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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龙网记者 李凤兰 姜力菘

登上钓鱼城，仿佛还能望见历史的
烽烟穿越时空而来。

700多年前，钓鱼城写下了中外战
争史上罕见的以弱胜强的战例。因为金
庸笔下的襄阳城与蒙哥殒命真实原型发
生在钓鱼城，近日徐克导演新片《射雕英
雄传：侠之大者》官宣并发布首款海报
后，重庆网友纷纷喊话剧组：到钓鱼城来
采风！

有专家如此评价钓鱼城：在和平的
时候，钓鱼城就是一种美，是山水之美；
战争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力，雄奇的山水
则变身为战争武器。5月 24日，2023全
国百家融媒体记者来到合川登上钓鱼
城，发现这里焕发的新生机。

守城36年 改变世界进程

在重庆，有一座城改变了世界进程，
这就是合川钓鱼城。

钓鱼城登山邀请赛、非遗产品赶大
集、大学生戏剧节……当下，整个合川，都
沉浸在钓鱼城旅游文化节的热闹氛围里。

记者在畅游钓鱼城途中，看到不少
远道而来的游客，都表现出对钓鱼城的
守城传奇充满兴趣。

钓鱼城依山而建，古老的树木遮天
蔽日，城墙早已斑驳陆离，但城门依然威
严伫立。最出名的莫过于护国门，这座

钓鱼城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城门，历经上
百次惨烈的战斗，一直未被攻破。

在13世纪宋元（蒙）战争中，钓鱼城
作为宋廷川渝山城防御体系的关键支柱
之一，创造了以山城设防击败蒙古铁骑
的奇迹。

从公元1243年到1279年，钓鱼城保
卫战长达36年，写下了中外战争史上罕见
的以弱胜强的战例，并以“蒙哥大汗战死
钓鱼城下，蒙古汗国不得不从欧亚战场撤
军”的史实而闻名世界，钓鱼城因此被欧
洲人誉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处”。

钓鱼城是击败蒙古铁骑的传奇城
堡，烽火过去后，元朝政府拆毁了它，地
面建筑荡然无存。

万件遗存 见证中国智慧

地处西南一隅的钓鱼城，如何以一
己之力阻挡蒙古铁骑 36年？各种解读
层出不穷。

从2004年开始，重庆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开始对钓鱼城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
发掘。作为重庆唯一的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近 20年的发掘时间里，共出土文物
近万件，包括涂山窑瓷器、刀具、钱币、擂
石、铁雷等，种类多样、保存完好，具有极
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近期，在钓鱼城考古中，发掘了目前
国内唯一经过全面揭露的、保存最完整
的宋代衙署遗址范家堰。作为钓鱼城的

政治军事中心，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的
发掘对研究世界战争史有着极高的价
值，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遗址出土的铁雷片口、底、身及铸造
痕迹完整清晰，为上下合范法铸造，经初
步检测为白口铸铁，内填火药，是世界中
古史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开创阶段的
珍贵见证。

据合川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进一步
介绍，钓鱼城考古发掘总面积已近 4万
平方米，目前宋元时期钓鱼城的空间格
局，以及防御体系的“拼图”逐渐清晰。
钓鱼城多重构筑、内外相连的城防设施
体现了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智慧，依山
就势、据险固守的布防策略奠定了其影
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军事战略地位。

申遗路上 迎来全新机遇

钓鱼城的申遗路也备受关注。
早在2008年，合川就启动了相关的

申遗工作。2012年，钓鱼城遗址被列入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合川成
立正处级事业单位钓鱼城遗址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事务中心，具体负责推进钓鱼
城遗址申遗有关工作；同时，组建了“国
际+国内+地方”三位一体的专家团队，给
予申遗工作最专业、最权威、最精准的指
导。如今，钓鱼城申遗迎来全新的机遇。

今年3月31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
了预备名单更新工作，这是继2012年之后

首次全面更新，合川区委、区政府对此高
度重视，正在有序推进相关更新工作。

近日，合川已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
院申遗文本编制团队深入沟通，全面梳
理完善遗产要素、保护现状、遗产管理等
内容。同时，计划邀请国内世界文化遗
产领域的专家，于 6月中旬在合川召开
专家咨询会。另外，合川积极争取上级
支持。恳请国家文物局和市文物局帮助
邀请国内外权威遗产专家，为申遗提供
专业支持，指导开展考古研究和申遗文
本编制工作，助推钓鱼城遗址列入新的
预备名单。

目前，钓鱼城遗址已成为第二批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申遗项目已纳入国家
《“十四五”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规划》申
遗培育预备项目，特别是今年钓鱼城国
家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成功进入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十大重点项
目，都将极大助推申遗工作。

此外，合川还加快了创建国家5A级
旅游景区，投入1.8亿元实施完成了钓鱼
城核心区征地和创5A提档升级工程，完
成钓鱼城智慧景区、游客中心及停车场
改造、景区休闲设施、3D影院、游步道整
治、景区绿化改造、景区标识系统、旅游
厕所等服务功能提质项目建设，进一步
提升景区旅游质量。

影响世界格局的钓鱼城，不应该被
人们所忘记。钓鱼城的美，一定要亲自
来，才会理解其中的奥妙。

□ 重庆日报记者 周尤

马桑溪大桥下，长江旁，是义渡古镇
所在。

5月23日，习习微风伴随暖阳，成群
结队的游客来到位于大渡口区九宫庙街
道的义渡古镇，吹一吹江畔的风，听一听
岸边的涛。

义渡古镇，因“义渡”而闻名。所谓
“义渡”，就是官方和民间捐资兴建，供行
人免费或是低价渡江。走进义渡古镇，
入眼皆为青砖黛瓦的传统建筑，十九院
落，沿江而立，参差错落，古色古香。整
个街区为典型的长江上游码头山地街镇
地貌，除了传统建筑，还有马桑溪大桥、
老成渝铁路、老码头等景观。

现如今远近闻名的“打卡胜地”，从
前却一直是让街道和社区干部牵肠挂肚
的“定时炸弹”。

一场改造让义渡古镇迎来“新生”。

屋梁裂缝墙面倾斜，居民
住房安全隐患多

“原来的老居民共423户，房子多是沿
江而建，每到汛期，或者暴雨时节，好多房
子都会被水淹。泡过水的房子，哪里有什
么安全可言。”作为一名参与者、见证者，
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马桑溪社区书记陈
江说起古镇之前的情况直摇头。

被水淹过的房子处处都是安全隐
患。“几乎家家户户我都去看过，有些屋
梁有裂缝，有些墙面是倾斜的，用铁丝和
木头柱子来固定，看起都揪心。”陈江说，
没改造之前，每到汛期，社区干部就提心
吊胆，要疏散百姓，安排他们另寻住处；
要彻夜值守，害怕洪水把房子冲垮。

面对“洪水一来就搬走，洪水退了
就回来”的现状，老百姓也苦不堪言。
居民胡富芳不只一次找到陈江，“希望
政府考虑老百姓的实际困难，解决住房
的安全问题，让我们能够踏踏实实地睡
个安稳觉。”

安全隐患并不是老百姓唯一吐槽的
点。出行难，也让人“抓狂”。“义渡古镇
一边沿江，一边靠山，没有车行的公路，
要到商业发达一点的地方，或者学校医
院等地，还需要爬山。”陈江口中的爬山，
可不是夸张，是真的需要翻过一座山。
这座山还不矮，路也是泥巴路，年轻人走
完都需要1个多小时，老年人只能“眼巴
巴望着”。

此情此景，当地居民迫切地需要一
场改变。

靠肩挑背扛，古镇迎来“涅槃”

在 423户居民殷切期盼下，马桑溪
老街棚改项目正式启动了。

“修复前的古镇老街有300多米，改
造工程按照原面积、原高度、原基础、原
风貌‘四原原则’修复，希望能够重现历
史上形成的三街九巷的街巷关系结构。”
大渡口区住建委副主任李俊杰介绍，改
造项目原封不动地修整保留了古镇原有
路网架构、李竹山民居、马桑溪供销合作
社等历史景观，维持古镇山石竹桥、一草
一木的原汁原味。

与别的改造工程不同，由于绝大多
数老百姓都非常支持改造，所以搬迁工
作进行得异常顺利。然而，另一个困难
却让大家耗费了巨大心血。

“路不通啊，大型的工程车进不来，
很多时候就靠施工工人和街道社区的干
部肩挑背扛。”陈江说，为了不耽误施工
进度，有关部门一方面紧急“开路”，一方
面组织街道社区干部参与改造工程，运
送物资。

从建筑材料到小型的施工机器，马
桑溪社区的 9名干部变身“搬运工”，每
天都忙碌在施工现场。

“我们不只要搬运物资，还要帮助老
百姓搬家。”陈江说，住户多是年纪较大
的老年人，没有汽车，搬家主要靠人工，
社区干部随时等待“召唤”，哪家要搬了，
就上哪家去帮忙，确保老百姓搬家顺利

进行。
最终，423户住户都安全搬出，拆迁

房屋面积约3.5万平方米。经过改造，义
渡古镇于2017年1月24日正式开街，占
地约47亩，总建筑面积约1.8万平方米，
可租赁商业面积约 1.71万平方米，共有
21幢房屋院落呈四级阶梯分布，保留古
建筑两栋，分别是李祝三故居和供销社
旧址。

人气爆棚，古镇成了旅游
“香饽饽”

坐在古镇的江边茶楼，一边看江
景，一边品香茶，在江风吹拂下，感受传
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交融，别有一番滋
味。正是这样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游客。

“五一节我们翻了几台，生意越来越
好了。”在义渡古镇经营烤肉店的李佳佳
说起古镇现在的人气喜不自禁。“五一”
期间，李佳佳的烤肉店一晚上能接待 40
桌客人，其他商铺也同样人气火爆。

“古镇现有商家 21 户，出租面积
3997 平方米，周末客流日均 5000 人，

‘五一’节假日期间接待游客 2万多人
次。”负责古镇管理运营的重庆钓鱼嘴
滨江湾区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

“古镇是展现渡口文化人文复兴的
商业集群，以‘义文化’为主题，涵盖人文
体验、休闲娱乐、旅游观光、综合服务四
大功能。”李俊杰表示，近年来，义渡古镇
的配套设施不断更新完善，2021年12月
开工建设的葛老溪段项目，建成后会将
义渡古镇、义渡公园、儿童公园有机串
联，打破铁路阻隔，将单一的“义渡古镇”
转变为“大艺渡”景区。

曾经“路不通”的问题也解决了。
“如今公路修到了古镇门口，大车小

车通行都没问题。”陈江说，曾经居民们
爬的那座山，成了义渡公园，环境宜人。

现在，已经搬到新家的胡富芳时不
时还会带着家人回到古镇看一看。“眼看
着古镇发展越来越好，我发自内心地高
兴，这里是我永远的家。”

□ 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5月24日，奉节县2023年二季度重点项目开工暨
中药材科研试验基地建设工程开工活动在奉节生态工
业园区举行。本次开工项目 21个，总投资 47亿元，涉
及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

奉节地处三峡库区腹地，生态产业优势明显，近年
来，当地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意识，牢牢牵住有效投
资这个“牛鼻子”，坚持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围绕项目
干，让优渥的营商环境成为当地招商引资的重要名片。

“此次开工的项目具有投资金额大，项目带动作用
强的特点。”奉节县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达产后，预计
可实现年产值50亿元，年税收1.6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5800余个，将为奉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作为本次招商引资重头戏的中药材科研试验基地
建设工程项目总投资 8.4亿元，总建筑面积 19万平方
米，建成后可供 50家企业入驻生产，预计实现年产值
15亿元、年税收45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1500个。

当天开工仪式中，21万方标准厂房建设项目也正
式启动，项目总投资 17亿元，建设完成后可入驻眼镜
企业 70家，预计实现年产值 20亿元、年税收 6000万
元，提供就业岗位2000个。

在综合航运方面，奉节物流园夔门港口码头一期
工程及长江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项目将建设 5000吨
级件杂货泊位 1个，年设计吞吐量 80万吨。该项目总
投资 3.8亿元，建成后可大幅改善奉节水运条件，有效
降低物流运输成本。

奉节开工21个重点项目

□ 华龙网记者 王庆炼 实习生 蒋灿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舞台上
一阵阵美妙的歌声传来，台下，坐满了围观的群众。5月
23日，是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重庆市沙坪坝区启动

“沙子的光芒”2023年沙坪坝区文化馆服务宣传周，举
办“冠红岩之名·铸红岩之魂”主题音乐会暨“大家唱”群
众歌咏活动，表彰沙坪坝区首届最美红岩文艺志愿者。

近年来，沙坪坝区深入开展“冠红岩之名 铸红岩
之魂”实践活动，持续擦亮红岩品牌，壮大红岩志愿服
务队伍，开展了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艺志愿服务活
动，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红岩文艺志愿者。

本次活动共表彰了 57位沙坪坝区首届最美红岩
文艺志愿者。其中，王正坤还被评为“重庆市最美志愿
者”“重庆市五星级志愿者”，李运来被评为“重庆市五
星级志愿者”。

唱响红色主题曲，唱响崭新的沙坪坝，文艺志愿者
也为在场观众带来一场音乐会表演。本次音乐会分为

“礼赞红岩”“青春红岩”“光耀红岩”三个篇章，共11个
歌唱节目。文艺志愿者们通过老歌新唱和唱响新歌的
方式上演本次主题音乐会，用文艺的形式让红岩精神
凝心聚力、励志铸魂。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中共沙坪坝区委宣传部、沙坪
坝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沙坪坝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
员会、沙坪坝区教育委员会主办，沙坪坝区文化馆、沙
坪坝区音乐家协会承办。

□ 綦江日报记者 张静 马卓

5月 23日，綦江区举行巡河护渔队伍成立暨业务
培训会，来自古南街道、永新镇等8个街镇的16名巡河
护渔队队员正式“上岗”，常态化开展护渔巡河，全力守
护水域生态安全。

长江“十年禁渔”是一场持久战，长期性、艰巨性、复
杂性并存，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为保护各流域的
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以及饮用水源的安全，綦江区
农业农村委联合区河长办整合相关职能，成立巡河护渔
队，开展日常巡逻、宣传引导，用实际行动助推禁渔工作
开展。据了解，这也是綦江区成立的首支巡河护渔队。

当天，巡河护渔队队员集中进行了巡河业务和渔
政视频AI预警处置系统培训，并前往綦河沿岸开展护
渔巡河。队员们边走边巡边记录，熟练使用渔政视频
AI预警处置系统察看各水域情况，检查钓鱼点，排查
安全隐患。

□ 丰都日报记者 李达元

“你看，以前这一片都是荒草萋萋的撂荒地，2021
年，我将这片地开垦出来后，种植上了玉米、蔬菜等作
物。”近日，在保合镇何家场社区四组，湛吾文手指眼前
山坡上长势葱郁的玉米等作物对记者说。

湛吾文和妻子曾经在外经商，经过辛勤打拼淘到
“第一桶金”后，夫妻俩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农村创业。
在了解到何家场社区境内撂荒地比较多之后，于是在当
地党委政府的支持协调下，将其流转过来发展产业。

“我先后投入30余万元，聘请村民开荒、修路，并新
修机耕道20余公里，前后在何家场社区开垦荒地800余
亩、余家坝村200多亩，用于发展种植业。”湛吾文说。

何家场社区居民熊雨平告诉记者，居民们的土地
撂荒了很可惜，也没有任何收入，而流转给湛吾文后，
不但每年可获得流转费，有劳力的村民还可为湛吾文
务工挣钱。“就拿我自己来说，我把自家土地流转出去，
也一直在基地里务工，一年下来有两三万元的收入
呢。”熊雨平说。

湛吾文介绍，尽管去年夏季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
气，但是他种植的榨菜、洋芋等作物，仍然有大部分获
得收成，创造产值 70余万元。为了更好地经营土地，
目前，他已成立了丰都县香渝妹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力争今年农业产值 150万元，带动更多村民通过务工
实现增收。

丰都：

千亩撂荒地长出“好庄稼”
近日，梁平区礼让镇齐河村，梁

平至四川开江高速公路齐河枢纽互
通工程现场，工人在抢抓工期紧张施
工，目前完成工程总量的60%以上。

梁开高速公路（重庆段）全长
45.167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建设
工期 3 年。建成通车后，将形成梁
平、开江、开州之间的快捷通道。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刘辉/视觉重庆

七百年钓鱼城：创5A和申遗 一个都不能少

按照“四原原则”建设四大功能区

大渡口义渡古镇重现三街九巷

5月24日，大渡口义渡古镇，游人正在散步。重庆日报记者 齐岚森 摄

57人获评沙坪坝区
首届最美红岩文艺志愿者

綦江首支巡河护渔队成立

梁开高速（重庆段）
快速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