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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双城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老头子，我到重庆去跳个坝坝舞。灶台
上炖了鸡汤，你盯到点。”

“跳个坝坝舞还要出省？不就在楼下嘛，
说起好洋气哦！”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石桥铺镇场镇，年过
七旬的孟婆婆老两口，时常互相打趣。

孟婆婆出了家门，一街之隔就是重庆梁平
区碧山镇华滩坝广场。这里，是碧山镇和石桥
铺镇两地居民主要的活动场所。

其实，孟婆婆的房屋亦横跨川渝，一半的
客厅和厨房归属重庆，另一半客厅和卧室则归
属四川。

同一屋檐下却分属川渝，在碧山镇和石桥
铺镇比比皆是，每天上演着出川入渝或由渝进
川的百姓故事。

历史文化共融共通
分属川渝却是一家

“两镇之间错综复杂的地理关系，远不是
犬牙交错所能形容。”碧山镇党委书记童俊介
绍，两镇之间还有许多“飞地”和“插花地”，有
时候即使对照地图，也很难说清某一区域的行
政归属，“这给行政管理带来诸多不便，但也体
现了两地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川渝一
家亲’的关系。”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两镇之间的
复杂情形呢？

据《大竹县志》记载，石桥铺镇古称“老龙
场”。大竹、梁平两县界牌下有石拱桥，武庙侧
有石平桥，打铁街有小拱桥，场后有上下平桥，
还有远近闻名的高桥和大拱桥，均为石质修
建，因桥众多，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始称
石桥铺。

1988年版的《四川省梁平县地名录》中
“袁驿区·碧山公社”章节里记载：明朝时，附近
某处小山头上建有一座寨子，因“孤峰峭直，色
碧如玉”得名“碧山寨”，后设乡治与保甲。民
国时与清平、七星两个乡合并为“三民乡”。三
民乡（后改名碧山镇）在梁平（时称“梁山”）一
侧聚落依大竹石桥场镇而逐渐发展，形成了县

际“跨界场镇”。
1950年，原属梁平（山）县三民（碧山）乡

的半个保甲基层点以同街插邻模式划归了大
竹县石桥乡。

1997年重庆直辖，分属大竹和梁平的石
桥铺镇和碧山镇虽难分你我，却分属川渝。

历史，给两镇遗留了诸多的“飞地”和“插
花地”，也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我们现在的镇政府办公楼，其实是碧山
籍川军将领孟浩然的家族物产。”石桥铺镇长
王忠银介绍，石桥铺镇政府办公楼，是四川省
文物保护单位——大竹孟氏公馆，为川军第27
集团军第88军军长范绍增部将孟浩然所建。
1937年，孟浩然出川抗日，参加了南京保卫战
的前哨战广德、泗安战役和反攻芜湖之役，特
别是他在浙江衢州保卫战中骁勇善战抗击日
寇的英雄壮举，广受敬仰。

类似的情形，在两镇之间不胜枚举。
石桥铺镇有一条街原名为“梁山街”，1950

年之前归属碧山镇。至今，街上的许多老居民
都认为自己是碧山人。

王忠银介绍，“梁山街”年代久深，此前主
要为木质结构平房，现有不少进行了改建，尚
存十余间旧板壁房和吊脚楼。这些板壁房和
吊脚楼断续错落于水泥楼房中，其雕花梁柱历
经岁月淘洗，仍清晰可辨精美的花饰，让人感
叹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艺。

今天，“梁山街”已改名为正东街，漫步其
间，街巷深深，历历可见当年青石板铺就的1.5
米宽的“荔枝古道”遗迹。块块石板，依势铺
就，错落有致，身着苔痕，在细雨中泛着青幽幽
的光亮，诉说并见证着历史变迁的沧桑。

据《大竹县志》记载，唐武德二年（619
年）增设万州，下管四县，其中太平县治所在今
大竹石桥铺镇。

“当时，上级要来视察，太平县官就得从衙
门口出发，到相距1公里左右的接官岭处去迎
接，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庄重礼节。”王忠银介
绍，“接官岭”如今归属碧山镇黄桥社区。

碧山镇光华街，因地处川渝界，在石桥铺
镇的行政区划中被命名为“上聂路”。一条街，
罕见地有了两个正式名称。

孟展光、刘高兰的烟花爆竹店，以一个高

大货柜为界，前为门面，后为孟展光一家人的
生活起居场所。高大货柜所摆放的位置，正是
川渝界。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生态环境共治共保

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居民之间的利
益纠纷，两镇特意在石桥铺镇司法所设置了

“大竹县·梁平区”边界调解中心。
“其实，两地群众有自己解决边界问题的

办法。”童俊介绍，碧山镇不赶场，当地村民每
逢“1、4、7”就到石桥铺镇赶场，为了方便群众
出行，碧山镇川主村修建了一条公路，其中有
500多米就修在了石桥铺镇地界上。

“我们用6亩多的水田换了他们的荒山来
修路。”正月间，川主村广场上，老人三三两两
晒着太阳。对于换地修路，老人们一致赞成，

“过年过节，外头打工的娃娃们能把车直接开
到院坝里，真是太方便了。”

换地修路，川主村并不是个案。
碧山镇清平社区，有一条经高洞岩瀑布连

通四川的公路。
“这条村公路清平社区境内的100多米，

是由四川修建的，也是两地村民自行协商换地
修建。”王忠银介绍，在碧山镇和毗邻的四川乡
镇，类似的情形屡见不鲜，而基础设施共建共
享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

华滩坝广场地处川渝界，碧山镇还在广场
上配置了篮球场及众多健身设施。

“华滩坝广场修好了，我们跳坝坝舞、娃儿
打篮球都有地方了，安逸得很。”每天晚饭后，
孟婆婆都会和一群川渝婆婆一起跳坝坝舞。

华滩坝广场外，是蜿蜒流淌的川渝界
河——石桥河。石桥河碧山镇一侧，沿河修建
了人行步道。早春时节，柳条低垂，步道上随
处可见徜徉休憩的两镇居民。

其实，作为跨界河流，石桥河的治理一度
存在河道岸线管理范围未划定，管理主体不明
确，污染来源不易界定等问题。

2020年初，石桥河一处雨水排口时常有
污水流出。川渝联合巡查后发现，碧山镇的一
处污水管网破损，导致污水流入雨水排口。

可在将破损管道修补后，雨水排口依然有
污水流出。双方又联合排查，发现石桥铺镇有
100多户、600多人的生活污水没有接入污水
管网，散排进入了雨水管道。

当时，石桥铺镇的场镇污水管网建设工
程已完工，路面已回填，“如果要补齐这1000
多米，石桥铺镇需要大费周章。”童俊说，可也
不能放任 100 多户的生活污水散排污染环
境。最终，碧山镇决定延长正在修建的污水
管网，将这100多户的生活污水接入自己的
污水管网，并由碧山镇华滩坝污水处理厂进
行处理。

去年年底，华滩坝污水处理厂因处理工艺
出现问题，无法达标处理污水。两镇协商后，
又从华滩坝污水处理厂接了1公里多长的管
子，将污水引流至石桥铺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石桥河还是界河，左岸为重庆、右岸为四
川。以前清漂，就是以河中心为界，各自清
理。可河水是流动的，漂浮物也时常在川渝
间“串门”，“各扫门前雪”的结果就是谁也

“扫”不干净。为此，两镇商定：以石桥河碧山

中学河段为界，两镇各负责上下
游河道的清漂，半年一换。

如今，在碧山镇和石桥铺镇的
共同努力下，石桥河水清岸绿，水
质也始终保持在Ⅲ类以上。

石桥河也是川渝跨界河流铜
钵河的支流，梁平与大竹正携手推
进铜钵河创建幸福河湖。

拓展产业协同发展
推动两地要素流动

华滩坝广场一侧，有几栋土黄
色的居民楼。联睿玩具厂、威旺宠
物制衣厂等厂家，租下了一楼的门
面用作厂房。

“这几栋居民楼都在重庆地
界，但几个厂子的老板都是四川
籍。”童俊介绍，返乡创业的几位四
川老板，为碧山镇和石桥铺镇居民
提供了就近就业的机会。

57岁的碧山镇居民汤群瑶将
孙儿送到学校后，就到联睿玩具厂
务工：“这里是计件工资，做一道工
序两角钱，我边带娃边做，一个月
能有2000多块钱收入。”

44岁的刘小慧是石桥铺镇居
民，作为厂里的熟练工，她还当起
了新员工的老师，每月的收入比
汤群瑶多一些，“厂子里有60多
人，基本上重庆和四川的各占一
半，大家和睦相处、互帮互助，就
是一家人。”

联睿玩具厂一侧，威望宠物制
衣厂里，厂里的技术人员正指导着
工人们将一块块布料缝制成宠物
的衣物，有经验的熟练工月收入一
般在4000元左右。

50 岁的蒋美兰此前在重庆
打工，如今回到了碧山镇，在宠
物制衣厂每月能有3000多元的
收入；旁边工位的张胜英是石桥铺镇人，从
广州某制衣厂回乡的她每月收入4000多元。

“英姐技术好、有经验，经常帮助我。”蒋美
兰一边忙碌着，一边夸着张胜英，“厂子里不分
重庆、四川，大家相处得很开心。”

3月初，正是春耕春播时节，碧山镇居民刘
世祥同样开心地忙碌着。

去年，刘世祥订单种植的10多亩糯稻被
大竹县一家制作醪糟的公司以每斤1.5元的
价格全部回收，“种子、技术都是对方提供，还
包回收。今年准备多种几亩，这几天正忙着
翻地。”

在碧山镇，还有许多人和刘世祥一样订单
种植糯稻。

“去年全镇种植了1000余亩糯稻，都是川
渝合作的订单农业。”童俊介绍，在碧山镇和石
桥铺镇之间，川渝产业合作的例子还有很多，

“我们种植了3000多亩香椿，都是请的大竹的
技术人员。”

3月2日，黄桥社区党委书记吴明英接到
了一个来自石桥铺镇绿水村的电话，请她帮忙
协调安排对30余亩田地进行耕作。

“碧山很早就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机、

技术这些都很齐备，石桥铺镇很多村民都选择
将种植全程托管。”吴明英也是当地瑞香谷专
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每年为川渝两地上万亩田
地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

不仅如此，碧山镇还有两家稻谷加工专业
公司，每年收购周边乡镇产出的稻谷三万多吨
加工成米，再销往各地。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方兴未艾，两镇
党委政府也想借机进一步拓展产业协同发展
领域。

“碧山镇计划与石桥镇联手，打造铜钵河
流域绿色蔬菜基地。”童俊的想法，与王忠银不
谋而合。石桥铺镇目前已完成了“成渝现代高
效特色农业带（大竹·梁平）合作示范园”平面
图的设计，规划了成渝农业合作示范基地、成
渝返乡农民工现代农业创业园、农耕文化展示
基地等项目。

“我们还想结合荔枝古道，与碧山镇一
起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王忠银介绍，石桥
铺镇计划恢复“梁山街”的古建筑特色，建设
川渝风情街，并结合横跨川渝界的落铃滩、
双河口、高洞岩瀑布等自然景观打造川渝文
旅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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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桥铺镇和碧山镇交界处的落铃滩景点风景优美。

▲碧山镇在华滩坝广场上添置了许多运动器材，成
为碧山镇和石桥铺镇居民休闲运动的主要场所。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供图）

▲2023年汛期，石桥铺镇与碧山镇共同进行跨界河
流石桥河清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