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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双城双城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陈维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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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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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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渝共同打造楠木特色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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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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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堡寨里巴蜀百姓共御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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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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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渝省际公交方便沿途百姓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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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龄百年以上楠木两万多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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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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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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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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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图片由记者李雨恒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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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渝共建野生楠木生态保护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