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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田济申）4 月 21 日，区
卫生健康委组织召开2021年全区职业健康
工作推进暨业务培训会。来自全区273家企
业的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及各
街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协管员
等400余名职业卫生从业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 2021 年全市职业健康工
作会议精神，总结了 2020 年全区职业健康

工作，安排部署了 2021 年全区职业健康重
点工作。会议强调，2021 年，我区要始终坚
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化
健康北碚建设，以统筹管理为主线，落实
职业病防治责任；以保护劳动者为核心，
提升职业健康支撑能力；以监督执法为重
点，督促用人单位落实主体责任；以宣传
培训为抓手，推动全社会形成职业病防治

共识。
会议强调，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所有职业卫生从业人员必须要以高度
的责任感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努力开创职
业病防治工作新局面，切实保障广大劳动
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以优异成绩迎
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

会议还对荣获 2020 年“健康企业”称

号的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海默尼
制药有限公司、重庆原子高科医药有限公
司3家企业进行了授牌。随后，市卫生健康
委职业健康处调研员杨涛围绕“用人单位
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从职业病防治面
临的形势和任务、全市职业健康重点工
作、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三个方
面进行了业务知识培训。

2021年职业健康工作推进暨业务培训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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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小说中，有一位女革命者，她在被
抓进渣滓洞监狱后不久便生下了一名女婴，
难友们亲切地称该名女婴为“监狱之花”。同
一牢房的江竹筠为孩子缝制小衣物，安排难

友们轮流给孩子洗尿布、椿米浆。其他牢房的
同志也送来各种小礼物。放风时，难友们都开
心地亲吻她。史实中，还真有其事，“监狱之
花”的母亲就是在北碚入党的左绍英。

左绍英于 1919 年出生于合川县（现合川
区）滩子口乡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她 12 岁
就给地主当丫头，每天上山打柴、下地干活，
还得侍候地主全家，终日劳累，不得温饱，艰
难地度过了童年。1938 年，经人介绍，左绍英
进入北碚澄江镇纺织机织布训练班学习。一
起参加学习的还有中共北碚中心县委派来的
共产党员马中键。学习结束后，中心县委决定
在北碚黄桷镇（现东阳街道黄桷片区一带）集
资创办棉纺织生产合作社，以培养一批工人
骨干，为隐蔽共产党员创造条件，也解决党的
活动经费问题。马中键、左绍英负责具体筹建
工作。1939 年 2 月，经马中键介绍，左绍英光
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 年 3 月，由北碚中心县委直接领导
的黄桷棉纺织生产合作社正式开业，左绍英
被推选为合作社理事委员。社内还建立了党

支部，马中健任支部书记，左绍英任组织委
员，负责生产和政治思想工作。当时的条件很
艰苦，工资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女工集体住在
一间房里，男工只能在车间搭铺睡觉，洗脸、
洗衣则要到嘉陵江边去。这个合作社最初只
是一个仅有 20 多人的小企业，但这是地下党
组织自己办的企业，大家团结一致，再苦再累
也没有怨言。虽然合作社历经多次搬迁，但很
快就发展到50多人。

左绍英在社内一直参加生产，为新职工
传授纺织技术，并兼任库房管理员工作。她还
组织大家学唱抗日歌曲，到街头和农村搞抗
日宣传，很快便赢得职工们的尊敬和爱戴，被
称为“我们的好大姐”。

川东区党委书记廖志高很重视这个企
业，曾派夫人陈红藻（陈奇雪）到合作社协助
工作。这个企业隐蔽过许多的共产党员和进
步人士，如罗浩、林枫、余汉邦等，也有许多
进步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的道路，后来成为
优秀的共产党员，如段定陶、姜顺莲等。

1941 年，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北

碚的国民党特务四处横行，他们来合作社抓
捕共产党员，要建立国民党组织。针对这一情
况，中共北碚中心县委决定立即撤销合作社，
所有人员马上撤离。左绍英与一些同志转移
到沙坪坝裕丰纱厂工作。1942 年，左绍英与时
任重庆市委书记的王璞结婚，成为市委联络
员。期间，她和王璞三次到北碚，帮助马中
键、熊伯涛、蒋可然等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
安排工作，解决生活困难，还不时冒着危险通
知暴露的同志转移。

1947 年 10 月，王璞到上海汇报工作后，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
斗争问题的指示》精神，决定将重庆市委改组
为中共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川
东临委），王璞、涂孝文分任正副书记。5 位临
委成员中，除刘国定留在重庆任市委书记外，
其余 4 位成员分赴华蓥山地区和长江三峡地
区，分别建立上川东、下川东两个地工委，在
两地发动农民武装起义，策应全国各解放区
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左绍英时任临委交通员，负责上川东 10

个县党组织的联络，准备华蓥山地区各县的
武装起义。她把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寄养在四
川省广安市的一位同志家里，每天往来于 10
个县，并协助王璞将重庆市的大批党员调往
起义前线。

1948 年 4 月，因叛徒出卖，整个起义计划
暴露。敌人在获悉左绍英的特殊身份后，将其
列为重点抓捕对象。这时，左绍英正怀孕临
产，回老家合川暂避。乡亲们闻知特务要来抓
捕左绍英时，立即用滑杆抬着左绍英进行转
移，不幸被特务追上，左绍英被囚禁在渣滓洞
监狱。左绍英在监狱生下了孩子。面对敌人的
百般折磨，左绍英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
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坚强不屈的精神。

1949 年 11 月 27 日，敌特对关押的革命者
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左绍英和难友们为保
护孩子，勇敢地冲向牢门，用身体挡住机关枪
的扫射。在血泊中，敌人还是发现了啼哭的

“监狱之花”，又灭绝人性地向她开了枪，小
小的生命也惨遭毒手。

左绍英牺牲时，年仅30岁。

左绍英烈士：“监狱之花”的母亲
特约通讯员 王洪

4月21日晚，一个不幸的消息从北京传来——
中国现代文学馆发出讣告：老舍先生之子、中国现
代文学馆原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舒乙因病医
治无效，于2021年4月21日14时16分在北京去世，
享年86岁。

舒乙生于山东青岛，祖籍北京。说起舒乙与北
碚的渊源，还得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说起。

“在北碚的经历是难以忘怀的”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北碚被划为
迁建区。在这个后方小城，先后涌进了各界名流、学
者、作家、科学家……在当时，有个流传甚广的说法
——三千名流汇北碚。舒乙的父亲——中国现代著名
小说家、戏剧家老舍就是在那个时期来到了北碚。

1943年，8岁的舒乙及姐姐舒济、妹妹舒雨跟随
母亲胡絜青，从北平辗转来到重庆与老舍团聚，一
家人定居在北碚蔡锷路24号（即如今的天生新村63
号，四世同堂纪念馆处）。抗战结束后，舒乙随家人
迁回北京定居。此后几十年间，他曾多次来北碚。

1993年4月，舒乙来碚确认梁实秋旧居（雅舍）所
在地，为雅舍的具体方位提供了详实的依据。同年12
月，雅舍被北碚区人民政府确定为区级文物保护单
位。

1997年7月，在舒乙的指导下，老舍旧居举办了
老舍生平事迹展，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

2004年2月3日，在舒乙的倡导下，“抗战文化
暨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05周年——北碚座谈会”召
开，并为梁实秋旧居（雅舍）揭牌。2月4日，在北碚举
办舒乙“中国文化现状及发展”报告会。

在舒乙的呼吁下，2006年7月22日老舍旧居经
修缮正式对外开放，舒乙出席活动，并为老舍旧居
纪念馆捐赠了老舍作品集及多种版本的老舍作品。

2010 年 11 月 24 日，老舍旧居正式更名为四世
同堂纪念馆，舒乙亲自为纪念馆题写牌匾并参加揭
牌仪式，还提供《四世同堂》手稿影印本和日文、法
文等9种版本的《四世同堂》给纪念馆收藏。

2012年3月，北碚博物馆工作人员前往北京，向
舒济、舒乙征求对四世同堂纪念馆提档升级的意
见，舒济、舒乙又向四世同堂纪念馆捐赠了 14 件
（套）老舍先生及其夫人胡絜青使用过的珍贵文物。

2013年10月3日，舒乙携家人来碚，参观了四
世同堂纪念馆、梁实秋纪念馆、卢作孚纪念馆、红楼
等北碚历史文化景点。舒乙称，北碚近年来建立了
很多纪念馆，这是重庆文化的亮点，是文化传承的
具体体现，北碚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70年前的秋天，我第一次到北碚，一住就是6
年。”在参观四世同堂纪念馆时，舒乙向夫人于滨和
女儿舒悦介绍，“之后我在朝阳小学插班读三年
级。”舒乙回忆，两年后，小妹舒立在北碚出生。对他
们一家而言，在北碚生活的这段经历是难以忘怀
的，虽然时隔几十年，但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桌
一椅都记忆犹新，并现场手绘了记忆中的旧居图。

“屋子的格局基本没有变，不过以前破旧多了，老鼠
也多，有时还有蛇。那时屋子周围也有很多植物，比
如竹子和芭蕉。”

2013 年 11 月 21 日，舒乙再次到四世同堂纪念
馆参观。当日，他见到了新增的骨牌、老舍先生的素
描画、水晶灯等实物，表示均符合实际，对四世同堂
纪念馆整体展陈做出了高度评价。

追忆父亲创作往事

1943 年至 1946 年，老舍先生定居北碚期间，

完成了《四世同堂》的前两部《惶惑》《偷生》，为世
人留下了经久流传的鸿篇巨著，也为抗战文化留
下了许多诗歌、散文、话剧等脍炙人口的文艺精
品。

2014年7月，为纪念《四世同堂》问世七十周年，
在北碚举行了一场特别的研讨会，舒乙、舒济、舒雨
都亲临了现场。舒乙回忆，老舍先生在北碚创作《四
世同堂》时，正逢日军空袭重庆，每当防空警报响
起，老舍的第一反应就是把《四世同堂》的手稿用布
仔细包好，抱着跑进防空洞。“在老舍先生心里，这
部手稿就和身家性命一样重要！”

舒乙曾透露老舍先生在创作时的一些细节，
“父亲晚上写作喜欢用一盏金属座带玻璃罩的煤油
灯照明，但他一般不会熬夜。完成每天的创作后，就
会坐在床头抹骨牌玩，那是他一个人的游戏。”在讲
到北碚的生活对老舍先生作品的影响时，舒乙曾举
了两个例子，一是老舍先生把蔡锷路 24 号戏称为

“多鼠斋”，并把在此创作的10多篇杂文集结成《多
鼠斋杂谈》；二是在话剧《茶馆》的布景里，那张“莫
谈国事”的标语设置，就来源于老舍先生在北碚期
间坐茶馆时的生活积累……

在2014年7月26日举行的《四世同堂·北碚版》
首发式上，老舍铜像揭幕仪式同步进行。舒乙、舒
济、舒雨共同为老舍铜像揭幕，铜像的原型是老舍
先生在1945年拍摄的一张照片。

“老舍先生当年就是像这样，穿着长袍，坐在藤
椅上拍的照，就连拍照的位置都很接近，所以这个
铜像的还原度是很高的。”舒乙回忆，当年在拍照的
地方还有棵槐树，家门口则是个大操场，老舍先生
每天早上都会在操场上打太极拳。那时房子比较破
旧，多鼠多蚊，天热时房子里就像蒸笼，严重影响老
舍的写作进度，门也太窄，像冯玉祥将军这样的大
块头根本进不来，只能侧身挤进门……

当天，舒乙还将妹妹舒立和母亲胡絜青于1995
年共同创作的国画《花下小猫图》赠送给了四世同
堂纪念馆收藏。

舒乙与北碚
本报记者 黄虹

提 高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专 栏

北碚区科协 主办

全民反诈丨防范电信诈骗

本报讯（记者 熊辉）4 月 16 日，
2021年度第一期初级技术经纪人培训在
北碚国家大学科技园启动。来自科技行
政职能部门、高校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的
50余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由区科技局与国家军民两
用技术交易中心重庆分中心联合举办，
是贯彻落实《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
案》文件精神、营造川渝两地技术转移转
化良好生态、响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技术转移联盟成立的务实举措。

培训会上，长期从事技术转移转化
工作的专家对技术合同登记、技术转移
与成果转化、技术转移服务规范等内容

进行了详细讲解，并与参会人员进行互
动交流。区科技局工作人员介绍：“本次
培训，我们采用‘线下培训+线上授课’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按照《国家技术转移专
业人员能力等级培训大纲》相关要求，围
绕公共知识模块、政策法规模块、实物技
能模块三大模块，开设了 16 门课程（24
学时）。”

据了解，当天的线下培训结束后，还
将进行为期两周的线上培训。下一步，我
区将围绕技术经纪人工作搭建服务平
台，建立长效机制，推动成渝两地科技成
果扩散、流动、共享、应用，促进科技成果
的资本化、产业化。

初级技术经纪人
集中“充电”

本报讯（记者 熊辉）“阿姨你看，通过小
程序，我们可以看到588路公交车还有10分钟
就到站了。”4月20日，在北碚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内，20余名党员志愿者正在为社区老年
人开展一对一的智能手机使用培训，帮助老年
人告别“触网”困难。

65岁的吴恩贤坐在最前排，双手滑动着手
机，不时询问一句“老师，我这样操作对吗”。公
交线路查询、天气预报查看、网上预约挂号、电
子相册制作……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吴恩贤逐
渐掌握了智能手机的实用功能。课后，吴恩贤
告诉记者：“这种课程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太有
必要了，现在我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挂号，不用
再一大早跑去医院排队了。”

为了让老年人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告别
“触网”困难，近年来，我区多次开设老年人智
能手机培训课程。区委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们不定期地在社区活动室、中心广场开
展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培训，邀请大学生、党
员志愿者、金融从业人员讲解如何使用智能手
机进行微信交流、扫码购物、申请健康码以及
预防诈骗等知识，帮助老年人掌握智能手机的
操作方法，开启‘智能生活’。”

下一步，区委网信办还将联合各街镇开展
智能手机应用讲座，提高社区服务老年人的专
业化程度，从实际出发，从细节入手，让老年人
更好地融入数字时代，让老年生活充满“智”
趣。

智能手机使用培训
助老年人告别“触网”困难

一
九
四
五
年
冬
，老
舍
全
家
在
北
碚
寓
所
大
门
前
合
影
（
左
起
：
舒
济
、舒
雨
、老
舍
、舒
乙
、舒
立
、胡
絜
青
）
。
（
资
料
图
）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北碚红色印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