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报台——侦察敌机、观察警情

段婷婷告诉重庆晚报记者，她除了是
新山村街道光冶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是文
物巡查队的一员。新山村防空警报台是第
二批大渡口区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她每月
都会来巡查的地方。

关于警报台，简介牌是这样介绍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钢
迁会”，将全国各地钢铁厂迁往重庆大渡
口，也就是长河原下方的一片区域。“钢迁
会”成为抗战时期后方最大的钢铁联合企
业，也在重庆大轰炸时期成为了日军侵华
的重点轰炸对象。于是，大渡口区修缮了
这座位于地理位置高点的报警塔，起到侦

察敌机和观察警情的作用。
据悉，警报台又称“瞭望台”，始建于

1939年，是抗战时期由钢铁厂迁建委员会
修建的防空警报设施。警报器鸣笛后，由
防空人员挂红灯笼示警。1955年，重庆钢
铁公司新建警报台、警报器、供电设备及线
路、管理房及消防水池等。现存警报台台
房及避雷杆。

警报台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圆柱形建
筑物，共三层，坐南朝北。段婷婷说，警报
台红色的墙壁，是为了保护墙体新刷的。
墙壁上有小孔，应该是当年为了自卫的射
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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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台下祭英魂
在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光冶社区中，有一处

藏在山顶的文保建筑——新山村防空警报台。
6月24日，重庆晚报记者跟随带路的社区工

作人员段婷婷，来到这里一探究竟。

距轨道交通2号线新山村站约1公里

烈士陵园——“十八勇士护厂”

段婷婷介绍，附近还有重钢护厂烈士
陵园，位于光冶社区向阳坡隋唐园内，始建
于1953年，是重庆市744个革命遗址之
一。2011年被列为大渡口区第一批文物
保护单位。

走廊处，有介绍抗美援朝烈士们的资
料档案。段婷婷说，《致敬最可爱的人》展
示的都是抗美援朝的烈士，很多烈士牺牲
的时候，都非常年轻，有的还是孩子。

重钢护厂烈士陵园中，不仅有1946年
“三·二三”惨案，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反饥
饿，反压迫”大罢工中牺牲的烈士，也有
1949年11月28日至30日，国民党在溃退

时，在“钢迁会”更名为29厂的厂内，在重
要设备周围安放了炸药。爱国护厂职工在
地下党员刘家彝、副工程师简国治等率领
下，冒着生命危险连夜清除炸药。30日凌
晨8时，安放在发电厂的定时炸药突然爆
炸，刘家彝、简国治等 17名职工壮烈牺
牲。加上11月28日因策动工人护厂而被
枪杀的烈士胥良，史称“十八勇士护厂”。

为了缅怀这些烈士，1965年，重钢公
司在向阳坡隋唐园内修建了纪念碑。

此外，重庆英勇救人教师王红旭、在执
行重庆天原化工总厂抢险救援任务中牺牲
的左攀渝等英雄，也在此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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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坡——多年前就叫此名

警报台所处的位置为何叫向阳坡？熟
悉大渡口历史，还曾测绘大渡口地图的赵
锡文老先生（93岁）告诉重庆晚报记者，

“警报台附近很多年前有院子，我年轻的时
候听院子里的老人介绍，这附近的坡，名为
向阳坡。为何叫向阳坡，老人们都不太清
楚。但是当年‘钢迁会’到这里，山顶防空
有警报台，山下则有防空洞。”

赵老先生表示，他听说1939年“钢迁
会”刚到重庆的时候，为了避免日机经常来
轰炸，临时挖了几十个防空洞，但向阳坡下
只有一个临时防空洞，洞里有二三十公尺

深，可容纳约100人，为职工和职工家属临
时避难所。

最初，警报台只有一个旗杆，立在厂
内，有两个警示点。当时条件艰苦，没有扩
音器，厂里的工人和家属主要看灯笼行事：
挂一个红灯笼预警，敌机临近；挂两个红灯
笼，说明敌机来临；挂一个绿灯笼，表示敌
机飞走，警报解除。

1959年以后，防空洞周边又扩了些。
段婷婷告诉重庆晚报记者，山下确实

有防空洞，但附近在施工，暂时不对外开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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