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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丰富而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

合川为什么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文
化名城？

“厚重、丰富而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是我们建
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宝贵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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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区相关负责人说，合川曾为巴国别都，历为州郡
治所，建制历史2300多年，历史源远流长，人文璀
璨厚重，积淀了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

影响力最大的当属钓鱼城古战场遗址。
金庸的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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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合川钓鱼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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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被城上火炮击伤后身亡。蒙哥阵亡，
迫使蒙古帝国从欧亚战场全面撤军，对世界历史进
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公元1243年到1279年，钓鱼城军民浴血奋战，
历经了大小200余次战斗，顽强抵御蒙、元大军达36年
之久，创下了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以弱胜强的战例。

融古镇、古庙、古佛于一体的涞滩镇拥有全国
罕见的禅宗造像聚点。佛教禅宗主张“不立文字，
教外传教，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并有“历来禅宗不
造像”之说。但古镇依山建造的二佛寺下殿却出现
了全国罕见的禅宗造像聚点。42龛、1700余尊造
像气势恢宏，技艺精湛，是中国宋代晚期石刻造像
的代表作。

合川自古人杰地灵，兴学重教之风源远流长。
钓鱼城军事文化、涞滩禅宗文化、巴文化、龙舟文化
等优秀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唐朝名相张柬之、理
学鼻祖周敦颐、明代乡贤胡世赏、一代廉吏于成龙、
爱国实业家卢作孚、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等杰出人物
的人文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

由周敦颐题写的养心亭内刻有他的理学名篇
《养心亭记》；以古圣寺的大殿作教室，陶行知在这
里创办接收抗战时期难童的育才学校，在这个被誉
为大后方“小延安”的地方，创造性地推行“知行合
一”的教育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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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他指
挥民生轮船船队在抗战时期抢运战时物资和人员，
从而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被称为东方“敦
刻尔克大撤退”……

合川区文旅委提供的数据表明，合川现有不可
移动文物948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钓
鱼城遗址、涞滩二佛寺摩崖造像、育才学校旧址3处，
市级文保单位18处；可移动文物2359件套，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8个，规上文旅企业21
家，A级景区4家，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1个。

大力推进钓鱼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合川将如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文化
名城？

合川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深入挖掘、保护、传
承和展示合川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依托合川传统
文化和历史风貌，构筑体现合川特色的历史文化遗
产传承保护利用体系，聚焦钓鱼城遗址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和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两个重点任务精
准发力，坚持不懈打造“中国儿童画之乡”“中国龙
舟之乡”等特色文化名牌，持续提升合川历史文化
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

在钓鱼城古战场遗址保护与利用方面，合川近
年来先后投入资金近3.9亿元，实施内外城墙修缮、
摩崖题刻保护、景区设施建设等项目23项，有效提
升了遗址整体风貌和景区接待能力。

与此同时，合川区统筹城区、景区和三江资源，
以22平方公里的钓鱼城半岛为核心，有序启动钓鱼
城大景区建设，将其作为5张城市功能名片之一，突
出抓好钓鱼城半岛生态修复和文化保护，以军事体
验、文化休闲、生态旅游为重点，打造城市会客厅、
风景眼，建设山水城文深度融合的大景区，增强钓
鱼城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另外，合川区还深入考古发掘，委托专业团队
完成钓鱼城大遗址考古发掘3万平方米、出土文物
1000余件。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获评“2018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
三等奖。组建国际国内专家团队，举办3届钓鱼城
国际学术研讨会，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知
名高校联合开展课题研究15项，出版发行《钓鱼城
遗址申遗系列丛书》，着力挖掘提炼钓鱼城突出普
遍价值。

目前，合川正大力推进钓鱼城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和争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工作。

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方面，合川已完成申遗文
本、保护管理规划、遗址保护办法等“申遗三大法定
要件”编制，钓鱼城遗址申遗项目已列入国家“十四
五”时期申遗重点培育项目。

在争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方面，合川在申遗
框架下，已严格按照创建标准编制完成《旅游景区
质量等级评定报告书》《钓鱼城景区景观质量达标
说明》，先后实施11项景区提质工程，景区基础设
施、接待能力、服务质量得到了进一步改善。经第
三方机构测评，各项指标均已达到国家5A级旅游
景区创建要求。

力争2025年成功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2021年，合川成功创建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
成为第二个重庆主城之外的重庆市历史文化名
城。“十四五”期间，合川将按照“2023年迎检、2025
年创成”的进度有序推进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让更多文化瑰宝活在当下、服务当代。

在挖掘传承历史文化方面，合川将开展文化溯
源，充分提炼展示嘉陵江流域文化，重点挖掘钓鱼
城文化、秦巴古道—渝合古道文化、卢作孚实业救
国精神、周敦颐理学文化、抗战文化、龙舟文化等本
土文化历史内涵，重点实施龙多山摩崖造像及题
刻、涞滩二佛寺摩崖造像、秦家祠堂和杨家祠堂等
文保工程，推进钓鱼城遗址国家考古公园、钓鱼城
生态半岛、钓鱼城国学院等项目建设，用好用活育

才学校旧址、周吉可故居、金子沱武装起义纪
念园等本土红色资源。

将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区、传统
村落、传统民居、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利
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施国立二
中旧址、民生公司电灯部旧址、晒网沱盐仓、
东岳庙遗址等展示利用项目，加快推进缮瑞
映山—纯阳山历史文化街区、重棉四厂传统
风貌区、东渡老街改造等项目建设。

将大力推进三江号子、合川龙舟竞渡、合
川桃片和合川峡砚制作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承发展，力争2025年前实现国家级非
遗名录“零”的突破。

在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方面，合川将充分
挖掘自然、人文资源，积极融入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建设，加快建设知名旅游目的地。将有
序开发三江沿线旅游资源，推进钓鱼城、涞滩
古镇创建5A级景区，精心打造文化遗产探
秘、自然生态体验、红色文化教育等精品旅游
线路，推动单一景点向综合旅游目的地转变。

近年来，合川狠抓文化提升，在完善服务
设施和繁荣艺术创作上取得显著成效。一方
面，合川已建成区美术馆新馆、区图书馆新
馆，文化馆、图书馆获评国家一级馆，全区公
共文化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率达100%，实
现广播电视“村村响”“户户通”，公共文体设
施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15分钟社区文体生
活圈基本形成，正全力推进博物馆建设。另
一方面，合川综合运用“写合川”“画合川”“跳
合川”“唱合川”“摄合川”“演合川”等艺术形
式，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多维度打造一批
文艺视听精品，原创音乐《咱村有了新气象》
等多部文艺作品获得市级及以上大奖，年均
创作文艺作品2000余件，儿童画累计荣获国
内外金奖2260余项。

下一步，合川将持续发挥好文联、艺术
团、文化馆等在文艺创作中的积极作用，推出
一批具有艺术感染力、社会影响力的精品力
作；将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广
播电视、新闻出版、文化艺术健康发展；将大
力实施文艺领军人才计划，积极发展文化创
意产业，进一步增强文化软实力。

目前，合川已围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历史文化名城”这一重点任务，策划、包装和
启动实施了一批重点项目。东津沱数字文创
园就是其中之一，该项目总占地约700亩，以
重棉四厂传统现有风貌为核心，充分利用原重
棉四厂厂区资产，通过保护、修缮、加固和功能
改造等措施，打造特色数字文创园区。依托钓
鱼城大IP，发掘和利用重棉四厂工业遗址的历
史文化价值，形成工业遗产串接产业集群的新
型特色旅游文化空间，打造集文化展示、主题
游乐、数字文创、实践研学、休闲度假等于一体
的沉浸式文旅融合发展的数字文创特色园区，
初步规划为“重棉记忆”怀旧街区、商务商业及
娱乐休闲中心、公共景观广场及历史博物馆、
数博体验馆、创意拓展及文教培训中心、数字
产业孵化基地6个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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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川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城

合川历史源远流长，人
文璀璨厚重，积淀了丰富的
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这
正是合川打造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底气所
在。

合川将聚焦钓鱼城遗址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创建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两个重点任
务精准发力，坚持不懈打造

“中国儿童画之乡”“中国龙
舟之乡”等特色文化名牌，持
续提升合川历史文化影响力
和国际知名度。

合川将突出抓好钓鱼城
半岛生态修复和文化保护，
以军事体验、文化休闲、生态
旅游为重点，打造城市会客
厅、风景眼，将按照“2023年
迎检、2025年创成”的进度
有序推进创建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让更多文化瑰宝“活在
当下、服务当代”。

涞滩古镇二佛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