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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0月，新成立的中共川东特别区
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川东临委”）在重庆百
子巷150号召开会议，决定在上川东、下川东
分别开展武装起义；成立上川东地工委，负责
华蓥山一带的工作，由临委书记王璞兼任书
记；成立下川东地工委，负责云阳、奉节、巫

溪、巫山诸县的工作，由临委副书记涂孝
文、临委委员彭咏梧分任正副书

记；重庆市委书记由临委委员
刘国定担任，冉益智任副书记；

临委委员肖泽宽负责川黔边境诸县
的工作。会议还决定，临委五位成员

除刘国定外，都下乡
传 达 临 委 会 议 精

神，发动群众，组织地
下武装，为配合“川干
队”入川，策应解放区

战场，做武装起
义的准备。

会 后 ，
齐亮化
名李仲

伟，前

往莲华中学，与黄友凡（化名黄颂文）、王朴组
成重庆北区工委，负责江北县和北碚的党组
织工作。

大规模的武装起义需要大量的人力、物
力、财力的支撑。齐亮到莲华中学后，一方面
与王朴一起做王朴母亲金永华的工作，希望
她变卖田产资助党组织在华蓥山的武装起
义；一方面建立起一条重庆通往华蓥山地区
的秘密通道，把筹集的人力、物力、财力输送
到起义前线。

齐亮首先以莲华中学所在的复兴场（今
复兴街道）为起点，将东岳庙支部改组为复兴
特支；静观镇则以王朴接办的志达中学为联
络点，安排了大量的党员以教师身份开展工
作，充实了学校党的力量；柳荫镇则派党员陈
方银前往复兴场，以开油蜡纸火铺为掩护，建
立联络点，发展党员 10 余名；偏岩场则由党
员陈宗愚（又名陈中益）开设庆丰商店，建起
联络点，建立了 7 个党支部，发展党员 80 余
人；石坝乡则由偏岩联络点负责，建立了3个
党支部，发展党员30多人。这样，顺利完成重
庆-复兴-静观-柳荫-偏岩、石坝-华蓥山秘
密通道的建设。

1948年初，齐亮召集各联络点负责人在
偏岩场附近的观音庙“打麻将”，要求各地党
组织派人打入各保的地方武装。至该年年底，
党组织已控制了沿线 14 个保的武装力量。
1948年春，临委书记王璞经该线路前往广安，
对这条秘密通道非常满意。齐亮还指挥了一
场“大出殡”行动，把购买的枪支和弹药装在
棺材中，送上华蓥山。

当年4月，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因《挺进
报》事件遭到破坏，齐亮、王朴、黄友凡三人研
究完北区工委的紧急应对措施和人员撤离方
案后，为谁留下来坚持工委工作发生了激烈
争执。三人各执理由要留下，都愿把危险留给
自己。最后，因齐亮、黄友凡是外地人，特别
是齐亮是四川省委青年组派来的，一直是特
务追捕的对象，易引人注意，会议最终决定由
王朴留下。

齐亮撤离莲华中学后，并没有离开重庆。
王朴被捕后，他心急如焚，立即派人维持学校
的稳定工作，安慰王朴的母亲，多方打探王朴
的消息，准备营救。当得知是刘国定背叛了革
命时，齐亮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也相当危险，但
他仍时常乔装来往于沙坪坝、北碚等市区之

间，处理紧急工作。
当时，北区工委在北碚领导了两个特别

支部，一个是由喻晓晴任书记的特支，下辖天
府煤矿、草街乡、龙凤乡、黄桷和二岩4个党
支部，有党员100余人；另一个是由聂敬民任
书记的特支，有党员6人，准备以嘉陵江日报
社为阵地，秘密收听延安广播，出版党的地下
刊物。

齐亮于当年 9 月秘密来到北碚，安排聂
敬民所在特支的党员撤往丰都。随后，齐亮与
喻晓晴见面，决定成立北区工委临时工作班
子，喻晓晴任书记，钟歧青、王成忠为委员，分
别负责北碚、江北县下区、江北县上区的工
作，组织上保持独立性，不发生横向关系。临
时工作机构只研究原则和重大问题，具体工
作由各负责人处理。这一特殊情况下的安排，
完整地保存了北区工委的力量，也使支援华
蓥山地区武装起义的地下交通线未间断。

撤离了被暴露的同志，安排好北区工委
的工作后，齐亮与妻子马秀英（中共党员）一
起前往成都寻找上级党组织，经中共川康特
委副书记马识途安排，在温江中学任教，暂时
安定下来。

1949 年 1 月，叛徒刘国定在重庆、下川
东、上川东大肆破坏党组织后，官升至中校参
谋，更加得意，又带着特务到成都破坏党组
织。齐亮夫妇在转移途中被刘国定带领特务
逮捕。

齐亮夫妇被捕后，被关进了渣滓洞监狱。
他们经受住了敌特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
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齐亮在狱中
教难友们学习俄文，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写
成《怎样做支部书记》，供大家学习讨论。

1949年11月14日，齐亮夫妇与江竹筠、
胡友猷等 30 位难友一起被敌特枪杀于歌乐
山电台岚垭。

齐亮为华蓥山起义建立秘密通道
特约通讯员 王洪

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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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汗这事儿吧，是再
平常不过了。尤其像现在
热到快“融化”的天气里，
妥妥的“出门5分钟，流汗
2 小时”。在这个汗液“肆
虐”的季节里，就跟大家来
聊一聊汗。

人为什么会出汗

汗水是由汗腺分泌的，而汗腺分为大汗腺和小汗腺。
大汗腺有腋窝、乳晕、外阴部等；小汗腺几乎遍布全身皮
肤，全身大约有200万至500万个汗毛孔。

以下这两种情况，人会出汗：
第一种是正常生理情况下的反射活动。
在运动、劳动，或处于高温环境时，体内产热大量增

加，汗腺就会分泌汗液；汗液蒸发时，会带走大量热量。
在大夏天里，汗腺就像人体自带的“空调”，是咱们散

热的主要渠道。
此外，人在精神紧张或情绪激动时，也会冒汗，大家

经常说的“捏了一把汗”就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种是疾病的信号。
汗液还是咱们人体的晴雨表，一些异常出汗信号往

往是身体发出的警告。

这4个部位出汗，身体可能出问题了

俗话说：汗从哪里出，病从哪里流。一些异常出汗往
往暗示着身体可能出问题了。

1.头部出汗过多
通常表现为只有头部和脸部出汗特别多，其他部位

正常。
头部出汗分为两种情况——
①脾胃湿热
表现：头部出汗比较多，恶寒发热，小便不顺畅，舌苔

黄腻。
建议：不吃油腻的食物，清淡饮食，健脾祛湿。
养生食谱：五指毛桃汤，五指毛桃有健脾补肺、祛湿

化痰的作用，可用于脾虚浮肿、食少无力、肺痨咳嗽、盗
汗、风湿痹痛等症。

②积食
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大吃大喝、暴饮暴食后。
表现：头部和脸部大量出汗，同时感觉肚子很撑，口

渴。
建议：不要过量饮食，每餐吃七分饱；严重者可请医

生开些助消化的药物。
养生茶饮：陈皮茶，只需将一小片陈皮和少量姜丝

（一小捏）冲水，一杯能消食的陈皮茶就完成了。陈皮茶能
帮助减缓脾胃不和（感觉胃肠消化不了食物，难受），消除
积食。

2.手脚心出汗多
手脚心经常出汗，很可能是这两种情况——
①湿热
表现：手脚出汗，没有食欲，疲乏困倦，小便黄，舌苔

黄腻。
建议：少吃甜食、甘甜饮料、辛辣刺激的食物、肥甘厚

味，忌饮酒（湿热之性最大）；宜食清热祛湿的食物，如绿
豆、冬瓜、丝瓜、赤小豆、西瓜、绿茶等。

②阴虚
表现：手脚心发热出汗，咽喉干燥，口干（睡后明显），

大便干结不畅。
建议：饮食上要避免吃辣椒、喝白酒、吃牛羊肉，多吃

些滋阴的食物，如沙参、玉竹、牡蛎、石斛、雪耳等内热明
显的，可多喝新鲜的梨汁、藕汁、生地汁、马蹄汁。

此外，手脚多汗还可能是多汗症，可以通过胸腔镜微
创手术治疗，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可以到医院就诊。

3.颈部大汗淋漓
颈部出汗特别多还可能是低血糖的信号。
糖尿病病人由于胰岛功能的异常，低血糖的情况时

有发生，如果处理不当，常常会有意外发生。
所以，一定要尽快识别低血糖的信号：出汗（尤其是

脖子和发际线处大量出汗）、心慌、手抖、饥饿感、无力
等。

应对：有条件的可先测一下血糖，看是否低于3.9毫
摩尔每升；如果没有条件，先吃些含糖食物，如糖果、饼干
或含糖饮料。

4.偏汗
表现为身体的一边出汗，而另一边无汗，这种情况通

常见于偏瘫患者。需要注意的是，偏汗还可能是中风的先
兆。

如果出现偏汗，同时还伴有头晕、头痛、呕吐、意识不
清等症状，可能是中风发作的信号。

大家都知道，中风很凶险，不仅发病突然，还可能威
胁生命，还有一部分人即使抢救过来也常留有后遗症。所
以，早期识别非常重要，一旦出现一定要警惕，立即到医

院就医。

关于汗的3个小疑惑

汗虽然常见，但是关于汗的疑问可一点也不少，趁着
这机会，给大家说一说。

1.出汗到底能不能排毒？
答案是不能。事实上，汗液是人体正常的代谢产物，

汗液中99％都是水分，剩余不到1%是组织代谢的废物。
出汗其实排的是水，而非“毒”。而且，身体本无毒，又谈何
排毒？

2.吃饭出汗多是病吗？
吃东西出汗是一种生理现象，叫味觉性多汗。
因为舌头上的味蕾有很多感受器，这些感受器被美

味食物触及，就会向大脑发出出汗信号。
不过，如果是糖尿病病人，以前不多汗，短时间内出

现局部多汗，吃饭时汗淋淋的，就要小心是否出现自主神
经病变，应尽快到医院检查。

3、睡觉时老出汗是怎么回事？
如果室内温度不高，睡觉时老出汗，很可能是盗汗。
出现盗汗，可能是由结核病引起的，如果同时伴有发

热、消瘦及咳嗽、咳痰等症状，最好到医院诊治。
此外，盗汗还可能是气虚、肾虚的表现。
如果排除了患结核病的可能，则可找中医师诊治，以

辨证自身体质，对症用药，别盲目服药，随意进补，以免引
起不良后果。

出汗后记得做这3件事

出汗后光擦掉还不行，有3件事需要注意，尤其是在
天热的时候：

1.按按止汗穴
中医认为，汗是津液的代谢产物，血汗同源，因此，

出汗过多会耗气，伤及津液而损心血。所以，汗出得太
多也不是件好事。如果平时汗出得多，可以按按合谷
穴。

定位：拇指、食指张开，将另一只手拇指的关节横纹
放在虎口上，拇指尖点到之处即是。

方法：操作时用一只手的大拇指用力按揉对侧手的
合谷穴，以产生酸胀感为宜。

2.多吃富含钠、钾的蔬菜
平时可多吃些绿叶蔬菜汤，如油菜、菠菜、空心菜熬

成的汤。
因为这些蔬菜都含有丰富的钠、钾元素，维生素的含

量也很高，能够较好地补充身体出汗流失的盐分。
3.喝盐水
挥汗如雨时，不仅流失水分，盐分（电解质）也随之流

失，理论上应该既补水又补盐。
注意：因为大家平时盐就吃得很多了，所以像马拉松

那样高强度、长时间的运动，或者高温作业的炼钢工人
等，才提倡喝淡盐水。

建议：自制盐水，100毫升水中食盐含量不要超过0.9
克。

据家庭医生客户端

炎炎夏日，出汗后记得做这3件事 三伏天是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中医十分重视伏天
养生。北京天坛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王文明2015年在
健康时报刊文指出，一年四季之中，最能把身体的寒
气排出来的时机就是三伏天，请大家收好这份“热养
生手册”。

1.多用扇子
古人把扇子称为“摇风”“凉友”。
北京同仁医院传统疗法科副主任医师陈陆泉

2021年7月在健康时报刊文指出，从中医角度来说，
扇子不仅可以纳凉，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养生保健方
法。建议中老年人夏季不妨多扇扇子，如果使用电扇，
要注意不要连续吹，不能用大风吹，不可对着人直吹。

使用空调的时候，最好采用吹吹停停的方法，室
内温度以25℃至27℃为好，不宜低于22℃，室内与室
外的温差以5℃至10℃为宜。

2.多喝热水
早在古代，人们就知道用喝热茶的方式驱散体内

的热气，从而达到消暑的功效。当人体摄入热茶后，皮
肤会慢慢发汗，在此过程中有助于热量随着汗液的排
出而散发。相反，喝冷饮则很难把人体内的热量排出
体外。

3.洗热水澡
夏季满身大汗的情况下去冲冷水澡，极易发生意外。
经常洗热水澡，能把身上的汗液及时冲走，使毛

囊和皮肤保持干净，还能使皮肤透气，加速皮肤和肌
肉血管的血液循环，使毛细血管扩张，有利于体内散
热，促进新陈代谢。

4.睡前泡脚
夏季“热养”不如多用热水泡脚。睡前用热水泡脚

有助祛除暑湿，使人神清气爽、增进食欲、促进睡眠。
水温应该控制在40℃左右。

5.多吃点姜
俗话说：夏季吃点姜，不用医生开处方。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未病中心副主

任李定文2021年7月在健康时报刊文表示，姜是夏日
居家驱寒的好食材。一般来说，生姜有温暖脾胃的作
用，做凉拌菜时，切些生姜丝同食，便可缓解寒凉之
气。但生姜的力度并不大，它的主要能力还在于解表
发汗。干姜则不同，温暖脾胃的能力比较强烈，也比较燥烈，所以阳虚的
成人可以选择。

6.运动出汗
运动是提升阳气的好办法，是主动健康的最好的方式，很多被动调

理都不如坚持适合自己的运动更有养生效果。

7.按揉腹部
江苏省中医院老年医学科董蕾2016年在健

康时报刊文指出，身体小腹部位是最容易积聚寒
气的位置，所以我们想要驱寒，可以从小腹入
手，保持小腹温暖，寒气自然会消除。双手以肚
脐为中心，先逆后顺各揉36圈，想去寒就早中
晚各一次。但要注意，饭后2小时内别做。

8.穿好常服
夏日里女性要特别注意保暖，少穿露

脐装、露背装，注意腰、腹、腿
足及后背的保温。建议换上
平常的夏装即可，万不可
追求标新立异而总穿露
脐装。

据健康时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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