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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善若水，合水成川。
近日，合川各地正陆续开展纪念卢作

孚先生诞辰131周年暨2024年“作孚周”
系列活动。在瑞山中学作孚厅内，一个个
故事的分享，正展现着新时代的合川教育
人追随着卢作孚先生革命救国、教育救
国、实业救国的精神，不断书写新的故事。

卢作孚是中国近现代最大和最有影
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民生轮船公司的
创办者，素以“中国船王”名世。1925年，
32岁的卢作孚在家乡合川筹办民生公司，
短短几年后就完成了长江上游的航运界
整合，开始了实业报国的征途。

抗战时期，身处大后方的民生公司积
极参战，护送大量川军奔赴抗战一线。同
时他率领民生公司冒着日军的轰炸，参与
了气壮山河的被誉为“东方敦刻尔克”的

“宜昌大撤退”，挽救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
脉。

“传承弘扬好卢作孚先生的家国情
怀、崇高风范，就是对卢作孚先生最好的
纪念，亦是当代合川人责无旁贷的本分。”
合川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合川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
传承弘扬卢作孚精神，新建了卢作孚广
场，修缮了卢作孚故居、卢作孚祖屋等场
所，让卢作孚精神一代代发扬光大。同
时，确定自2023年开始，将卢作孚的诞辰
日——每年4月14日所在的一周确立为“作孚周”，
设置纪念主题，开展系列纪念活动，让卢作孚精神可
观可感，激励引导着江城儿女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而合川草街凤凰山下的古圣寺，则是人民教育
家陶行知创办的首个育才学校旧址所在。

1937年，从国外访学回来后，陶行知脱去西装，
穿上草鞋走进乡野，在中共南方局支持下，在合川草
街这个山乡办起了战时育才学校，创造性地在平民
中间推行教育试验，旨在改造国家文化落后的局面。

彼时的育才学校，由陶行知亲任校长，开设有文
学、音乐、绘画、社学、自然、舞蹈、戏剧等学科。在这
里，陶行知践行着他的“知行合一”教育思想，育才学
校也由此成为他的又一个伟大杰作，从合川走向全
国。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对陶行知
崇高师德的独特概括，成为奉献者的座右铭。如今，
古圣寺旁建立了陶行知先生纪念馆，无数人走进这
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感受他的爱国之心和育才之
情。曾经的记忆和故事，仍在泽及后人。

合川是陶行知教育思想集大成的地方，陶行知
教育思想对合川而言也是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

当前，合川区正深入挖掘陶行知教育思想文化
的时代新内涵，围绕“民主、科学、创造”主题词，提炼
具有合川特色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与践行模式，
打造古圣村红色美丽村庄暨陶行知生活教育基地，
让陶行知教育思想成为合川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合川各行各业共同守护的区域精神名片，为加
快建设“区域性教育中心、基础教育和应用技术教育
强区的发展目标”强势赋能。

赓续千年文脉，绘就时代新篇。推动钓鱼城高
质量发展，传承弘扬卢作孚精神、陶行知教育思想，
合川区“一城两人”文化名片影响力持续提升。一批
批合川文化新地标，一个个具有合川辨识度、群众喜
闻乐见的文艺精品，让厚重的历史文化能够穿越时
空，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一个历史源远流
长，人文璀璨厚重的江城合川，正在新重庆建设中焕
发出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风采！

贺娜 姚兰

图片由合川区委宣传部、区文化旅游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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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汇流，天作之“合”。
合川，因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而得名，更因钓鱼城保卫战改变欧亚战场格局而闻名。在长达2300多年的历

史画卷中，巴濮文化、理学文化、龙舟文化、抗战文化在这里传承润化，理学鼻祖周敦颐、一代廉吏于成龙、川东蚕桑之父
张森楷、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少年英雄刘文学等名人志士，在这里积淀下厚重文化。

三江河畔，青山远黛，钓鱼城、涞滩古镇、龙多山等历史名胜美不胜收，知行合一的文脉气韵与家国合一的英雄气概
早已渗透在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之中。

文脉因“守正”而赓续，文化有“出新”方致远。当前，合川区正锚定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城目标，大力
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区，深入推进历史文化价值挖掘与传承，持续提升中国儿童画之乡、中国龙舟之乡等文化名片和卢作
孚、陶行知、刘文学等名人志士影响力，持续塑造一座城市的文化自信，让更多历史文化瑰宝“活在当下、服务当代”。

核 心 提 示

2021年，合川成功创建重庆市历史文化名
城，成为第二个重庆中心城区之外的重庆市历史
文化名城。荣誉的获得，正是合川厚重、丰富而
独特的历史文脉的真实写照。

这里有钓鱼城“独钓中原”的英雄壮举，有涞
滩古镇感悟禅宗文化的“千古禅韵”，有龙多山

“巴蜀分界、佛道名山”的遗存古迹，厚重的历史
文化赋予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精神力量。

这里“自古人杰地灵，兴学重教之风源远流
长”，理学鼻祖周敦颐、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爱国
实业家卢作孚等人文巨擘灿若星河、闪耀至今。

这里三江汇流，成为少有的天赐之地、奇境
之城。江畔的古街古巷，宛若活色生香的清明上
河图；亲水的湿地公园，处处可感受江城风情，尽
可体味杜甫留下的“幸为达书贤府主，江花未尽
会江楼”的人生旷达。

“厚重、丰富而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是我们
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区的宝贵资源，也是我们打造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底气所在！”
合川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合川锚定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

史文化名城目标，坚持和运用系统思维，以服务
高质量发展、提供高品质生活为导向，以创建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为抓手，加大文化遗产的发掘保
护与展示利用，努力交出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利用
的高分报表。

一方面举全区之力推进钓鱼城遗址申遗工
作，重点完成钓鱼城遗址的多元化价值研究、精
细化考古发掘、实效化保护展示、国际化传播推
介等工作，力争早日申遗成功。

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创
建工作，重点完成《合川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编制与实施、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文化街区
及历史建筑的评定与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
理机构设置及运行、专家顾问团队聘请及申报资
料编撰等工作。

同时，深入挖掘、保护、传承和展示合川历史
文化。开展合川文化溯源和集成梳理，充分提炼
展示嘉陵江流域文化，重点挖掘钓鱼城军事文
化、巴濮文化、龙舟文化等优秀文化深刻内涵，提
炼周敦颐、卢作孚、陶行知等杰出人物人文精神。

丰富多彩的合川历史文化国际推介活动，持
续开展的钓鱼城国际学术研讨会、嘉陵江文化旅
游产业联盟系列活动等文化交流，让钓鱼城、卢
作孚、陶行知等历史文化资源激发出澎湃活力，
为合川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城迈
出一个又一个坚实的步伐。

锚定一个目标坚定向前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城

悠悠三江水，巍巍钓鱼城。
金庸小说《神雕侠侣》里边有一场著名的襄

阳之战，神雕大侠杨过抡起石头砸死了蒙军统
帅蒙哥。实际上，真实故事就发生在合川钓鱼
城。

700 多年前的南宋末年，蒙哥兵临钓鱼
城。这位东征西讨、所向披靡，几乎征服了欧
亚的蒙军统帅，却在钓鱼城遭遇军民顽强抗
击，不能越雷池半步。1259年，蒙哥被炮风所
伤而后身亡。蒙哥阵亡，迫使蒙古从欧亚战
场全面撤军，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
响。

在钓鱼城这个只有2.5平方公里的弹丸之
地上，成就了古今中外最著名的一场旷日持久
的保卫战。36年的坚守，钓鱼城下战蒙哥，震惊
世界。

渐行渐远的刀光剑影，早已湮没于三江长
河。今天的钓鱼城，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古战场
遗址，也是同时拥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殊荣的名
胜景区。

2023年以来，合川区鲜明而坚决地提出：推
进钓鱼城高质量发展！合川以高水平保护、高质

量发展为导向，以钓鱼城申遗和创5A为抓手，坚
持保护与利用并重，从加强统筹谋划、加强文物
保护、提升景区品质、建立协同机制等方面持续
发力，不断提升钓鱼城历史人文价值、旅游吸引
力、产业带动力。

具体来说，在争创国家5A级景区方面，聘请
专业辅导单位，提档升级游客中心、旅游厕所、休

憩设施、景观小品等配套设施，改造提升现有陈
列馆打造考古研学营，实施景区提升5大专项行
动，完成“显山露城”、生态提升等17项景观提质
工程，钓鱼城景区正式列入国家5A级景区创建
名单。

在遗址申遗方面，以钓鱼城遗址申遗为契
机，推出吸引游客量、增强体验感的一揽子活动
和政策，今年春节假期景区人流量创历史新高，
实现了游客获得感和景区美誉度的双向奔赴。
范家堰、古地道、始关门、南一字城西城墙等4
处遗址保护修缮完工并有序开放。举办“川渝
宋元山城体系联合申遗专家咨询会”，全力争取
钓鱼城遗址纳入最新《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
名单》。

“我们还新开辟了考古探秘等4条新游线，
新开设‘攻坚克难·勇于担当’研学旅行精品课
程6个，新布局钓鱼城元素打卡体验装置3处，
新推出钓鱼城主题文创产品25款等，持续提升
景区品质，优化游客服务。”合川区文旅委负责
人介绍说。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钓鱼城景
区实现接待游客31万人次，同比增长108%；
旅游接待收入591万元，同比增长21%，均创
历史新高。

保护与活化“一体两面”
把钓鱼城打造成重庆旅游的一颗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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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合川

陶行知创办的古圣寺育才学校

钓鱼城古战场遗址

CHONGQING DAILY

核 心 提 示
春夏之交，合川广袤乡村涌动着勃勃生机，处处可见农民辛勤劳作、播种希望的图景。
走进隆兴镇广福村，只见群峰叠翠、田园阡陌、居民小楼星罗棋布，绿荫白墙相映成趣，村民们在文化墙下驻足观赏，

好不安乐惬意。“这几年，人居环境变美了，村集体收入增加了，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了……”村党支部书记杨元蛟说。
千里沃野披锦绣，“农”墨重彩绘新篇。近年来，合川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要求，立足实际，真抓实干，坚持在乡村产业上求突破、在乡村旅游上走前列、在乡村文化上创品牌、在乡村建设上显特
色、在乡村治理上做示范，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一幅农村
美、村民富、产业兴的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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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带动也好，示范引领也罢，最终都是为
了以点带面、从局部到全域，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强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新时代新征程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前
进方向。

那么，如何为推进乡村振兴标注合川“印记”？
从先辈的智慧中寻找答案，在历史的长河里

守望苍生。
去年4月10日，在“乡建四杰”之一的卢作

孚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卢作孚的亲属在合川
区的邀请下，重回卢作孚祖屋。亲属们惊喜地发
现，祖屋门前干净、整洁，以前四周荒芜的田地已
成为高标准农田，田埂间修了公路，呈现出一片
干净、美丽、祥和的乡村景色。

这是合川区肖家镇按照卢作孚提出的“十皆”
乡村建设理念，全新打造的“十皆院子”：使人民“皆
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嗜好，皆
无不良的习惯”，使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皆清
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住居，皆可游览”。

把视野放得更宽广一些，这是合川区挖掘卢
作孚“十皆”理念新内涵，打造巴渝和美乡村的一
个剪影。

探索，已然在广袤的三江大地铺展开来。
建设巴渝和美乡村，产业发展是关键。
春日，在合川区太和镇，已发展了近40年的

黄桃产业开出了新枝，从黄桃鲜果到加工成桃
干、零食、糕点、罐头等，三产融合在不经意间完
成。放眼三江大地，一批老字号焕发新活力，一批具有市
场竞争力和地方代表性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已然成形。

乡村是农民生产生活的主要聚集地，把乡村建设好，
才能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以前村里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家禽散养、粪污
随处可见。”合川区土场镇杨柳村村民黄廷义说，如今院落干
净整洁，林木苍翠，老瓷器、老缸钵等农村老物件将整个院落
装扮得古色古香，整个院落就像一个乡村公园。“来过我们村
的人，没有一个不夸漂亮的。”他的语气中透着自豪。

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就要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走乡村善治之路。

曾经的钱塘镇大柱村富龙沟院子，是一个晚上漆黑、
环境较差、纠纷较多的院子。针对这一情况，钱塘镇党委
政府和大柱村“两委”在富龙沟院子深化村民自治，以党建
引领基层民主协商自治、红细胞·微治理、新时代文明实践

“三管齐下”。如今的富龙沟，环境优美、硬件齐全、民风淳
朴、邻里和谐，院落治理效果显著，呈现出“和美富龙沟·如
兰庭院香”的乡村美景。

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出发，继而拓展到乡村发展、乡
村建设、乡村治理的全面振兴——合川的和美乡村建设之
道，正在实现从一域到全局的破解。

蓝图绘就千般景，奋楫振兴此其时。站在新的起点
上，合川将咬定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真抓实干、
奋楫前行，奋力书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贺娜 姚兰

图片由合川区委宣传部、合川区农业农村委提供

国家之大，粮安天下。粮食安全是“国
之大者”。

粮食从哪里来？答案显而易见：耕地。
合川的粮食种植面积为168万亩，这一

数据在全市并不突出。但该区粮食总产量、
生猪出栏量、水产品产量已多年保持全市第
一，是名副其实的“巴渝粮仓”，其中粮食总
产量已连续17年位居全市第一。

耕地资源并不具有明显优势的合川，如
何实现这一成果？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藏粮于种。”该区
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给出答案——近年
来，合川区大力推广轮作耕作制度，不断提
高耕地复种指数，在全区普及旱地带状轮作
耕作制度，让一块土地产生多季效益。

“旱地带状轮作制度，即将土地按一定
宽度分为若干带，在一带上3月份种植玉米、
大豆，10月种植胡豆；在另一带上，5月上旬
种植红苕。两条带上的作物每年轮流交替
种植，让一块地在不同季节都有粮食产出。”
他介绍，这种方式能让一亩土地产出450公
斤玉米、400公斤红苕、120公斤大豆、120公
斤胡豆，不仅提高了粮食的产出率，还有利

于培肥土壤。
另一个诀窍则是藏粮于技——通过实

施“增窝增苗”种植技术，提升水稻等粮食作
物的单产量。

“增窝增苗”种植技术，即通过制定合理
的水稻窝距和行距，使水稻产量最大化。依
托该技术，合川区每亩水稻窝数可达到9000
窝、水稻株数1.8万株；而通过机插秧，每亩
水稻窝数可达到1.1万窝、水稻株数2.2万
株。与普通的水稻种植技术相比，该技术可
使每亩水稻增产40—50公斤。与此同时，

“增窝增苗”种植技术还可运用于玉米种植，
使每亩玉米增产5%—10%。

保障粮食安全，不仅要多种粮，还要种
好粮。

碧绿细长的叶片扫过指尖，抚摸着刚栽
下去不久的水稻，合川区隆兴镇滴水村种粮
大户李正勇坚信，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李
正勇种植了600余亩水稻，品种为“晶两优
1212”和“C两优华占”，种出的稻谷不仅质
优而且价高。

“我们每年会在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
上进行品种筛选，聚焦土壤、气候等因素，遴

选出适合种植的优质粮食品种，引导农民合
理选用种植，提升粮食种植效益。”合川区农
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外，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合川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建立利益联结机
制、推广“稻田+”等方式，去年保质保量完成
了9.7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任务，为全
市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提供了可供借
鉴的经验。

合川区还牢固树立“大食物观”，围绕农
业特色产业，培育打造一批特色农产品。
目前，全区共培育农产品品牌162个，其中
绿色食品106个、有机产品7个、农产品地
理标志5个、重庆名牌农产品23个、“巴渝
珍味”授权产品7个、全国特质农产品2个，
还培育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12个，位居
全市第一。

服务“国之大者”，力行“民之关切”。合
川先后被国务院、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粮食
生产先进单位、全国粮食生产百强区、全国
农业（生猪）标准化示范区，入选了国家农业
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国
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

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处理好城乡关系，
将乡村振兴作为协调城乡关系的重中之重。

具体到合川，如何落实和部署？
“城乡融合发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

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
合川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合川
把乡村全面振兴作为城乡融合的指向与归
依，在全域推进的基础上，选取了毗邻城区
的铜溪——渭沱片区，建设涪江片区城乡融
合发展试验区暨市级乡村示范镇，把这个
片区打造成为全国城乡融合发展样板区、
全市乡村振兴示范区和成渝“后花园”功能
的重要承载区。

铜溪——渭沱片区具有“伴山伴水、
山水相融”的生态优势，坐拥“半城半乡、
城乡衔接”的区位优势，具备“铁公水”多
式联运的便捷条件，既是承接成渝核心产
业外溢的首选之地，也是拓展城市功能的
重要区域。

合川坚持高标准谋划，制定了试验区暨
示范镇实施方案：构建“一轴两带双核多点”
空间格局，包含“一江、两岸、两半岛、四山、
四街”，打造沿江蔬菜现代农业产业园、全市
种业创新示范区和粮油、稻渔、鱼菜共生、椿
芽、蜂糖李“一园一区五产业”的特色产业集
群。

棋盘已摆好，如何落子？产业化、项目
化！

去年，为了推动这一片区的城乡融合发
展，合川实施了渭沱镇产业大道提质改造工
程、弯桥村党群服务中心、2000亩丘陵山区
高标准农田等一批基础设施提升工程。与
此同时，建设铜溪镇高标准蔬菜示范基地、
1500亩稻渔综合种养基地。此外，推动招商
引资，成功举办试验区暨示范镇建设专题招
商推介会，先后对接40余家优质投资企业和
项目运营单位到项目所在地实地考察，深入
交流，争取合作。

经过努力，一些项目已经初显成效。阳
春三月，走进渭沱镇七星村龙井湾院子，一
大片散发着传统文化气息的民居映入眼帘，
乡间小道旁竹篱笆延伸向远方，一道道片石
垒成的围墙、一处处旧水缸、旧瓦罐改造成
的花钵，让这些农家小院呈现出一种“人在
景中、景在画中”的美感。

“我们借助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项目建
设契机，紧紧围绕涪江片区城乡融合发展试
验区暨市级乡村振兴示范镇建设，加速产业
发展、壮大镇域经济、努力实现‘强村富
民’。”铜溪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合川将继续重构空间、重组资源、
重塑品质，推动铜溪—渭沱片区发展动能加
速聚集、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城乡面貌焕然
一新。

稳粮固农 连续17年粮食总产量位居全市第一

融合带农 建设涪江片区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暨市级乡村示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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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川涪江流域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希望的沃野——合川油橄榄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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