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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庆 

（一）重庆简介 

重庆位于中国内陆西南部、长江上游地区，长江横贯全境，流程 691公里，

与嘉陵江、乌江等河流交汇，因嘉陵江古称“渝水”，故重庆又简称“渝”；

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其中山地占 76%，故又被称为“山城”。自然旅游资

源丰富，有长江三峡、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世界自然遗产武隆喀斯特和南

川金佛山等壮丽景观；人文旅游资源也丰富，包括解放碑、磁器口、洪崖洞、

南山一棵树等等网红打卡地点。 

重庆是中国著名历史文化名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 3000 多年，是巴渝

文化的发祥地。重庆城市在历史上曾 3 次建都(巴国首都、夏国国都、抗战陪

都)，3 次设立中央直辖市。宋代重庆合川钓鱼城的抗蒙战争，为世界反侵略

战争做出了贡献。近代重庆的革命斗争史，特别是红岩革命精神，一直为国人

所传颂。抗战时期的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书写了重要的篇章。现代

的重庆，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繁荣富强铸就着新的辉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重庆是中国八大城市之一，一直是西南的工业重镇。经过 60 多年的

建设，重庆已发展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城市，国家中心城市，长江上游的经济

中心。 

重庆市区是历史最近 200年内移民形成的五个特大城市之一，另外四个为

香港、上海、深圳、石家庄。而重庆自古就是一个移民城市，更经历过湖广填

四川的移民大潮。来到重庆的移民因为数量众多，兴建会馆之风在 18 世纪末

到 19 世纪初在重庆盛行，各省移民各按籍贯在重庆分别建立会馆。光绪十八

年(1892)，云南、贵州来渝商人亦建立了会馆性质的“云贵公所”。各会馆设

首事一人，主持馆务。其职责是维护本省商人权益，参与地方有关各项活动。

现保留最完好的是位于重庆渝中区的湖广会馆。 

巴渝文化代表：渝菜、龙门阵、重庆方言（渝语）、战时首都文化、川剧、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川江号子、蜀绣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B4%E6%B8%9D%E6%96%87%E5%8C%96/4844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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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江号子：川江号子是川江船工们为统一动作和节奏，由号工领唱，众船

工帮腔、合唱的一种一领众和式的民间歌唱形式。重庆到宜昌 1000 多公里的

长江江段俗称川江，航道艰险，险滩密布，礁石林立，水流湍急。因此，在滚

滚川江上，产生了许多歌咏船工生活的水上歌谣——川江号子。重庆和四川东

部是川江号子的主要发源地和传承地。 

摆龙门阵：自古以来巴渝人民又喜欢"摆龙门阵"（聊天、讲故事之意），

民间口头文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直至今日喜欢"摆龙门阵"依然是重庆民间

文学的一大特色。 

码头文化：重庆历来是长江上游水路交通枢纽，江边码头林立，商船穿梭

频繁，旅人来往如鲫。中国西南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城市文化在这里都有交融，

加上重庆自己独特的市井文化，形成了码头文化。重庆的码头文化主要包括方

言艺术和茶馆文化。 

袍哥文化：是指哥老会、天地会、袍哥会等民间秘密结社内部的江湖义气

对城市文化的那部分影响。如今在主城区只有在沙坪坝区的磁器口古镇可略为

感受旧时文化。 

（二）重庆美食 

1.重庆火锅 

历史比较悠久的江湖菜，据说是长江纤夫、渔夫、挑夫发明的。火锅的种

类很多，最著名的就是毛肚火锅，然后还有鳝鱼火锅、海鲜火锅、鱼头火锅、

羊肉火锅、鸳鸯火锅等。重庆火锅最初起源于明末清初的重庆嘉陵江畔、朝天

门等码头船工纤夫的粗放餐饮方式，原料主要是牛毛肚、猪黄喉、鸭肠、牛血

旺等。 

2.重庆小面 

重庆小面是一款发源于重庆的一种特色传统小吃，属于渝菜。小面家族品

种丰富，富于变化，形成个人定制口味。加了辣椒油的重庆小面色泽红亮，辣

而不燥，香味醇厚，里面蔬菜和豌豆的搭配让小面不再单调，让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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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辣子鸡 

辣子鸡是经典的川渝地区特色的传统名菜，辣子鸡的制作方法也有很多，

不同的制作方法会有不同的口感。这道菜是当地人比较喜欢的一道菜，主要是

用鸡肉、干辣椒、麻椒、料酒等调味料制作而成。一盘配着红彤彤辣椒的辣子

鸡，再撒上一把芝麻，让人垂涎欲滴，吃起来鸡肉外酥里嫩，辣中带着香，香

中带着麻。 

4.毛血旺 

毛血旺是川渝菜江湖菜的鼻祖之一，也是重庆的特色菜。毛血旺以鸭血为

制作主料，以煮为主，里面可以煮各种荤菜和素菜，是好吃又便宜的一道美味。

毛血旺汤汁红亮，麻辣鲜香，味道浓厚。 

5.北碚张豆花 

北碚豆花早在民国时期就举国闻名，时任北碚峡防局长的卢作孚，就常以

北碚豆花招待郭沫若、老舍、梁漱溟、梁实秋等一大批名人。北碚张豆花是重

庆豆花届的“大佬”，有三十多年历史。  

6.三溪口豆腐鱼 

北碚的三溪口豆腐鱼名声在外，游客们几乎都是开车专门来吃，凡是周末

绝对是人满为患。这家店是老式的街边店，靠味道俘获人心，鱼都是现称现杀

的，鱼面上浮着密密麻麻的油辣子，典型的重庆味道，。 

7.怪味胡豆 

重庆怪味胡豆具有特有的工艺、独有的风味，集麻、辣、甜、咸、鲜、酥

为一体，堪称一绝。胡豆颗粒壮似桑椹，色泽滋润，香甜酥鲜美奇特，麻辣咸

舒适爽口，品赏时除直观感外，还有美妙的想象之味。奇趣多多又相得益彰，

怪味胡豆因此而得名怪味。 

 

 

 

https://baike.so.com/doc/739021.html
https://baike.so.com/doc/1725393-18241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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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庆旅游 

热门景点 门票 运营时间 到达方式 

洪崖洞 免费 全天 
轨道 6号线，小什字站 9

号出口 

解放碑 免费 全天 
轨道 2号线，临江门站 B

出口 

人民大礼堂 10 元/人(入内) 8:30-17:00 
轨道 2号线，曾家岩站 A

出口 

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 
免费 9:00-17:00 

轨道 2号线，曾家岩站 A

出口 

重庆湖广会馆 30元/人 9：00-17:00 
轨道 6号线， 小什字站

8号出口 

长江索道 
20元/单程 30

元/来回 
7:30-22:30 

轨道 1号线，小什字站 5

号出口 

李子坝轨道观

景台 
免费 全天 轨道 2号线，李子坝站 

贰厂文创公园 免费 9:00-22:30 

轨道 1号线，鹅岭站 1号

出口 

轨道 2号线，佛图关 A出

口 

南山一棵树 20元 9:00-22:30 
乘坐公交 346、347路至

[四中] 

南滨路海棠烟

雨公园 
免费 全天 

轨道 6号线，上新街站 2

号出口 

红岩魂陈列馆 免费 9:00-16:30 
轨道 1号线，烈士旅站 2B

出口 

磁器口古镇 免费 9:00-22:30 
轨道 1号线，磁器口站 2

号出口 

重庆大剧院 免费 9:00-22:30 
轨道 6号线，大剧院站 2

号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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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洪崖洞 

洪崖洞位于重庆市核心商圈解放碑沧白路、长江、嘉陵江两江交汇的滨江

地带，坐拥城市旅游景观、商务休闲景观和城市人文景观于一体。以具巴渝传

统建筑特色的“吊脚楼”风貌为主体，依山就势，沿江而建，解放碑直达江滨，

是游吊脚群楼、观洪崖滴翠、逛山城老街、赏巴渝文化、看两江汇流、品天下

美食的好去处，也是解放碑的会客厅。 

2.解放碑 

解放碑，原名抗战胜利纪功碑，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民权路、民族路和邹容

路交汇处，是全中国唯一的一座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国家纪念碑，以

纪念重庆对于国家的伟大贡献。碑体绝大部分呈白色，有些地方是肉色，上端

有几架大钟，朝着四面八方，每到整点时，便会响起声音。 

3.人民大礼堂 

人民大礼堂位于重庆市人民路学田湾，是重庆独具特色的标志建筑物之

一，是重庆十大文化符号 ，是重庆市最大的剧场和会议中心。1950 年动工兴

建，1953年竣工。初名“中苏大楼”，后改名为“西南行政委员会大礼堂”，

1955 年改现名。曾先后接待过苏联、日本、朝鲜、印度、罗马尼亚、南斯拉

夫等国的大型文艺表演团体，是重庆市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4.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位于重庆人民大礼堂中轴线上，中国三峡博物馆主体

工程总用地面积为 2.9316公顷，主体结构长 157.3米，宽 98.085 米，地面以

上总建筑高度为 25.2 米，共 5层，博物馆占地面积 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4.25

万平方米，展厅面积 23225平方米，为一类高层建筑，其中地下 1 层为文物库

房、车库、设备用房，地上 4 层为展厅、报告厅、管理辅助用房。2008 年 7

月，重庆市渝中区中国三峡博物馆风景区正式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国家

AAAA(4A)级风景名胜区。 

5.重庆湖广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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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湖广会馆，位于重庆渝中区东水门正街 4 号，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

(1759年)，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扩建。会馆占地面积 8561平方米，现有广

东会馆、江南会馆、两湖会馆、江西会馆及四个戏楼，包括广东公所、齐安公

所。 

会馆建筑浮雕镂雕十分精湛、栩栩如生，其题材主要为，西游记、西厢记、

封神榜和二十四孝等人物故事的图案，还有龙凤、动物及各种奇花异草等图案。

整个古建筑群雕栏画栋，雕刻精美，是我国明清时期南方建筑艺术的代表，也

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会馆建筑群。 

6.长江索道 

长江索道，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型跨江客运索道，全长 1166 米，连通

重庆的渝中区和南岸区，往返于渝中区的新华路(轨道交通小什字站)和南岸区

的上新街，速度 6 米/秒，运行时间 4分钟，日运客量 1.05万人次，已经运行

三十余年，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条空中走廊”和“山城空中公共汽车”。 

7.李子坝轨道观景站 

李子坝轻轨站是重庆轨道交通 2号线的一座高架侧式车站，设置于重庆轨

道公司物业楼的八楼，重庆轨道交通 2号线李子坝车站是国内第一座与商住楼

共建共存的跨座式单轨高架车站，于 2004 年 3 月建成，因其“空中列车穿楼

而过”成为名声大噪的网红车站，前来观赏与拍照的人络绎不绝。其实在这里

不仅可以看轻轨入楼，站台下方的立体三维岩画也颇有特色。此外滨江路观景

平台就坐落在江岸边，转身观赏岸边建筑物水中倒影也是一道风景。 

8.贰厂文创公园 

鹅岭二厂文创公园坐落在鹅岭之上，而它的前身却是中华民国中央银行的

印钞厂，随着解放战争的序幕，二厂转型变成了印刷厂，但随着新中国工业革

命步伐的加剧，鹅岭印刷厂被取代了，而厂区便被搁置在了鹅岭之上，而这一

晃，它便在鹅岭上见证了整个重庆的发展。 

9.南山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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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南山一棵树观景台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南山上，于 2003 年 7 月建成，

总投资 1200余万元，包括一棵树观景亭(高 6层、建筑面积 1570平方米)和野

外休闲区(占地 120 亩)。 

重庆南山一棵树观景台是来渝宾客观赏山城夜景的一大佳点。此景观园在

不调整原有设施和风格基础上，将浏览空间向后延伸，设置野外休闲区，建有

14 个健身项目，拓宽了游览空间，形成了日观市容市貌，夜览山城夜景的游

览格局。 

10.南滨路海棠烟雨公园 

海棠烟雨公园位于长江之滨的南滨路，依山傍水，横贯东西。海棠烟雨公

园由植物带、雕塑群、观景木平台、中心广场、瀑布等组成，公园下层的酒吧

一条街更是风情万种。景区内还建有重庆民族风情的浮雕，十大名花木浮雕，

刻有大量诗词歌赋。这里拥有国内较大的音乐喷泉，能够一览水世界的精彩。 

11.红岩魂陈列馆 

红岩魂陈列馆建成于 1963 年，上下分为两层。原址为“中美合作所”阅

兵台。其名称在建馆之初为“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随着

《红岩魂》展览在全国的影响不断扩大，1999 年陈列馆改名为“红岩魂陈列

馆”。 

12.磁器口古镇 

磁器口古镇，原名龙隐镇 ，国家 AAAA 级景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重庆

市重点保护传统街，重庆“新巴渝十二景”，巴渝民俗文化旅游圈。磁器口古

镇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嘉陵江畔，始建于宋代，拥有“一江两溪三山四街”的

独特地貌，形成天然良港，是嘉陵江边重要的水陆码头。一条石板路，千年磁

器口，是重庆古城的缩影和象征，被赞誉为“小重庆”，磁器口古镇开发有榨

油、抽丝、制糖、捏面人、川戏等传统表演项目和各种传统小吃、茶馆等，每

年春节举办的磁器口庙会是最具特色的传统活动，吸引数万市民前往参与。 

13.重庆大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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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剧院位于重庆市江北区，是集歌剧、戏剧、音乐会演出，文化艺术

交流，多功能为一体的大型社会文化设施。该剧院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

位于江北嘴 CBD，毗邻重庆科技馆，附近有地铁 6号线及连接解放碑中央商务

区和洪崖洞风景区的千厮门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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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碚 

（一）地理位置 

北碚区位于重庆市主城西北部，地处缙云山麓、嘉陵江畔，东邻渝北区，

西接璧山区，南连沙坪坝区，北接合川区，是重庆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北碚

区东西相距最宽 24 千米，南北相距最长 33.2 千米，总面积 755平方千米，辖

9 个街道、8 个镇，是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

的重要板块，也是全市唯一的民营经济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区。 

（二）历史沿革 

北碚原名白碚，其名始于清初。因场镇建于嘉陵江畔，有白石自江岸横亘江

心称“碚石”而得名。清康熙年间，设立巴县白碚镇，清乾隆年间因白碚地处巴

县县境的北部，改名北碚镇。北碚自清初建镇后发展甚微。 

民国前期，由于江北、巴县、璧山、合川 4县交界之嘉陵江小三峡地区，军

阀割据，匪患猖獗，均为嘉陵江三峡地区治安联防机构，不具有地方政权的性质。 

民国 25年（1936 年），时任峡防团务局局长的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为

推行乡村建设计划，经四川省政府报请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撤销峡防局，于同

年 4月 1日划江北县黄桷镇、文星乡、二岩乡、巴县北碚乡、璧山县澄江镇，设

置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由单纯的峡防机构变为具有除财政、司法两权以

外的地方政区，区署设北碚场。 

民国 31 年（1942 年）3 月 1 日，经四川省政府转报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

改实验区署为北碚管理局，使北碚成为完全的县一级地方政府。在抗战时期，北

碚为陪都重庆迁建区，建国之初曾是川东行署所在地，被誉为“陪都的陪都”。 

1949 年 12月 2日，北碚解放。10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

委员会北碚分会，接管旧政权。 

1950 年 2 月 1 日，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主席令，成立重庆市人民政

府北碚行政管理处。4月，北碚改为重庆市第八区，为一等区，相当于地专一级。 

1951 年 1 月，川东人民行政公署移驻北碚，北碚划归川东区，改名为川东

人民行政公署北碚行政管理处。7月 5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川东区北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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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 日，成立北碚市人民政府，为川东行署所在地，下设 6个区。 

1952 年 9 月，中央人民政府设立四川省，川东区撤销，北碚划归重庆市管

理。 

1953 年 3月，北碚市及所辖区建制撤销，改为重庆市第六区。 

1955 年 10月，重庆市第六区改名为重庆市北碚区，重庆市第六区人民政府

改名为重庆市北碚区人民委员会。 

1968 年 10月，北碚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取代北碚区人民委员会行使地方政

府的职能。 

1980 年 12月，取消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北碚区人民政府。 

2004 年 9 月，为推动城南新区建设，区委区政府等党政机关从老城迁至城

南新区状元碑行政中心大楼。 

2021 年，北碚区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名单。 

（三）民俗文化 

1.北泉板凳龙 

北泉板凳龙是重庆市北碚区澄江镇流传的以长条板凳为主要道具的龙舞艺

术，迄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板凳龙在长时间的传演中，形成了村落文化需求的习俗性、家庭成员文化的

自娱性、简便易学的可参与性、任意表现的随意性、广泛参与的大众性和女人也

可参与的逆反性等特征，多次参加区、市赛演获奖，收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

成·四川省卷》。 

2.五谷粮食画艺术 

五谷粮食画，简称“五谷画”或“粮食画”，也可美其名曰“五谷艺术”，

西北部分山区称之为“粮艺”、“谷艺”、“豆塑画”、“百米图”、“米画”

等。初起于唐，盛于清，清朝从乾隆始，曾一度成为重庆府敬献皇帝之贡品。 

重庆五谷粮食画艺术创作方法是以各类作物种子和五谷杂粮为本体，通过

粘、贴、拼、雕等手段，利用其它附料粘贴而成的山水、人物、花鸟、卡通、抽

象等形象的画面，运用构图、线条、明暗、色彩等造型手法，对其进行特殊处理

所形成的视觉艺术。 

五谷粮食画世界罕见，堪称中华绝技。重庆五谷粮食画艺术的第五代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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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焱研发的五谷粮食画永久保存技艺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作品不变形、不褪色、

不冷缩、不热胀、不霉变、不蛀虫，可将五谷粮食画长期保存，永久收藏。 

3.偏岩耍锣鼓 

偏岩耍锣鼓，属传统音乐类，于 2008 年被列为北碚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名录，源自重庆市北碚区偏岩古镇，是当地一种自娱、娱人的民间锣鼓打击

乐形式，距今约 200 年的历史。 

4.静观镇草鞋技艺 

静观草鞋源于明朝末年，现有 300多年的历史，先在辛家湾少量生产后发展

至集真、三根、双塘、花园、塔坪等地。有稻草、竹麻草鞋两种，前种是生产者

用，全用稻草制成，后者为富贵人家之用。生活中草鞋十分轻便，经济实惠。竹

麻草鞋则穿上后显示身份。这两种草鞋工艺虽粗放简单，却是农村“零花钱”日

常生活的主要来源之一。 

（四）北碚特产 

1.槽上萝卜 

槽上萝卜在清朝年间开始种植。据《重庆市北碚区志》记载，“上世纪 60

年代，引进涪陵沙罐萝卜、隆昌萝卜、四月萝卜，从上世纪 70 年代起在石上乡

龙车村建立了槽上萝卜种子基地，逐步做到种子生产专业化，生产用种良种化，

种子质量标准化”。据《龙凤桥镇志》记载，“槽上萝卜由于甜爽可口，质嫩化

渣，市场销量很好，是北碚区的知名品牌”。 

2.缙云甜茶 

     即壳斗科的多穗石标，乔木，叶长而尖，嫩叶略呈紫红色，枝杆细，分枝

少，现主要分布在重庆市北碚区缙云山山脊一带，产量极少，每年产量只有数千

公斤。 缙云甜茶，系在春夏之间，采摘嫩叶、嫩枝蒸炒焙干制成。汤色碧绿清

爽，气味芳鲜醇和，饮后多时，仍感香甜回味。同时，此茶无刺激性，长饮对胃

等均有保健作用。是 1937 年参加巴黎万国物产展览会的佳品。新中国成立后，

朱德总司令每次到北碚，早晚均要畅饮此茶。 

3.中和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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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由北碚、合川三汇坝传入中和制作豆花技术。中和镇的豆花店，县内外驰

名。 

（五）自然景点 

1.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缙云山位于重庆市北碚区嘉陵江温塘峡畔，古名巴山。是 7000 万年前“燕

山运动”造就的“背斜”山岭。古人称“赤多白少”为“缙”，故名缙云山。 

缙云山是具有 1500多年历史的佛教圣地，与四川青城山、峨眉山并称为“蜀

中三大宗教名山”。景区有佛光岩、相思岩、舍身崖、黛湖、白云竹海等众多优

美的自然景观，还有缙云寺、温泉寺、白云观等 8大古刹和晚唐石照壁、明代石

牌坊、宋代石刻等名胜古迹。景区每年举办缙云登山节和“缙云论剑”武林大会。 

2.金刀峡 

金刀峡位于重庆市北碚区金刀峡镇，华蓥山西南麓，海拔 880米。距重庆市

中心 90 公里，距北碚城区 62公里。 

金刀峡地势雄伟，以峡著险，长约 9公里，分上下两段，上段由于喀斯特地

质作用，有藏刀洞、中峡天然浴场、悬天飞瀑、神鹰峡、弥乐佛等四十多个景点

可供游客探险。被游客誉为“梦中的香格里拉”、“中国第一险峡”。 

3.北温泉风景区 

北温泉风景区，位于重庆市北碚区嘉陵江温塘峡西岸。距市中心 52 公里，

距北碚城区 5 公里。渝南公路穿越过境，水陆交通便利。温泉出露有 10 处，被

利用的有两处，水质为硫酸钙镁型，水温 35℃～37℃。北温泉以温泉浴泳取胜。

其中的温泉寺创建于南朝刘宋景平元年(423)。柏林楼、农庄、竹楼、数帆楼等

为抗战时期建筑。后又新建了露天泳池、莲池、流翠园、三角池浴泳区等景区景

点及服务设施。 

4.偏岩古镇 

偏岩古镇坐落在华蓥山脉西南面的两支余脉之间，地处丘陵，呈东北高，西

南低之势。平均海拔为 520米，最高达 942.9 米。因镇北处有一岩壁倾斜高耸，

悬空陡峭，故名偏岩镇。于 2005年 8月与金刀峡镇合并为金刀峡镇。 

https://baike.so.com/doc/6296200-676801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29249-5667473.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92966-590566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92966-590566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19434-5832049.html
https://baike.so.com/doc/1878902-24641261.html
https://baike.so.com/doc/1011419-1069555.html
https://baike.so.com/doc/7747900-8021995.html
https://baike.so.com/doc/8745153-9309257.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34517-5569955.html
https://baike.so.com/doc/4393995-4600660.html
https://baike.so.com/doc/6296200-676801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29249-56674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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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文景点 

1.馆建故居 

（1）北碚历史文化陈列馆 

地址：北碚区云清路 77号。 

介绍：展厅面积 800平方米，展厅设计融入中西文化设计精髓，以历史时间

轴为序，通过“历史遗珍”、“乡建典范”、“抗战重镇”、“继往开来”四个

单元，共计展出文物 1000余件，集中展现了自巴国到近现代 2000余年的北碚历

史。 

（2）重庆自然博物馆新馆 

地址：位于重庆市北碚区金华路 398号。 

介绍：有室外展示内容，包括丛林迷宫、鸟语森林、蝴蝶谷、奇石阵、四季

花卉和按AAAA级旅游景点的标准修建的游客服务中心。该馆现有藏品 11万余件，

涵盖动物、植物、古生物、古人类、旧石器、地质矿产、岩石、土壤等八大学科，

以系统收藏中生代各类恐龙化石和西部地区丰富多样的脊椎动物标本为主要特

色。 

（3）卢作孚纪念馆 

地址：位于北碚区朝阳街道文星湾一巷 1-33号。 

介绍：占地面积 3300 平方米，呈三进三重殿四合院布局，具有浓厚的地域

特色和时代特征。馆内以图片、文字、实物、影像展陈为手段，集中展现了卢作

孚先生兴办教育、创办实业、抗日救国、启迪民智，推行乡村建设实验，为了救

国强国之路而奋斗的爱国主义情怀。 

1927 年卢作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

局长，将此地设为峡防局办公地，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此处也是嘉陵江三峡乡村

建设实验区区署、北碚管理局、重庆市北碚行政管理处的所在地，是上世纪 20

年代至 50 年代初的北碚政治、文化中心。为纪念“北碚之父”卢作孚先生，北

碚区对峡防局旧址进行保护性修缮，将其辟建为卢作孚纪念馆。2013 年被国务

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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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四世同堂纪念馆 

地址：位于北碚区天生街道天生新村 63 号。 

介绍：占地面积 3450 平方米，是我国著名文学家、艺术家老舍先生抗战时

期在碚的寓所，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老舍住地之一。该馆于 2012年 9月 29日正

式对外开放，是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重庆市科普基

地，重庆市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重庆市北碚区爱国主义、中小学德育基地，

重庆市北碚区红领巾教育实践基地。 

（5）梁实秋纪念馆·雅舍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梨园村 18 号。 

介绍：梁实秋纪念馆·雅舍书院是在“雅舍”（梁实秋纪念馆）原址之上改

建而成。梁实秋（1903-1987）中国著名的现当代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

翻译家，中国第一位“莎士比亚”研究权威，曾在 1939 年-1946 年居于重庆北

碚“雅舍”。在这里，梁实秋不仅写作了著名的《雅舍》，同时还翻译了《呼啸

山庄》和部分莎士比亚作品，蜚声海内外。在梁实秋众多文学作品中，以雅舍冠

名的，还有《雅舍杂文》、《雅舍谈吃》、《雅舍散文》等。 

（6）晏阳初旧居 

地址：北碚区歇马镇天马村柑橘研究所内，距北碚城区 10公里。 

介绍：晏阳初(1890.10.26—1990.01.17)，别名晏遇春，四川巴中人，中国

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20世纪 30年代，晏阳初与卢作孚、梁漱溟等在北碚

开展中国乡村建设运动。1940 年，宴阳初来此创办“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自

任院长，长住于此。1943年被膺选为“现代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世界伟人”之一。 

（7）张自忠将军墓 

地址：北碚金刚碑梅花山。 

介绍：1940年 5月 16日，张自忠上将在抗日前线殉国后，忠骸运回北碚，

安葬于雨台山麓。墓茔依山而建，半圆弧形，坐南朝北，墓以条石镶边，青石砌

拱封顶，墓高 2.64 米，周长 21米，占地 3267 平方米。墓碑系冯玉祥将军亲题，

曰“张上将自忠之墓”，并借史可法扬州梅花岭殉国并葬衣冠墓于岭之义，将雨

台山改名为梅花山，亲书“梅花山”石碑立于墓茔石栏边。 

2.乡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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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旧址群 

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旧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包括峡防局旧址、

红楼旧址、清凉亭旧址、农庄旧址、磐室旧址、竹楼旧址、柏林楼、数帆楼旧址、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旧址、花房子。（详见下表） 

 

旧址名称 简介 地点 

峡防局旧

址 

峡防局旧址位于北碚区朝阳街道庙嘴 1号，重庆市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峡防局旧址原为建于清代的文昌宫。1923

年峡防团务局成立后，峡防局及司令部曾设于此。抗战时期，

先后成为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和北碚管理局治所，是

北碚最高行政管理机构所在地。 

 

北 碚

区 碚

峡 路

106号 

红楼旧址 

红楼是北碚历史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是由我国著名爱国

实业家、北碚的开拓者卢作孚先生于 1932 年亲自主持修建

的。三层楼的砖木结构，高 14.2 米，建筑面积 1498.5平方

米，宫墙黛瓦，飞檐翘角，实为雅致。建设之初为私立兼善

中学校舍，抗战期间，兼舍中学搬迁，中央银行在此设立办

事处，蒋介石来碚曾下榻其间。1944年 6月 22日，美国副

总统华莱士曾到此观看滑翔机表演。抗战胜利后，原峡区图

书馆、西部科学院图书馆、民生公司图书馆合并，在此成立

北碚图书馆。现为北碚美术馆、北碚画院。1989 年 7 月 30

日红楼成为北碚区文物保护单位，2009 年 12 月 15 日升级

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2013 年 5 月红楼与峡防局旧址等

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的旧址群一起列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北 碚

公 园

内 

清凉亭旧

址 

清凉亭，位于重庆市北碚公园内，始建于 1935 年，占

地面积 130 平方米，是原平民公园内保存最完整的旧址之

一。2013 年 5 月，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凉亭不

仅是卢作孚先生在北碚推动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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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遗址之一，也是抗战时期陶行知先生的晓庄研究所遗址，

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农庄旧址 

农庄建于 1927 年，土木结构，原为草顶。面积 120 平

方米。抗战时期，冯玉祥、陶行知常在此下榻。解放初贺龙

元帅曾在此休养。1966 年改建为砖混结构，面积 980 平方

米。李井泉、叶剑英、李鹏、布什等中外政要先后下榻农庄。

李鹏总理还挥笔题词：“建设北温泉，造福于人民。” 

北 温

泉 公

园内 

磬室旧址 

磬室建于 1929 年，于嘉陵江畔，背靠江岩，面向五潭

映月，三面岩石壁立，一面临山。室筑其上，别致险峻，幽

静奇特。因坐落石壁如磬，又有江水击石，声鸣若磬而故名。

1937年底，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游览北温泉公园，看中磬室，

定为“主席避暑山庄”。 

竹楼旧址 
竹楼是一栋两层别墅，1936 年由卢作孚先生募捐修建

而成，它曾是北碚图书馆分馆，后取名为北泉图书馆。 

柏林楼 

柏林楼是北温泉公园内处于最高地势的建筑，原为砖木

结构，整体呈白色，覆着小青瓦。1935 年，卢作孚创办的

民生公司在此捐款建成。自从抗战时期中国旅行社迁来北

碚，此楼便作为该社的办公区和招待所，兼有邮电设施。1986

年，人们仿照原样将其重建改为砖混结构。2001 年，对门

前左右平台进行铺装整修。 

数帆楼旧

址 

数帆楼别墅，由民国时期的爱国实业家卢作浮建于上个

世纪三十年代，取此名是因为它依山临江，凭栏即可眺望嘉

陵江中点点白帆，陪都时期，它是一所高级休闲会所，江北

的士绅文人常在这里打麻将，但最有价值的是周恩来、朱德、

刘伯承、蒋介石等国共领导人曾下榻于此。 

中国乡村

建设学院

旧址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1940 年创建于重庆北暗歇马场大磨

滩，原名“乡村建设育才院”，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

称“平教会”)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学府。院长是晏阳初。 

歇 马

大 磨

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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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房子 

花房子是一座德式别墅，又叫“将军楼”，是抗战时期，

国民党将领孙元良在这里修建的。整幢房子用石头砌成，墙

面上特意凸出了一些石头，使整栋房子看上去像开满了金黄

色的花朵，房子因此而得名。 

1949 年 5 月，在北碚创办勉仁国学专科学校的教育家

梁漱溟住进了花房子。他写书、讲课，还完成了经典之作《中

国文化要义》，并以民盟负责人的身份从监狱里救出了许多

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 

北 温

泉 温

汤峡 

（2）龙车寺 

位于重庆市北碚区龙凤桥镇龙车村，自明朝成化年间创建，距今大约 500

多年的历史，初名“阳雀寺”。因寺周群山迤逦，青翠叠嶂，故又名“叠翠禅林”。

该寺处华蓥山与中梁山两脉交汇之地，传为神龙居所，故灵峰号为“龙踞山”，

寺因山名，曰“龙踞寺”。时为北碚区三大古刹（缙云寺、温泉寺、龙车寺）之

一。寺成而佛事兴隆，故改“踞”为“车”，取“吉祥而胜进腾达”之意趣，即

期望以佛陀威德加持之力，庇护朝礼信众所求如愿。该寺历经清朝三次修葺扩建，

渐成规模。解放后，寺渐毁坏。1997 年，上海浦亚实业公司董事长赵荣发、周

秀娟夫妇为功德主，发心重建寺院，再现丛林规模。寺院占地 11 余亩，总建筑

面积 3740 平方米。主体为传统的中轴线建筑群体：有牌楼、天王殿、大雄宝殿、

观音殿、药师殿；两侧有厢房，大寮、客堂、钟鼓楼、居士寮、僧寮等数间。环

寺林木茂盛，环境幽雅清静，殿堂巍峨，佛像庄严，雄伟壮观。两侧置厢房廊坊，

亭台楼阁，皆雕梁画栋，飞阁流丹，工艺精湛，技艺高超，为仿古建筑艺术之精

品。 

（3）国立江苏医学院旧址 

国立江苏医学院旧址位于北碚区朝阳街道河嘉村，时代为 1939—1945 年。

2019 年，国立江苏医学院旧址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重庆市文物保护

单位。 

（4）国民政府军政部军需学校旧址 

国民政府军政部军需学校旧址位于北碚区蔡家街道洪家磅 61 号，时代为

1939—1946 年。2019 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军需学校旧址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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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三批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5）西南俄文专科学校旧址 

西南俄文专科学校旧址位于北碚区北温泉街道松林坡 65 号，时代为 1953

年。含专家楼、礼堂、舞厅。2019 年，西南俄文专科学校旧址被重庆市人民政

府公布为第三批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注：更多北碚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休闲北碚、重庆市北碚区博物馆。 

三、西南大学 

（一）学校简介 

西南大学（Southwest University）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农业农村部、

重庆市共建的重点综合大学，是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211 工程”和

“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现任党委书记李旭锋教授、校长张卫

国教授。 

学校主体位于重庆市北碚区，坐落于缙云山麓、嘉陵江畔，占地 8270余亩，

校舍面积 187万平方米，绿地率达 40%，泱泱校园，宏丽庄重，气象万千，是闻

名遐迩的花园式学校，教育部表彰的文明校园。 

学校溯源于 1906 年建立的川东师范学堂，几经传承演变，1936 年更名为四

川省立教育学院。1950 年，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教育、国文、外文、史地、数

学等系与 1940 年成立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合并建立西南师范学院，农艺、园艺

和农产制造等系与 1946年创办的私立相辉学院等合并建立西南农学院。1985年，

两校分别更名为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农业大学。2000 年，重庆市轻工业职业大

学并入西南师范大学；2001 年，西南农业大学、四川畜牧兽医学院、中国农业

科学院柑桔研究所合并组建为新的西南农业大学。2005 年，西南师范大学、西

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为西南大学，开启了学校发展崭新篇章。 

百余年来，筚路蓝缕，玉汝于成，数代西南大学人以其弘毅坚韧、自强不息

的奋斗铸就了“特立西南、学行天下”的大学精神，不断丰富着“含弘光大，继

往开来”的校训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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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学科门类齐全，综合性强、特色鲜明，涵盖了哲、经、法、教、文、史、

理、工、农、医、管、艺等 12 个学科门类，其中有 3 个国家重点学科、2 个国

家重点（培育）学科，28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51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

授权点，有 1 种专业博士学位、24 种专业硕士学位，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

作站）27 个。 

学校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培养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深厚人文底蕴、扎

实专业知识、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学校现有 38 个教学单位，

102 个本科专业，其中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39 个、重庆市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 23 个。教学资源丰富，现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4 个、国家级虚拟

仿真实验中心 3 个、重庆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3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23

门、重庆市一流本科课程 77 门，有国家级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1 个。现有

在校学生 5万余人，其中普通本科生近 4万人，硕士、博士研究生近 13000人，

留学生近 2000人。 

学校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现有专任教师 3110 人，其

中教授 721人、副教授 1271人，博士生导师 517人、硕士生导师 1605 人。现有

国家级人才 104人次，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1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3人、海外院

士 5人，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1人。另有国家级教学团队 4个、教育部创新团

队 3个。 

学校建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1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个、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实验室 1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1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

基地 1 个、教育部或农业部重点实验室 7 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4 个、"111

计划"创新引智基地 5 个、教育部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 2 个、农业农村部科学观

测实验站 1个、自然资源部野外基地 2个、国家大学科技园 1个、重庆市重点实

验室 18 个、重庆市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8 个、国家级 2011 计划

协同创新中心分中心 1 个、重庆市 2011 计划协同创新中心 2 个。教育部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 1 个、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等中央部委社科

研究基地 6个、与中央部委相关司局共建社科研究平台 4个、重庆市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 13 个。目前学校已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 2项、中国专利优秀奖 1项。“十三五”期间，学校科研经费总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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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亿元，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7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02 项、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52 余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 4 项，获得授权专利

1524项，育成动植物新品种 99个，出版专著 600余部。获教育部普通高校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19 项，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省级奖

13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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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地图 

（图源青春缙云网络文化工作室） 

 

 

 

 

 

 

 

 

 

 

 

 

 

 

 

 

 

 

 

 

 

校内景点： 

袁隆平雕像:南区 32教旁 

吴宓旧居陈列室：吴宓旧居陈列室是北碚与西南大学共建的名人馆，陈列室

由吴宓研究中心、学术交流中心和吴宓生平陈列展等组成。其中陈列展分为生平

展、旧居还原和业绩展三个部分，以吴宓先生的人生历程及其业绩为线索，通过

图片图表、档案文献、历史文物、绘画雕塑和场景复原，辅以声光电等多媒体技

术，呈现国学大师吴宓先生的辉煌成就。吴宓旧居陈列室外还建有宓园，设有纪

念壁，其正面嵌有张水才所作吴宓版画像和集于右任书“文博古今 学贯中西”，

其背面刻有秦效侃先生撰并书《宓园赋》。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重庆国

学院（教工食堂与青教楼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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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杰出校友 

1、袁隆平（1930.9.7-2021.5.22），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首

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袁隆平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人，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研究与发展杂

交水稻的开创者，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1953 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9年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 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被命

名为袁隆平星，2000 年度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6年 4月当选美国国家

科学院外籍院士，2010年荣获澳门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袁隆平是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先

后成功研发出“三系法”杂交 水稻、“两系法”杂交水稻、超级杂交稻一期、

二期，与此同时，袁隆平提出并实施“种三产四丰产工程”，运用超级杂交稻的

技术成果，出版中、英文专著 6部，发表论文 60余篇。 

2、吴宓（1894.8.20—1978.1.17），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

诗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字雨僧、玉衡，笔名余生，陕西省泾阳县人。著作有《吴宓诗集》《文学与

人生》《吴宓日记》等。吴宓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1950年起

任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外语系(1950～1954年)、历史系(1955～

1957年)、汉语言文学系(1958年～1977年)教授、院务委员、世界古代史教研

室主任、重庆市文联常务委员，市文联古典文学研究会副主任、四川省政协委员。 

主要贡献有：在中国开创了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把比较文学引入中

国学术领域；参与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创办《学衡》杂志，其宗旨主要是提倡

国学，兼介欧美学术；“红学”研究，在红学研究方面，吴宓先生著述颇丰，曾

用中、英文发表过《红楼梦新谈》《石头记评赞》《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红楼

梦与世界文学》《红楼梦之人物典型》等极有见地的文学论著，对推动我国和国

际红学的发展研究起了巨大的作用；教书育人，吴宓终生从教，是一位杰出的教

育家。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曾经培养出大批学有所成的知名文学家、语

言学家、哲学家以及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人才。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曹禺、

李健吾、赵瑞蕻、张骏祥、季羡林、李赋宁、田德望、张君川、王岷源、刘盼遂、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E%B7%E5%AE%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B7%A5%E7%A8%8B%E9%99%A2%E9%99%A2%E5%A3%AB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2%81%E9%9A%86%E5%B9%B3%E6%98%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6%9C%80%E9%AB%98%E7%A7%91%E5%AD%A6%E6%8A%80%E6%9C%AF%E5%A5%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E%8E%E5%9B%BD%E5%9B%BD%E5%AE%B6%E7%A7%91%E5%AD%A6%E9%99%A2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E%8E%E5%9B%BD%E5%9B%BD%E5%AE%B6%E7%A7%91%E5%AD%A6%E9%99%A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E%B3%E9%97%A8%E7%A7%91%E6%8A%80%E5%A4%A7%E5%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9%E7%B3%BB%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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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亨、赵萝蕤、谢国桢、徐中舒、姜亮夫、姚名达、王力、吕叔湘、向达、浦江

清、贺麟、沈有鼎（以上为清华大学时期）及王佐良、周钰良、杨周翰、许国璋、

赵瑞、王般、李鲸石、许渊冲、查良铮、何兆武、袁可嘉、金堤、杜运夑、李廷

先（以上为西南联大时期）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或受到他的教诲。 

1956 年吴宓将珍藏的世界历史、文学书籍 738册译出书名、附上作者简历、

内容、提要，捐赠给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图书馆。为了弘扬吴宓

重视国学、博采中西的理念和主张，西南大学特以“雨僧计划”作为文化素质教

育工作计划，通过“雨僧基金”、“雨僧项目”、“雨僧工程”、“雨僧论坛”

等多种形式传承吴宓精神，创建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品牌和特色，提升学校的文化

品位和格调。 

3、吴明珠(1930.1.3 -) ，女，园艺学专家，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园艺学会第七、第八、第九理事会常务理事，曾任新疆园艺学会副理事

长，现为《园艺学报》编委，《中国西瓜甜瓜》、《中国蔬菜》杂志顾问，华中

农业大学、西南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园艺植物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第一届学

术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西甜瓜的育种研究，从 50年代末即开展西甜瓜的育种和相关栽培

技术研究，先后选育出西瓜和甜瓜新品种 30 余个，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种植，创

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研究成果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进步特等

奖一项，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4项，三等奖 2项，

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 

曾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十大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

“三八”红旗手、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

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和期刊上发表论文 20余篇。 

4、向仲怀(1937.7.3-)，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著名

蚕学专家，农业部蚕学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西南大学蚕学与系统生物学研究

所所长。 

重庆市武隆县人。1958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现任西南农业大学教授，农

业部蚕学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家蚕基因库。建立了家蚕

基因的连锁检索与定位系统和涵盖各染色体的近等位标记系统；新发现 W-5等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B7%A5%E7%A8%8B%E9%99%A2%E9%99%A2%E5%A3%AB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9B%AD%E8%89%BA%E5%AD%A6%E4%BC%9A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B%AD%E8%89%BA%E5%AD%A6%E6%8A%A5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8%A5%BF%E7%93%9C%E7%94%9C%E7%93%9C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8%94%AC%E8%8F%9C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8E%E4%B8%AD%E5%86%9C%E4%B8%9A%E5%A4%A7%E5%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8E%E4%B8%AD%E5%86%9C%E4%B8%9A%E5%A4%A7%E5%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8D%97%E5%86%9C%E4%B8%9A%E5%A4%A7%E5%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B%AD%E8%89%BA%E6%A4%8D%E7%89%A9%E7%94%9F%E7%89%A9%E5%AD%A6%E6%95%99%E8%82%B2%E9%83%A8%E9%87%8D%E7%82%B9%E5%AE%9E%E9%AA%8C%E5%AE%A4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7%94%9C%E7%93%9C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A8%E5%9B%BD%E5%85%88%E8%BF%9B%E5%B7%A5%E4%BD%9C%E8%80%85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B7%A5%E7%A8%8B%E9%99%A2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8D%97%E5%A4%A7%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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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个基因。研究发现四川省灾害性蚕病壁虱病病源，为该病的有效防治解决

了关键问题。主持育成优质高产蚕品种东钟×武七苏、日 3×中 5.6、夏芳×秋

白 3对，将 L基因导入实用系统育成早期雌雄鉴别品种。近年主持完成世界第一

张高质量家蚕基因组框架图，《SCIENCE》（306，1937-1940，2004）发表了该

研究论文。是国际蚕学界知名的科学家。1995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5、孟安明（1979.9－1983.7），就读于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农学系，

获农学学士学位，四川大竹人，发育生物学家，九三学社社员，2006 年 6月加

入九三学社，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

授，九三学社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副主委，第十二

届全国政协委员。 

6、赵进东(1978.2-1982.2)，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前身之一）生

物系，获学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生理学及藻类学专家，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中国致公党党员，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

究所所长，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委、中央科教文卫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四）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 

2020 年 7 月，在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探索新文

科发展的背景下，西南大学顺应国家发展新需求，将原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哲

学、公共管理和原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实质整合，组建国家治理学院。 

学院现有教职工 111 人，其中专任教师 93 人，教授 22 人、副教授 37 人；

博士生导师 18人、硕士生导师 50人。专任教师 90%以上具有博士学位；45岁以

下教师接近 70%；具有留学与访问经历者接近 50%。拥有国家级人才项目人选 1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1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人、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军

人才 1 人、重庆市“322 重点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1 人、重庆市教学名师 2

人、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 9 人。现有本科生近 1300 人，全日制研

究生 430 余人，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近 400人,各类留学生 20 余人。 

学院拥有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治理学交叉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 4个一级学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8D%97%E5%86%9C%E5%AD%A6%E9%99%A2/5108871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8D%97%E5%A4%A7%E5%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7%E7%AB%B9/3189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8%85%E5%8D%8E%E5%A4%A7%E5%AD%A6%E7%94%9F%E5%91%BD%E7%A7%91%E5%AD%A6%E5%AD%A6%E9%99%A2/7952138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A4%AE%E5%A7%94%E5%91%98%E4%BC%9A/8521485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8D%97%E5%B8%88%E8%8C%83%E5%A4%A7%E5%AD%A6/1060969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8D%97%E5%A4%A7%E5%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A4%A7%E5%AD%A6%E7%94%9F%E5%91%BD%E7%A7%91%E5%AD%A6%E5%AD%A6%E9%99%A2/397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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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公共管理硕士（MPA）和社会工作硕士（MSW）2 个专业学位

授权点。哲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为重庆市重点学科。现有哲学系、社会学与社

会工作系和公共管理系，有哲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工作、文化产业管理、

行政管理和公共关系学 6个本科专业，其中哲学、社会工作、行政管理和政治学

与行政学专业为重庆市一流建设专业。 

学院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 1 个、国家级精品课程 1 门，文科综合实验室 2

个。有全国民政政策理论研究基地、逻辑与智能研究中心（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重庆市文化产业（西南大学）研究院、重庆市社会工作创新创业基地

5个省部级科研机构和 6个校级科研平台。学院依托学科平台，与政府机关和企

事业单位共建近 40 个实习实践基地，大力开展理论研究、培训研修和决策咨询，

积极服务国家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 

学院以创建新文科交叉融合示范学院为目标，努力将学院打造为国家治理高

级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摇篮、科学研究的高地、服务党和政府决策的高端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