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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杂志
成为重庆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

“ 这 本 杂 志 为 什 么 会 出 现 ？
我需要你们给我一个解释。”1925
年 4 月中旬，时任重庆卫戍司令的
王陵基拿着一本《南鸿》周刊，气
急败坏地说。

为何《南鸿》周刊会让王陵基
如此失态？这主要还是与《南鸿》
当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有关。

“自《南鸿》创立之初，张闻天就决
定让这本周刊成为进步人士与旧
思想、旧制度、旧道德展开论战的
重要阵地。”蔡斐说，在该杂志的

《创刊词》中，张闻天旗帜鲜明地
指出：“我们反抗一切压抑青年清
新 的 思 想 与 活 跃 的 行 动 的 旧 道
德、旧思想与旧制度，我们提倡自
由思想，自由批判与活泼的新文
艺与新生活。”这篇发刊词犹如在
一潭死水中扔进一块巨石，引发
强烈反响。

“从之后出版的《南鸿》周刊
来看，张闻天很好地践行了这一
目标。”蔡斐说，据统计，在八期

《南鸿》周刊中，张闻天先后以“张
闻天”“罗蔓”“飘蓬”“长虹”“大
风 ”等 名 发 表 了《追 悼 孙 中 山 先
生》等 16 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
张闻天除了用辛辣的笔触，对封
建制度、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
德进行深刻抨击外，还热情宣扬
以“ 人 ”的 觉 醒 为 中 心 的 个 性 解
放，在当时的重庆产生了巨大影
响，《南鸿》也因此成为重庆传播
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鸿》周
刊中，张闻天还通过撰写散文诗、
小说等方式，对当时的青年学生
进行文学启迪。“例如在《南鸿》第
三期中，张闻天就通过撰写散文
诗《生命的急流》，号召青年学生
与旧思想、旧势力做斗争。”蔡斐
说，《生命的急流》一文发表之后，
在重庆的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
影响，不少青年在该文章的影响
下，逐渐与旧势力划清界限，走上
革命的道路。

一个封禁
促使张闻天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南
鸿》周 刊 引 起 了 重 庆 军 阀 的 恐
慌。1925 年 5 月中旬，王陵基以

“败坏风俗，煽惑青年”的罪名，勒
令巴县知事会同警察厅对《南鸿》
进行封禁，并勒令萧楚女、张闻天
等人“两周离渝”。

1925 年 5 月 24 日，张闻天被迫
离开重庆返回上海，《南鸿》周刊
也被迫停办。“后来，虽然在重庆
的南鸿社员把《南鸿》更名为《夜鹰》，并刊登了张闻
天所撰写的《嘉陵江上的晚照》和《别重庆的朋友》
等文章。可惜的是，该杂志也仅存在了四期，就被
查封。”蔡斐说。

“《南鸿》的停刊，对张闻天本人产生了巨大影
响，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让他有了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动机。”蔡斐说，在《南鸿》周刊创刊时，张闻天还
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南鸿》周刊的失败，让张
闻天认识到要对抗一个旧的社会，单靠个人和一个
刊物是不行的，必须要加入一个以反抗社会旧势力
为志向的组织。“正是有了这样的想法，为他后来加
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蔡斐说。

事实上，在 1943 年 12 月，张闻天就曾撰文回忆
了当时自己的心路历程。在这篇文章里，张闻天写
道：“在重庆时期，我同共产党人萧楚女、杨闇公等
熟悉，他们到处动员青年团员支持我的斗争，同我
结成了反对反动当局的统一战线……我深深觉得
要战胜这个社会，必须有联合的力量，单靠个人的
文艺活动，是做不到的，而共产党是反抗这个社会
的真正可靠的力量。此时，我有了加入共产党的动
机。”

在这样的想法驱使之下，1925 年 6 月初，张闻天
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
奋斗终生的革命道路。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

《
南
鸿
》
周
刊
：
吹
响
重
庆
传
播
新
文
化
的
号
角

红红
色色

故故
事事

本报讯（记者 刘亚春 通讯员 胥
吉海）近日，为降低辖区群众发生交通
事故的风险，三汇镇应急办联合派出所
开展了冬季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
动。

行动中，联合执法队对辖区木姚路
和蒿大路两条高海拔道路进行了巡查，查

看路面通行条件，确认路面未结冰。同
时，执法队员们对通行的40余台车辆进
行了证照查验和交通安全宣传，对6台违
章车辆进行了查处。司乘人员纷纷表示，
将提高安全行车意识，确保平安出行。

据悉，目前临近年关，居民出行迎
来高峰期，同时近期多次降温降雨导致

路面湿滑，为此，三汇镇针对辖区实际，
专门制定了《三汇镇冰雪天气道路应急
预案》，摸清易结冰路段基本情况，成立
应急组织机构，明确预案启动条件和预
案管控措施，从除雪物资储备、结冰路
段管控、应急值守三方面严防安全事故
发生。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将持续两个

月，过程中将突出关注高海拔高风险系
数道路及通行车辆。

三汇镇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
镇将进一步提升路面执勤率、见警率，尤
其在冰雪天气期间及时发现路面安全隐
患并处置，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安全出行、
平安过节。

三汇镇

开展冬季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行动

图为《南鸿》周刊第一期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 王灿 通
讯员 熊碟 摄影报道）近日，
记者从区教委获悉，重庆市
2022 年特殊教育现场优质课
竞赛活动结果公示，我区参
赛的两支队伍取得两个团体
一等奖、三个最佳单项奖的
优异成绩。

据了解，在比赛中，我区
参赛队员准备充分、发挥稳
定，课堂生动有趣，赢得了评
委们的一致认可。经过激烈
的角逐，由合川区特殊教育
学校教师文晓利（说课）、宋
中玲（上课）、陈思竹（评课）
组成的参赛团队所执教的运
动与保健——《基本移动技
能》一课荣获重庆市 2022 年
特殊教育现场体质课大赛特

殊教育学校组团体一等奖，
其中，合川区特殊教育学校
教师文晓利在说课环节中表
现优异，荣获重庆市 2022 年
特殊教育现场体质课大赛特
殊教育学校组最佳单项奖。
由合川区南津街小学教师高
伟华（说课）、唐小利（上课）、
黄武华（评课）组成的参赛团
队所执教的社会适应——《小
小口罩作用大》一课荣获重
庆市 2022 年特殊教育现场体
质课大赛随班就读组团体一
等奖，其中，合川区南津街小
学教师高伟华、唐小利分别
在说课、上课环节中表现优
异，荣获重庆市 2022 年特殊
教育现场体质课大赛随班就
读组最佳单项奖。

我区在重庆市2022年特殊教育
现场优质课大赛中喜获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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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鑫宇）近日，记者
从区应急局获悉，《重庆市合川区自然
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以下简称《预案》）
已发布并开始实施。

据了解，《预案》明确了灾情信息
报告制度，对突发性自然灾害，村（社
区）应在灾害发生后 1 小时内，将本辖
区 灾 情 和 救 灾 工 作 情 况 上 报 属 地 镇

街；属地镇街应在接报后 30 分钟内，
完 成 汇 总 、审核并向区应急局报告；
区应急局应在接报 30 分钟内，将灾情
和救灾工作情况 进 行 汇 总 和 审 核 后
向区委、区政府和市应急局报告。灾
害 灾 情 稳 定 前 ，执 行 灾 情 24 小 时 报
告制度。

根据《预案》，自然灾害发生后的当

年冬季、次年春季，区政府应当为生活
困难的受灾人员提供基本生活救助；受
灾镇街应当在每年 9 月下旬开始，着手
调查、核实、汇总本行政区域内受灾家
庭吃饭、饮水、穿衣、取暖等方面的困难
和需救助的情况；区财政局、区应急局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资金补助方案，经
区政府批准后，及时下拨自然灾害救灾

资金。
此外，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要尊

重群众意愿，以受灾户自建为主，由区
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区财政局、区应急
局结合灾情评估情况，制定资金补助方
案，据了解，建房资金通过政府救助、社
会互助、以工代赈、自行筹措、政策优惠
等多种途径解决。

《重庆市合川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发布并实施

重庆日报讯（记者 陈维灯）1 月 2
日，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2022 年
重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332 天（其中
优 130 天、良 202 天），同比增加 6 天，无
重污染天气，评价空气质量六项指标均
达标。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2022 年
我市分解下达 52 条 2000 余项推动污染
源减排工程措施任务，以老旧车淘汰和
纯电动车推广、挥发性有机物和工业炉
窑深度治理、施工扬尘监管、餐饮油烟
和露天焚烧管控等为重点，争取中央、
市级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约 2.1 亿余

元，鼓励企业深度治理，从源头改善空
气质量。

其中，淘汰老旧车 8.4 万辆、推广纯
电动车 8.5 万辆、查处超标车辆和冒黑
烟车辆 2.7 万辆，完成挥发性有机物治
理、重点企业深度治理、锅炉清洁能源
改造和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等 102
家，完成中小微企业整治 1900 余家，督
促 669 家重点排污企业稳定达标运行，
创建和巩固示范工地（道路）860 余处，
主城区主要道路机扫率稳定保持 90%
以上，新增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17 平方
公里，抽测工业企业、餐饮业等 5000 余

家，制止露天焚烧、整治露天烧烤 9000
余处。

此外，我市印发冬春季大气污染防
治、夏秋季臭氧污染防治攻坚方案，还
与四川联合修订并发布《重污染天气
应急预案》，3 次召开川渝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视频会，紧紧依靠大数据、高精
尖监测设备、智能识别监控等技术手
段和专业技术力量，合力开展大气污
染精准攻坚。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表示，2023 年
我市将继续坚持以“中心城区主要控制
臭氧，主城新区协同控制臭氧和细颗粒

物，两群协同控制细颗粒物”的思路，以
“源头减污、工程减排、川渝联动”为抓
手，强化PM2.5与臭氧管控相协同、减污
降碳相协同，大力推进挥发性有机物和
氮氧化物协同减排，深入实施清洁柴油
车（机）行动，加强示范工地创建和智能
监管，推动生活污染管控精细化，深化区
域联防联控和科技助力控污，着力打好
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柴油货
车污染治理三个标志性战役，持续改善
城乡空气质量，确保我市空气质量继续
保持达标向好。

（据2023年1月4日《重庆日报》）

2022年重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332天
同比增加6天

重庆日报讯 加快推动我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与 110 报警服务台高
效对接联动，科学合理分流非警务警
情，进一步提升协同服务效能，《重庆市
推动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与 110 报
警服务台高效对接联动实施方案》近日
印发。《方案》提出，2023 年年底前，将全
面实现我市 12345 与 110 平台互联互
通、相关数据资源共享，对接联动工作
规范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得到进一
步提升。

《方案》明确了职责边界，其中12345
受理范围为企业和群众关于经济调节、市

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
护等领域的咨询、非紧急求助、投诉、举报
和意见建议等。

110 受理范围则为刑事类警情、治
安类警情、道路交通类警情、危及人身
和财产安全或者社会治安秩序的群体
性事件以及其他需要公安机关处置的
与违法犯罪有关的报警；公共设施险
情、灾害事故以及其他危及人身和财产
安全、公共安全等需要公安机关参与处
置的紧急求助；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
察正在发生的违法违纪或者失职行为
的投诉。

《方案》提出，将建立健全分流转办机
制，12345 或 110 接到明确属于对方受理
范围的事项，通过一键转接、系统推送等
方式转交对方受理。

对责任单位不明确或职责交叉的，由
12345 与 110 协商确定受理平台，对协商
后仍无法确定的，由首先接到诉求的平台
先行受理。对存在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
公共安全的紧急情况，由110派警先行处
置。对明确不属于12345和110受理范围
的事项，由首接单位做好合理引导和解释
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方案》提出将在

12345 工单交办系统重庆市“互联网+督
查”平台开通紧急工单交办通道，对接到
涉及重症救治、孕检生产、应急救援等的
紧急求助事项，第一时间形成紧急工单交
相关区县热线机构办理，同时加强舆情监
测和导控。《方案》还提出优化完善接处警
勤务模式。对属于 110 受理范围的报警
求助事项，细化明确指挥部门、业务警种、
派出所的具体处置范围，实行分级分类处
置，并强化对一线处警的数据赋能和后台
支撑，最大限度挖掘内部潜力为基层分流
减负。

（据2023年1月4日《重庆日报》）

重庆市12345与110平台将全面实现互联互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