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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市住房和城乡建委发布信
息，今年以来，我市加快实施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攻坚行动，推动城市立体交通体系
建设提速。端午小长假之后，市内多个

“路桥隧”重点工程项目传来好消息。

江南隧道及茶黄路工程
该项目分为江南隧道和茶黄路两部

分。其中，茶黄路起于南山路，止于江南
隧道，与主线合并后接六纵线兴塘立交，
全长3.06公里。

目前，茶黄路左线第一层沥青已铺装
完成，正加紧路面工程、机电、交安及人行
道附属工程施工，江南隧道及茶黄路工程
力争今年12月底全线通车。

项目作为重庆东站重要的配套项目，
建成后将实现南坪组团、南山组团与江南
新城的快速交通联系，对强化重庆东站的
对外交通疏散能力、改善南山旅游区交通
具有重要意义。

李家沱复线桥南引道项目
该项目起点接李家沱复线桥南桥头，

止于内环华陶立交，建设内容包含马王坪
节点立交、花溪立交以及华陶立交，融汇二
桥新桥属于马王坪节点立交的建设内容。

目前，马王坪节点立交施工已基本完
成融汇二桥新桥建设，正着力开展工程实
体验收和路灯、标识标牌等设施安装，预
计6月底实现通车。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加强巴南区与
九龙坡区的快速联系，极大促进南部片区

与中部、北部片区融合发展。

两江新区至长寿快速通道项目
该项目起于两江新区快速路六纵线，

经渝北区石船、统景，跨越御临河，穿越明
月山，止于长寿区菩提北路，长约23.61
公里，为城市快速路，双向六车道。

近日，该项目（长寿段）经开区隧道左
洞正式进入掘进作业，项目首段1200米
路基进入路面施工阶段，主线14号桥项
目首联现浇梁正式进入施工，主线15号
桥正式进入上部连续刚构现浇阶段，晏家
隧道左洞掘进即将突破1500米大关。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增强渝北区与
长寿区之间的快速连接，降低两区之间的

物流成本，有力促进两江新区、渝北区、长
寿区及渝东北城市组团协同发展，为推进
主城都市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1
小时通勤圈”发挥重要作用。

渝武高速拓宽改造工程
该项目横跨两江新区、北碚区，南起

金开大道，北止于快速路一横线，两侧对
称拓宽为快速路双向8车道加应急车道，
路基宽度41.5米，线路全长13.9公里。

项目包括1座跨江特大桥（马鞍石复线
桥），6座立交（大云立交、双堰立交、白云路
立交、白马立交、翡翠立交、蔡家立交）。全
面建成投用后，将有效缓解渝武高速交通
拥堵，改善中心城区西北向对外门户通道

的交通环境，串联中心城区多条横向通道，
推动蔡家、礼嘉等组团协同发展。

黄桷沱长江大桥
该项目是渝长高速复线连接道的重

要节点，位于寸滩长江大桥以东约2公里
处，是联系南岸弹子石片区和江北唐家沱
片区的重要交通干道，也是目前世界在建
的最大跨径公轨两用悬索桥。

目前，黄桷沱长江大桥已顺利完成猫
道架设，标志着项目建设全面转入主缆架
设等上部结构施工“快车道”。

大桥全长1260米，为主跨765米的单
跨悬吊双塔三跨连续钢桁梁悬索桥，集“城
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轨道交通”多功能于
一体。该桥设计为双层桥面，上层为双向6
车道城市快速路，下层中央预留双向轨道，
两侧为双向4车道城市主干路及人行道。

渝长高速复线连接道项目与内环快速
路、渝航大道、南江大道、绕城高速等重要
道路相交，是重庆中心城区“八横七纵九联
络”快速路网中联系渝东北片区的快速通
道，同时也是强化主城都市区高速公路和
快速路一体化衔接，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互联互通高速网络的重要通道。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区
快速路网建设，有效分流渝长高速公路的
交通压力，缓解弹子石、鸡冠石、唐家沱片
区等沿线区域交通拥堵现状，带动区域经
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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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清晨，嘉
陵江上泛着微光。
93岁的陈桂芳，枯
瘦的手紧握窗沿，
目光投向窗外的
一处地方。“这里
以前是一片废墟，
现在成了孩子们
玩耍的地方。”她的

脸上洋溢着欣慰的
笑容，“这就是和平的

模样，多美啊。”
但陈桂芳仍然害怕一种

声音——作为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也是幸存
者，即便过去了80多年，她还是害怕飞机的轰
鸣声，“这声音，如利刃刺穿心脏。”

改变命运的一天
“那天也是这样的热。”老人喃喃回忆道，

眼里泛起泪光。被岁月尘封的惨痛经历，仍
留在陈桂芳的记忆深处。

“炸弹的爆炸声就是催命符，是幸福生活
的休止符！”陈桂芳原本有个幸福的家，一家
三口住在江北陈家馆田家院。父亲在外工
作，有固定收入。母亲照顾孩子、料理家务。

只有一个女儿，父母视她为掌上明
珠。一家人的生活，安宁、幸福。

但这一切，都在1938年戛
然而止。这一年，日军对重庆
及周边地区开始狂轰滥炸。

“每天都提心吊胆，时时都
会听到警报声，人们一听到警报
声响就跑出家门，漫山遍野找藏

身之处。每次轰炸后，遍地
都是被炸毁了的房屋和
尸体。”虽然当时只有6
岁，但这黑暗的一幕还
是深深刻进了陈桂芳
的脑海中。

1939 年 5 月 3
日，是改变陈桂芳命
运的一天。

那一天，重庆闷
热得如同蒸笼。下午
2点，吃过午饭的小
桂芳和父母正在家里

休息。“呜呜……”突然，刺耳的防空警报响了
起来。来不及多想，父母拉着惊慌失措的小
桂芳向外跑。满街都是找藏身处的人群，人
人都像没头苍蝇，乱跑乱窜。

“慌乱中，我和母亲与父亲跑散了。母亲
带着我，找不到很好的藏身处。但飞机已经
快飞到我们的上空，情急之下，我们只得找了
一个生基洞（俗称‘生坟’）躲避，我瑟瑟发抖
地蜷缩在母亲的怀里。”陈桂芳回忆道。

不一会，飞机飞临上空，先是三五架，后
来是一排两排，一次比一次多，像下雨般丢炸
弹。爆炸声不断传来，房屋瞬间火光冲天，到
处都是惊叫声、痛哭声。

突然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在陈桂芳耳边响
起，她只觉得头上、手上一阵剧痛，接着就看
见鲜红的血从头上、手上不断流出。母亲抱
着她的手也一下子松开了，倒在地上，血肉模
糊。旁边，和陈桂芳一起藏身的邻居双手从
手掌处齐齐整整被炸断，血不停地流，人躺在
地上痛苦地叫喊着。

“我一下子扑在母亲身上，用没受伤的手
拉她，但是她已经毫无反应了。”陈桂芳陷入
悲伤的回忆中。她说，当时四周一片悲惨的
叫声，母亲叫孩子的，孩子叫妈妈的，丈夫叫
妻子的，妻子叫丈夫的，声声悲惨。

轰炸后，陈桂芳和母亲被送到医院，母亲
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父亲也被炸死在街
上。陈桂芳虽捡回一条命，但右手残疾，大脑
留下弹片，并伴有严重的后遗症。

从此，陈桂芳成了孤儿。

废墟上的重生
“父母去世后，医院让我把他们安葬了。

但我一个娃娃哪里得行。没办法，我只有求
曾经和爸爸相熟的叔叔，给他们磕头，求他们
帮我安葬双亲。”想起当时的无助，陈桂芳再
也说不下去，一行泪从通红的眼睛里滑落。

安葬了双亲。一个7岁的孤儿怎么活下去呢？
“我当时满身是伤，又饿又痛，天天都在

地上躺着。有大人看我实在可怜，给我砍了
几棵树，做成床。”陈桂芳说，那时自己一天哭
到黑，饿了也哭，冷了也哭，除了哭不知道还
能怎么办？“我甚至在想，怎么没把我一起
炸死算了，死了就好了。”

眼睛痛的毛病，就是那时落下的。
好在，战争夺走了陈桂芳的双亲，

却没有夺走这座城的精神。重庆，在废墟之上
炊烟复起。

东家给一碗饭、西家给一碗水，陈桂芳活
下来了。11岁时，好心的邻居刘苏珍（音）收
养了她，并来到当时的裕华纱厂学习纺纱。
厂里管饭不发钱，但至少解决了温饱问题。

几年后，陈桂芳又来到猫儿石一家纱厂工
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有了养活自己的能力。

“太奶奶”的心声
“我的母亲用生命的代价，让我活下来。

活下来、好好活，活出她没能看到的日子。”如
今，四世同堂的陈桂芳也可以较为平静地说
起那段经历。

陈桂芳的重孙上了小学，扎着羊角辫，喜
欢依偎在太奶奶膝头听故事。当孩子稚嫩的
小手抚摸老人手臂上那道早已褪色的浅淡疤
痕时，陈桂芳总会把她搂得更紧些。

“太奶奶，还疼吗？”孩子仰起脸问。
“早不疼了。”老人摇摇头，“记住现在的

好日子，比什么都强。”
几天前，陈桂芳在家人陪伴下，再次来到

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悼念。遗址内，昏黄的
灯光照着冰冷的石壁。陈桂芳佝偻着腰，抚
摸石壁，嘴里说着什么。

从72岁开始，每年的重庆大轰炸纪念日，
陈桂芳都不曾缺席。

尽管年事已高，陈桂芳依然坚持参加各种
纪念活动。不仅在纪念日当天，平时她也受邀
走进学校、社区，向年轻人讲述重庆大轰炸
的历史——“我要让孩子们知道，今天的幸
福生活是无数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遗址外，阳光明媚。一群系着红
领巾的小学生手捧白菊，排队进入
遗址。陈桂芳静静地看着他们，又
抬头望向湛蓝如洗的天空——
那里曾经是死神呼啸的通
道，如今只有洁白的鸽
群掠过。

新重庆-重庆
日报记者 周尤

拼经济 抓发展

84 年前的 6
月 5日，是重庆大
轰炸中最惨烈的较
场口隧道惨案发生
的日子。在重庆大
轰炸纪念日来临之
际，我们寻访了经
历那场炼狱般浩劫
的幸存者。他们的
记忆片段，是对侵
略者暴行最直接的
控诉。然而，比苦
难更震撼人心的，
是重庆这座英雄之
城在烈火与废墟中
淬炼出的不朽精神
——坚韧、忠勇，
“愈炸愈强”。

今年是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80 周年。
我们铭记历史，从
苦难中汲取捍卫
和平、开创未来的
磅礴力量。英雄
之城的光辉，将永
远照亮英勇前行
的道路。

现年93岁的重庆大轰炸幸存者陈桂芳——

大脑里的弹片大脑里的弹片，，右手上的伤疤右手上的伤疤
是对日军侵华暴行最直接的控诉是对日军侵华暴行最直接的控诉

陈桂芳脑中至今残
留着大轰炸时的弹片

陈桂芳向记者展
示在大轰炸时被炸伤
的右手

大轰炸后的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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