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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陈维灯

2024年 12月 20日清晨时分，王士富驾
驶着川渝7号省际公交车驶过大足区高坪镇
场镇，沿着 326乡道缓缓前行，约 1.5公里后
就来到了界碑——重庆市大足区与四川省资
阳市安岳县交界处。

古时，此处是普州与昌州交界处，亦是巴
蜀两大文化圈层的分界点。

在高坪镇居民的记忆里，这里一直都有
界碑矗立，“界碑”也因此由一块石碑衍化成
为一处地名。

今天，许多人都知道此处矗立着三块界
碑，分别为重庆与四川设立的两块川渝界碑
及一块古普州界碑。此外鲜为人知的是，326
乡道左侧的竹林里，还有一块古界碑。碑上
的文字早已风化剥落，碑身却依然矗立，默默
讲述着古往今来巴蜀两地的动人故事。

九堡寨里巴蜀百姓共御乱军

“竹林里这块界碑，我们考证过，是此处
现存最早的界碑。”高坪镇人武部原部长、四
级调研员胡林波长年研究高坪镇风土人情，
对镇里的历史遗存极为了解，“界碑处，也是
326乡道与小川东道相交处。”

小川东道，是古代成渝间陆路交通的最
短捷径，也是唐宋时期穿越昌州（大足）、普州
（安岳）的成渝间邮递、军事、商旅要道。

小川东道自东大路简阳分出，经乐至—
安岳—大足—铜梁—璧山至重庆，全长 400
余公里。小川东道在高坪镇境内虽然只有5
公里，影响却绵延千年。

“高坪地处巴蜀交界处，小川东道上的行
人客商往往在此歇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集
市，这才有了今天的高坪场镇。”胡林波介绍，
高坪镇 5公里的小川东道上，现存遗迹有 10
余处，而地处今天高坪镇茨竹村六组悬崖峭
壁上的九堡寨最为出名。

据《民国重修大足县志》记载，咸丰十年
（1860年），云南昭通农民作乱，乱军头目兰
朝鼎、张国福等人带队进入四川，兵分三路，
势如破竹。

乱军攻陷安岳后，兵锋剑指大足，而高坪
是安岳到大足的必经之路。

高坪瓦店村的蒋作霖倡议筑建九堡寨，
以阻挡乱军。九堡寨方圆六七里，可以容纳
五千余户，将周边安岳、大足许多百姓安顿
其中。

没过几日，乱军两万多人就兵临寨下，呐
喊呼啸，声势浩大。

蒋作霖镇静自如，调度有方，乱军围攻数
日，连番猛扑，都被守寨的壮丁用箭矢击退。

乱军久攻不下，便计划围而不攻，困死寨
内民众。此时，寨里忽然朝乱军扔出一条活
蹦乱跳、重达七八斤的大鲤鱼。乱军见状，便
知寨内粮草充足，无法短期内攻克，遂撤退东
去，攻打大足县城。

由于围攻九堡寨延迟了乱军攻打大足
县城的时间，使大足县城有了充分的准备时
间抵御乱军。结果，乱军兵败大足城，首领
被活捉。

九堡寨原有东西南北四道门，如今只剩
南门和西门还留有门框。

当年寨内居民齐心协力抵抗乱军，如今
高坪镇正逐步完善周边道路交通，修葺部分
城墙，并作为旅游景点向游客开放。

川渝省际公交方便沿途百姓出行

小川东道蜿蜒前行，成为千百年间巴蜀
两地交通往来的重要通道。

今天，与小川东道相交于界碑处的 326
乡道及相距不远的 106省道，成为人们往来
于大足与安岳之间更为便捷的通道。

2024年12月20日清晨7时许，高坪镇高
峰村居民周世芳来到了高峰寺公交站，“赶公
交，到安岳双龙街走人户。”

7时 20分，王士富驾驶着川渝 7号省际
公交车缓缓停靠在高峰寺公交站，车上已有
10余名乘客，周世芳提着大包小包上了车。

“以前没有这路公交车，每天上午、下午
各有一班大足城区到安岳的省际班车路过，
赶车都得掐准时间。”周世芳告诉记者，高坪
镇及毗邻的中敖镇许多人家都与双龙街等乡
镇居民沾亲带故，“走个人户，或者到其他乡
场赶场、买卖点东西，赶不上省际班车，就只
能搭摩托车，又贵又不安全。”

2020年底，川渝 7号省际公交车（又称
“川渝城际公交701路”）开始试运行，第二年
4月份正式开通运营，极大方便了沿途两万
余名群众的日常出行。

最初，川渝 7号省际公交车始发站为大
足区中敖镇车站，终点为双龙街乡政府，不
久后运行线路调整为大足汽车站至双龙街
乡政府。

“上车 3块钱，隔个半小时就发趟车，站
点也多，真是太方便了。”周世芳说，购票也简
单，除了现金支付，还能用支付宝和微信扫码
支付。

“线路运营时间：4月1日至10月31日为
06：10至18：40；11月1日至3月31日为06：20
至18：30；设37个站点，约半小时一趟。”大足
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川渝 7号省际公交
车的开通，是两地交通运输部门贯彻落实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打造大足-安岳文
旅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重要举措。

川渝 7号省际公交车开通后不久，两地
交通运输部门又开通了自大足汽车站经106
省道前往两板桥镇的川渝29号省际公交车，
进一步方便两地群众出行。

如今，一条更为便捷的成渝大通道——
成渝中线高铁也将横贯高坪镇。

“成渝中线高铁的线路走势，竟然与小川
东道惊人一致，几乎是并排而行。”胡林波介
绍，小川东道是古代成渝间陆路交通的最短
捷径，与今天的成渝中线高铁异曲同工。

树龄百年以上楠木两万多棵

界碑周边，群山绵延，山岭上生长着一片
横跨川渝两地、总面积超过3000亩的楠木林。

楠木，是樟科楠属和润楠属各树种的统
称，有桢楠、金丝楠、黄楠、水楠等，樟科楠属
常绿大乔木，国家二级保护渐危种。

“这片楠木林的主要种类为桢楠和黄楠，
最大的树木胸径超过80厘米，高逾30米。”胡
林波介绍，楠木林的核心区域位于高坪镇茨
竹村，分布在紫槽沟、肖家湾、油坊桥一带，面
积超过1500亩。

关于这片楠木林的起源，还有一个传说。
据说，茨竹村本没有楠木，紫槽沟、肖家

湾、油坊桥一带原本是一片竹海，是当地村民
陈绍周家族的竹林地。

1911年，不知是什么原因，这里的竹子
相继开花并悉数死亡。

见此情形，周边人议论纷纷，都说这片土
地会有不寻常的事发生。

第二年，陈绍周接掌家族后，一棵棵楠木
幼苗从腐烂的竹子下破土而出，且生长旺盛，
并逐步扩展至周边区域，成为今天川渝界上
蔚为壮观的野生楠木林。

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陈绍周坚持行
善积德，出资建立明德小学，周边安岳、大足、
潼南均有百姓子女在此读书。

不仅如此，陈绍周还在双龙街、两板桥、
高坪等场镇的药铺、棺材铺预留盖有陈绍周
印章、类似于转账用的银票。周围佃户如果
有人生病但无钱支付药费，可以在药铺随时
取药，药钱由陈绍周支付；佃户家里如有人
病故，无钱购买棺材，同样可以由陈绍周账
上支付。陈绍周由此成为周边人人颂扬的

“陈善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绍周个人捐黄谷

200石支持抗日，受到当时民国四川省政府
及地县嘉奖。

“民间故事的真假已无从考证，但经过专
家考查，总共 3000多亩楠木林里，树龄在百
年以上的就有两万多棵。”胡林波说。

川渝共同打造楠木特色旅游景区

这片楠木林，已成为川渝界上一道亮丽
的风景，是打造生态休闲旅游地的独特旅游
资源。

目前，高坪镇与两板桥镇分别编制完成
的《高坪镇·全域产业总体策划》《巴蜀楠木原
始林生态旅游区发展总体策划》，勾勒出了巴
蜀雅楠原始林旅游区大美格局，两镇将共同
推动“楠木主题民宿集群”“资大金丝楠木民
俗文化示范地”建设，共同打造楠木特色旅游
景区。

在楠木林环绕的高坪镇冒咕村，溪上月
民宿已接待过来自非洲的客人。

“客人主要还是来自川渝地区，有大足、
安岳、潼南的，也有来自重庆中心城区和成都
的。”溪上月民宿经营者杨兰琼介绍，楠木林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吸引客人前来的重要因
素，“冒咕村和安岳县双龙街乡东岳村隔着塘
坝河，两边的村民形成共识要守好楠木林。”

“我们还和双龙街乡签订了《共建双高楠
木林旅游集散中心合作协议》，双方以资金和
土地进行入股合作，收益平分。”高坪镇党委
书记欧建介绍，双方将利用楠木林景区入口
处闲置农房，将其升级改建成“专家大院”、采
种基地，邀请四川农大、西南大学等高校科研
团队，进行全国金丝楠木品种研究、保护和利
用，建立金丝楠木国家种质资源库，对现存的
金丝楠木品种种质资源进行保护，并培育新
品种。

在此基础上，双方将共建楠木文化主题
的民宿，积极吸纳两板桥镇和双龙街乡楠木
林周边群众加入民宿建设，打造高坪楠木林
民俗文化村和露营基地、康养村落；依托安岳
县毗卢洞、千佛寨、圆觉洞、孔雀洞造像“古、
多、精、美、特”等特点，与高坪镇的高峰寺、川
东古道、眠牛寺、光明殿，串珠成链，打造毗邻
乡镇石刻文化旅游精品旅游线路。

木林秀处，花繁蜂飞，正是养蜂采蜜的好
地方。

如今，高坪镇正依托优质“楠蜜”和两板
桥镇玉龙潭泉的优质水源、双龙街乡柠檬基
地的优势，共建川渝蜜蜂产业合作体系，大力
推进蜜蜂产业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共同打造“特色休闲蜜蜂小镇”以做靓川渝甜
蜜事业，三方合作生产的“楠蜜牌蜂蜜柠檬
水”已正式投产。

川渝共建野生楠木生态保护基地

楠木林存世百年，靠的是川渝两地群众
世代守护。

胡林波记得，2022年高温大旱，为了防
范楠木林火灾，镇村两级干部24小时值守。

“8月份，我和村干部在茨竹村陆家嘴上
守了半个月，地上铺块塑料布就休息，饿了干
嚼方便面。”

这一年，东岳村村干部同样在李家山楠
木林里坚守了10多天，“川渝连着片的，只要
一处出事情，后果就不堪设想。”

如今，川渝两地正携手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生态环境
检察与林业行政监管、林区属地保护有效衔
接，加大保护和合理利用川渝交界区域的这
片野生楠木生态种群。

高坪镇与双龙街乡签订了《平安边界联
防协议书》，大足区检察院、安岳县检察院也
将共建“大足安岳楠木林业保护基地”，制定
最严格的楠木林基地防火灾、防虫害、防盗伐
保护举措。

其中，协议书约定以高坪镇、两板桥镇、
双龙街乡交界区域的野生楠木林为主体设置
野生楠木保护区，以大足安岳交界处石羊河
两岸及048县道两侧及双龙街乡孔雀村部分
区域为主体设置森林生态修复区，以双高楠
木林旅游集散中心及楠木林通行道路为主体
设置法治宣传教育区。

此外，川渝将在高坪镇楠木林专家大院
挂牌设立“大足区检察院、安岳县检察院生态
检察官联络室”，主要负责基地建设和运行的
日常管理、组织林区安全巡查、收集分流案件
线索、联合开展法治宣传等。

川渝双方约定，大足安岳野生楠木生态
保护基地建成后，将定期通报两地森林保护、
林区开发、林业执法、生态检察的政策、信息，
定期组织开展保护基地林区安全联合巡查工
作，联合办理保护基地及周边跨行政区划的
生态环境类检察案件，以及引入生态环境涉
案赔偿金、罚没金用于保护基地森林资源和
生态环境保护等，还将总结川渝两地森林资
源和珍贵野生动植物检察保护的实践经验，
联合开展理论调研和制度探索，共同筑牢长
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助力资大文旅融合发
展示范区建设。

□ 新渝报记者 毛双 张玮 实习生 宾振宇

日前，家住大足区棠香街道的张女士因为耳鸣前往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足医院（大足区人民医院）就诊。经
过耳镜、听力等一系列检查后，张女士被确诊为特发性耳
聋，左耳听力下降。

张女士 42岁，据她透露，早在去年初她就出现过耳
鸣的情况，当时吃了点药，耳鸣的症状就消失了。去年
10月份，她突然发现两边耳朵听力不一样，但由于不影
响正常生活，并没有及时就诊。前不久，张女士感冒后，
耳鸣的情况再次发生，左耳间隙性地出现巨大的电流声，
并伴随有眩晕的症状。经过一周的住院治疗，张女士的
左耳听力基本恢复，耳鸣和眩晕的症状也得到明显好转。

据了解，耳鸣是一种在没有外界声、电刺激条件下，
人耳主观感受到的声音。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足医院耳
鼻喉科副主任医师刘勇介绍，很多人认为耳鸣是老年人
的专属，但因为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耳鸣患者有逐渐
年轻化的趋势。他坐诊时，几乎每天都有耳鸣患者，而且
数量也是逐年增加。

其实，耳鸣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它是一些疾病的症
状。刘勇说，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生活方式及生活环境的
改变，耳鸣的发病率正逐渐升高，并严重困扰患者生活、
工作和休息。

耳鸣的症状表现也是多种多样，有急性的、慢性的，
也有持续的或不规则的。耳鸣患者听到的声音，也各种
各样，蝉鸣声、嗡嗡声、沉闷声等。

为什么耳鸣的声音会不一样呢？刘勇解释，诱发耳
鸣的原因有很多，生活不规律、工作压力大、焦虑，还有感
冒、肿瘤等都是耳鸣的诱因。不同的原因会导致人们的
主观感受不同，感觉到的声音也有所不同。此外，每个人
感觉到耳鸣的程度也是不同的。

“耳鸣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刘勇建
议，如果出现耳鸣、听力下降、耳朵不适等症状，应尽早就
医检查。同时，要预防耳鸣的发生，首先需要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饮食方面以清淡为主，适当地进行体育锻炼，
避免接触噪音。如果已经发生了耳鸣，建议到医院进行
检查，明确一下具体情况，针对性地给予治疗。

耳鸣，困扰你了吗？

巴蜀老界碑 川渝新故事
重庆市大足区高坪镇与四川

省资阳市安岳县双龙街乡交界
处，矗立着4块界碑。这里既是
今天的川渝交界处，也是古时普
州与昌州交界处，亦是巴蜀两大
文化圈层历史分界点，许多故事
在此发生——

本版图片由重庆日报记者李雨恒摄

2024年11月22日，重庆市大足区高坪镇茨竹村与安岳县两板桥镇交界处，楠木高耸伟岸。

▶2024年11月22日，重庆市大足区与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交界处，326乡道左侧的竹林
里，大足区高坪镇人武部原部长、四级调研员胡林波在介绍古界碑。

▲2024年11月22日，重庆市大足区与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交界处的重庆界碑。

2024年11月22日，大足区高坪镇茨竹村
与安岳县两板桥镇交界处，周边村民在采收
楠木种子。

温暖过冬知春早
□ 李美坤

发生6.8级地震的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牵动着党中
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心。驰援，搜救，救治，安置，拨
付、捐赠救灾物资……党、政、军、民齐心协力，落实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指示精神，与受灾群众一道抗震救灾，
确保他们基本生活有序恢复，安全温暖过冬。

“确保安全温暖过冬”，是“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的
生动体现。面对导致房屋倒塌甚至有亲人不幸罹难的天
灾，说不伤悲、惊惶，绝无可能。但是我们坚信，有强大温暖
的祖国，有亲如一家的兄弟姐妹，我们定日县受灾同胞的意
志和精神是地震震不垮的，是严寒摧不掉的。他们一定会
从废墟中站起来，挺立在寒冬中，像珠穆朗玛峰一般。

“民有所盼、我有所为”。本周，六届重庆市委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召开第十二次会议提出，要坚持把改革作为推
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的主引擎，持续以改革增动力、添活
力、防风险、破难题、促发展、惠民生。做好改革“必答题”，
重庆市大力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数字化改革，
从去年以来到目前为止，全市数字化医检互认量达到78.85
万人次，为群众节约就医费用1.76亿元。大足区在推进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深入实施

“5513”创新举措，让棠香街道五星社区居民杨应菊回乡就
业后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而像杨应菊一样享受改革发展
成果、获得满满幸福感的，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城乡居民。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
事。家家户户都盼着孩子能有好的教育，老人能有好的
养老服务，年轻人能有更多发展机会。这些朴实的愿望，
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二〇二五年新年贺词，
让我们如沐春风。悠悠民生事，枝叶总关情。总书记“一
直挂念”的就业增收、“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问题，大足
在贯彻落实。大足区拾万镇将军村“80后”新农人夫妻
黄汉涛和丁义平将皮蛋做成大产业。皮蛋不仅畅销国内
20多个省市，还走出了国门。前不久，5万枚皮蛋经过90
多天的远洋航行，已经端上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消费者
的餐桌。大足区按照“一镇街一中心、一村（社区）一站
点”的要求和目标，已建成镇街养老服务中心27个、社区
养老服务站100个、农村互助养老点203个、居民小区日
间照料中心4个，实现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大足区国
梁镇卫生院、龙岗中心卫生院分别获评重庆市级“美丽乡
镇卫生院”“美丽医院”。创建“美丽医院”，不是为了获得
一块牌子，而是通过创建完善医疗软硬件设施，提高医疗
服务水平，方便群众“好看病”“看好病”，享受到更加优质
高效的就医服务。

舞剧《天下大足》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后，正式开启
全国巡演。本周，首站重庆站将于2月21日至22日在重
庆大剧院连演两场的消息一发布，就引来空前关注，剧票
开票一日便被抢空，有关方因此决定，于2月23日重磅加
场演出。《天下大足》用舞蹈“讲”故事、让文物“活”活起来
的非凡意义自不必说，单就这一创新的艺术形式而言，说
它是文化惠民工程也不为过。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人民的代言人。为迎接大足
区“两会”的召开，本周，部分人大代表、镇街人大组织、政
协委员俯身倾听民意、问计于民、为民办实事的先进事迹
开始在本报陆续刊登。下周，他们将满怀豪情，将民声民
意带进大足“两会”会场，用心用情为民鼓与呼。

本周，我们迎来传统节日——腊八节。作为中华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腊八节的意义远不止于一碗粥，
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感恩之心和辞旧迎新的希望。通过
一碗腊八粥，我们传递温情
与善意，温暖过冬知春早，共
同迎接新年的到来。

发展向前，民生向暖。时
令虽已进入数九寒天，但我们
何惧何畏？因为，我们每个人
的心里，都有一个春天。

昨日，记者从大足区龙岗街道第一届议事代表会第
三次会议获悉，去年，大足区人大常委会龙岗街道工委
紧紧围绕区人大重点工作和街道中心工作，认真履行宪
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有效提升代
表履职能力。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