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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谌永恒）近日，
盐井街道组织党
员 干 部 、人 大 代
表、网格员、志愿

者开展禁毒、反邪教警示教育、千万市民学法律集中
宣传活动。

活动中，党员干部、人大代表、村（社区）干部、网
格员、志愿者通过发放宣传手册、悬挂横幅、现场宣讲
等形式，深入辖区各村（社区）广泛宣传毒品的危害性
及禁毒相关知识，呼吁群众积极参与禁毒斗争，坚决
做到不吸毒、不贩毒、不制毒、不种毒，共同携手打造
无毒家园；普及科学知识，揭示邪教骗取群众钱财、扰
乱社会的邪恶本质，提升自身识邪教、辨邪教、防邪
教、拒邪教的意识和能力，共建群防群治的良好环境；
开展法制讲座，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就群众关心的问
题现场答疑解惑，引导群众学法知法，守法用法，共建
共治共享法治文明家园。

接下来，盐井街道将持续推动法治宣传进村（社
区）、进学校、进企业，进一步增强群众的安全感和满
意度，为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

盐井街道

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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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3月20日3版）10日，顺庆、合川起义
部队7000多人和当地民众共计1万余人，汇
集顺庆果山公园，隆重举行誓师大会，宣布
起义。刘伯承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
路总指挥，黄慕颜就任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
令，秦汉三、杜伯乾分别就任第二、第三路司
令。就职后，立即投入顺庆保卫战。15日，
秦汉三部下临阵倒戈，刘伯承率部撤离顺
庆。18日，部队撤至四川蓬安县周口镇，队
伍在横渡嘉陵江时遭遇陈书农部袭击，伤
亡过半，军队被打散，起义军锐减至2000余
人。刘伯承率军撤至杨森防地开江县。

1927年1月，杨闇公到万县杨森军部，
召集朱德、刘伯承召开军委会议。会议决
定刘伯承将起义军交给黄慕颜，然后前往
泸州整顿泸州起义军。在刘伯承前去泸州
和南昌期间，黄慕颜代理总指挥。在开江，
黄慕颜率起义军高举“联俄、联共、扶助农
工”的新三民主义旗帜，深入学校、农村，宣
传革命理论，创建革命组织，成立开江最早
的国民党左派组织，即中国国民党普安区
分部。黄慕颜依靠骨干力量，相继组建农
民协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会等群
众组织。经过休整补充后，黄慕颜奉命率
起义军转入鄂西，将军队交给武汉国民政
府，受到武汉国民政府嘉奖，起义军被命名
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由刘伯承任军
长，黄慕颜任副军长。因刘伯承不在军中，
即由黄慕颜代理刘伯承任军长。

在三三一惨案中脱险

1927年3月23日下午，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24
日上午，正当南京各界民众欢迎国民革命军入城的时
候，美、英两国军舰突然向南京军民开炮，致使中国军
民2000多人伤亡。中共重庆地委决定于3月31日，在
重庆打枪坝召开万人群众大会，愤怒声讨帝国主义野
蛮干涉中国革命的滔天罪行。当时，黄慕颜到重庆地
委向杨闇公报告工作。30日深夜，杨闇公到黄慕颜寓
所，约定第二天一早到打枪坝，参加群众大会。3月31
日早上，黄慕颜带着一些警卫人员赶赴会场，看见沿
途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如临大敌。黄慕颜到会场时，
看到杨闇公正在主席台上部署开会，当即便将沿途见
到的情形和警卫人员所得知的会场内发现有人暗藏
武器的情况报告了他。杨闇公当时非常镇静，告诉大
家要沉着应付，会议按原计划进行，并增调童子军，加
强维持会场秩序。（未完待续）

（区委史志研究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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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渭沱镇渭沱社区，有这样
一位老人，她常年悉心照顾天生
残疾的妹妹，长期照顾相邻的独
居老人，还在政府修缮整治传统
民居时主动退墙让路、让巷于邻，
被社区居民们亲切地称为“朱大
嬢”，她就是2023年“最美合川人”
朱太琴。她用心底质朴的善良，
持续奉献几十载不曾间断，从青
春岁月到年近耄耋，无怨无悔，从
不言弃，她用朴实无华的点滴之
举，谱写出了一曲“人间大爱”的
温暖乐章。

手足相亲 至诚守护残疾妹妹

当记者去到朱太琴家时，这
位79岁的老人正坐在门前为二妹
朱太志梳头。“从小我就铭记着父
母的教诲，他们用实际行动教会
我，一家人要相亲相爱、不离不
弃！”朱太琴说。简简单单的“不
离不弃”四个字，背后却是沉甸甸
的亲情和责任。

朱太琴的二妹朱太志天生肢
体二级残疾，行动不便。朱太琴
从小就对二妹关爱有加，自母亲
过世后，她便承担起了照顾妹妹
的重任。每天清晨，朱太琴便早
早起床，照顾妹妹起床穿衣、吃早
餐……家务活也是样样不落。“只
要她在，我也还在，我就乐意继续
照顾她。”面对生活中一个个难

关，朱太琴总是笑脸相迎，用乐观
和坚强将姐妹相依的日子过得有
声有色。人人都说长姐如母，十
多年来，朱太琴用爱坚守着一个
信念，无怨无悔地照顾着残疾妹
妹，用无微不至的关爱给了妹妹
一个温暖的家。乡邻们称赞道：

“别人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更何
况是一个姐姐。朱太琴多年来无
微不至地照顾妹妹，一般人都很
难做到，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所有
人学习。”

邻里和睦 悉心照顾独居老人

独居老人李天兰今年已有86
岁，子女长期在外务工，她多年来
孤 身 一 人 居 住 在 渭 沱 场 镇 老
街。自李天兰搬到场镇居住以
来，朱太琴和她一直走得很近。
眼看李天兰年龄越来越大，生活
起居无人照顾，朱太琴心里很不
是滋味，便主动照顾她。“这么多
年的老邻居了，我心里过意不
去，想着能照顾一点是一点。”朱
太琴说。多年来，她无怨无悔照
顾着李天兰，只要她家里做了什
么好吃的菜，必定也有李天兰的
一份。她还经常去到李天兰家
中嘘寒问暖，为老人送去水果和
日常用品，关心老人的日常生活
和身体健康。

“人老了，特别怕孤单。”朱太

琴说，她没事就过去陪陪李天兰，
家里有刚买的水果就拿两个过
去。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朱太琴
默默照顾着李天兰，直到自己也
有了白发依旧没有停歇，她的行
为感动了街坊邻居。提及照顾李
老太的事情，朱太琴腼腆地笑了
笑，连连摆手，“这都不是个事儿，
真没啥好说的，这都十来年了，早
就像亲人一样了。”

退墙让路 打开院墙通达人心

2021 年 2 月，渭沱镇白坪村
码头老街传统村落被列入第二批
重庆市传统村落名录。同年6月，
渭沱镇政府启动了白坪村码头老
街传统村落更新建设项目，共修
缮整治传统民居54户。

“朱大孃家就在第一期工程
范围内，为契合老街整体风貌，
她不仅是第一个主动‘退墙让
路’的村民，而且还给不理解的
村民做工作讲政策。在她的带
动下，前后共有8户村民‘退墙让
路’，她的引领带动作用提高了
村民参与改造的积极性。”提到
朱太琴“退墙让路”的事，渭沱社
区党支部书记池洪均深有感触
地说。

“堂屋沿街往里面退了两米，
整栋房子缩小了8平方米左右。”
朱太琴指着大门说，退墙增宽道

路，把原本立在屋里的电线桩也
露出去了，屋里变得美观，也排除
了安全隐患，房屋后还有个深约
3.5米、宽约1米的横巷子，原本和
邻居两家人共同使用，在这次改
造中也让给邻居家修建了厨房和
厕所。“只要让大家的居住环境越
变越好，自己吃点亏也无所谓！”
朱太琴说。

退休后，朱太琴长期热心公
益，以自己的言行带动周边群众

共同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社会秩
序维护等。同时，她还是社区的
文艺活跃分子，是社区坝坝舞队
和腰鼓队的组织者，在她的引导
下，更多的社区居民养成了崇尚
科学、健康生活的好习惯，社区
也形成了一派和谐和睦的良好
氛围，朱太琴一直在以自己的一
言一行积极倡导着和谐向上的
社会风尚，受到社区居民的一致
称赞。

用真心真情谱写“人间大爱”
——记2023年“最美合川人”朱太琴

○记者 刘亚春 文/图

朱太琴（左）为二妹梳头

“小陈兄弟，我的手现在可以拿筷子夹
菜了。”“那说明恢复得不错，但还是注意保
养哦，不可以干重活。”3月19日，渭沱镇皂
角村村民徐某又拨通了区人民警察训练学
校教官陈明的电话，像老朋友一样，跟他唠
起了家常。

殊不知，两人的“结缘”，却因之前的一
场车祸。2 月 19 日，陈明午休时间驾车至
合川渭沱镇皂角村附近接妻子，在返回城
区的途中，突遇惊险一幕。“路中间有辆三
轮车！”在妻子的提醒下，陈明减缓车速，靠
近一看，一中年男子蹲在路边脸色苍白，精
神虚弱，手指受伤血流不止。陈明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立即下车放置了交通安全
三角架，并上前查看情况。

“你怎么样？要不要打120？”“我的车，
我要把他推回家……”男子小声说着，觉得
自己的伤势“问题不大”。陈明立即下车帮
他止血，但鲜血依旧往外渗。陈明询问了男
子家人电话，拨通后无人接听。“若不及时救
治，恐怕会有危险！”陈明决定立即送医。

“用不着，自己随便包一下就好了。”
“不去医院不行，你血流得太多！”见男子
“无所谓”的态度，陈明更急了，顾不上解
释，与妻子坚持将男子扶上后座，驾车往诊
所驶去。路上，陈明不断安抚男子情绪，确

保他意识清晰，并告诉他要积极配合治
疗。十分钟后到达诊所，医生立即进行了
伤口处理。陈明担心男子是因为想省钱才
不去医院，便自掏三百元给他，给诊所留下
联系电话后离开。

当晚，伤者的女儿根据诊所留下的电
话打给陈明：“好心人，谢谢你救了我爸
爸……”原来，受伤男子姓徐，当天经医生
诊断，徐某手指多处骨折加上血管断裂，
受伤非常严重，还好送医及时，成功脱离
危险。

据徐某回忆，当时自己骑车外出，骑到
陡坡时力量不足，三轮车往后滑去，自己想

推车前行，结果发生侧翻，将手砸破鲜血直
流。“当时人都有点懵了，脑袋一片空白，根
本不知道怎么办。”说罢，徐某再次道谢。

2月26日，经过手术及一周住院治疗，
徐某伤情好转，刚出院，便在家人陪同下将
一面锦旗和一封感谢信，以及三百元现金
递交给陈明。“任何人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
伸手相助，虽然是缘分，但不希望再发生类
似的事了，安全第一！”陈明微笑着接过锦
旗和信，再次叮嘱老徐。

据悉，去年11月陈明在出差执行工作
任务时，曾救下一名轻生女孩，被授予见义
勇为证书。

男子受伤不愿就医 警校教官热心相助
○记者 张敏

“风吹荷花遍地香，小妹出来坐中央，
姊妹要我起歌堂，开言声声送姑娘……”一
张方桌，几条长凳，许多瓜果，无数亲友围
坐一起，用歌声为即将出嫁的女性送上诚
挚祝福。

如此趣味十足的女方“单身派对”也被
称为“坐歌堂”，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如今，
在合川三庙镇戴花村，仍有不少女性在婚
礼前夜会举行“坐歌堂”。随着夜幕降临，
前来参加活动的亲朋好友，纷纷用清亮的
歌声为新人送去祝福，祝愿欢乐的笑容常
伴其未来生活。

传唱千年 歌声悦耳送去祝福

“坐歌堂”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
宋代周去非撰写的《岭外代答》，其中记载：

“岭南嫁女之夕，新人盛饰庙坐，女伴亦盛
饰类辅之，叠相歌和，含情凄惋，各致殷勤，
名曰送老，言将别，年少之伴，道之皆老”。

明末清初，大批“湖广”移民进入四川，
其风俗习惯也一同带入。随着移民与当地
人的来往不断深入，一套包括完整程序的
婚嫁礼俗“坐歌堂”也逐步形成，据三庙当
地老人讲述，传统的坐歌堂仪式大致有四
个步骤，分别为“迎灯”“起歌堂”“歌堂赛
歌”“撤歌堂·送灯”，每个阶段都有内容各
不相同的歌曲相映衬。

“迎灯”环节，迎灯姐（新人的闺蜜）手
拿着烛灯把新人从闺房迎进堂屋，新人盖
着盖头坐在歌堂上方，闺蜜们围坐两旁。
此时，一般唱的是《新姐出绣阁》《燕儿飞过

河》等歌曲。
在“起歌堂”环节，新人摘掉盖头，致谢

众人，感谢大家来唱歌捧场。大家客套一
番后，闺蜜中一人先领唱，唱一些喜庆热闹
的内容。随后，新人与闺蜜对唱，闺蜜则唱
歌赞美祝福新人。

“起歌堂”结束，就进入时间最长的“歌
堂赛歌”环节。闺蜜们以对唱的形式，打闹
嬉笑，施展才艺，相互比嘴功，好不热闹。
对唱结束后，坐歌堂则进入最后一个环节

“撤歌堂”。朋友们齐唱一曲送行的歌后，
就把新人送回房休息。

与时俱进 歌词增删贴近生活

作为流传千年的民俗活动，在三庙当
地，合州“坐歌堂”仍然有着强劲的生命
力。戴花村党支部书记何波介绍，今年 2

月份，村里一户人家嫁女儿，就组织了一
场“坐歌堂”。“唱了一两个小时，村里一
大 半 人 都 去‘ 凑 热 闹 ’了 ，特 别 欢 乐 喜
庆。”

与最初有笑有泪、有夸有骂（骂媒）
的“坐歌堂”相比，为适应社会发展，更好
贴近人民生活，如今的歌唱内容有不少
调整改动，主持推进歌词增删工作的便
是何波。“主要是把歌词里面的一些老
话、土话‘翻译’成年轻人能够听得懂的
语言。”何波介绍，当好“翻译家”的同
时，他也负责“把关”，让“坐歌堂”能更
好地被年轻人接受、喜爱。

如果把“坐歌堂”这一民俗活动比作
一棵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大树，修剪不
合时宜的枯枝败叶时，何波也不忘施肥
浇水，让大树不断生出新枝。为丰富“坐
歌堂”内容，何波走访村里老人，与他们

交流对话，搜集还未被整理归纳过的歌
词、小调。在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密
密麻麻地记录着十多首“新鲜”的歌曲小
调，包括《四季豆》《去婆家》等。“这些歌
曲都表达了新人离开父母的不舍，对婚
姻生活的憧憬、忐忑，能够引发大家的共
情，有很好的传唱基础。”何波表示，今后
他也将继续搜集、整理“坐歌堂”的歌词、
曲调，让这项民俗活动在新时代继续焕
发生机。

创新求变 更好传承民俗文化

2014年，合州“坐歌堂”被列入重庆市
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合川区第
二个民俗类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

“非遗”也给“坐歌堂”的传承发展带去了新
机遇。

三庙镇率先组织了“坐歌堂”传习班，
班上共有13人，大多是机关干部，也有几位
专业的音乐老师。遇到钓鱼城旅游文化
节，三庙镇迎新文艺汇演、元宵晚会等活
动，该传习班主动编排节目、组织表演，在
各大舞台展现“坐歌堂”的独特魅力。

为保护传承“坐歌堂”，区文化馆也积
极行动、创新求变，根据“坐歌堂”中原有的
曲调编写了原创音乐作品《石榴叶子吹》，
将朗朗上口的词曲、精心编排的舞蹈与新
媒体、短视频相结合，丰富“坐歌堂”的表现
形式。据悉，该节目还入围了2023武陵山
原生民歌大赛决赛，在更大更广的平台展
现了合川民俗之美。

“如今，合州‘坐歌堂’的非遗传承人
年岁已高，为让‘坐歌堂’的歌声继续传
唱千年，我们将大力培养非遗传承人，同
时在推动这一民俗活动规范化、市场化
的道路上积极尝试，努力作为”何波坚定
地表示。

合州坐歌堂：传唱千年的婚嫁祝福
○记者 陈钰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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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袁询 通讯员
郑仕燕）为帮助更
多残疾人走出家
门融入社会，共享

经济社会发展成果，3 月 15 日，区残联组织来自双凤
镇、官渡镇、云门街道等镇街的60余名重度残疾人及
家属开展“赏春景 颂家乡美”主题游园活动。

当天，活动参与人员在对外经贸学院助残志愿者
陪同下，欣赏了云门街道水韵乡间正在盛开的桃花、
李花、郁金香等，同时还开展了“我与春景合影”活动，
为每位活动参与人员留下了赏花美照。

来自双凤镇的宋某家属表示，自宋某患病以来，
再没有出过村子了，区残联此次组织游园活动对他来
讲，是一次突破，也是一件值得纪念和高兴的事。

接下来，区残联将继续组织开展读书、参观展览
等系列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

区残联

组织主题游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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