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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热线：028-8696911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华西都市报》，即可订阅。
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haonianpai@thecover.cn
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快来投稿吧！

◎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巴河是渠江一级支流，古称北水、巴水、巴江，民国始称巴河。它发源于巴中市南江县玉泉乡

（今属关坝镇）映水坝，一路穿山越岭、蜿蜒向南，流经巴中、平昌、达州通川等地，由石桥镇白马梁进

入达州市达川区，最终在渠县三汇镇汇入渠江。

巴河在达州境内仅50余公里，却堪称一条流光溢彩的“人文长廊”：红军标语镌刻着红色记忆，

古镇码头诉说着商贸繁华，险滩激流滋养出特色美食，青山茶园演绎着生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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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九节滩电站约八公里，巴河来到石

梯镇。这里河面开阔，水流充沛，孕育了丰

富的渔产资源。一座飞跨南北的大桥，不

仅连接两岸民生，更串联起这座古镇的过

去与未来。

漫步老街，空气中飘散着石梯蒸鱼、赵

凉粉、珍珠豆瓣的诱人香气。虽然渔民早已

上岸，但他们创造的石梯蒸鱼却香飘四方。

这道传承百年的美味，以麻辣鲜香著称，先后

荣获“达州十大地方名特美食”“达州非遗美

食”等殊荣，成为当地的一张美食名片。

在桥湾镇陈家岭，河畔田畴之下深埋着

永睦县城巴人文化遗址。考古发现的陶片、

铜釜、汉砖与城垣基址，无声诉说着这片土

地的悠久历史，勾起人们对当年繁华盛景的

遐想。

巴河达州段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烧火

龙、翻山铰子、烟火架、打钱棍、石工号子、巴

河赛龙舟等，深受群众喜爱。众多省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都是这片土地深厚文化积淀的

生动见证。

如今的巴河沿岸，已发展成为一条生态

产业长廊——达川乌梅、达川青花椒、米城

高山贡米、石梯红高粱、罐子耙耙柑、管村红

桑葚、桥湾晚熟稻等特色农产品，带着鲜明的

地域标签，持续擦亮达州农业的金字招牌。

在大巴山南麓，秀美的巴河奔腾不息。

它如同一位忠实的记录者，既讲述着远去的

故事，也续写着新的篇章。

据“天府新视界”微信公众号

巴河弯弯，淌出“人文长廊”
□符纯荣

石桥古镇，巴河流域的人文商

贸重镇，始建于汉代，明末毁于战

火，清顺治年间由“湖广填四川”移

民重建。这里，坐落着中国现存最

长的红军石刻标语街——列宁主

义街。

古街全长695.3米，青瓦覆顶，

石板铺路，210间穿斗结构街房错

落有致。四座清代仿木结构石牌

坊沿街矗立，青石为体，三层斗拱，

飞檐翘角，尽显精湛工艺。1933年

10月，红四方面军解放石桥后，发

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在最宏伟

的牌坊上刻下“列宁主义街”五个

大字——“列宁”二字横书，每字一

米见方，气势恢宏；“主义街”三字

直书，笔力刚劲。如今，古镇内的

四座石牌坊及马蹄坟、龚家岩等

地，仍保留着38幅红军标语。

虽未临河而建，石桥却因商贸

繁荣被称为“旱码头”，与巴河“水

码头”白衣古镇遥相呼应。千百年

来，这里商贾云集、货物辐辏，盐、

茶叶、蚕桑、布匹等物资在此交易，

由此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商贸网络。

古镇现存的湖广、江西、福建、

陕西“四大会馆”遗址，见证了“湖

广填四川”移民文化在这里的碰撞

与融合，为这座千年古镇增添了独

特的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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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于米仓山的巴河，一路奔

腾而下，在流经达州市达川区虎让

乡时，河道骤然收窄，造就了小穆

滩、猫牙齿、鸡喉子等一连串令人

惊心动魄的激流险滩。

神秘莫测的小穆滩，因水底藏

有传说中的《小穆经》而得名。相

传这部“天书”前三页无字，却暗

藏奇门遁甲之秘。猫牙齿滩则以

凶险著称，滩口巨石如猛兽獠牙，

旧时船夫行经此处无不屏息凝

神、小心翼翼。而在桥湾镇，鲁班

与徒弟赵巧斗法的传说至今仍在

流传，那些未完工的石桥和半凿

的“万吨仓”，为后人留下了永恒

的谜题。

2011 年，随着九节滩电站建

成，昔日的惊涛骇浪已化作平静的

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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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河九节滩。图据大竹县融媒体中心

达州市石桥古镇三号牌坊。图据清廉达州 俯瞰巴河。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