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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尔本有血，有名，有籍，有室，有欲。
然，为实现崇高理想，英勇捐躯，一无所有。
数千忠魂，‘留守’战地……”

在川渝交界的大梁山杨柳关，303座烈
士墓静静矗立，每块石碑上都镌刻着“杨柳
关阻击战无名红军烈士”12个庄重的大字，
纪念碑下的墓志铭令人动容。

杨柳关一侧是重庆市开州区三汇口乡杨
关村，一侧是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上峡镇杨柳
关村。这处横跨两地的红色革命遗址，如今谱
写着新时代川渝共护红色根脉的动人篇章。

青山忠魂牵动两地民心

杨柳关海拔 1000多米，地势险要，历来
是兵家必争之地，有“兵备三千铁甲，地连二
百雄关”之称。

1933 年，国民党对苏区发起“六路围
攻”。敌第五路“剿匪”总指挥王陵基指挥所
属各部向川陕苏区东大门——杨柳关进攻。
红四军 10师和由川东游击队改编的红 33军
在徐向前、王维舟的指挥下，于 10月 30日上
午攻占杨柳关，顽强坚守20余天，两次粉碎敌
人的反扑，使敌“六路围攻”首战遭遇惨败。

当年，村民孟炳全的父亲孟述局是甲
长，他组织群众上山抬伤兵，轻伤的抬到吴
家院子红军医院，重伤的往南坝医院抬，牺
牲的战士就借群众的棺木埋葬，棺木借完
了，后面的只能就地“软埋”。

彼时，刚完成整编的红 33军战士多为宣
汉子弟，许多人入伍仅数日便血洒战场，甚
至没来得及在花名册上留下姓名。

“红军战士大概牺牲1000余人，大多还是
一二十岁的年轻娃娃。”孟炳全至今记得父亲
讲述，村民只好根据军装来确定级别，凡是

“四个兜”的（军官）在土包上放上石块，放一
块表示埋了一人，放两块表示埋了两人，没有
放石块的土包下多是稚气未脱的年轻士兵。
老人感叹：“满山坡的草都被血染红了。”

但硝烟散去后，六十余名三汇口乡民带
着缴获的武器又去投奔红军。

“烈骨忠魂埋葬在灌木杂草中，心头不是
滋味。”杨柳关村党总支书记向绍林称，战地指
挥部、红军医院和无名烈士坟墓多在上峡镇杨
柳关村；练兵场、红军小道、多数战壕等战斗遗
址又在三汇口乡杨关村。他坦言，“保护挖掘
杨柳关战斗遗址，需要两地携手推进。”

跨省协同开展保护

2019年 11月，一条杨柳关阻击战无名烈

士墓亟须修缮保护的公益诉讼线索转移到
宣汉县检察院。3年时间，宣汉县检察院与
开州区检察院以公益诉讼跨区域协作为依
托，联合开展红色遗址保护，督促两地文旅、
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对杨柳关阻击战遗
址进行修缮保护。

查阅县志、党史，咨询党史专家，宣汉、
开州两地检察机关共同对杨柳关阻击战遗
址进行现场勘查。2020年初，宣汉县检察
院向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出诉前检察建
议：对烈士墓墓体和周边环境进行常态化修
缮和维护，推动纪念设施建设。开州区检察
院也向该区文旅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对
杨柳关阻击战开州境内战壕遗址进行修缮
保护。

“战壕核心区在重庆，烈士墓主园区在
四川，红军战斗遗址被分割成了两块，需要
两地协同保护。”两地相关部门、乡镇随即
行动起来——三汇口乡与上峡镇联合绘制
全域保护图，杨关村与杨柳关村组建联合
党支部，成立杨柳关战役遗址保护党员先
锋队，加强遗址生态环境保护和日常巡查
修缮。

至此，川渝两地红色旅游资源共育、生
态环境共护，打造杨柳关红色资源保护示范
点拉开帷幕。

红色遗址“活化”传承红色精神

从三汇口乡出发，沿省道 208盘旋而上，
很快就来到杨柳关红四军战壕遗址。

“当时这里是主战场。”杨关村党支部书
记李远洪介绍，1—5号战壕已翻挖出来，沿
着 2公里山脊一字排开；同心亭、哨所、练兵
场也相继复建；百姓活捉张团总、军民同吃

“腊八粥”等军民故事也展示出来。
三汇口乡党委书记朱泯宇称，杨柳关红

四军战壕遗址先后被列入开州区党史学习
教育基地，被评为开州区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重庆市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
但基地还存在线路不长、体量不大的情况。
他说，“不参观宣汉境内的无名烈士墓，讲杨
柳关战役是不全面的。”

2021年 2月，四川省政府将杨柳关阻击
战无名烈士墓修缮保护纳入重点项目。同
年 7月，占地 15亩的杨柳关阻击战无名烈士
墓园动工，当年底建成，1000余名红军将士
英魂有了归宿。

2021 年以来，杨柳关战役遗址已接待
3000余名党员、近 5万名游客到杨柳关参观
学习。守墓人顾万明称，杨柳关战役遗址正
融入刘伯承同志纪念馆、宣汉巴山大峡谷红
色旅游环线。

◀四川省泸县道林沟景区一角。
受访者供图

▼川渝两地联合举办古佛山·道林沟
栈道越野赛。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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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全市文化和旅游工作会议提出，重庆将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建设为引领，打造更多“西部领先、全国进位和重庆辨识度”的文旅标志性
成果。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必须打破川渝行政区划的阻隔，整合川渝交
界处的山水人文资源。

如何推动景区联动、线路互通、产业互联、品牌共塑，形成全国文旅协
同发展新经验？川渝交界处的杨柳关战役遗址的保护与挖掘、古佛山·道
林沟跨省联合体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

早春时节，荣昌区清升镇古佛山3000余亩樱桃花开，游
客寻花而来。

山下，刘家议事小院内，清升镇人大主席陈先平，古佛山
社区前后两任党总支书记张绍生、刘恁伦，以及毗邻的四川
省泸县石桥镇旅游专干胡星耀，围坐桌前，商量古佛山·道林
沟景区跨省联合体下一步的发展。

拓荒：二十年筑基

古佛山海拔711.3米，是荣昌区最高峰，一年中，李花、樱
桃花、桐子花、月季花等相继盛开，美不胜收。

古佛山有几十上百年的野生桐子树。每年三四月桐子
花开，虽只有10来天的花期，却引来不少市民登山赏花。

“桐子花带来的赏花游给了我们启发。”2000年，时任古
佛山社区党总支书记张绍生，带领村民在罗汉路铺起石板步
道，随后试种樱桃、李子等经济作物，将古佛山花期从10天延
长至半年，形成“春赏花、夏采果”的生态链。

“但新问题又出现了，游客多了，路却不畅通。”作为区、
镇两级人大代表，从2013年开始，张绍生多次提出打造古佛
山景区的建议。让他欣慰的是，2015年，该建议写进了政府
工作报告。

2017年后，重庆市万灵山旅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累计投
入1.74亿元，在古佛山逐步打造游客中心、半山商业街、百佛
园、悬崖栈道、玻璃索桥、金龙湖、梯田花海等景点，定期举办
桐子花节、樱桃采摘节、越野赛等活动。

到2022年，古佛山景区接待游客近36万人次，古佛山社
区人均年收入2万元以上。

“当年凌晨四点背水果下山的场景再不会重演。”张绍生
指着盘旋而上的旅游公路感慨，这个曾经的交通末梢已蝶变
为荣昌文旅的一张金名片。

破壁：谋跨省协同

古佛山地处四川泸县石桥镇和重庆荣昌区清升镇交界
处，山北是荣昌古佛山风景区，山南为泸县道林沟风景区。

“一山两景，各有特色。”胡星耀介绍，道林沟风景区有大
小景点23个，湖、潭、滩、瀑布相接，湖光山色浑然一体；玉泉
寺、隆兴寺、十三坡等掩映林间，历史文化内涵丰富，素有“川
南小九寨、野性道林沟”之誉。

山水相依的两个景区却因行政区划而分割。2021年，刘
恁伦接棒古佛山社区党总支书记时，发现两个景区道路不
通，游客在景区游玩要原路折返；森林防火需双倍设卡，既浪
费物力、人力，还给游客带来不便。

“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导致旅游线路短、游客体验单

一。”刘恁伦实地考察发现，北麓古佛山以陡峭山势见长，40
处旅游单体主打休闲采摘、登山越野；南麓道林沟山势平缓，
山水人文资源丰富，以康养游为特色。他说，“双景合璧，就
能互为补充。”

两个景区融合发展有基础、有优势、有潜力。察觉到这
一点，作为市区镇三级人大代表，刘恁伦建议打通行政壁垒，
整合旅游资源，推动森林旅游、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等业态全
面发展，实现游客快进、慢游。

据预测，两景区合并后旅游动线可延长至50公里，住宿
需求提升20%，二次消费项目增加20类。更关键的是，整合
后年运营成本预计降低 40%，森林防火响应时间缩短至 20
分钟。

创新：建协同样本

刘恁伦的建议，引起重庆荣昌区和四川泸县两地人大、
政协重视，先后多次联合开展古佛山·道林沟景区融合发展
专题调研。

2021年12月，荣昌区人民政府和泸县人民政府决定，共
同创建古佛山·道林沟景区跨省联合体。

“‘六个一’机制成为破题秘钥。”陈先平介绍，两地联合
成立“古道旅游开发公司”，按照一个景区、一个机构、一个规
划、一个口径、一条线路、一张门票的要求，探索集自然观光、
生态采摘、休闲娱乐、户外拓展、美食品鉴、体育赛事于一体
的旅游发展之路。

去年 10月，一条 3.5公里跨省廊道打通。随后，两地串
点成线，将古佛山景区内的金龙湖—半山商业街—梯田花
海—百佛园—悬崖栈道—茶博园，道林沟景区内的赶坪寨
—云中茶海—韶华林牧苑—供僧竹海—隆兴湖等景点形成
旅游环线。

更深层次的融合正在展开：联合开发山野、路野、景野等
森林体育赛事；合力打造“古道”特色品牌，在半山商业街联
合打造“乡村集市”“古佛山云栖集市”，实现“吃住行游购娱”
为一体的乡村旅游业态。

目前，两地正谋划更大布局：联通荣昌主城—安富陶都—
清升古佛山—道林沟—屈氏庄园—龙桥百花洲—泸县主城
的旅游路线。

“联动周边特色景点和地域文化，带火周末假日经济。”
胡星耀对此很有信心。

据统计，2024年，古佛山景区接待游客近 93万人次。
站在新建的观景平台，张绍生与刘恁伦放眼望去，一万亩林
药、一万亩稻虾、一万亩果蔬、一万亩油茶“四个万亩”产业
带正沿省界铺展，一个跨省文旅新地标正越来越受到游客
的青睐。

过去，“边界”二字总带着某种宿命般的阻
隔。正如大梁山将重庆开州与四川宣汉分置两
侧，古佛山北麓的荣昌与南麓的泸县隔山相望。

被行政切割的红色遗址与自然景观，如同
散落珍珠各自生辉。而今，以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建设为引领，川渝行政边界的文旅资源正破

茧成蝶。
“破界”的本质是制度创新的双向奔赴。杨

柳关联合党支部、古佛山跨省旅游公司……这
些新型治理单元，如同精巧的榫卯重新咬合文
旅资源。川渝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破冰，跨省

“协奏”让红色根脉实现共护共育；古佛山景区

的跨界开发，已然孵化出“六个一”创新机制。
当行政边界破除，那些曾被遗忘的文旅资

源，终将在协同创新中重获新生。正如宣汉烈
士墓园与开州战壕共述完整战役，荣昌玻璃索
桥与泸县云海跑马形成体验闭环，巴蜀文旅走
廊的图谱因此愈发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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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共护红色根脉

红军杨柳关战役遗址“活化”记

▶杨关村与杨柳关
村组建联合党支部，成立
杨柳关战役遗址保护党
员先锋队，时常召开“碰
头会”。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摄

▲杨柳关红四军战
壕遗址。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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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景区跨省联合体

古佛山·道林沟双景合璧

“协奏”让跨省资源串珠成链
□ 彭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