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时维六月，重庆沿江的荔枝林间，
颗颗青果悄然披上红妆，一年一度的
甜蜜盛宴即将开启。这曾令杨贵妃魂
牵梦萦、不惜千里飞骑传送的珍果，千
余年前同样征服了大唐诗人白居易的
心。在彼时的重庆忠州，他不仅沉醉
于重庆荔枝的“天上味”，更以生花妙
笔为这美味写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份
详尽的荔枝“食用说明书”——《荔枝
图序》。

除了《荔枝图序》外，白居易在重
庆忠县还和荔枝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
事？千年之后，让白居易念念不忘的
荔枝又在重庆结出了怎样“红缯紫绡”
的累累硕果？

连日来，记者沿着荔枝的古今图
谱，探访了这枚小小果实与三千年重
庆城的甜蜜故事。

白居易在忠县留下荔枝诗篇

初抵忠州的白居易，在州衙台阶
前偶遇红霞般的果实：“欲知州近远，
阶前摘荔枝。”这位北方士子指尖轻触
的瞬间，味蕾迎来惊天震颤：“嚼疑天
上味，嗅异世间香。润胜莲生水，鲜逾
橘得霜。”这份惊艳也催生了他对荔枝
易逝宿命的忧虑——此物一日色变，
二日香消，三日味改。

如何让无缘南国的挚友窥见这尤
物真容？如何令天赐珍馐穿越时空阻
隔？文字成为他抵抗时光侵蚀的利
器。一部《荔枝图序》横空出世：“壳如
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
液甘酸如醴酪。”寥寥数笔，白居易令
荔枝的色、形、质、味跃然纸上，更严谨
地标注其保鲜极限。

这份情意催生了最早的“冷链
实践”：为让万州友人尝鲜，他“摘来
正带凌晨露，寄去须凭下水船”，以
带露采摘与顺流快船运送荔枝。听
说友人欲自种荔枝，他幽默调侃：

“愁君得吃是何年？”其中，既有对荔
枝生长缓慢的认知，亦饱含分享美
味的急切。

忠州博物馆馆长曾艳介绍，白居
易对荔枝异常喜爱，除了将忠州城内
的一家酒楼称之为“荔枝楼”外，还亲
自在官署内种荔枝，并赋诗一首《种
荔枝》：“红颗珍珠诚可爱，白须太守
亦何痴；十年结果知谁在，自向庭中种
荔枝。”

当现代食客轻抚荔枝粗糙的红壳
时，那千年前“红缯紫绡、冰雪醴酪”的
文字仍在果肉中透出清甜。这位大唐

“荔枝大使”将易朽的鲜果凝成不朽的
文化基因，令今人啖荔之时，舌尖自有
千年风雅的回响。

昔日“妃子笑”如今“百姓甜”

白居易曾在《荔枝图序》里用一句
“荔枝生巴峡间。树形团团如帷盖”，
写出了当时三峡两岸遍种荔枝的美
景。

6月 23日，涪陵南沱镇睦和村
的荔枝林中，村民熊金龙正为挂满
枝头的青果进行病虫害防治。“去年
20多株荔枝就收入1万多元，今年
预订电话来得更早了！”他笑着说。
作为涪陵荔枝规模化种植的先行
者，睦和村自1999年起发展荔枝产
业，现种植面积达400余亩，年产量
8万—10万斤，成为长江畔的“甜蜜
经济”样板。

今年，睦和村的荔枝尚在枝头便
被众多游客预订。“15—30元/斤的价
格虽高于市场价，但采摘季仍供不应
求。”睦和村党支部书记秦翠蓉介绍，
中晚熟品种每年7月20日左右开采
后，可带动农户年均增收超万元。

目前，涪陵已在5个镇街35个村
规模化种植荔枝超万亩，年产值近
900万元。通过“荔枝道申遗”“荔圃
春风”文化园等文旅融合项目，以荔枝

文化为切入点，融入旅游、采摘，昔日
的“妃子笑”正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百
姓甜”。

小荔枝撬动大产业

千年前遍布三峡两岸的荔枝，如
今早已根植于重庆腹地，在重庆市规
划局、重庆市地理信息中心特别推出
的《重庆荔枝地图》上，荔枝与重庆的
故事被一一标注。

地处川渝黔交界处的江津塘河
镇，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气
温较高，种植荔枝已有上百年，现种植
荔枝近万亩，有优质荔枝品种7种。
来这里不仅可以体验采摘荔枝的乐
趣，还可到塘河古镇影视基地体验民
国风情。

涪陵南沱镇位于长江南岸涪陵下
游30公里处，是远近闻名的“瓜果之
乡”。面积约200亩的荔枝林里，种植
有妃子笑、大红袍、桂味、糯米糍等多
个荔枝品种，具有个大味甜、色泽鲜
艳、口味纯正等特点。

位于万州西南部的武陵镇，种植
荔枝的历史悠久，唐代时曾作为宫廷
荔枝特供地，闻名长安、誉满皇宫。相
传，“武陵”其名源于杨贵妃曾五次来
到此地，寓意“五临”。现在的武陵镇
已成为重庆乃至全国荔枝分布最北的
地区之一。

永川朱沱镇，古称汉东，位于永川
南部长江之滨，坐拥重庆长江上游第

一深水港。与朱沱镇的农业名片“朱
沱龙眼”一样，四坊荔枝也是当地特色
水果。目前，朱沱镇正规划打造荔枝
基地，做强做大荔枝品牌。

除了《重庆荔枝地图》上提到的地
区外，在江津区朱杨镇桥坪村荔枝产
业园里，枝头的荔枝也将成熟。6月
26日清晨，露水未散的果林中，管理
员正仔细查看妃子笑荔枝的长势。在
园区务工，一天能挣80元，加上土地
流转金和分红，一年增收近3万元。
村民刘才琼擦拭着额头的汗珠，笑容
灿烂，守着家门口的“荔枝银行”，日子
越过越红火。

朱杨镇现有荔枝园 1300 亩，
2025年，荔枝进入丰产期，预计鲜果
产量超100吨，综合产值可达500万
元。

“我们的荔枝品质优良，特级果能
卖到50元/斤，是普通果价的2倍。”
桥坪村党委书记程升华自豪地说，通
过品牌化运营和电商营销，江津荔枝
不仅畅销川渝两地，更远销全国，出口
海外，成为成渝地区特色农业的一张
亮丽名片。

曾让白居易惊叹“天上味”的重
庆，荔枝产业正让百姓的“钱袋子”鼓
起来。从涪陵睦和村到沿江果乡，累
累丹果通过冷链飞向全国餐桌。昔日
的“一日色变”难题，早已被现代物流
破解。一颗颗小荔枝，串起种植、采
摘、电商、旅游的产业链，成了实实在
在的“致富果”。

“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白居易在忠州写下史上首篇荔枝“食用说明书”——

重庆与荔枝的千年“情缘”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刘冲）近日，“无声的绚烂：非遗技艺
与生命力量的对话”——重庆城口“忘
我”漆艺作品展在故宫文创融合馆开幕，
展览将持续至7月11日。

此次展览由重庆市残疾人联合会
主办，城口县残疾人联合会承办，中国
华侨基金会正佳基金支持，共设置“漆
彩世界”“雅致生活”“我与故宫”“我与
中轴”“时尚潮玩”等多个展区，展出百
余件残疾人非遗作品，包括茶道、香
道、文房四宝等新中式生活器物，大漆
屏风等家居空间用品，大漆与潮玩跨界
产品等。

据悉，此次参展作品均由重庆城口
“忘我”大漆艺术空间残疾人漆艺师制
作。该艺术空间由城口县残联组织建
成，是一个集残疾人就业、职业康复、日
间照料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机构，其
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文化传统优势，
组织残疾人传承和发扬城口漆艺这一非
物质文化遗产。

自2022年6月举办第一期漆艺培
训以来，艺术空间已接纳来自城口县特
教学校的25名智力残疾学生、4名听力
残疾学生、11名成年肢体残疾人和3名
残疾人家属学习漆艺制作，引导他们掌
握非遗技艺，提升就业能力。

城口残疾人非遗作品
亮相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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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南沱镇睦和村果农在采摘荔枝。 通讯员 何乾健 摄/视觉重庆

◀永川产的荔枝。 （受访单位供图）

本报北京电 （新重庆-重庆日报
首席记者 韩毅）6月26日，国内首部
3D纪录电影《新三峡》在北京举行全
球首映仪式，并同步在全国“人民院
线”公映。重庆文旅集团旗下长江黄
金邮轮获得放映授权，将免费向游客
播放该片。

当天下午，《新三峡》全球首映仪式
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该片由中国电
影“华表奖”获得者、重庆奉节人杨书华
执导，电影《阿凡达》《终结者2》的3D视
效总监恰克·康米斯基，《大峡谷》《黄石
公园》导演凯斯·梅林，纪录片《海洋》《迁
徙的鸟》导演雅克·贝汉，《神秘中国》《钓
鱼岛真相》导演克里斯蒂·里比，以及美
国休斯敦国际电影节主席亨特·陶德等
5位国际电影大师加盟。他们共同用镜
头向世界展示了“三峡之新、三峡之变、
三峡之美”。

“影片不仅富有历史质感，也很灵
动。”“解说词表达出了厚重的家国情怀。”

“画面的角度、力度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是一部很有质感和深意的纪录片……”
60分钟的放映结束，现场掌声雷动，众
多观众给予了该片极高评价。

杨书华表示，1992年，兴建长江三
峡工程的决议通过后，作为三峡人，他
感到非常激动。1994年，三峡工程动

工后，整个库区的人文、生态、社会、城
市等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变化。这种
变化对他产生了巨大触动。他意识
到，需要用影像把它们记录下来，让更
多人知道。

1993年起，杨书华就用镜头记录三
峡。2011年，他策划制作了大型文献纪
录电影《中国三峡》，获得中国电影“华表
奖”。

“在拍摄《中国三峡》的过程中，我发
现三峡蕴含了太多有趣的故事，一部纪
录片根本无法讲完这些故事。于是，我
和我的团队决定再次把镜头对准三峡，
就有了如今的《新三峡》。”杨书华说。

《新三峡》采取科学考察、社会调查、
文化采风以及跨媒体互动、资源共享的
制作方式，得到了11位院士的支持，50
多位专家参与对话，100位学者和亲历
者现身说法，以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求
证，回应了三峡工程的重大命题，带领观
众穿越历史，揭开了三峡变迁背后不为
人知的感人故事，感受了三峡的壮美与
变迁。

据介绍，《新三峡》由原国务院三峡
办（现合并水利部）、重庆市人民政府、湖
北省人民政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和中央新影集团联合摄制，中央新影国
际传媒承制。

国内首部3D纪录电影《新三峡》上映
长江黄金邮轮获授权，将免费为游客放映

涪陵 革命老区再铸双拥辉煌 军民同心共谱发展新篇

近日，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举
办军营开放日活动，涪陵区实验小
学、区幼儿园部分师生走进军营，
沉浸式体验军旅文化。在师生心
中埋下爱国拥军的红色种子，彰显
出涪陵区厚植双拥情怀的不懈努
力。

作为重庆7个革命老区之一，涪
陵区不断拓宽双拥工作领域、丰富
双拥工作内容、创新双拥工作形式，
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统筹、军地
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将双
拥工作纳入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
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全
民国防教育体系等内容，严格落实
军政座谈会、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
员会议、联席会议等制度，进一步健
全双拥工作机制。

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
不断增强军人军属获得感

在推进双拥工作中，涪陵区不
断丰富拥军优属内涵，主动维护军
人军属合法权益，为广大官兵排忧
解难。

着力抓好优抚政策落实，跟进
调整抚恤标准，精准发放各类解困
帮扶资金，累计为立功家庭送喜报
207份，解决军人子女入学入托106
人次，为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做好
事、办实事3900余件。

创新安置工作机制，拓宽安置
渠道，转业军官、安排工作退役士兵
均得到妥善安置，先后建立区级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和创业孵化基
地6家，搭建“涪老兵云就业”网络服
务平台，举办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12场，推荐就业岗位约2.6万个。

同心携手聚合力，精心打造双
拥小区、双拥公园，评选拥军企业、
拥军商城、拥军医院等社会化拥军

单位55家，提供优惠项目232个，广
泛开展“双拥在基层”“爱心献功臣”

“情系边海防官兵”等拥军活动，谱
写军民鱼水情深新篇章。

一系列优抚政策措施精准落
实，有效增强了军人军属的获得感
幸福感荣誉感。

深化军地共建靓丽品牌
同心共续军民鱼水情深

今年2月，涪陵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联合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开展助
农收砍青菜头志愿服务活动，为助
农增收贡献军地力量。

两天时间里，军地携手为百胜
镇、南沱镇的13户军烈属、困难退役
军人等青菜头种植大户集中收砍近
100吨青菜头，及时缓解了他们的燃
眉之急，体现了军爱民、民拥军的浓
浓军民鱼水情。

一直以来，驻区部队官兵把涪
陵当故乡，全力服务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在应对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
中，驻区部队官兵冲锋在前，有力保
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
时主动参与涪陵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国家卫生区、国家森林城市等工
作，积极开展驻村帮扶和结对帮扶
行动、爱心助学活动等，累计帮扶退
役军人家庭学生和困难学生 1113
名。

强化双拥宣传浓厚氛围
凝聚爱国拥军强大共识

位于涪陵区的816工程是三线
建设时期的重大国防战备工程，也
是我国核工业国防建设的缩影。

自816工程对外开放以来，涪陵
区牢牢把握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
题，创建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 2
所、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5所，全
年开展各类教育活动3000余场，进
一步营造了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
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同时，涪陵区还持续加强双拥
宣传宣讲，在政府门户网站、涪陵
网等开辟国防教育和双拥宣传专
栏，利用多种平台推送双拥信息
4500 余篇（条），设立设置双拥标
识标牌 1000 余处、标语 4000 余
条，创作推出大型情景剧《罗云星
火耀渝东》、沉浸式话剧《洞见
816》等双拥文艺作品，整合宣传渠
道，形成强大宣传声势。组建老兵
宣讲队和青年宣讲队，扎实开展

“六进”活动。
持续举办“最美退役军人”“最

美军嫂”等评选活动，成功挖掘复员
老战士、一等功臣易禄亨等先进事
迹，被中央级媒体等宣传报道。

山河为证，鱼水情深。下一步，
涪陵区将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支持
部队练兵备战，持续巩固发展军政
军民团结，以更高标准推动双拥工
作再上新台阶。

陈钰桦 张瀚予

涪陵是重庆7个革命老区之
一，历来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
光荣传统。近年来，涪陵持续深化
军地协作，扎实做好国防教育、退
役安置、就业创业、抚恤优待和困
难帮扶等工作，推动双拥工作迈上
新台阶，两次获评“全国双拥模范
城”。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健全
服务保障体系，建强全国示范型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打造区
域性光荣院和优抚医院，不断厚
植强军基础。深化军地协同，在
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等领域密切军地合作，探索打造

“空军青少年航校”，发挥国家粮
食物流核心枢纽承载城市（港口
型）功能作用，筑牢粮食、页岩气
等能源保障根基。增强双拥共
建实效，持续做亮拥军医院、铁
血老兵、助农收砍青菜头等双拥
品牌，用好全市国防教育基地
816工程等红色资源，广泛开展

“六进”军营等双拥实践活动，持
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
民团结。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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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新形势、新任务，重庆三峡医药高等
专科学校强化“一盘棋”统筹管理，以“技能+素
养+情怀”为核心，构建了“能力培养+精准服
务+多元渠道”三位一体的就业支持体系，引领
学生就业有硬核技能，求职有服务指导，发展
有宽广路径，助力学校毕业生逐梦前行。

坚持德技并修，锻造就业硬实力。学校加
强新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国防教育、劳动教
育、美育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推动职业生涯规

划和就业指导课程改革，开设医学生职业道德
课程体系，不断提升职业道德、增强综合素
质。依托直属附属医院、教学医院等20余家
临床教学基地，深入探索“1.5+1.5”临床基地人
才培养模式与欧利美口腔、爱尔眼视光、三峡
云海等企业共建产业学院，成立“伊丽汇”医学
美容、迪马常青康养等12个“人才培养—实习
就业”订单班，培养高素质专业化人才。

加强服务保障，架起就业连心桥。学校开

展“全员促就业”专项行动，建立“1+1+N”就业
结对帮扶工作格局，累计召开就业帮扶促进
会、就业指导分享会15场，汇聚起就业工作强
大合力；搭建线上“云就业”、线下“工作坊”相
结合的就业咨询平台，提供精准化、专业化就
业信息和职业发展指导；针对家庭经济困难等
群体，开展“一对一”帮扶行动，完善困难群体
学生资助体系，提供“个性化、精准化、定制化”
的服务指导。

拓展多元路径，激发就业新活力。学校发
挥校园招聘主渠道作用，承办67场双选会，提
供就业岗位23455万余个，鼓励医学生报考

“乡村医生”“西部计划”“三支一扶”专项计划；
牵头组建全国中医药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中
华中医药学会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联合体等行
业组织，联动中国中药控股有限公司、北京金
融街职业教育集团等193家企业开展访企拓
岗促就业行动，拓展就业岗位3000余个；推进

普职融通发展，与重庆三峡学院联合举办专本
贯通项目，与重庆文理学院、长江师范学院开
展专升本本科教育联合培养项目，累计招收
1000余人。

高处着眼、细处着手、实处发力。学校持
续完善全链条、全方位、全过程的三位一体就
业支持体系，增加岗位资源“供给量”，打好稳
就业、就好业“组合拳”，唱响了毕业生高质量
就业“大合唱”。

构建三位一体支持体系 护航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文秀月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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