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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合川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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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2024年4月24日《重庆日报》）

钓鱼城古战场遗址

陶行知创办的古圣寺育才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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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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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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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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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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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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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