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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国家文物局启动了2024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工作，重庆合

川钓鱼城加担土遗址赫然在列。这座沉睡

千年的古战场遗址，以其独特的山城防御

体系和丰富的历史遗存，再次引发学界关

注。

站在海拔近400米的钓鱼山上俯瞰，

嘉陵江如玉带萦绕，三面绝壁形似天堑。

这座始建于13世纪的军事要塞，凭借因地

制宜的防御智慧，书写了南宋守城军民抵

御元军40载的传奇。自2006年启动大规

模调查、勘探和发掘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钓

鱼城累计清理城墙、城门、码头等南宋军事

设施近4万平方米，出土礌石、铁火雷等珍

贵文物数千件。

该遗址发掘负责人、重庆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研究员袁东山介绍，通过大规模调

查勘探，考古专家们已经初步掌握了钓鱼

城南宋山城城防体系的结构、分布和分期

等基本情况，并先后发掘了古地道、南一字

城、九口锅、薄刀岭、武道衙门、马鞍山及东

内城墙等城防类遗址，发掘清理大批南宋

城墙、城门、码头和高台等重要城防设施，

钓鱼城遗址南宋山城城防体系不断取得重

要收获和新的突破。

在13世纪的宋元战争中，钓鱼城为南

宋巴蜀地区山城防御体系的关键支柱之

一。城中军民创造了以山城设防击败蒙古

铁骑的奇迹，对宋、元双方以及整个欧亚大

陆的战争与时局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

响。

2024年，钓鱼城加担土遗址考古发掘

共清理揭露遗迹20余处，涉及南宋山城城

防体系的为城门4座（环城城门、内城城门

各2座）、城墙4段、高台3处及道路3条，

其中青华门为钓鱼城首次考古发现南宋环

城城门，并以之为核心，结合环绕的城墙、

高台等形成类似内外双重瓮城的城防结

构，弥补了钓鱼城南宋山城城防体系的重

要缺环。

加担土遗址通过考古揭示的城防体系

由“一字城+环城+内城”构成。这种“城外

城、城中城”的复合设计，使钓鱼城形成“控

扼三江、易守难攻”的战略优势。

在加担土遗址GT1高台的解剖中，考

古学家发现宋代夯土包石工艺的精妙：墙

体以红褐黏土混合杂石夯筑，局部竟直接

填入石块替代夯土，包边石墙以规格较大

的楔形条石错缝丁砌为层层内收的阶梯

状。高台南部、西部为单独砌筑的包边石

墙，北部、东部则直接依托高大的城墙作为

包边石墙，使城墙既节省工料又保证强

度。更令人惊叹的是清代山寨修建时对宋

代遗迹的再利用——工匠仅在外侧补砌薄

层石墙，便将陡峭夯土坡改造成坚固工事，

这种“新旧共生”的建造智慧贯穿整个遗

址。

于2023年发掘的西北部古地道，则揭

开了宋元战争最惨烈的一页。这条全长百

余米的地下坑道，主道呈倒“凸”字形，内壁

留有明显凿痕与支撑木孔洞。据考证，这

是元军为潜入城内挖掘的地道，却因南宋

守军的反地道战术功亏一篑。如今残存的

凹形底面，仍能让人感受到当年双方在地

底展开的生死较量。

据《重庆日报》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启动

重庆合川钓鱼城加担土遗址入选
重庆日报记者 李 晟

钓鱼城加担土遗址南水军码头。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春意正浓，茶香满山。近段时间，铜梁

区安溪镇谭洪村的6500亩茶园迎来明前

茶采摘高峰。茶山上，村民与游客穿梭在

青翠的茶树间，指尖翻飞采摘鲜嫩芽尖，欢

声笑语与茶香交织，勾勒出一幅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的乡村振兴图景。

安溪镇地处毓青山国家森林公园核心

地带，最高海拔800多米，常年云雾缭绕，

山泉滋养，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特

早名优茶基地”。该地主产的银芽、秀芽和

“黄金茶”以“叶色金黄、汤色金亮、茶多酚

含量高”著称，被列为绿茶珍品，更因唐代

贡茶“水南茶”的历史底蕴享誉巴渝。

近年来，安溪镇通过“集体+农户+公

司”模式利益联结机制，带动茶产业规模化

发展，为集体经济每年增收 40 万元。

2024年，全镇春茶总产量达140万斤，200

多户农户实现户均增收2万元以上。谭洪

村村民彭德超通过种植6亩茶树、制作手

工茶及开办农家乐，年收入远超外出务工，

成为“家门口致富”的生动缩影。

茶林间，除了在各个角落忙碌的采茶

人外，还有不少专程来体验采茶乐趣的游

客、开展户外研学的青少年。安溪小学四

年级学生罗佳一的采茶手法完全不比专业

茶农差。“周末我都陪着奶奶来采茶。”罗佳

一骄傲地说。

罗佳一的奶奶张永群一早就到茶园采

茶：“明前茶价格高，我们采得多，卖的钱就

多。”等到身上挂着的小篮子装得差不多

了，张永群就到不远处的龙毓茶叶有限公

司把鲜叶卖掉。像张永群这样，每天傍晚

前来卖茶的村民还有很多。茶叶厂厂长杨

敏也忙个不停，组织员工称茶、算账、登记。

茶叶加工厂里，加工设备不停地运转

着。经过摊青、杀青、理条、压扁炒干、剔毫

等工序，春茶出炉，香气扑鼻。

“我们从2月底开始收购鲜叶，今年明

前茶质量最佳的采摘期是3月初到3月中

旬。”杨敏介绍，随着春茶长势加快，这几天

的收购量能够达到500公斤到800公斤。

村民采摘下的鲜茶，及时进入地头冷藏库

并进行标准化、流程化加工。鲜茶集中、及

时出售，有力地推动了当地茶产业的发展。

为推动茶产业发展，潭洪村集体积极

争取项目，累计投资200万元，新建采茶步

道、茶叶分拣场和灌溉管网，以及完善茶园

步道、水池、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解决茶

叶采摘、灌溉等问题，进一步提高茶叶产

量。

以茶为媒，安溪镇深挖“茶文旅”融合

潜力。如今的茶山间，北美红枫、樱花等观

赏植物错落有致，青石步道、茶壶雕塑、毓

青亭等景观与茶文化广场相映成趣，形成

生态打卡地。2024年春茶文化体验季吸

引游客5万人次，带动茶叶销售420万余

元。

“从一片茶叶到一条产业链，从传统农

耕到茶旅融合，安溪镇以明前茶为笔，绘就

乡村振兴的绿色答卷。”安溪镇相关负责人

说，未来，铜梁龙乡茶文化青少年校外劳动

实践基地建设等项目将进一步延伸产业

链，打造川渝茶旅科普实践热地，形成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带动周边群众增

收。

（铜梁报记者 李慧敏 熊亚）

据《铜梁报》

铜梁区安溪镇：

春茶飘香引客来 茶旅融合促振兴

热闹的采茶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