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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区拾万镇地处成渝
经济区腹地，距离江北机场
仅90公里，距九龙坡集装箱
港口、朝天门码头80公里，
距离江津双福农贸城仅42
公里。与水运、陆运、空运集
散地基本保持1小时车程以
内。大足南高铁站距离拾万
镇仅25公里。重庆铜永高
速拾万镇互通，离渝蓉—铜
永互通仅3公里。

2018年以来，拾万镇围
绕建设“稻香文旅小镇”的转
型发展目标，制定了打造隆
平五彩田园、现代农业基地、
幸福美丽乡村三项重点工作
任务。以稻油、稻渔为主导
产业，建成10000亩优质稻
油基地、2000亩稻渔基地、
3000 亩经果林套种基地。
乡村旅游产业从无到有，从
有到优，创建了全国唯一一
个以袁隆平院士名字命名的
“重庆隆平五彩田园景区”，
初步探索出一条农旅文商融
合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拾
万镇先后获评重庆市粮食生
产先进镇、重庆市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镇、重庆市
首批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
验镇、重庆市文明村镇、重庆
市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等荣誉
称号，所属的长虹村先后获
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
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等荣誉称号，所属的将军
村获评国家森林乡村荣誉称
号。

故事一：龙门桥与鲤鱼岛

鲤鱼岛是两条河流的汇合口，左边濑溪
河从玉龙山顶沿西山脚下流入拾万，右边高
登河从石马墩子湾沿大涧口高登注入拾
万。早在很多年以前，这里就建有一座石墩
桥。那时不叫龙门桥，延至清朝中期，人们出
钱出粮出力修建此桥。为了排水量大，采取
了拱桥造型，中间是大拱，两边是小拱，整个
桥长约30米，宽6米，高10米。桥石用石板
铺平，桥石两边用石墩安装或栏杆形状，并在
桥的两头立有高大雄伟的牌坊。牌坊上分
别雕刻着龙的造型和鲤鱼的造型。两头牌
坊上的龙头腾空俯望，两头的鲤鱼跳出水面，
体现了龙腾鱼跃的精彩画石，因而这座桥显
得雄伟壮观，又别致动人。人们根据牌坊上
的雕刻“鲤鱼跳龙门”的含义，为其取名“龙门
桥”。

“龙门桥”竣工后，乡里老百姓请地方官
王举人踩桥。在踩桥过程中，王举人与地方
官在桥上闲庭径步，饱瞰龙门河水碧波荡
漾，西山风景如画，于是挥笔在桥头牌坊上
写下了一幅对联，上联曰：“与诸公步龙门望
云水烟波皆成稚趣。”下联曰：“于此地劈开
道看高车驷马过载何人。”上联展现了拾万
场的山清水秀良辰美景，下联则体现了王举
人胸怀大志，决心从此地走出去，将来当了
大官后，再驱赶高车驷马告老还乡。

龙门桥对岸有一座灵气十足的小岛，这
里是淮远河在拾万镇境内迂回折流水域最
宽的地方，形成了三面环水的天然岛屿。水
中鱼虾种类繁多，且有龙门桥建于河上，每遇
河水高涨之时，各种鱼虾仿佛有跃过龙门桥
之势，加之因以前这里确实有雕刻着鲤鱼的
牌坊，此岛于2018年更名为“鲤鱼岛”，也预
示百姓有“鲤鱼跳龙门，人往高处走”的美好
祝愿。

故事二：护妻罗汉松

在八埝村三组田园民居前，有一棵距今
上千年的罗汉松，树干粗壮，需两个成年人
围抱，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形态似伞状。
距离罗汉松不远处有一古洞。

据传，明朝有个教会专门欺压老百姓，
强抢民女，百姓无力反抗。一位男子为保
护自己的妻子，偷偷挖了一洞子，让自己妻

儿躲避在内。恶人因阴谋未能得逞而大怒
杀死了该男子。妻子伤心欲绝，但为了年
幼的孩子，她还是坚持面对生活。因想念
自己的丈夫，她在洞前种下罗汉松，意为丈
夫如罗汉一般永远守护在他们身边。大树
历经风雨，但未曾折腰，代表了爱情的忠
贞、亲情的浓厚。古洞通向何处，洞内情况
如何，还需进一步挖掘。

故事三：活化石桫椤树

沿玉龙山国家森林公园步行半小时，来
到拾万镇福利村辖区，能看见悬崖峭壁上、
树林山涧边，生长着一株株叶如羽毛、冠如
巨伞的桫椤树。

上世纪90年代末，这里还专门建了一
个桫椤园，当时估计有大大小小的桫椤600
余株，各地游客都赶来观赏，不少家长还带
娃娃来上科普课。据了解，桫椤树有“蕨类
植物之王”与“活化石”之称，是被众多国家
列为一级保护的濒危植物。

故事四：轻牛助建广济桥

广济桥又名“谷家大桥”，位于现拾万镇
长虹二组与协丰村之间淮远河上。桥长
24.7米，桥宽1.9米，由4个墩将桥分为五
洞，每洞桥面由两块桥面石并排铺成。每块
桥面石长4.6米、宽0.95米、厚0.60米、重达
数吨的10块巨石组成桥面，并由4块整卡
子石严密地将桥面卡在桥墩上，使得桥面十
分稳固。桥面缝口均不超过5毫米，它是当
时附近几县中最好的石平桥。由于修桥石
碑被毁，修桥具体时间不详，传说是在明末
和清初建成，距今约有400年左右历史。

修造这样一座石平桥，需要大量石料，
而且要用杠山坡脚的青砂石，人们就在杠山

坡山脚拱桥巴豆村处开塘取石。那时既没
有公路，也没有车辆，如此重量的巨石是怎
样运到河边的呢？据说是利用拱桥到河边
的那条小河沟，加上滚筒，用牛拉来的。

当时工头去向牛主借牛，说是拉石头到
河边修桥，有的牛主十分吝啬，害怕把自己
的牛累坏了，坚决不借。但也有些开明的牛
主，想到修桥是好事，同意借牛拉石。奇怪
的是，拉石的时候，未借的牛在牛圈里发狂
乱跳，牛绳弄断，口吐白沫，累得不行。而去
拉石的牛却感到十分轻松，顺利地完成了拉
石任务。

故事五：未解之谜铁丘坟

在了解铁丘坟之前，必须从与之联系密
切的岳家坝说起。岳家坝，就是现在的谷家
坝，在明末清初以前生活着上百岳姓村民。
这里现属于拾万镇长虹村一、二组，紧靠淮
远河北岸，是一片地势平坦、土质肥沃、阳光
充足、灌溉方便、适宜水稻种植的好地方，是
该村水稻种植的高产之地。

在原大坪三队，祠堂桥上，有一个施家
院子（又叫“铁丘坟院子”）。下面的沙田中
央，有一个大型的圆形土丘，土丘上面长满
了树木杂草，这个土丘就是有名的铁丘坟，
传说是岳飞的一座衣冠冢，用铁水浇铸而
成。可惜的是这座铁丘坟在上个世纪七十
年代农村实行大集体时改田改土被挖掉，当
时参与的村民还发现坟中有一口腐烂的棺
木和一把硕大的铜锁。

当地至今还流传一首民歌“吃了烟来烟
子飞，好比秦桧害岳飞。害死岳飞三父子，
申冤报仇是岳雷。”

铁丘坟究竟是谁所建？为什么在明末
清初时，岳家人将地产和房产卖给唐家后便
悄然离去？唐家又凭借这块宝地出了哪些
人才？相信谜团今后会慢慢揭开。

故事六：中医世家培育“龙学泰斗”

杨 谦 受
（1865- 1952），
名燮元，拾万镇
黄木沟人，一代
名医，治病不论
贫贱，对贫者济
以药物，对富家
也不妄取分文，
人称“大善士”。
光绪十六年在
家黄木沟开设
药房，医药并行。民国三年避匪迁入县城，以
独识善治时疫而蛮声棠城。于 1918 年、
1926年、1939年多次解救县内众多瘟疫百
姓，全城安然。常教诲门生“学医要学精，医
病莫如医医，医病固能治愈多人，医医则免误
死多少人，庸医杀人甚可畏也”，先后收徒60
多人，多成为当地名医。

杨谦受养育有六子，长子杨明彰、次子
杨明熙、三子杨明涛、四子杨明照、五子杨明
术、六子杨明聪，多功成名就。其中三子为
解放前大足县政府要员、四子为中国文献学
家、五子为四川省政府要员（副省级）、六子
为西安航空学院教授。

杨明照，中国著名文献学家，四川大学
终身教授，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及古代

文献研究，领域广泛，沿波讨源，义周虑赡，
向以严谨精深享誉学界，其对《文心雕龙》的
研究更被公认为划时代的成果，其本人亦被
誉为“龙学泰斗”。

故事七：彩虹之村绘就五彩田园

1951年冬天，大足县万古区新石乡十
七村来了一位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的
大学生——袁隆平，当地人亲切地称他“袁
大学生”。

那年冬春之交，天气极为寒冷，但也没
挡住大家对土改工作的热情。没想到鹅毛
大雪从天而降，严重阻碍着田间地头的丈量
和统计进度，影响着百姓分田地的进程。

面对冰天雪地，村民们束手无策。这
时，那位血气方刚的“袁大学生”站了出来。
好心的村民们纷纷上前拦住袁隆平，希望在
冰雪融化之后再进行。袁隆平语重心长地
劝说村民们：“时间不等人，土地分得后，马
上就春耕。”

寒风萧萧，雪花飘飘。袁隆平和村民
们趁着天还没黑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
丈量、统计。深夜即使浑身冻得发抖，袁隆
平还是执意要整理好表格才能休息。因为
又冷又饿，陪着袁隆平工作的村民卢中明
极度疲倦。同样饥寒交迫的“袁大学生”通
宵未眠终于完成了统计工作，第二天工作
得以顺利进行，村民们分到了期盼已久的
土地。

袁隆平在大足工作的三个月多月时间
里，不仅是新石乡，还有附近的协和乡大坪
村（今拾万镇长虹村）也留下了他的身影和
脚印。

大坪村大风堡和印庆堡周围的“烂冲子”
给“袁大学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认
为这广袤田野，必将大有可为。因为对这片
土地充满了感情，袁隆平对数十年前的“烂冲
子”记忆犹新。如今，全球唯一由袁隆平亲笔
题词的隆平五彩田园景区核心区就在这里。

不仅如此，在长虹村也设立了袁隆平院
士专家工作站。

2018年9月16日，袁隆平院士专家工
作站授牌仪式在大足区拾万镇举行。“我曾
在重庆求学11年，大足是我工作的第一站，
这里是我梦想与事业起航的地方，我对这片
土地充满了感情，所以一直以来特别关注这
里的发展。”在袁隆平重庆院士专家工作站
授牌仪式的贺词中，袁隆平回忆了自己和大
足的渊源。

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中国工程院院
士袁隆平先生欣然同意担任大足区现代农
业发展总顾问。

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为同一个地方题词——“拾万稻
米香，百姓奔小康”“拾万香，香万里”“大足
硒锶”。

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这里有幸成为国
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分中心。

徜徉在风光旖旎的拾万境内，有游客留
下了对拾万的由衷感叹：

欲登白云寨，误入桫椤谷。
巧得空笼果，畅饮灵泉露。
才拜将军坟，又寻岳飞墓。
流连鲤鱼岛，书香溢村屋。
辈出千斤榜，良田万粒粟。
缤纷拾万里，街村千百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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