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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市民盼沱四桥早日建成缓解拥堵
官方回应：主桥年内将合龙

春节前，蜀都大道东延线资简段（文
龙寺至蜀乡大道段）正式通车，其中包括
全长877米的董家坝沱江特大桥（当地人
又称沱五桥）。

该线路的贯通将构建资阳雁江城东
新区连接成资渝高速和成都天府国际机
场的直达通道，沿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

另一方面，记者注意到，当地有不少
市民更关心资阳雷音大桥（当地人称沱
四桥）及三贤路项目建设进度，“沱五桥
都通车了，沱四桥还有多久？”

为何受关注？
将缓解资阳城区交通

沱四桥的建设始于2020年，是当年
资阳市19件民生实事之一。

据资阳本地媒体此前报道，当年12
月23日，雷音大桥（沱四桥）及三贤路项
目开工，总投资约13亿元，包含1公里长
的雷音大桥，2.3公里长的三贤路为城市
主干道，上跨成渝铁路、下穿成渝高铁，
同步建设滨江大道北延线、凤岭片区上
下匝道、三贤互通立交、沱东滨江路立
交，并配套建设地下管网及相关附属设
施，总投资约13亿元，计划工期两年。

该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资阳城
区交通拥堵，有力推动沱江、凤岭公园、
莲花山等资源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的充
分发挥。届时，它将成为资阳城区连接
机场、高铁、高速3大交通枢纽的重要动
脉，也是资阳临空经济区、老城区、沱东
新区3大区块联动的重要通道。

目前，资阳城区已建成三座跨沱江

大桥，其中以迎宾大桥（当地人称沱三
桥）交通压力最大。

“沱四桥从开工就一直很受关注。”
资阳市民王先生住在文博园小区，工作
又在沱东新区，每天上下班要走沱三桥，

“平时工作日上下班就比较堵，遇到节假

日高峰期，开车回家有时要多花半个小
时以上。”王先生说。

“只有沱四桥修起了，资阳城里面这
个交通才可能缓解。”王先生解释说，无
论是去沱东新区上班、办事，还是去坐高
铁、地铁、客运班车，沱四桥都将提供一
个重要通道，至少三贤片区的市民就不
用绕道走建设北路、沱三桥了。

部门回应：
预计年内主桥将合龙

沱四桥开工后，建设进度备受关注。
“从我家窗户就可以看到这条路。”2

月10日下午，家住四海国际小区的李先
生从三贤路项目建设现场散步经过，他
说，“很关注进度，希望早点修好。”

其实早在2021年，当地有网友发帖

称沱四桥没动静了。当时，资阳市住建
局在公开回复中提到，经资阳城投公司
调查核实，因该项目第一中标候选人未
完全响应招标文件相关要求，现已离
场。城投公司随即与第二中标候选人签
订合同，目前正在完善施工相关手续，并
已按施工计划及施工时序进场开展三贤
路互通立交段施工准备工作。

同年12月，据“资阳网”消息，当时沱
四桥主要在进行跨河施工所用的钢栈桥
搭设、主墩2号墩和3号墩的钻孔施工、2
号墩施工平台搭设，以及副墩的6号墩、7
号墩的钻孔掘进，预计2024年建成通车。

两年后，2024年12月，据“资阳观
察”报道，沱四桥已经完成进度的57%。
而三贤路方面，路基已基本成型，即将进
入路基面层的铺设阶段；三贤互通的土
石方工程和桩基施工也在有序推进，预
计2026年完工。

2月10日下午，记者在沱四桥建设现
场看到，有多名工人正在施工作业。不
远处，成渝高铁列车呼啸而过。

关于该项目的进度，资阳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曾回复，因该项目投资较大，
施工工艺较为复杂，该局将继续督促业
主单位加快施工组织，抢抓施工进度，力
争项目早日建成通车。该局城建中心相
关负责人称，目前已经倒排工期，预计到
今年年底，三贤路实现完工，雷音大桥主
线实现合龙。而涉及铁路的两座立交
桥，也在积极与相关部门对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远扬
摄影报道

2月9日，达州石桥古镇又一次沸腾
了！当晚，2025年达州市达川区“贺新
春·促消费”石桥烧火龙民俗文化活动在
这里启动，“烧火龙”将持续到正月十五。

“万点金花随影落，火树银花不夜
天。”达州市达川区委副书记、区长唐令
彬说，年，是中国人最深的乡愁；非遗，是
中华文明重要的基因。当非遗遇上春
节，传统就变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民俗
盛典、文化盛会。

石桥烧火龙民俗文化活动，起源于
公元619年，至今已有1400余年历史，是

“老家达县”独有的集体记忆。一条火龙
烧千年，石桥古镇凭什么？背后藏着怎
样的文化密码？

一镇联三县文脉传千年

石桥镇是达州的门户重镇，始建于
汉代，明末毁于战火，清顺治年间由“湖
广填川”移民重建。

石桥古镇位于达州市达川区西南
部，距达州主城区60余公里，与达州市渠
县、南充市营山县、巴中市平昌县三县接
壤，特殊的区位，让石桥古镇成为川东地
区历史文化交融之地。据《达县志》《石
桥镇志》记载，公元619年，石桥镇旧称

“柳杨县”，那时，烧火龙便已流行。石桥
古镇原名“石桥河”，场镇境内有挑水河
及数条小溪穿街而过，上架有石拱桥数
座，故而得名。场镇现存老街10余条，庭
院相接，建筑参差，绵延数里——这些区
域，正是石桥烧火龙的核心区。

相传，古时石桥一带旱灾连年，有一
年正月十五，一条金黄色火龙从天而降，
口吐祥云，带来大雨，解救了民众。从

此，石桥人每年烧火龙，以纪念这一神奇
故事，祈求上天保佑。

火龙，是石桥古镇的文脉，承载着大
家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美好生活的祈
愿。“千年文脉传承，让石桥古镇成为文
化地标。”达州市达川区委宣传部一级主
任科员吴波认为，作为巴渠文化的重要
载体，石桥烧火龙不仅是巴山遗韵的沿
袭，还是当地人精神信仰的传承。

每年元宵节前，石桥古镇上，家家户
户都会参与其中，制作烟花、准备祭祀物
品，期待火龙为他们驱邪祛病、带来好
运。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热爱，是
石桥烧火龙千年不衰的根本所在。

2009年，石桥烧火龙被纳入四川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进一步肯定了
其文化价值。2017年，石桥镇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授予“民俗文化体验区”称号。

坚守与创新不变是匠心

石桥烧火龙的独特魅力，在于其精
湛的技艺与表演时的壮观场面。制作

“扎龙”技术含量较高，即便是石桥烧
火龙非遗传承人潘广恒，也需要花大
约一周的时间。

火龙制作工艺复杂，龙身由篾片、
麻布、纸等材料扎成，长达数十米，并
绘有鳞、角、爪等，栩栩如生。坚持“扎
龙”40年的潘广恒，年龄渐长，但那份
精益求精的匠心，始终未变。

“虽然用铁丝代替了原来的麻绳，但
炭火烤制定型、手工编织造型、毛笔绘制
鳞甲等老一辈传下来的传统技艺，不仅
不能丢，还要发扬好。”潘广恒告诉记者。

2月9日晚，2025年达州市达川区
“贺新春·促消费”石桥烧火龙民俗文
化活动启动仪式上，包含潘广恒在内，
当地特邀省级劳模、文化名人、宜美家
庭、优秀企业家等各行各业的代表，集
中为6条火龙“点睛”，创新了火龙的制
作过程。

石桥烧火龙表演内容丰富多样，有
“翻江倒海”“九龙奉圣”“兴云降雨”等，
一招一式，变幻莫测，令人叹为观止。表

演时，8至10名壮汉赤膊上阵，头戴龙帽，
脚穿草鞋，伴随着激越的锣鼓声，舞动火
龙穿梭于大街小巷。观众用硝磺、柴炭、
铁屑等原料配制的烟花，向火龙尽情燃
放，火花四溅，场面蔚为壮观。

记者注意到，今年石桥古镇出现了
一支新组建的队伍——女子舞龙队。活
动现场，一声“起龙了”，让大家听见传承
千年的坚守；“谁说女子不舞龙”？让大
家看到了新时代女性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与创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
学习石桥烧火龙的技艺，舞龙队伍也在
不断壮大，我打心底里感到高兴。”潘广
恒说。

新春促消费古镇焕新颜

2月9日晚，火龙点睛后，“火驱邪祟，
百家安宁”“五谷丰登，风调雨顺”“龙舞
太平，国泰民安”三个篇章的祈福仪式依
次进行。铁花飞溅、烟花灿灿，石桥火龙
现场表演，为观众带来了震撼的视觉体
验。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非遗的魅
力，共庆中国幸福年。

会场内，火龙翻腾；会场外，来自四
面八方的车队排成一条条“长龙”。

随着石桥烧火龙民俗文化活动正式
拉开帷幕，这座千年古镇迸发出新的生
机与活力。如今，烧火龙不仅成为连接

“老家达县”乡情的文化纽带，更是撬动
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

今年迎来首个“非遗版”春节。春节
期间，达州市达川区紧扣全区特色产
业、人文风情、民俗文化，组织开展“潮
玩美食”新春集市、三里古街主题灯会、
国潮音乐节等大型促销、民俗展演活动
57场，累计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同比
增长35%。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业摄影报道

石桥火龙烧千年 今年多了支女子舞龙队

三贤路项目航拍。

石桥烧火龙民俗文化活动现场。

正在建设中的沱四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