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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犀牛爱享受
喜欢“捶背”

婺源山村金秋
晒出丰收果实

盐湖变成“鸳鸯锅”
颜色抢眼

近日， 在瑞士弗里堡举办了一场
高空走扁带极限活动。 来自全球各地
的25名高手聚集在2000米高的莫莱松
山， 表演惊险走绳， 为避免跌落风险，
参加者都戴有救命索保护。

在重庆永川一动物园里有一头叫
“阿飞” 的19岁犀牛， 它和饲养员张
洪松已相处15年了。 在张洪松的招呼
下， “阿飞” 能够乖乖地躺在地上给
他垫脚换灯泡， 还会听懂 “伸懒腰”，
缓缓地伸开粗大的巨腿。 “阿飞” 最
享受的还是让张洪松站在它背上给
它踩背按摩， 或是拿着锤子给它捶背
按摩。

金秋时节， 江西省婺源县江湾镇
篁岭村村民用竹匾盛满刚收获的红辣
椒、稻谷、玉米、菊花等农产品，摆放在
徽式民居的晒架上进行晾晒， 勾勒出
一幅幅五彩斑斓的山村 “晒秋” 图。

近日， 随着秋分季节的到来， 山
西省运城市气温的不断下降。 位于运
城市内的盐湖也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
跨湖大道两侧的盐湖水面一侧呈绿色，
一侧呈玫瑰红 ， 摇身变成 “鸳鸯火
锅”。 这一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呢？ 经检
测， 原来是杜氏盐藻在 “作怪”。

瑞士举办走扁带活动
高手上演巅峰对决

二大开会多次变换地点

吸取第一次大会的经验， 1922年7
月16日到23日的中共 “二大” 决定分
几次召开全体会议， 每次都变换地点，
其余时间则分别安排在党员家里进行
小组讨论， 以免引起租界巡捕房和反
动当局的注意。

中共 “二大” 第一次通过了民主
革命的纲领， 制定了第一部党章， 第
一次公开发表了党的宣言， 第一次提
出了 “中国共产党万岁” 的口号， 并
提出组织民主联合战线———最早的关
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总结。 中共二大
的主要贡献就是提出了具有重大历史
意义的民主革命纲领， 即把消除内乱，
打倒军阀， 建设国内和平； 推翻国际
帝国主义的压迫， 达到中华民族完全
独立 ； 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
作为党的最低纲领。 而将 “组织无产
阶级， 用阶级斗争的手段， 建立劳农
专政的政治， 铲除私有财产制度， 渐
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作为党
的最高纲领。 这一纲领犹如在黑暗中
为路人指路的明灯， 引导千百万民众
前赴后继 ， 走向光明 。 中共 “二大 ”
将工人运动引入新的高潮。

陈毅指示寻找二大会址

上海解放后不久， 陈毅市长就指
示上海市有关部门寻找中共 “二大 ”
会址， 然而事隔数十年后， 物是人非，
许多代表已经去世 ， 会议究竟是在
什么地方召开的， 一度众说纷纭， 直
到 1954年 2月 23日 上 海 革 命 历 史 纪
念馆筹备处收到一封来信， 争议才尘
埃落定。

来信者是正在湖南大学教书的李
达。 他在信中写道， 中共 “二大” 的
第一次会议并不是在杭州西湖召开
的， 而是在英租界南成都路附近的几
处地方举行的 ， 到会代表十五六人 ，
一共开了3天大会。 第一天的大会是在
他的家中———今上海市南成都路辅德
里625号举行的。 第二三天的大会是在
另一个地方举行的， 里弄和门牌号码
他记不得了， 但都在英租界， 这是千
真万确的。

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根据从各
处收集到的资料考证， 当年召开会议
的代表中， 李达是其中两位上海代表
之一， 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原来1921年4月， 李达与王会悟喜
结连理 ， 租借了辅德里 625号 一 套
两层楼的房子 ， 并在那里印刷了大
量革命书籍。

筹备召开中共 “二大” 时， 时任
中央局宣传主任的李达就建议在自己
的家里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 陈独
秀、 李达、 张国焘、 蔡和森等 12名代
表出席了会议 。 后来筹备处的工作
人 员 又 拜 会 了 王 会 悟 ， 她 证 实了
李 达的话 。 这位曾经协助筹备中共
“一大 ” 的年轻女子 ， 又为中共二
大做了大量会务工作， 开会时， 她抱
着不到 1岁的女儿李心田在门口负
责警戒。

筹备处的工作人员赶到南成都路
辅德里考察。 辅德里始建于20世纪初，
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 这里曾属
法租界， 但位于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
界的分界线福煦路 （今延安中路） 与
老成都路交会处。 老成都路同期建造
的石库门建筑共有4排， 两排2层楼房

一字排开 ， 一排8间 ， 中有骑马墙相
连， 组成了一条完整的弄堂。 但筹备
处的工作人员碰到了一些疑问 ， 因
为整条弄堂总共只有49幢房屋， 怎么
可能出现625号呢？ 后来调查得知， 原
来当时上海公共租界房屋门牌编排较
混乱， 每条弄堂建成后， 均由工部局
捐务处按所在马路的门牌次序来续
号 ， 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 ， 其实就
是南成都路625号， 1932年改为成都路
7弄30号。 抗战胜利后， 成都路改称成
都北路。

李达亲自指认昔日寓所

1958年， 在中共二大召开36年后，
李达专程到上海协助寻访重要的革命
旧址， 指认成都北路 (今老成都北路)
7弄30号为自己昔日的寓所， 这一栋两
层建筑位于深巷中的第二排， 建筑面
积为74平方米， 楼上为李达的书房和
卧室， 楼下为客厅。 它和同排其他房
屋都由一位姓韩的大房东所建， 各家
都有前后门， 独进独出， 相当隐秘和
安全。 中共二大会址最终得到了有关
部门确定。 但是中共二大的其他几次
会议地址再也没能找到， 因为即使在
当时， 四通八达的石库房弄堂也着实
让外乡人摸不着头脑。

会址确定后， 根据李达、 王会悟
等人的有关回忆和文献记载， 筹备处
对它重新进行复原布置 ， 1959年 ， 辅
德里 625号正式被挂 上 了 文 物 保 护
单位的标牌 。 2002年中共二大召开
80周年之际 ， 包 括 辅 德 里 625号 在
内的两排房屋建立了中共二大会址
纪念馆。

摘自 《中国档案报》

党党的的二二大大会会址址确确认认的的曲曲折折过过程程

上上海海静静安安区区繁繁华华的的闹闹市市
中中，， 一一排排灰灰白白色色的的石石库库门门建建
筑筑在在绿绿树树的的映映衬衬下下显显得得庄庄重重
而而静静谧谧。。 辅辅德德里里６６２２５５号号，， 是是
中中国国共共产产党党第第二二次次全全国国代代表表
大大会会会会址址纪纪念念馆馆。。

11992211年年77月月中中国国共共产产党党
第第一一次次全全国国代代表表大大会会结结束束后后
不不久久，， 时时任任中中共共中中央央局局书书记记
的的陈陈独独秀秀签签发发了了一一个个通通告告，，
特特意意提提到到下下一一次次大大会会将将在在次次
年年的的77月月举举行行。。 11992222年年77月月，，
中中国国共共产产党党第第二二次次全全国国代代表表
大大会会如如期期在在上上海海召召开开 。。 其其
实实，， 党党的的二二大大会会址址的的确确认认也也
曾曾经经历历了了一一个个曲曲折折的的过过程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