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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江津区塘河镇 塘河镇，地处江津之西南，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人类聚居。塘河镇共有石龙门、硐寨、滚子坪3个村，其中

石龙门村、硐寨村为中国传统村落、重庆市首批历史文化名村。塘河以它古老淳朴的笔墨，静静描绘着清新雅

致的水乡新画卷、炊烟古村的秀丽新容颜。请跟着我们的脚步，走进塘河镇，感受深藏两千年的幽静之美，静静

聆听古韵村落的岁月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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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它便是石龙门

村。石龙门村位于

江津区塘河镇，是第

三批中国传统村落，

也是重庆市首批历

史文化名村。

走进石龙门村，

是在一个春日的早

晨。新芽吐绿，柔风

拂面，星星点点的油

菜花探出头来。这

座掩于山水之间的

古老村落，静静地敞

开大门，等待着游人

前来探寻岁月长河

中的悠悠往事。

庭院深深春几许

石龙门村，以当地著名的石
龙门庄园而命名。采访首站，便
来到了石龙门庄园。在石龙门村
综治专干张庆源的带领下，穿过
一片茂密的竹林，层层叠叠的青
瓦白墙映入眼帘。

顺着小路往下走，来到了庄
园院落。长满青苔的石梯和部分
倒塌的墙体，诉说着它的落寞。
据史料记载，石龙门村形成于清
朝乾隆年间，湖广填四川时湖南
陈姓移民来到塘河石龙门，购买
康家宅基地兴建院落，经一百多
年五代人扩大兴建，才在青山秀
水间缔造了这样一个质朴雅致的
世外田园。

“因为地处偏僻，石龙门庄园
是重庆庄园建筑中至今仍保存较
为完整的古建筑之一。”张庆源向
记者介绍道。名为庄园，倒不如
说是建筑群，它坐西南朝东北，始
建于清雍正年间，建筑面积达
13200多平方米，由64根石柱和30
多根大圆木柱擎起，有房屋520多
间。由于附近无高山，远远看去，
庄园的青瓦白墙轮廓，更显气势
恢宏。

整座庄园设计精巧，布局科
学且匠心独运。满园亭台楼阁，
雕梁画柱、绘彩描金，九道中门九
道 关 ，形 成 庭 院 深 深 的“ 龙 门
阵”。在此基础上，两厢穿堂叠
殿，十八天井，又珠联璧合成“八

阵图”，蔚为壮观。初入庄园，犹
如进入易经中的“八卦迷宫”，分
不清东西南北。

穿过几间房屋，看到院子里
的一棵树长得生机勃勃。仍然住
在这里的村民赵怀明告诉记者，
这棵树是含笑梅。赵怀明在这生
活了大半辈子，“这里冬暖夏凉，
夏天都不用开风扇，排水系统非
常好，下暴雨也从没积过水。”虽
然未曾亲眼见过庄园繁盛时期的
豪华，但赵怀明对庄园建筑称赞
有加。

继续在老屋中穿行，古朴厚
重的气息扑面而来，时代的印记
随处可见。在门口的指示牌里，
依稀可见庄园繁盛时的景象，玻
璃房、骑马场……当年规模之宏
大、气势之磅礴，可窥一斑。

来到庄园西边，恰巧遇到砍
柴而归的陈洪佑老人。陈洪佑是
庄园主人的后人，今年 88 岁。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陈家老宅
被陆续分给村民，陈洪佑的家人
也渐渐离去，庄园里越来越空，他
却仍住在庄园角落的一处房里。
说起这座祖祖辈辈生活的老宅，
他有太多故事。

随着岁月的侵蚀，曾经的两
层院墙现在只剩下短短的一小
截，曾经盛极一时的庄园难以再
找回当年的模样。断壁残垣上爬
满了青苔，唯有那些花窗、斜梁上
的精细雕花还在悄然“盛放”。

塘河镇因水运而兴，石龙门村三面环山，古
河道绕村落而过。荔枝映月，渔舟点点，竹排悠
悠，山歌萦绕，好一幅清新雅致的水乡画卷。

沿着塘河岸边行走，新修的柏油马路通向
远方，河边一棵棵绿油油的荔枝树在微风中摇
曳。张庆源介绍，石龙门村的主导产业是荔枝
和龙眼，该村种植荔枝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朝。
现在石龙门村种植荔枝 3000亩、15万株，投产
2000 亩，品种包括妃子笑、带绿、桂味等十余
种。“去年实现年总产量近 60吨，产值达 200余
万元，部分农户实现人均增收万元以上。”张庆
源高兴地对记者说。

经过荔枝产业园往下走，抬眼望去，塘河水
面上铺满竹竿扎成的矩形网格，竹竿上种满了
移植过来的水草。据介绍，这是人工鱼巢，为下
游的鱼儿提供安全稳定的产卵环境，以及丰富
的营养物质。

水草上游不远处就是肖家滩古堰。“千舟万
帆风雨过，纤夫号子脚踏破。船载过客江海去,
船工还得重返埠。”肖家滩古堰长70米，宽2米，
高 5米，滩长坡陡，阻碍塘河河道。早在 200多
年前人们就在这里筑堰拦河，经多次整修，古堰
保存至今，其主要功能是通行船舶、蓄水灌溉农
田以及河中放竹筏。在交通闭塞、落后的年代，
对塘河当地的经济繁荣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
了重要作用。

继续往前，沿着石龙门村杜陈路往前走不

远，就来到了“陈家桥”。这座桥是拱形桥，宽大
平整的石板上，浅浅青苔记录着过往村民的匆
匆脚步。在石龙门村走一走，会发现这里是一
个探幽寻古的好去处。虽朴素无华，却舒展开
朗。石龙门村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三楠
祠、麒麟桥等历史文物静静伫立，向游人诉说着
沧桑往事。

除了大力发展荔枝、龙眼等产业，近年来，
石龙门村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为促
进旅游发展，石龙门村加大对自然景观、人文景
观保护和开发利用，完善基础设施，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鼓励兴办农家乐，挖掘塘河水系的内在
潜力，开发水上娱乐项目等。“我们还确定了专
职保护人员，签订目标责任书，落实保护措施。”
张庆源介绍，下一步将积极争取、吸引资金来修
缮打造石龙门庄园等历史文物。

悠悠塘河向未来

（本报记者 程颖/文 王加喜/图）

离开石龙门庄园后，记者来到石龙门村一个不大的院子。
院子里，一条条输气管道交错排列，一个已经停用的天然气闸阀
静静地立在管道间的空地上，斑驳的锈迹透着历史的印记，铭记
着火海群英32111钻井队的英雄壮举。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望着32111钻井队英
雄事迹陈列室外墙上的大字，听着张庆源的介绍，时间一下子被
拉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石油工人开展西南大会战，于1966年在
当时的江津县塘河乡太平村境内打出了第一口产量大、压力高
的天然气井塘河一号井，该钻井编号为32111。

历史定格在1966年6月22日凌晨1时许。钻井队正在进行
投产前最后一项工作，当关井测压、准备放喷测试时，由于气井
压力急剧上升，井口出气的一根无缝钢管突然胀破，“砰”的一声
爆炸，惊天动地，顿时熊熊大火腾空而起，一片火海。崭新的厂
房、贵重的机器等国家财产及整个大气田面临毁灭性的危险。

在这危急关头，全队职工、塘河乡人民为了保住新开发的气
井，在那科技不发达、消防设施不先进的年代，前仆后继、奋不顾
身地扑向火海关闭闸阀。最后，在石油职工和塘河干部群众的
共同奋战下，经过生死搏斗，控制气流，扑灭大火，保住了气井。
在这场搏斗中，张永庆、王平、罗华太、吴仲启、王祖民、邓木全6
位同志英勇牺牲，21人被烧伤。

1966年10月1日，32111钻井队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17周年大会，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 32111钻井队代表

王有发，高度赞扬32111钻井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
群体。

1966年 9月 26日，《人民日报》发表《32111英雄钻井队扑灭
火海保住大气井》的文章，32111钻井队被誉为“集体的黄继光、
集体的邱少云、集体的欧阳海、集体的麦贤得”，塘河一号井场被
誉为“英雄阵地”，并在当地修建英雄事迹陈列室。

之后，32111英雄钻井队的英雄事迹被编入语文教科书，全
国掀起了学习 32111钻井队热潮。“32111钻井队”与“南京路上
好八连”“大庆精神”等，共同构成了当时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主
旋律。

英雄壮举永铭记

与石龙门村隔塘河相望的，是硐寨村。始
建于明末清初的硐寨村，因村背后的滚子坪壁
上有大量天然硐寨群而得名，依山傍水，古朴
幽静，穿越了上百年的岁月侵染，才呈现在今
人的面前。2014年，硐寨村被列入第三批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

当春雨洒向硐寨村，便会酝酿出独有的诗
意，黑色的屋瓦层层叠叠，灰白墙体显现出时
光的痕迹，吸引远方的人慕名而至。从硐寨村
村委会出发，经过几栋老房子和几口池塘，便
来到廷重祠。

江津区政协委员、塘河镇宣传委员和统战
委员刘莲是廷重祠文物安全直接负责人。她
介绍说，廷重祠又名孙家祠堂，是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市优秀近现代建筑，建于清光绪十八
年（1892年），占地0.3公顷，建筑面积2000平方
米，“廷重祠在充分继承了清代川东民居简洁、
雄浑风格的同时，还融合了江南建筑灵秀的风
格，是重庆地区客家宗祠建筑的典型代表之
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价值。”

如今看到的廷重祠正在修缮中。记者看
到，整个建筑坐北朝南，为砖、木、石混合结构，
屋脊由镂空黄绿琉璃砖砌成，两边有高耸的圆
弯式和重檐式风火墙，飞檐翘角，雕梁画栋。

“复四合院布局，为宫殿式建筑，全祠主要由正
殿、中殿、戏楼、厢房四大部分组成，共有近 60

根主柱。正殿两侧石枋上分别刻有‘思孝’‘奉
先’，戏楼前额雕刻有两台戏剧人物，两侧为书
楼。”刘莲介绍。

同行的硐寨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健红是土
生土长的硐寨村人，走进廷重祠，小时候的记
忆浮现在他脑海。“听长辈们讲，这座祠堂由孙
氏家族修建，后来被当成学校几十年，我幼儿
园就是在这里读的。”望着斑驳的墙壁，陈健红
感慨地说道。

依次穿过厨房、厢房和天井，随处可见破
损的窗户和脱落的墙面。廷重祠就像一位风
霜老人，在岁月风雨的冲刷下尽显沧桑。所幸
的是，廷重祠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21年底
江津区启动廷重祠保护修缮项目，预算 600多
万元，以“原布局、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为
基本准则对该文物建筑进行修缮。

离开廷重祠，驱车上山。不知转了多少个
弯后，来到了滚子坪风景区。滚子坪因形如镶
嵌了石磙的坪坝而得名，风景区大约有25平方
公里，经过多年的林场管理，现在的滚子坪风
景区林深竹茂。滚子坪横跨白沙镇与塘河镇，
历来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兵家要地。

在滚子坪山脉之中，有一座绵延 7公里的
古栈道，栈道上串联着多座硐寨遗迹。所谓

“硐”，既石洞的意思，这些硐寨与栈道建在丹
霞地貌之上，就地取材使用丹霞砂砾岩进行营
造，因地处“红岩”，所以称为“红岩硐寨群”。

栈道建在崖壁高处，下面就是约 500米深
的悬崖。栈道宽的地方大概 2米左右，狭窄地
方仅能容单人侧身通过，时而悬在崖外，时而
遮在崖内，时而要在岩洞中穿行，栈道充分利
用自然地形，不少路段设计建设非常巧妙。

栈道上留有不少人工建造的痕迹，垒砌的
石墙、防御的石寨门、暗藏的枪孔、躲人的暗
洞，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硐寨建筑隐
藏在崖壁和翠绿灌木树丛之中，从山崖栈道眺
望，视野开阔，山下形势一目了然。

栈道沿途还可以看到一些小瀑布，瀑布后
面多有岩洞，部分岩洞还有采石开凿的痕迹。
栈道上每隔一段路，就能看到一道寨门，石头
寨门窄小，关卡层层，若无内应外人难以攻
入。红岩硐寨群有数十个硐寨之多，寨寨相
连，连绵数里，其中比较有名的有长春岩硐寨、
保全寨、永安硐寨等。在长春岩硐寨中，可以
发现多处刻字，寨门上还刻有“洞天为福地、泉
石作槐庭”的楹联，字体秀丽，颇有仙风道骨之
韵。在长春岩硐寨里，还可以看到一些石制水
缸、谷仓、碾米槽等生活设施物件，但基本都有
损坏。

在这片丹霞层岩区域内，各硐寨之间用木
石栈道相连，连绵数十里。目前硐寨和栈道曾
经有过的木结构已无踪迹，只留岩壁上的构件
孔洞和开凿雕刻痕迹。行走于硐寨间，很多时
候以为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了，但仔细寻找，又

会发现很多隐藏的阶梯和山洞小径，走过去
后，立马柳暗花明。

由于硐寨已废弃多年，很多地方只剩下断
壁残垣，很难复观和想象当年的雄伟规模。继
续往栈道深处探查，很多道路都藏在草丛里，
需用砍刀劈开一人多高的野草才能继续前行。

四周均为悬崖峭壁的红岩硐寨群，有太多
深藏的秘密，还等待着人们继续探索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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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石龙门庄园俯瞰石龙门庄园

石龙门庄园内部石龙门庄园内部

斜梁上的精细木雕斜梁上的精细木雕
肖家滩古堰肖家滩古堰

3211132111钻井队英雄事迹陈列室钻井队英雄事迹陈列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