逢清明节，当地机关干部和学生都要前来

扫墓。后来，刘安金烈士的忠骨被归葬于江津区柏
林五四革命烈士陵园内。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江津区作
协主席）

江津历史悠久，人文厚重，有着
1800多年的建制史。江津是中国长寿之
乡，重庆市第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诗
词城市和中国楹联文化城市。聂荣臻元帅生于此，陈独秀
先生逝于斯。为挖掘江津历史人文，《重庆晨报》副刊部与
江津区作家协会联合举办“江津往事·寻踪”征文活动。征
文如下：

一、作者:作者不限，江津区内外作者均可投稿；
二、内容:主要反映江津的前尘往事。文史、党史、正史、

津城秘史；奇事、趣事、怪事、佚事，鼎山故事，包括地名来历、
历史轶事、人物奇闻、人文景观、民间趣事、山珍美味等；

三、主题:必须正能量，向上、向善、向好、向美；
四、内容:有据有因，拒绝胡编乱造。凡江津百姓耳熟

能详之旧事如“莲花石爱情”爱情故事等，要写即要有新内
容、新发现。老故事新角度、新写法，不得抄袭，不得侵犯他
人权利；

五、写法:写法上注重“寻访”，要有现场感；
六、字数:每篇1200～4000字，若有珍贵照片可以配图；

七、在《重
庆晨报》副刊和其他
报刊择优发表，刊发稿
件均配活动专用题花。征文
结束后集辑出版，均给薄酬；

八、时间：即日起至2024年4月30日止；
九、投稿邮箱：
912529179@qq.com
17708332565@163.com
欢迎来稿，欢迎参与！

《重庆晨报》副刊部
重庆江津区作家协会

《江津往事·寻踪》
征文启事

建于鹫峰山巅的重庆市合川区涞滩
古镇，与大多数古镇一样，不宽、不长、也
不笔直。有人形容巫山大昌古镇是“四
门可通话，一灯照全城”的袖珍古镇，其
实用它来形容只有两条主街、一条窄巷
的涞滩古镇似乎更恰当。

涞滩古镇的街面，是用光滑锃亮的
青石板铺就的。青石板形状各异，大小
不一，粗看杂乱无章，细瞅各得其所。它
们凸凹有致，取长补短，宽窄兼容，相得
益彰。

香格里拉、街子古镇和洛带古镇的
街道两边，都有疏通屋檐水的阳沟。涞
滩古镇没有，但不论大雨小雨，街面都不
积水。为什么呢？因为它修建有不露痕
迹的下水道——阴沟。屋檐水从肉眼不
易觉察的石缝钻进阴沟之后，悄无声息
地跑去了滔滔渠江。没有阳沟的街道显
得更加开阔、清爽、明朗。

我的小学、初中，都是在家乡的文昌
宫里度过的。所以，一看见涞滩古镇高
高矗立的文昌宫，便倍感亲切。

家乡的文昌宫早已不在了，而涞滩
古镇那些包括文昌宫在内的明代石碑
坊、清代舍利塔林和明清墓群等古迹却
完好无损。正因为如此，涞滩古镇成了
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国家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和国家5A级景区，每年接待游客上
千万。在传承中华文化遗产的同时，也
造福了子孙后代。

在涞滩古镇的所有临街店铺门前，
几乎都有一尊老态龙钟的斗形或月牙形
水缸。现在，它们已经没有了盛水灭火
的功能，全都成了宝贝一样的观赏文
物。有的尽管涂脂抹粉，鬓饰鲜花，也掩
不住古色古香的底色。

在涞滩古镇紧挨水缸的铺面上，都
摆放着当地的美食，合川桃片、合川肉
片、蝴蝶粑、陈皮糖、小麦酱、香脆萝卜
丁、绞绞糖……其中，一种名叫涞滩阴米
的古老食品更是令游人爱不释手。

涞滩阴米，与涞滩古镇的历史一样
悠久。其是将本地产的优质糯米，用纯
净的渠江水冲洗淘尽，盛入饭甑。在柴
火灶上蒸熟之后，倒至簸箕均匀铺开，慢
慢晾晒风干后待用。其吃法有三：一是
加入大枣、桂圆、枸杞、红糖之类熬粥；二
是制作炒米糖、萨琪玛、阴米酥和阴米
酒；三是与母鸡、猪肚、脚板苕一起炖
汤。它不仅具有健脾开胃、滋阴补阳、活
血提神的功效，还是当地产妇的必备佳
品。

涞滩古镇的标志性建筑，应该是那
1380米长、呈半圆状的古城墙。来此旅
游的游客，大多要在城门下合影留念，并
且要把城门上“众志成城”四个大字定格
在相机里。因为，它既是涞滩人抵御侵
略、保卫家园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抛头
颅洒热血、不屈不挠捍卫疆土的精神体
现。

重庆有古城墙的地方不少，但整体
保持完好，又具有历史、科学和鉴赏价值
的军事防御性城墙不多，涞滩古镇就是
其中一处。这里修筑有明、暗各半八道
城门，在城墙上安有牛耳大炮，备有充足
弹药，设有观察哨所和密集的射击孔，可
谓步步为营。即便敌人侥幸进入城堡，
也难以脱身，所以涞滩古镇又有“瓮城”
之称，即瓮中捉鳖之意。

涞滩古镇的城墙，都是由 50 厘米
长、30 厘米厚的大青石砌成，即便用大
炮轰击，也很难将它击穿。可谁会想到，
那些古黄葛树却能量超强，它们爬上城
墙，先瞄准一个缝隙，把针细丝柔般的树
根伸进去安营扎寨。站稳脚跟之后，顺
着石缝，像立帐篷一样向四周拉起风
绳。如果石缝太窄，青石太硬，无法固定
地钉，树根并不勉强，它们或者越过石
条，或者转身而去，另辟蹊径。在树根看
来，车到山前必有路，船至码头自然直。
也许正是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而使它们在
光秃秃的石壁上长成了遮风挡雨、荡涤
尘土的参天大树。1940年5月至1941年
8 月，日寇对合川实施了九次惨无人道
的大轰炸，它却屹立不倒，其韧劲和力
量，令人叹服！
（作者单位：重庆市两江新区公安分局）

涞滩寻古
□莫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