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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长江、嘉陵江浩荡奔涌

与大山回旋；缙云山、中梁山纵横交

错与江河拥抱，山与水交相辉映，构

成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重庆

的“两江四岸”，是城市山水格局的重

要组成部分，塑造着重庆的城市气

质，更承载着国防功能、城市变迁的

厚重底蕴。

“美食美景美人”是游客们对重庆

的美好印象。在山城寻访，很容易感受

到重庆人敢闯敢拼的气质和火爆坚韧

的性格。可以说，重庆的气质煮在沸腾

的火锅里、唱在川江号子里、藏在梯梯坎

坎里，也烙印在铺展的历史中。

重庆控扼长江、嘉陵江，为川东咽

喉重地，战略地位突出。抗战时期，重

庆这座古老的城市成为大后方。大量

人口涌入重庆，内迁高校半数有余，重

庆防空洞内隐蔽着众多兵工厂。

“举目四瞩，漫山烽火，遍地腥

氛。”面对破碎山河，重庆人民挺直脊

梁、坚守后方、强援前线。一代代重庆

人前行的足迹，镌刻着这座城市艰辛

奋斗的历程。

“一玉口中国”——汉字用一种形

象的方式诠释了国家的“国”字。在古

人心中，“口”犹如国家的城墙，牢牢守

护着国中之玉。国防的价值，就是要

守住这道防线。

抗战期间，空中的飞机轰鸣声，曾

是重庆城里最令人心悸的声音，地处

祖国腹地、西南一隅的重庆，却要时刻

防御空天威胁，其遭受日军大轰炸的

悲惨历史至今仍令人心痛。

未来战争，战场空间向陆海空天电

网多维扩展，前线和后方的概念早已模

糊。“国”的安宁，不再只系于四周的

“口”。今日之国防，不能再以二维视角

视之，应跳出平面投向立体多维。炮弹

飞不到大后方的观念早已过时，战场离

我们很远的麻痹思想必须破除。

鉴史观今。当那一天真的来临，

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够置身事外。从边

海防城市到内陆腹地，须臾不能淡忘

国防，更不能忽视国防建设。只有居

安思危，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忘战必

危的忧患意识加强城市国防建设、支

持军队发展，才能真正筑起维护和平

的铜墙铁壁。

有学者认为，重庆是一座在恶劣

环境里顽强生长起来的城市。也正是

这样山险水急的环境，让生于斯长于

斯的重庆人有了逢山开道、遇水架桥

的英雄气概，让他们在面对艰难时更

侠义、更倔强，也更拼搏。

位于重庆市中心最繁华地段的

地标——“解放碑”，就是在日军轰

炸留下的最大弹坑上建起的。今

天，重庆儿女不断为国防事业添砖

加瓦，重庆的红色旅游、国防教育开

展得有声有色，这些都凸显着独特

的城市气质。

今天的重庆人，依然保持着果

敢利落、敢闯敢拼的特质，他们正怀

着拳拳爱国之心和建设国防的澎湃

之情，一往无前地走向光辉灿烂的

明天。

多维城市，立体国防
■左庆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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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重庆，地势易守难攻，自古为
兵家关注的军事重地。远有公元 1259
年的钓鱼城之战，蒙古大汗蒙哥战死，
改变蒙古大军征伐欧洲的脚步，这里
被誉为“上帝折鞭处”；近为民国“陪
都”，作为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
中心被世人所知。更有一些历史画面
令人印象深刻：抗战期间遭到日军无
差别大轰炸的悲愤、山城解放时人民
在解放碑前的沸腾、成为新中国第四
个直辖市时的自豪……

今日之重庆，众多经典画面常被网
友津津乐道，诸如磁器口的摩肩接踵、
朝天门的市井百态。更有楼间轻轨、魔
幻天桥、过江索道、洞子火锅……这些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的真实写照已成
为这座城市的标志性符号。

漫步山城重庆，思绪穿越古今。
无数的瞬间与场景，无数的掌声与感
动，交相辉映成一个个精彩难忘的重
庆印象，凝结成深沉厚重的红色记忆，
烙印在这座城市的国防特质里。

红岩精神成为山城国防名片

重庆是一座具有深厚红色基因和
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诞生了著名的
小说《红岩》和不朽的红岩精神。

71 年前的红岩，还只是一处小地
名，位于距重庆市区十余里的西北郊
嘉陵江边。而今，红岩精神已成为重
庆的红色标识。登上歌乐山，满目翠
色中分布着红岩革命纪念馆、白公馆、
渣滓洞等国防教育基地。
“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

平。”1949年 11月 27日，在重庆解放前
3天，国民党将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
的 200多名革命志士集体屠杀，烈士鲜
血染红歌乐山。
“青山埋忠骨，柏涛颂英魂。”从

嘉陵江边到橘子洲头，这部英雄史
诗，依然激荡，深沉回响。八月盛夏，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举
办的“寻找红岩发声人——红岩故事
厅”第四期直播活动举行，来自湖南
农业大学的学生高艺嘉以线上直播
方式讲述红岩先辈卢绪章的故事，获
点赞无数。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特质，一
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精神。漫步山城
就会发现，“英雄之城”的国防教育因
为融入了生活，所以落了地、生了根、
开了花、结了果。

每年的 6月 5日，重庆上空都会拉
响防空警报，纪念在“六五”大隧道惨
案中遇难的同胞，林立于滨江路两侧
高楼的巨型玻璃灯光幕墙上会打出
“勿忘国耻”“红岩精神”“加油重庆”的
字样。醒目的字体引得不少市民和游
客驻足、仰望、沉思。

历史之痛，责任之重。重庆这座
饱经沧桑的城市，始终不忘用红色资
源教育引导干部群众：没有强大的国
防，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在北碚区梅花山下，有一座庄严
肃穆的陵园，这就是前不久刚入选第
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的张自忠烈
士陵园。步入园中，一群学生在开展
党团日活动，陵园中的每一株松柏仿
佛都在告诫青年一代：勿忘历史、报效
祖国。

像这样的国防教育基地，在重庆
还有 40余处。每年前来聂荣臻元帅陈
列馆、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等接受教育
和学习的人数超百万。

红岩精神薪火相传，国防传统历
久弥新。重庆借助红色资源搭建国防
教育平台，还注重运用区域资源打造
教育载体。他们依托重庆红岩联线文
化发展管理中心组织开展国防教育活

动；借助位于红岩村的重庆二十九中
成立“红岩英烈班”，打造山城重庆的
国防名片；与高校共同成立“红色基因
传承工程”共建基地，让更多年轻人重
温红岩烈士的学习成长经历；重庆军
地多部门联合举办“让烈士回家”系列
活动，走进红岩英烈的母校、家乡，将
红岩精神传播到他们曾经学习、生活
和战斗过的地方。

重庆有多大，国防教育课堂就有
多大。近年来，重庆出品了《重庆大轰
炸》《大后方》《甲午大海战》等多部军
事题材电视、电影、纪录片，举办“爱我
国防”大型演讲比赛，打造了一批有特
色的国防文化产品，丰富了国防教育
活动的形式和内容。
“晨星闪闪，迎接黎明。林间，群

鸟争鸣，天将破晓。”革命英烈在这里
孕育的红岩精神早已融入重庆永恒的
精神丰碑。

防空洞里拓展国防功能

走在上山入地四通八达的“8D魔
幻城市”重庆，总能在一道道坡坎上看
到圆拱形的门，镶嵌在山体或岩壁中，
那多半是防空洞。重庆的防空洞蜿蜒
盘旋、密布山体，见证了重庆的风雨历
程。而今，经过烽火岁月洗礼的防空
洞已成为山城一道美丽风景。

1938 年，日军大举进攻，全国 2/3
的兵工厂内迁至重庆。这些兵工厂在
修建时，大都建在靠山隐蔽的地方，分
散修建，构设了防空措施。鹅公岩大
桥桥下，一排排岩洞开凿于沿江的绝
壁上，知名的“汉阳造”就掩盖在这样
一片陡峭山势之下。

前线战事吃紧，后方生产不停。
这些兵工厂迁至重庆后，很快投入生
产，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生产速度。为
了支持前线作战，这些兵工厂几乎夜
以继日地生产。大量武器弹药从防空
洞里生产出来，源源不断运送至前线。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一座座高楼
拔地而起，城市之中防空洞的国防功
能又得到拓展。如今，汉阳兵工厂已

被改造为重庆建川博物馆，在大大小
小的 24个防空洞中分布着八大主题展
览。穿行在这岩洞石壁中，人们的思
绪被带回到那段血与火的历史。
“铭记历史，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

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
斗，这是对胜利最好的纪念，也是对先
烈最好的告慰。”重庆建川博物馆的留
言本上，浙江游客李卓昊这样写道。

现在，很多去重庆的游客都会去
建川博物馆“打卡”。带着孩子来参观
的九龙坡市民刘喻感慨：“在参观的同
时还能吸收国防养料，也让小孩从小
树立爱国意识，了解我们国家、我们城
市的历史。”

坐拥山川之险的重庆，可以迟滞
日军的铁甲重炮，但空中却没有任何
可以拒敌的倚仗。抗日战争中，侵华
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
多、手段之残忍、造成灾难之深重，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十分罕见。

在日军飞机轰炸重庆的几年里，
“跑警报”“躲轰炸”成了重庆市民的日
常生活，防空洞默默地守护着重庆的
和平与安宁。连番的轰炸丝毫不能动
摇重庆人民抗战的信念。在每一次空
袭结束后，防空洞打开，重庆很快就又
“复活”了。在持续 5年多的轰炸之后，
近百万的市民沿着石梯走出防空洞走
向正在燃烧的城市，这是防空史上的
一个奇迹。

斗转星移。曾经护佑了山城无数
生命的防空洞在时代的进程中焕发出
新的生机，延续着重庆独有的风景。

夏天来临，重庆市人防办利用防
空洞冬暖夏凉的特点，开展“百日纳凉
送爽工程”，让市民们在纳凉中了解应
急疏散知识，将其作为宣传人防知识
的窗口，让关心国防、热爱国防、支持
国防、建设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
识和自觉行动。

在三峡移民工程建设中，4个整体
搬迁的县城均将人防工程建设纳入城
市规划统建，防空设施完善配套。重
庆市人防办平战处处长赵世海告诉记
者，为提高“地下长城”的军事属性，一
方面，他们利用山体防护层厚的特点，
高标准建设一批抗力等级较高的专项

人防工程；另一方面，他们依托人防工
程，联合当地人武部常态化开展联演
联训，进行全过程、全要素人防演练，
增强人民防空意识。

重庆警备区结合担负的任务，多
次组织协调市人防办、交通、医疗等部
门和驻渝部队，开展城市人防演练，并
利用地下人防工程、地面防空力量、水
上防空设施等防空要素，构建水陆空
一体化防空体系。

在和平年代的平战一体建设中，
由防空洞改建而成的火锅店、商场、停
车场、加油站成为重庆人生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继续发挥着独特作用。

国防交通建设驶入快车道

提起蜀道，今天的人们总能沿着
曾经战火纷飞的山水间找到一些“似
曾相识”的历史演绎：战国时期，秦征
服蜀地，以其作为战略后方以及水军
总部，大量物资通过长江安全输送到
各地；安史之乱后，唐玄宗落难蜀州，
凭借蜀道天险，终获喘息之机，积蓄力
量平复全国。

抗日战争中，得益于山路崎岖陡
峭、水路水情复杂，“陪都”重庆形成天
然的交通屏障。现代战争更加依赖雄
厚的经济基础和有力的综合保障。那
么，在建设现代国防的征程中，重庆大
后方的优势安在？
“重庆直辖 20余年，山城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巨变。”重庆市交通战备办
公室领导介绍，借力长江经济带、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内陆国际物流枢纽
等重点建设项目的东风，重庆初步形
成东西南北四大国际综合运输通道，
加之特殊地形造就城市立体交通格
局，成为名副其实的“8D魔幻城市”。

走出防空洞，沿江而行，我们可以

看到李子坝轻轨站外许多游客举着手
机拍摄“轻轨穿楼”的一瞬；朝北望，嘉
陵江里轮渡在汽笛声中缓缓起航；向
西行，过江索道飞跃长江天堑……

在重庆，千万不要相信你的常
识，虽然你在路上，但你也可能正处
于一栋楼的楼顶；在重庆，你可以体
验同时从桥下、楼上、立交桥上穿越
的感觉……
“‘8D魔幻城市’交通按下快进键，

除了方便市民出行、加快周边地区经
济协作外，也必然会推动重庆市乃至
西部地区的国防交通建设。”谈及重庆
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带来的便捷，石柱
土家族自治县人武部部长沈俊波感触
颇深。以前石柱县拉动民兵应急分队
到重庆主城区用时长，重庆沿江高速
公路通车后，只需原来 1/5的时间就能
到达，真正实现了快速动员。

近年来，重庆警备区多次与市委
市政府对接，协调将国防动员建设等
纳入《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
三五”规划纲要》统筹部署落实。“十三
五”规划中的 8个交通战备建设项目全
部如期完成。下一步，他们还将会同
军地相关部门，抓紧编制“十四五”交
通战备建设规划等专项规划，让交通
战备建设在起步之初，就与地方经济
和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目前，重庆军地正在对以“三港两
枢纽”为核心的军民兼容交通战备体
系加大适应性改造，全面增强水陆空
应急输送、兵员投送能力等 6方面重点
工作。
“国无防不立，民无军不安。”古

时重庆修建 17座城门作为城市边界，
为城内百姓抵御战火。如今，曾经的
城门已经不在，但全民国防的意识已
融入山城百姓的生活点滴，在 3000 余
万重庆人民心中筑起坚不可摧的长
城防线。

栏头题字：连俊义

山 城 自 古 英 雄 气
■王婧凌 本报特约记者 左庆莹

重庆市解放碑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商业步行街中心地带，于1947年8月落成，是抗战胜利和重庆解放的历史见证。图为重庆市解放碑商业步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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