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为重庆园博园风雨廊桥征集楹联的启事
重庆园博园是第八届中国（重

庆）国际园林博览会的举办地，是一
个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一体的
超大型城市生态公园。其中位于园
博园北部的风雨廊桥，南观波光粼粼
的龙景湖水，北赏流水潺潺的候鸟湿
地，营造出“跨桥依凭栏，风雨不扰
心”的意境，是园内不可多得的重要
景点。

为进一步丰富廊桥的文化内涵，
增强园内景观的文化氛围，拟为廊桥
上40余对廊柱配挂楹联，特面向全
社会征集。具体要求如下：

一、楹联的内容
1.吟唱美轮美奂的湖光山色，抒

发醇厚馥郁的人文情怀。
2.吟唱祖国的大好河山，抒发爱

党爱国的深厚情感。
3.吟唱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大好业

绩，抒发人民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
二、楹联的形式
1.符合楹联的一般形式要求（如

上下联字数相等、断句一致；平仄相
合、音调和谐；词性相对、对仗工整；
内容相关、上下衔接等）。

2.基于廊桥廊柱的高度，这次征
联的字数限定为7字联（约占征集总
数的2/3）和11字联 (约占征集总数
的1/3) 两种。

3.楹联作品除包括上、下联外，

还须配写一个总结性的横批。
三、征集时间
2021年3月15日—5月5日
四、楹联作品的投稿渠道
1.邮寄：重庆园博园管理处经营

科 李老师
邮政编码：401122
电话：63085966
2.邮箱：ybyjyk2019@163.com
五、奖励标准
凡经评选为入选作品者，每副楹

联将获得相应奖金、获奖证书一个以
及介绍重庆园博园各城市园林展区
的精美图书《山水园林的人文之光》
一本。具体奖励金额标准为：一等奖

1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
2000元；三等奖3名，奖金1000元；
其余入选作品奖金500元。

主办方将组织有关专家认真评
选，并向媒体发布，举行颁奖活动，邀
请部分优秀获奖者参加颁奖仪式。

六、评选结束后，获奖者需在领
取奖金和证书时，提供身份证复印
件；无法提供有效证件，或证件与作
品原始信息不符者，视为无效作品。

七、本次征联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归重庆市园博园管理处所有。

重庆市园博园管理处
2021年3月29日 重庆园博园重庆园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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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伟平

3月28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钟灵镇云隘村的脱贫户郭猜又卖了10
枚土鸡蛋到村里的“武陵生活馆”，随即
拿到了15元钱。一个月后，这些土鸡
蛋在网上卖掉后如无差评，她还将分享
6元钱利润。这是秀山县依托电商平
台，帮助村民销售农副产品的一幕。

秀山县境内资源丰富，以前由于大
山阻隔，优质的农产品藏于深山难以外
销，农民增收渠道缺乏。脱贫攻坚战打
响后，秀山县电子商务产业发展领导小
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电商办），构建起电
商物流、农产品上行、人才培养、电商服
务和电商平台“五大体系”，带领当地贫
困群众走上了“电商+脱贫”的新路子。
前不久，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上，秀山电商办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集体”称号。

秀山电商办总经理雷钧友在接受
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结合当地交
通条件的改善，秀山电商办构建起城乡
配送、区域分拨、全国直达的三级物流
网络，搭建了城乡双向物流体系，有效
破解了两个“物流一公里”难题。同时，
针对运输时间长、物流成本高的问题，
秀山电商办通过补助等形式，大幅度降
低贫困山区农产品上行的物流成本。

为解决“谁来卖、怎么卖”的难题，
秀山电商办通过县城建核、乡村布点、
网络拓展，构建起线下武陵生活馆和

线上村头电商服务平台，让贫困群众
生产的农副产品有了销售渠道。

雷钧友称，在武陵生活馆，群众不
但能将土特产卖出去，也能买到物美
价廉的商品，还能交水电费、买车票、
存取款和寄包裹取快递等。

不光是解决农产品触网的问题，
秀山电商办还通过打造电商基地、建
设加工中心、创建电商品牌方式，构建
起“一体化产业链”产品开发体系，实
现了农业产业的“接二连三”。如今，
每年签订柑橘、辣椒、土豆等农产品包
销订单3万亩以上，带动2000余个电
商扶贫基地发展壮大。

为破解电商人才匮乏难题，秀山
电商办通过建设云智电商学校、秀山
电商学院，构建起“专业化全过程”人

才培训体系，培养营销、美工、客服等
技能精英6500余名，电商从业人员达
到3万人，带动3500余人创业就业。
为鼓励电商企业发展壮大，秀山电商
办还从主体培育、技术创新、品牌建
设、业务拓展等方面予以扶持。

截至目前，该县电商交易额、网络
零售额累计达535亿元、102亿元，通
过农村电商卖出44.6亿元的农特产
品，80%的贫困户成为了电商产品“供
应商”。此外，农村电商还为当地创造
了22种全新的就业岗位，电商从业人
员达到2.1万人、电商主体1760家。

秀山县电子商务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建起武陵生活馆 农特产品销售不再难

□本报记者 陈维灯

3月27日，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大垭乡大垭村唐家坝苗寨，依山势排列
的稻田，焕发着勃勃的生机。63幢极具
苗族建筑风格的房屋散落在山间，房前
屋后干净整洁，绿树红花点缀其间。

69岁的村民李永发在屋檐下一
边切着猪草，一边和重庆日报记者聊
起了村里的变化。他说，以前村里的
许多木房都年久失修，村道路也是“晴
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现在每家每
户的厕所、厨房、院子，村里都进行了

统一改造，到处都干干净净。”
“大垭村地处彭水西南角，东、南、

西三面与贵州省务川、道真两县连界，
西北与武隆隔芙蓉江相望，地处偏远，
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大垭
村党支部书记向国中介绍，几年前，全
村405户1726人中，就有贫困户150
户639人。“在工作中，我们总结了坚
守初心、付出真心、拿出决心、增添信
心的‘四心’工作法，不仅改善了村里
的基础设施，发展了产业，也激发了干
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

为了带领群众摆脱贫困、增收致
富，改变村容村貌，大垭村村委会决定
从改善基础设施入手。通过召开院坝
会，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摸排群众需
求，村委会根据实际情况梳理项目建

设情况，做好调研工作，促进项目建设
申报，完善村基础设施建设，做到了饮
水安全保障率100%，通动力电覆盖
率100%，村、组通畅率100%，通讯覆
盖率100%，住房安全率100%。

在村委会的带领下，大垭村不仅
基础设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产
业发展也是欣欣向荣，已发展高山蔬
菜 1000 亩、经果林 2000 亩、中蜂
1300群、中药材200亩。

在村干部的帮助下，李永发将自己
的田地全都种上了苞谷和稻谷，还承包
一些邻居的田地，“光是苞谷和大米一
年就能收近两万斤。”李永发和老伴还
喂了十几头猪、几头肉牛，“村里帮我们
把房子都搞好了，我们自己更要加油
干，靠勤劳的双手过上好生活。”

大垭村四组村民邵瑞平曾因家里
多人患病而家境贫穷。村委会了解到
他有20多年的养牛经验，就鼓励他发
展肉牛养殖，并为他争取了金融扶贫
贷款惠民政策。通过肉牛养殖，邵瑞
平一家实现了脱贫，“今年除了养好四
十几头肉牛外，我还要种十几亩辣椒，
养十几头猪。”

不仅如此，随着大垭村基础设施
和村容村貌的日益改善，村委会又帮
助一些村民开起了苗家乐，让他们吃
上了“旅游饭”。

如今，大垭村全村人均可支配收
入已达到14929元，村民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

彭水县大垭乡大垭村村委会：

“四心”工作法助推村民脱贫增收

□本报首席记者 龙丹梅

3月 11日，渝陕鄂交界处，鸡心
岭，海拔1890米。

国务院于2008年设立的界碑格
外醒目，界碑的三个棱面所对应的区
域分属湖北省竹溪县、陕西省镇坪县
和重庆市巫溪县。站在界碑处远眺，
入眼皆是高山深谷，悬崖千仞。

“攀上鸡心岭，一脚踏三省；去时
不知归，归来身失魂……”这首记载于
《巫溪县志》中的民谣，描述的是清顺
治元年（1644年），挑夫从巫溪大宁盐
场经鸡心岭古盐道运盐至湖北、陕西
的艰辛。鸡心岭的险要跃然纸上。

但鲜为人知的是，1932年 12月
15日，贺龙带领的红三军主力部队正
是经鸡心岭，从巫盐古道进入四川省
巫溪县（今重庆市巫溪县）境内。红军
在巫溪历时5天，经过7个乡镇，行军
700余里。他们打倒土豪劣绅，分配
粮食给穷人，向老百姓宣传革命主张，
在巫溪大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红军从鸡心岭进入巫溪

鸡心岭上的界碑右侧有一条羊肠
小道，因为长期鲜有人走，现已消失在
半人高的灌木丛中。“这是过去川人运
盐入陕鄂的古盐道。”同行的巫溪县委
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向利华指着山坡
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当年贺龙率领的
红三军右路军便是沿着这条羊肠小
道，从湖北竹溪经鸡心岭进入巫溪境
内。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向
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
剿”。同年10月，贺龙率湘鄂西红三

军，从洪湖出发，历经湖北随州、豫西
南、陕南等地，翻越大巴山，沿川鄂边
南下，于1933年1月13日进驻湖南桑
植县城，结束了3500多公里的长途战
略大转移。

1932年12月中旬，红三军在湖北
省竹溪县兵分两路。右路军由红三军
军长贺龙率领，经鸡心岭进入巫溪徐
家；左路军由红三军政委关向应率领，
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随队，
沿巫溪阴条岭（神农架余脉）进入巫溪
双阳和兰英大峡谷。

七蟒峡一役，吓得国民党县
长弃城逃跑

野猪峡，又名“一线天”，坐落在巫
溪县徐家镇的一条小河沟上。一里长
的峡谷，两岸壁立千仞，谷宽仅二丈左
右。

因其地势险要，这里自古以来便
是出入川陕鄂的咽喉要道。当年，国
民党黄涛部队在一线天峡谷旁的山坡
上设碉堡，居高临下，大有“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之势。

向利华告诉记者，1932年 12月
15日清晨，红三军右路军先头部队从
鸡心岭下山后，从山间小路快速穿插，
奇袭一线天山顶碉堡。黄涛部队失守
一线天后，纠集了保安队300余人退
守七蟒峡。红军兵分三路，一路正面
突击，一路从河对岸山头攻击，一路翻
到后面山顶居高临下包抄，七蟒峡炮
声隆隆、枪声大作，腹背受敌的敌军仓
皇向县城逃窜。当时的巫溪县县长蒋
登第获悉红军连克一线天、七蟒峡后，
吓得弃城逃跑。

12月15日晚，红三军右路军八九

千人夜宿徐家坝，并在徐家坝花屋场
处决恶霸，把土豪的粮食衣服分给穷
人。当地老人至今还记得，红军的部
队当晚就睡在老百姓的屋檐下，对群
众秋毫无犯。

“红三军留下的红色遗迹，极大丰
富了徐家镇红色文化的内涵。”徐家镇
党委书记冉发军介绍，目前，徐家镇着
力挖掘红色资源，打造“讲红军故事，
学红军精神、唱红军歌谣、吃红军饭
菜、走红军道路”的红色主题旅游路
线，每年吸引游客超20万人次。

红军与老百姓结下鱼水情

12月16日清晨，红三军右路军从
徐家出发，经白鹿、双阳，从阴条岭边
到兰英大峡谷顶，向巫溪通城夏布坪
进发。关向应、夏曦带领的红三军左
路军则从湖北竹溪的梨子坪、神农架
松柏一带，沿巫溪阴条岭余脉，经兰英
大峡谷谷底向夏布坪挺进。

身着单衣薄裤的红军冒着严寒，
攀山谷、过冰湖，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困
难，于 12 月 18 日在夏布坪顺利会
师。部队攀越兰英大峡谷一处被当地
人称为“死亡山谷”的峭壁时，有红军
战士和骡马不慎摔下深谷。当地人为
了纪念红军，将这里叫做“摔马岩”。

巫溪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邵碧清
告诉记者，红三军进入巫溪前，国民党
造谣诬蔑红军是“红匪”，要“杀人放
火”“拖猪宰羊”，当地老百姓被吓得躲
到了山里。但红军一路军纪严明、公
平买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把老百姓
当作自己亲人，用实际行动赢得了老
百姓的支持和拥护。

在徐家镇、通城镇，至今还流传着
红军把土豪的粮食分给穷人，一个铜
板买一个橘子，留下棉袄、乌木筷子等
物品抵饭钱等故事。红军在翻越阴条
岭、兰英大峡谷时，也多亏当地老百姓
的帮助，才得以在冰天雪地里走出了

这段“死亡山谷”。
在通城镇，不少老人还记得当年

红军“挥泪斩同胞”的故事。邵碧清介
绍，红军在通城扎营时，因天气寒冷，
一名红军战士烤火取暖引燃了农民彭
丰相家的草房；另有红军战士为了给
部队“打牙祭”，误把村民范永红家喂
的肥猪当作地主家的猪拖走了。为了
严肃军纪，红三军司令部作出决定，将
违纪战士就地处决。

在通城，红军战士还抓住了正准
备逃跑的当地土豪陈德茂，他随身携
带的皮箱里装满了穷人写下的高利贷
票据和地契。红军将票据和地契全数
烧毁，并处决了陈德茂。对此，当地老
百姓无不拍手称庆。

一幅红军标语保存至今

邵碧清介绍，红军进入巫溪后，到
处书写“红军打富济贫”“打倒土豪劣
绅”“打土豪分田地救穷人”等标语，向
群众宣传革命主张。

3月10日，记者在通城镇长红村
张家大院红三军司令部旧址一间厢房
的土墙上，看到了一幅落款为“红三军
政治部”的标语。

张家大院是国民党还乡团团总张
传松的旧宅，守护标语的老人张同如
今年已80岁高龄，是张传松的曾孙，
他向记者讲述了这幅标语的故事。

1932年12月18日早晨，两路红
军在夏布坪会师后，贺龙将司令部设
在张家大院，商讨攻打巫山大昌镇的
作战计划。张家大院一楼一底，后有
退堂正屋，左右两边是厢房，红军便在
左右两间厢房的泥墙上书写了标语。

“分配土豪的粮食和衣服给穷人”和
“红军为穷人得到土地粮食和平而
战”，并落款“红三军政治部，一九三二
年冬，红军路过此地初次宣传。”

张同如说，红军离开后，两幅标语
便一直流了下来。后来，右边厢房因

几近垮塌，被居住在这里村民拆除后
重建，当年的标语便只剩下了一张照
片；左边厢房则一直保存下来，墙上的
标语也得以保存至今。

通城镇党委书记王兵告诉记者，
红三军进入通城后，整个通城坝子都
住满了红军，山路上首尾相接全是红
军，这条路也因此被当地老百姓称为

“红路”。后来通城乡大兴村改名“红
路村”，现在叫“长红村”；当地的新华
小学也改名“红路小学”，校名沿用至
今。王兵介绍，通城镇为纪念红军，建
成红三军纪念广场、红三军司令部旧
址陈列室，打造红色旅游线路，每年吸
引数十万游客前来重温红军历史，感
受红色文化。

1932年12月19日，红三军自通
城出发，向巫山挺进。在巫溪短短5
天时间里，红军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
人，他们打击土豪，纪律严明，与当地
百姓结下了鱼水深情。红军离开后，
当地群众自发创作了《十字红军歌》
《红路》等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记者离开通城时，偶遇几名红路
小学学生放学回家。一路上，他们唱
着校歌《红路》：“我们走在红色路上，
红军足迹在脚下闪光；拼搏中铸造理
想信念，我们播种春天的希望……”

1932年12月，贺龙率领红三军过巫溪，历时7天，行军700余里——

红军在这里播下革命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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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巫溪县徐家镇一线天山顶处碉堡遗迹。1932年12月15日，红军
在这里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防线。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1986年3月29日

重庆和成都之间正式开通
数字散射微波通讯系统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日报 联合推荐

1986年 3月 29日 重庆和
成都之间正式开通数字散射微波
通讯系统。这是中国首次把散射
通讯用于民用通讯，为中国民用
通讯事业开辟了一条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