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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年前，一代明君唐太宗驾崩，太子李治
登基。翌年改年号为永徽。650年成为永徽元
年，普州府隆康县一座普通的小山坡——尖山
子，沉寂千百万年的原野莽林中，攀岩而上的工
匠们在石壁上的第一錾雕凿声骤然响起，惊得
林中百鸟翻飞、野兽奔突，而大足石刻文明的殿
堂之门从此徐徐开启！

这一雕凿印记，是先辈们在大足这块土地
上描绘的有记载的第一幅图画，也是他们为这
方山水留下的第一笔墨宝。

半个多世纪后的 712年，李隆基即位，是为
缔造“开元盛世”的唐玄宗，隆康县因避讳改为
普康县；再经46年后，昌州府、大足县、静南县等
称谓方才问世。

尖山子石刻，成为渝西、川东地区最早的摩
崖造像。

242年后（892年），唐朝大厦将倾之际，北山
石刻开凿；444年后（1094年），北宋风雨飘摇之
秋，石门山石刻开凿；477年后（1127年），靖康之
耻当年，北宋灭亡，南山石刻开凿；529年后（1179
年），南宋中前期，莺歌燕舞承平之时，人类历史
上艺术成就最高、无愧巅峰绝唱、空前绝后的石
窟寺杰作——宝顶山石刻，长达大半个世纪的伟
大创造工程之大剧，终于拉开帷幕，精彩的剧目
伴随了南宋王朝中后期的大部分岁月。

尖山子石窟，可视为大足石刻的活水源
头。尖山子位于现今铁山镇的北部，铁山跻身
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重庆市首批历史文化名
镇的行列，还是重庆市生态文明示范镇。

中型镇铁山乃大足区的西大门，居“两区一
县”（重庆大足区、荣昌区，四川安岳县）交界处，
区位优势明显，渝蓉高速设铁山下道口，10分钟
可达大足城区，40分钟可抵重庆中心城区，1个
半小时至成都，周边还有南大泸高速、大内高
速。全镇59.96平方公里，3.26万人。

清朝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江西客
家移民把华东的传统建筑融入渝西的穿斗结构和
竹篾墙，油坊、染坊、布坊应市而生，始建于清乾隆
十四年的大步廊檐古街，就降世于那个年代。

如今的铁山，产业基础良好，是成渝现代高
效农业示范带大（足）安（岳）农业园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已创成重庆乡村振兴先行示范镇，持续
推进“一平台、三基地、三示范”建设，初步形成
以“大足白芷”为代表的道地中药材种植，以“大
足黑山羊”为代表的畜禽养殖，以“大足冬虾”为
代表的水产养殖和以葡萄、李子为代表的伏淡
季水果种植等四大特色农业产业。2018年荣获
重庆市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一等奖，2019年、
2020年获得重庆市财经协同支持镇乡产业发展
三等奖。

中药材遍地花漫香
中医药主题文化园

铁山老百姓有种植白芷、川芎、泽泻等药材
的习俗。据古志等相关史料记载，铁山镇及毗
邻的季家镇、高升镇于唐显庆三年（658年）开始
种植白芷，品质较优，被命名“川白芷”。其根条
大、粉性足、体坚实、香气浓，又誉为“红皮白
芷”，是中医药行业公认品质最好的白芷，以根
入药，祛病除湿、活血止痛，用途广泛，也能做香
料和化妆品等。铁山是白芷集中种植区，产量
占大足区一半。

铁山的中药材资源丰富，属于野生的就有
半夏、夏枯草、金钱草、鱼腥草、蒲公英、杜仲
等 。 2021 年 ，铁 山 邀 请 安 徽 农 科 院 设 计
2021—2023年中药材发展规划，制定发展激励
措施。通过推行“土里间种白芷、田里轮种泽泻
川芎”的种植模式，取得“田土双用双收”的良好
效果，以“大足白芷”为代表的道地中药材产业
已基本形成，总面积 1.1万余亩，其中规模种植
基地5个，年产值上亿元，正在积极申报“大足白
芷”地理标志商标，以有效保护“大足白芷”这个
优质特色产品，促进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笔者在采风中碰到正在自己屋前院坝上翻
晒药材的药农老张，他介绍说，2023年品相好

的白芷能卖到 20元 1斤，1亩白芷能收 600来
斤，厂家还上门收货，不出门每亩就能挣上万
元，自己家将继续扩大种植面积。铁山单是中
药材种植这一项，带动村民勤劳致富的综合效
益尤为可观。

资源禀赋和市场导向是最优秀的招商员，
因为拥有白芷、半夏、泽泻、川芎等道地药材的
原产地品质、价格优势，铁山把诚意的政策和营
商环境作为招商引资的强力助推剂，千方百计
推进中药材产业向生产、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
展，将大安农业园区精深加工园的招商指向中
药材加工领域，成功吸引了祥源中药集团、惟德
药业两大龙头企业入驻，年产值达4亿元。

以铁山场镇为中心的中药材集散地闻名中
药界，中药材交易市场已正式形成，交易火爆。
从中药材的种植、深加工到销售，打造出中药材
全产业链。

中医药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华
文化的瑰宝，在维护人民健康、促进文明互鉴等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制定的《“十四五”中
医药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大力弘扬中医药文
化，为社会提供更为优质丰富的中医药文化产
品和服务，加快发展中医药博物馆及中医药主
题文化园事业，做大中医药文化产业，持续提高
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进一步提升中
医药文化影响力。

铁山镇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中医药发展
的精神，依托祥源中药集团，积极打造集环境保
护、科研、示范、科教、良种繁育、种植养殖、观光
于一体的全国首个中医药主题文化园，该文化园
与已在铁山建成的祥源中医药博物馆配套，成为
全国唯一可以全面开展科研机构与大专院校的
产学研合作、中医药文化传播、各级医院科教基
地、国家级中医药传承教育、优质中药材种质资
源保护、承办大型中医药交流会的中药企业，并
大力促进铁山乃至大足的中医药与旅游、康养、
餐饮等融合发展，培育出大足区的知名文旅品牌
和企业，带动地区经济发展，为保护大足区内优
质原种中药材提供产学研基地，为全区道地中药
材发展助力；与大足区旅游资源有机结合，打造

“观石刻美景，品药膳养生”的观光路线，丰富文
化旅游资源，增加旅游收入；还可以为科研机构、
高校提供教学基地，促进产学研结合。

祥源中药集团已建成1000余亩的中药种植
园，培育成熟中药材品种 40余种。主题文化园
正建设示范区、良种繁育区、种植区、野生资源
保护区、种子资源库等，建成后将培育种植近
2000种中药材。正在拓宽现有内部道路，再建5
条新路。其中，利用藤本中药材打造2条半封闭
式绿色观光车行道路，再打造3条特色野生资源
探索路。

园区内种植药用植物，将以具有较强观赏
价值、较大科研价值的中药材为主。根据自然
地势分块种植，打造牡丹园、芍花园、赤芍园、玫
瑰园、红豆杉林；用桔梗、丹参、三叶木桶、猴耳
环、草珊瑚等草本中药材植物，打造百草园；用
川木通、凌霄、使君子等藤本植物打，造半封闭
式绿色观光行车道。

园区预计两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有力促
进中医药文化产业发展：充分挖掘大足现有中
医药资源潜力，提炼本地中医药文化精神标识，
推广普及名医名家、医籍名方等中医药文化经
典元素；支持创作高质量的中医药图书、纪录
片、短视频及新媒体产品，打造有代表性的中医
药文化产品；推动实施中医药文化传播，助力建
设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并达到国家级建设
标准，首先在大足区各级医院内建设中医药健
康文化知识角，广泛开展中医药文化主题活动；
提升中医药文化教育，助力中医药文化进校园，
建设一批校园中医药文化角和学生社团；培养
出一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工作队伍。

黑山羊住电梯楼房
稻虾与海虾成邻居

铁山是大足黑山羊的发源地，发展以大足

黑山羊为代表的畜禽养殖产业责无旁贷。众所
周知，大足黑山羊具有适应性强、繁殖率高、疫
病少，肉质好等特点，在全国首屈一指，是我国
南方地区唯一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和
保护名录的黑山羊品种。目前铁山的黑山羊养
殖主要分布在 7个村，有规模养殖户 433户，羊
圈总面积 2.5万平米，现有一级扩繁场 10户、二
级扩繁场 16户和黑山羊市级龙头企业、微型企
业、家庭农场 103家。年出栏 2.8万余只，存栏 2
万余只。已建成瑞丰1万平米立体智慧羊舍，在
全国首先实现黑山羊立体养殖。

瑞丰羊场建有铁山第一个万头立体智慧羊
舍，既是国家级标准示范场，也是重庆目前规模
最大的黑山羊繁育基地。这里的羊，在全国率
先住进了四层小楼房，“住在电梯楼房里的黑山
羊”——成为铁山一大奇景。

“羊房”采用全钢构模块化组装，是全市目
前投产唯一的四层立体式养羊场。建面8100平
米，可存栏 1万只，还为妊娠期的羊妈妈和羊宝
宝设计了单间和亲子间，安装了现代化通风设
备、智能监测设备，对繁育指标、生长状况等实
时监测，更好地延续和培育大足黑山羊的优质
基因，种羊品质和养殖效益都有明显提升。

2023年 10月，瑞丰羊场作为第十九届中国
羊业发展大会的现场考察点，迎接了全国各地
的数百名专家朋友，铁山的黑山羊产业发展成
果在全行业共享，得到农业农村部领导和羊业
发展大会现场考察专家的充分肯定，黑山羊品
牌也叫得更响，传遍神州大地。

铁山正加紧建设飞航标准化羊场、花禾万
头羊场，全面完成瑞丰饲料车间建设并投产运
营，大力发展相关配套产业，争取建设铁山黑山
羊特色美食街，推动建设特色农产品交易中心，
加快形成集产供销于一体的黑山羊产业链。

铁山抓养羊不动摇，但不止于养羊，进而打
造出“水哥羊肉”等黑山羊餐饮名片，研发出羊
肉蒸饺、羊蒸笼、羊肉干等特色美食，提升产品
附加值和品牌价值，让大足黑山羊真正成为老
百姓增收的致富羊、乡村产业振兴的“领头
羊”。铁山的乡村美食除了“羊肉宴”系列，还有

“龙虾宴”系列。
铁山是大足小龙虾核心产区，这些虾在生

态稻田里生长，既保证粮食生产，又增加稻田亩
产值，养出的虾个大肥美、肉质Q弹、入口鲜香，

“稻虾”综合种养在铁山广为流行。旺季时，万
亩小龙虾园里，每天上万斤小龙虾从这里走向
全国，辐射带动周边区县形成集繁殖育苗、规模
养殖、产业科研、电商物流、农旅融合于一体的
全产业链，成为渝西、川东地区重要的小龙虾集
散地。

颇有独特眼界和胆识的是，铁山独树一帜，
主打“大足冬虾”品牌。

大足冬虾是小龙虾中的特殊群体，特指每
年 12月初至次年 3月底周期内集中上市，以克
氏螯虾（小龙虾）为源产品，结合渝西地区的气
候、土壤和水质等自然条件，培育出以大足为核
心产区出产具有“逆冬生长、肉质紧实、营养鲜
活”特点的小龙虾，与众不同地“夏季育苗、秋冬
生长、冬春上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重庆市
科技型入库企业和重庆市农业产业化区级龙头
企业——“棠香智慧农业”，是大足冬虾区域品
牌缔造者和品牌战略的制订和发起方。

大足冬虾比湖北等地区的龙虾约提早 100
天上市，填补了小龙虾冬春供应的缺位，成为市
场上的抢手货，打造出错季上市的独特品牌，在
全国小龙虾供应产业链中占有独特地位。铁山
作为“大足冬虾”核心产区，“冬春卖全国，夏秋
品鲜虾，生态是名片”的产业特色正不断叫响，
自然成为大足冬虾集散中心——签约大足冬虾
机场专线产地直发，实现冬虾产品机场免检、优
先发送，既节约物流成本，也提升了冬虾产品市
场竞争力，大足冬虾集散中心已建立与中国小
龙虾交易中心8家全国渠道商战略合作。

铁山实施大足冬虾核心品牌战略，已形成
繁殖育苗、规模养殖、产业科研、交易市场、电商
物流、农旅融合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布局，建

成8个标准化示范养殖基地，及大足冬虾农业公
园、大足冬虾产研中心、渝西小龙虾（种苗）交易
中心等。2023年，铁山成功举办了第四届巴蜀
小龙虾旅游文化节和首届“大（足）安（岳）杯”山
地健康跑活动。

除大规模养殖稻田小龙虾和大足冬虾外，
铁山还养殖海虾——南美白对虾。中国中西部
都没有“海”，深处内陆的铁山何以养“海虾”
呢？但铁山确实做到了，硬生生地把海虾的产
地拉长近 2000公里，让川渝百姓在家门口就能
吃上安全、鲜活的海虾。

铁山引进的企业率先开辟了工厂化水产养
殖的先河，年产各类对虾苗种 6亿尾、高端“无
抗”（无抗生素，亦称“零抗”）对虾20万斤。凭借
零抗生素、生态养殖等优势，特别是上乘的品
质，倍受市场欢迎，产品签约专供成渝两地“盒
马生鲜”，供不应求。目前，二期基地已建成，扩
大生产规模后有望部分缓解产品紧缺的问题。

可以首次透露给读者的秘密和优势是“零
抗”技术——全封闭恒温养殖车间，专门养殖海
虾。独创生物絮团循环水养殖技术，通过培育
类似海洋的封闭生态系统，实现海虾的仿真性、
封闭式、规模化养殖，不使用任何抗生素、不排
放养殖水，循环使用，彻底突破内陆地区养海虾
的技术瓶颈，将内陆养殖海虾的异想天开变成
现实！基地已连续两年通过全球最佳规范水产
养殖认证（英文简称BAP）与国际无抗生素产品
认证（英文简称NSF）。

铁山正推动海虾养殖基地开展稻虾共生养
殖试验，他们的“野心”和目标是通过苗种提供、
技术指导、产品销售带动农户及周边共同养殖，
促进农户增收，推动水产养殖向工业化、规模
化、标准化发展，开辟一条以“大足冬虾”为代表
的水产养殖产业这一特色农业的新路子。

多彩田园 瓜甜果香

铁山是丘陵山区镇，紧紧抓住粮油生产和
生猪养殖这个“命根子”，已完成高标准农田整
治提升建设 1.4万亩，为此承接了全市、全区的
高标准推进会和现场会。稳固传统种养殖业，
发展特色种养殖业，铁山夯实稳进增效的根基，
构筑产业高地的蓝图已基本绘就。

铁山西北村，顾名思义，位于铁山西北，村
边有条不规则的长弧线，是大足与安岳，重庆
与四川的交界线，也是连接线。铁山积极抢抓
成渝“双圈”建设的战略机遇、发展机遇、政策
机遇和市场机遇，持续推动中药材、黑山羊、
稻+、伏淡季水果四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奋力打造农业现代化的
示范样板，已成为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示范
带大安农业园区核心区、主战场，川渝相向发
展的重要连接点，描绘出经济、文化协同发展
的画卷，大安农业园区建设进展日新月异，除
引进祥源中药材、惟德药业、棠香智慧农业、

“零抗”外，还引进了晖耀仟和、芷黍香等重点
项目和企业，引进落户国家柠檬产业集群气调
库建设项目，逐步形成几条上规模的产业带，
推动园区发展谋新求变，由农业种植向二、三
产业不断延伸，正积极争取重庆鑫丝路丝绸公
司落户园区。园区格局效益凸显，续写乡村振
兴的精彩答卷！

稻香渔歌，六畜兴旺。“粮药”“稻药”种植法
的中药材面积达到1.1万亩，稻虾养殖规模达到
1万亩，面积双双上万亩，年产值双双过亿元，成
功实现“一地多用”“一水双收”。同时因地制宜
搞好“多种经营”，发展水果产业，春华秋实，瓜
甜果丰，李子花山、葡萄长廊、枇杷果园，令人目
不暇接。颇具特色的中药材、黑山羊、小龙虾、
四季水果等四色产业协同发展，多彩田园富润
民心。

三月花香十里飘，六月李熟漫山红。铁山
“果纯农业”2021年正式投产，主产品为凤凰
李、蜂糖李、殷红李，口感脆甜，肉质细腻，个头
大、好脱骨，特别是凤凰李，比其他李子早上市
约 1 个月，是近几年市场上的网红水果。这

1000多亩果林几年前还是荒山，如今已发展为
全区规模最大的李子种植基地之一，年产李子
100万斤。

随着特色李子、生态葡萄等水果产业发
展，铁山伏淡季水果名片不断擦亮，种植总面
积达 6000亩，年产值超 5000万元。无论你何
时来到铁山，都能吃上美味生态的新鲜水果。
铁山已连续四年举办“巴蜀小龙虾旅游文化节
暨五彩水果采摘季”活动，吸引数十万游客来
到铁山，共享“虾果盛宴”，带动全域农文旅融
合强劲发展。

文化底蕴深厚 非遗项目丰富

大自然是大地最伟大的画师，用山堆阜叠、
溪交水横勾勒出美丽的山水。铁山，浅丘如碧
玉，水库如明珠，流淌出一幅水色清明，山色凝
重的丹青图画。清晨，这里在烟霭朦胧中醒来，
宛如水墨。晚霞里，夕照为田园镀上金色，又如
线雕。一切有形的、无形的美在时光中描绘与
渲染。

今日铁山，得益于大自然的山水妙染，也是
人文沉淀的历史长卷，是一代又一代铁山人在
这片土地上以实物或风景为对象，描绘出的千
年画卷。

大足区响亮地提出了“加快做靓享誉世界
的文化会客厅、建强链接成渝的‘两高’桥头
堡”，各镇街都有责任尽力做好。铁山鉴于自身
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是“桥头堡”的连接地；因
为 1374年前尖山子石壁上那第一錾雕凿声，錾
刻出尖山子的线条，传承千年的大足石刻走向
世界，源头从这里开启，铁山成为“会客厅”的溯
源地。铁山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用特
色产业发展勾勒出五彩田园，用城乡融合发展
雕琢出美丽家园。

大步廊檐古街，是铁山成为独具特色的船
形古镇的标志。在古镇上传承了300多年13代
的铁山竹编，用细若发丝的竹丝编织的是画，
是生活，是艺术，更是铁山人信奉“天道酬勤”
的写照。2014年 1月，铁山竹编入选重庆市第
四批“非遗”目录，2023年 10月参展第八届中国
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其“非遗”传承人
田洪燕被评为 2023第二届四川成都传统工艺
（竹编）邀请赛“工匠之星”；铁山龙舞于 2013年
7月成为大足区第三批“非遗”；民间舞蹈“车幺
妹”，为铁山民众喜闻乐见，2023年，成为大足
区“非遗”。

大步廊檐街的屋檐下度过了多滋多味童年
时光的书画家方滨生，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评
价其书法作品“瑰奇豪放，神化入微”。方滨生
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四川文史馆馆员、书
法家，当年在长江赤壁、黄河峡谷、山东泰山留
下了墨宝，既没有忘记在家乡龙岗山山门、宝顶
山千手观音殿前留下真迹，更没有忘记在自己
一些作品的落款处，洋洋洒洒留下题名：铁山方
滨生。他的学生刘永健作为弘艺轩书法学校校
长，也是铁山刘氏酱园的传承人。

多宝寺在大足石刻精美而壮观的超级庞大
家庭中，简直是丝毫不起眼的“灰姑娘”，但它为
铁山留下了红色传奇：1923年2月，32年后被授
予开国元帅军衔的刘伯承将军，在附近的高升
七星庵指挥讨伐北洋军队的战斗中负伤，被村
民冒险营救，先送到设在多宝寺的野战医院治
疗，再送到铁山古镇上疗养。“多宝”，一个美好
的名字，赞美着这方美丽的山水和淳朴的民众；
历经百年时光，一直见证着这里的变迁，讲述着
发生在这里的红色故事……

铁山，可以解读为“铁一般的意志，山一样
的胸怀”。朴实无华的山水田园哺育着铁山儿
女，一代又一代铁山人，用发展之笔，以大地为
画纸，挥毫泼墨。田园物产四季更迭，山里土
味纯朴本真。这里一切的人，人的一切，渗透
着铁山山水的灵气，让人记住了铁山那抹不去的
乡愁……

（布谷夫：本名刘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那时月亮很圆
像绿玉盘挂在窗台
一闪一闪的亮光
穿过玻璃门
穿过地上霜
穿过我们

我有些急切
来不及化妆就亮出伤口
粉红粉红的
整夜整夜亮着
整夜整夜说一个人的名字
在辽阔的天空上
穿过长风

秋风阵阵
吹过八月十七
吹过年少轻狂
吹过争吵、别离、忍耐与相牵
吹过爱
落在生活的正面

我们不躲避不哀叹
我们一再亲吻
直到死

□
红
线
女
（
重
庆
）

绿
月
亮

大足石刻揭幕地 物阜民丰宝贝多

春风拂动我脸颊的时候，我已身处湖畔边
上。一座拱桥，隐隐约约立在湖水的中央。近处
的亭子和远处的木塔，披裹着一层缥缈的薄雾。
此情此景，可算是置身水墨山水画中了。

只是，这时的水墨山水，已不是我的打动，回
望的景象才是我的怦然心动：身后，草地里的那
条通往园林的小径，两侧长有两棵粗壮的老树。
这是两棵树皮呈褐色状的老树。这是两棵让人
眼前一亮的老梅树。它们虬枝盘曲的树杈和枝
桠，纵横交错，看似杂乱无章，却又乱中有序。朵
朵开放的梅花，缀满枝桠和树梢，它们生长的姿
势有的端端正正，有的偏向一边，有的倒向一
侧。偏向一边的梅花，是枝桠相互间的挤压，是
梅花竞相绽放的一种存在。那倒向一侧的梅花，
又是什么样的形成？我一时找不到满意的解
答。不管枝桠和梅花的形状怎样，我相信这都是
它们历经风雪后的自然开放。这时，徜徉在梅树
下面的我，一门心思是对眼前这两棵老梅树的揣
测。我无法知道这两棵古梅树是哪个古人所栽，
也无法知晓它们生长的历史始于何年何月，也不
知道这两棵相互守望的古梅树，它们之间是什么
样的关系。我仅有的判断，它们是穿越时光的不
老。这只是一种笼统的想法，我为此感到若有所
失。于是我将这两棵老梅树赋予了人为的猜

想。不经意间，我找到了这句“千年古树红梅，梅
花且醉风情”作为我想象的延伸。根据它们的长
相，我认定这两棵粗壮的古梅树，没有千年的历
史，也有百年的生命。

望着这两棵并肩走过漫长历史的梅树，有关
它们的想象，我感到了清晰明朗。它们的存在并
非是两棵梅树的孤独，而是天下梅树精气神的浓
缩。我仿佛看到了初春的某个清晨、某个午后，赏
梅的游人，络绎不绝。一首首名诗从游人的中间

“横空出世”。我不知道那些诗人的形象，只记得
流芳百世的诗句既有“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也有“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有“梅花元自江
南得，还醉江南客”，也有“古今梅花谁不爱，凌风
傲雪独自开”。这些发乎于情的神来之笔，就是梅
花世界独有的绝美风景。

身处茂密的梅花之下，眼花缭乱的感觉是
我心颤的感动。在我迷糊的心境，梅花的暗香
飘满了我鼻息，我的世界一片明朗。我看到了

“堤畔花魂醉，踏青春来人”的身影。我就是那
踏青而来的人，为的是那一念花开成景，一念花
落成诗的美丽。这种思绪让我在沉浸中激动不
已。当春风再次拂过我的脸庞，梅花纷纷扬扬
地坠落在我心上，温馨宁静的感觉，传遍了我的
神经末梢。

梅花曼妙春色涌
□ 周康平（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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