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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万州厚重的历史册页，这是一座英雄辈出的城市。
无数英雄，凝聚成一座城市壮美的魂魄，汇聚成一座城市浩
大的气场，也激荡着我们的故乡万州，在三峡平湖的波光里
向上生长，美丽蝶变。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五桥街道——巍巍李家山下，有一座
沧桑的百年老院，名叫龚家老屋院子。

老屋院子，是出生在龚家社区的蒋开萍烈士生前从事革
命活动的地方。1949年11月27日，新中国刚刚成立，共产
党员蒋开萍牺牲在重庆渣滓洞那个血雨腥风的大屠杀夜晚，
青春的生命——定格在24岁。

24岁的生命啊，还没来得及听到一声“爸爸”的呼唤；24
岁的生命啊，还没来得及听到新中国阔步前行的铿锵足音。

英雄蒋开萍，成为龚家人心里永远的追忆与思念。唐德
兰，龚家社区党总支副书记，10多年来，她奔走在龚家社区的
阡陌山野，一点一滴收集着蒋开萍的革命事迹。她还到万州
区档案馆、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收集完善历史资料，让革命
烈士的事迹生动鲜活、丰富翔实。而今，在改造修缮的龚家
老屋院子红色陈列室里，悬挂着一个年轻人英姿勃勃的黑白
照片，这是蒋开萍烈士生前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照片上，
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闪烁出对党忠诚的赤胆忠心，也闪烁
出对龚家美好生活的无限期盼!

开萍烈士，如你所愿啊，而今您的家乡、城乡接合部的龚
家社区，在和美乡村的建设中，走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城乡
融合发展的特色之路，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舒畅，越来越幸
福。2025年春天，五桥街道打开春光明媚的画卷，在涌动的

游客中，有来老屋院子怀念您的人群；在涌动的人流中，有社
区组织的党员志愿服务队，为游客们提供最温暖、最贴心的
服务。在社区的楼院、田园，有党员们常年奔走的身影，哪里
有需要，哪里就有党员站出来！群众冷暖，牵挂在心头，和美
生活，可感又可触！

开萍烈士，如你所愿啊，在五桥街道，您的革命事迹，感
召着、激励着平凡人的身影，奔赴在建设家乡的各个岗位、各
个角落。这些身影，让生机勃勃发展的五桥，成为最动人的
风景线。

在包浆深深的五桥老街香炉巷、香炉街，社区党总支书
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傅山祥，差不多每天早晨都要到老街
的街巷里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一个习
惯。他随身带上一个民情记录的笔记本，哪家老人需要特别
照顾，哪家居民窗前树的枝丫需要社区干部去帮忙修剪，小
巷子里家家户户的情况，他都了解得清清楚楚，这些居民家
针头线脑的小事儿，就是日日夜夜里最真实的烟火生活。

傅山祥说，对党忠诚，决不是一句口号，是平常工作里为
群众服务的周到细心，他有一句社区治理的口头禅：“干部围
着群众转，群众跟着干部干！”在社区，他组织成立“党员来到
家门口”“清清五桥河”两支党员志愿服务队，这些暖心的身
影，这些初心奔腾的共产党员，演绎着基层共产党员最本真
的角色。

“1990年6月29日，这是我的另一个生日。”说这句话
的，是今年56岁的五间桥社区党总支书记熊得咏。那一天，
21岁的熊得咏心情激动，他举起拳头，对党宣誓：“我志愿加

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

熊得咏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出于对党的深厚感
情，他把入党纪念日作为自己生命中的另一个生日。27年
来，熊得咏把根深深扎在社区的土壤里，让“五间桥是个大家
庭、我们都是一家人”的治理理念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社区老党员向全兴，在五桥老街凌晨的特大洪水席卷
时，奋不顾身冲向临河的五一街，用拳头砸响没来得及撤离
居民家的门，一直到双拳砸出了血泡，确保了老街群众在洪
流中的生命安全；社区老党员聂代田说：“我人老了，起不到
党员的更好作用了，但我还有手艺在啊！”聂代田在家买来竹
子，用2年时间编织了300个筲箕、刷把、拐杖，挨家挨户送到
老街的居民们家中。一名老党员的朴实行动，暖透了老街人
的心肠。

五桥崛起的新城，汇入万州城市发展的版图。五桥街道
长龙社区，是万州最大的安置征地移民成立的社区，社区治
理特别繁重、特别复杂、特别艰辛。面对社区治理的千头万
绪，社区党总支书记韩强，带领社区一班人，把社区治理得和
顺、和谐、和美。韩强常说一句话，群众需要我们，我们感到
作为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责任，作为一名党员的自豪。这实
实在在的话语，源于扎在社区的土壤有多深，惦记群众的冷
暖之情就有多深，就有多真！

起航，万川奔流的万州！出发，古韵新姿的五桥！这些
对党忠诚的平凡人的身影，是最动人的风景！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信仰如炬照千秋
——读《南桐矿区志·汪石冥传》有感

陈劲

翻开《南桐矿区志·汪石冥传》，一位26岁便以鲜血浇灌信仰的青年烈士形象跃然纸
上。26岁，本该是人生最灿烂的年华，汪石冥却用鲜血书写了信仰的绝唱，在历史的夜空中
划出耀眼的光芒，让我久久难以平静。

汪石冥（1902-1928），中共党员，革命烈士，1902年出生于重庆市万盛黑山镇鱼子村
（原南川县腰子乡）。青少年时期外出求学接触进步思想，返乡后积极投身革命，同反动势力
斗智斗勇。大革命失败后赴武汉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928年执行武器运输任务时被捕。在
汉阳监狱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用牙刷柄在狱墙上题写四首革命诗篇，坚信红旗终将飘扬中
华大地。同年12月英勇就义，年仅26岁。

汪石冥的故事，令我最动容的是他在汉阳监狱的最后一幕。身陷囹圄、受尽酷刑，他却宁
可牺牲自己也绝不向反动派吐露一字机密，并以牙刷为笔、狱墙为纸，挥毫刻下四首诗，字字如
金石掷地：“铁镣偏能坚信心”“赤帜飞扬古城头”。这些诗句，既是他一生勇于献身共产主义事
业的战斗历程总结，又是敢为革命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豪情壮志抒怀，更是热切期待革命终将
成功的坚定信念表达。读到这里，我仿佛看见汪石冥这位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的革命战士，在
黑暗的牢狱中仍高擎理想之火，浑身洋溢着共产党人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

是什么力量让汪石冥面对死亡仍从容不迫？我想，答案就藏在他短暂而炽热的一生里：
从鱼子村的少年到革命火种的传播者，他以“信有身心如铁石”坚信“春满人间尽自由”终将
到来。这不仅是钢铁意志的宣言，更是一种穿透时空的精神力量。

汪石冥的一生，恰是重庆城市精神的生动缩影。他视野开放，年少离家到重庆、南京求
学，以开阔胸襟接受先进思想，逐步树立“春满人间尽自由”的革命理想，将马克思主义火种
带回桑梓、启迪民智；他坚韧不拔，在白色恐怖中发动革命斗争，组织农民武装，策应顺泸起
义，有力促进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他忠勇一生，在革命遭遇重大挫折的重大历史关头，忠于共
产主义信仰，明知赴鄂任务凶多吉少仍慨然前行，坚决干好党交给的艰巨任务，成为同事们
身边的“模范共产党员”；他创优争先，在与反动势力的反复较量中，砥砺奋进、有才有为，较
早担任地区党（团）组织重要领导职务，发挥擅长宣传、组织能力优势，引领革命舆论，团结各

界斗敌，成为地区革命的中流砥柱。
汪石冥以26年的短暂生命，在重庆历史上铸就了

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他传播革命思想的执着，与敌
斗争的策略，创建农民武装的果敢，狱中题诗的坚贞，
无不彰显着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勃发英姿。烈士用

生命诠释：信仰不是空谈，而是在逆境
中仍能“信有身心如铁石”。

合上史册，汪石冥已不再只是志
书中的一个名字，而是一面镜子，照见
当代人是否还有“敢从烈火炼真金”的
勇气。新时代的我们虽不必直面铁镣
酷刑，但功利主义的诱惑、浮躁心态的
困扰、畏难情绪的羁绊等“锁链”，同样
需要以“铁石之心”来打破。当“内卷”

“躺平”成为某些人的借口，烈士那“信
有身心如铁石”的信念，恰似一盏明
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作者供职于万盛经开区档案馆）

南湖红船，
劈波卷澜。
驱散黑夜迷雾，
引星星之火燎原。

拯救苍生，
唤起工农千百万；
扭转乾坤，
风雨兼程百四年。

今日华夏，
赤帜高擎固江山；

厉兵秣马卫金瓯，
戍疆剑冷烽尘远。

笙歌承平，
春风荡漾喜人间。
灯火连城耀，
乐盈盈国泰民安。

但见寰宇，
狼烟蔽日天地暗。
血雨腥风，
人似惊弓飞断雁。

骨肉分离，
几多悲切哭家园。
背井离乡，
把泪问苍天！

居安思危，
众志成城坚如磐。
岁月静好感党恩，
锤镰永铸书诗篇。

岁月静好感党恩
姚代云

跟着你，从南湖的红船起
桨声划破长夜，星光点亮天际
热血胸中澎湃，誓言烙在心底
哪怕腥风血雨，依然矢志不移

跟着你，从瑞金的晨曦起
草地掩埋忠魂，雪山铭刻足迹
两万五千里路，铺满带血的泥
无论征途多险，初心始终如一

跟着你，看五星红旗升起
礼炮震碎旧梦，宣言响彻寰宇
铁锤锻造山河，镰刀收割希冀
人民挺直脊梁，有了做人底气

跟着你，听春天的故事讲起
小岗村的秘密，透出果敢坚毅
渔村破茧成蝶，荒野崛起惊喜
携手改革开放，书写发展奇迹

跟着你，把复兴号角吹起
脱贫奔向小康，中国制造传奇
北斗托起梦想，丝路重焕生机
新时代新征程，续写新的伟绩

跟着你，跟着你，我的脚步永不停息
跟着你，跟着你，我生命不变的轨迹

（作者系重庆巫山县政协原主席）

跟着你
刘大勇

（歌词）

我出生的那一天风和日丽，
爷爷奶奶给我取名叫七一。
他们说这名字简简单单，
叫起来就会想起从前的枪林弹雨。

我长大后才懂得深刻含义，
爸爸妈妈也说最喜欢七一。
他们说这名字亮亮堂堂，
叫起来就会想起宣誓的那面红旗。

啊，我的名字叫七一，
好听好记特别有意义。
啊，我的名字叫七一，
刻在身体，融进血液。
啊，我的名字叫七一，
顺心顺口特别有意义，
啊，我的名字叫七一，
伴着成长，写入履历。

（作者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

我的名字叫七一
黎强

（歌词）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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