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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天门顺江而下从朝天门顺江而下，，畅行畅行279279公里公里，，就到了古代就到了古代““巴巴
郡之西界郡之西界””——西沱西沱。。隔一江春水隔一江春水，，坐南北望坐南北望，，只见石宝只见石宝
寨踞山雄立寨踞山雄立，，鸟瞰着江水鸟瞰着江水，，似述说着千古悠悠之往事似述说着千古悠悠之往事。。

虽是初春枯水季节，仍见长江中流波涛汹涌，唯南
岸平缓，西沱得以设镇，又因这里地处忠县、石柱、万州
交界处，俗称“西界沱”。

据说，远在新石器时代，西沱便形成了长江上游特
殊的巴人文化，如今在这里分布的商周时期的观音寺遗
址、沙湾遗址、砖瓦溪遗址、公龙背遗址，已说明这里属
古代巴国和巴民族的流动地区。另从长江三峡及石柱
县境内的悬棺来看，春秋战国时期，此地便属于号称板
楯蛮的古代民族与有崖葬习惯的一些少数民族活动的
地区。及至秦汉，西沱的农耕文化已十分发达，而到了
唐宋时期，这里已是川东、鄂西边界重要的商贸重镇。

沿江岸石阶拾级而上，只见两旁皆是独具特色的土
家族吊脚楼群与古香古色的汉族民居，形成一条古朴、
厚重的石梯街道，沿山脊蜿蜒直达山顶……这就是西沱
镇的主体建筑群——云梯街，享有“万里长江第一街”和

“建筑活档案”的美誉。
云梯街长约2.5公里，有113个石梯台面，1124级

台阶，街道依石阶两旁由江边向山顶发展，据说这与历
代外来人口在此进行贸易而逐步定居有关。看今天的
民房，大都保留着前门面、后居所的格局，虽是日杂五金

铺面居多铺面居多，，但也能联想出明但也能联想出明清之清之
时时““川盐销楚川盐销楚，，商业发达商业发达、、客栈遍布客栈遍布、、店店
铺林立铺林立””的热闹景象的热闹景象。。

西沱的商贸兴盛，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此为长江上游的深水良港之一，上溯279公里达重庆，
下行则可到万州、宜昌、武汉、南京、上海，俨然处于长江
三峡的腹心地带；陆路则可经涪陵、丰都、忠县、彭水、酉
阳、秀山、黔江，达鄂西地区以及贵州、湖南等地。

据说，西沱的商贸活动从500多年以前就开始了。
原在河边的老平街，逢二、五、八赶场，后来商贾云集，货
物增多，如布匹、盐巴、桐油、贝子、黄连、铁器等等，当日
往返不便，人们就开始修建栈房铺面，故定居者日多
……虽没有统一规划，由民间自发地沿边筑阶向上，但
也还算是有序建设，而今达到如此规模，甚是罕见。

西沱云梯街极具历史文化价值，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诸多，如下盐店、二圣宫、崔绍和民居、禹王宫、永城商
号、古衙署、南龙眼桥、北龙眼桥、民亭、万天宫、紫云宫、
南城寺、关庙、福尔岩摩崖造像……据说石柱县计划修
复古建筑群25万平方米，新建云梯街牌坊三座，云梯街
花木培植，云梯街的排水系统工程等等，待其全部修复
完毕，这里笃定游人若织、涛声如歌——活着的三峡历
史，永远的巴人文化！

（作者系文史爱好者）

沿江岸石阶拾级而上
顺山脊蜿蜒直达山顶

西沱“云梯”□钟枚

一个字占据一个小山头，历经58年风雨仍然让人震撼

绵延3.2公里，世界上最长标语是它？
□宋六梅

你见过的最长标语有多长？
你见过3.2公里长的巨幅标

语吗？
这幅标语就在重庆万盛经开区青年镇，

其规模庞大，气势恢宏，令人震撼。它南北
走向，共17个字，内容为“下定决心，不怕牺
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每个字面积约
60～80平方米，一个字就占据了一个小山
头。这幅标语是万盛经开区区级文物保护
单位，它记录了当地群众艰苦奋斗、不屈不
挠的奋斗精神，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价
值。

巨幅标语的这句话来源于何处？怎么
制作出这幅巨型标语的？

万盛经开区青年镇 据重庆日报

绵延 3.2 公里的巨型
标语，场面极为壮观。

西沱镇全貌 据重庆日报

西沱古镇，盐丁运盐。据重庆日报

半年多时间才完成制作

从重庆主城出发，沿高速一路向南，一个小时就可
到达万盛经开区青年镇。

青年镇历史悠久，始建于唐贞观十六年（642年），曾
是唐时溱州和荣懿县所在地，距今已有1380年历史。
古往今来，青年镇就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商贸中心，是集
文化、商贸、物资、货运于一体的枢纽地带。青年镇田坝
街交叉路口有一状似羊头的青石，以“青羊”谐音“青年”
而得名。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大闭幕会
上作了《愚公移山》的著名讲话，深刻阐明了共产党人的
意志品质，也诠释了共产党的力量源泉。“下定决心，不
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便是这篇讲话的精髓。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经济落后。在“愚公移山，改
造中国”的号召下，全国各地掀起了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的高潮。

为了振奋精神，激励干部群众，鼓足力气加油干，青
年公社决定在山上打造一幅巨型标语。1964年，经过多
次征询和讨论，最终确定标语的内容为“下定决心、不怕
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17个大字。

据当时参与标语制作的几位老人回忆，制作者由机
关干部、社会团体、青年学生、社员群众等组成，还专门
成立了工作组。标语大部分在青年公社堡堂村，还延伸
到当时的青年、均田两个大队，一个小山头一个字，制作
任务分配到各大队，大队又分配到各社。

工作组确定好字的位置、距离和大小后，当地社员
群众将周围树木杂草清除干净。然后，青年公社所在的
重庆市105中学几位老师，用白色石灰将字形铺上，随
后工人们沿着石灰轮廓挖出1米左右的凹槽，再用煤渣、
石灰、泥沙与碎砖等三合土材料填满，最后用白石灰
等混合材料进行表面铺装。据参与者肖老师回
忆，当时他还是一名学生，在学校老师的带领
下，也上山参与过背石灰和煤渣等工作。他
说，当时上山的路又陡又滑，徒手上山都
费力，更何况还要背30多斤重的东西
呢，没几天肩膀就被磨出了红色的
血痕，甚至破皮。但同学们咬
着牙，相互鼓励，大家一起
快乐地唱歌，所有的劳累
都在激情满怀的歌声
中化为更大的动
力。

标语的制作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直到1965年
春节才最终完成。所有的工作，特别是向山上搬运三
合土材料等工程量巨大，全靠大家一背一担地肩挑背
扛运送上山。标语制作现场参与人数众多，十分壮
观。这个场面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但却真
实发生了。

制作完成的标语呈白色，字体刚劲有力，在青山绿
树中显得格外耀眼，视觉辐射范围可达二十多平方公
里，大半个青年公社都可看到，极大地振奋了当地人的
精神和干劲。“舍得磨掉手上皮，誓叫荒山变良田”的堡
堂精神，后来也成为四川乃至全国农业的榜样，堡堂大
队还被国务院授予“1979年全国先进单位”称号。

姑娘嫁到堡堂村值得炫耀

老一辈人说起当年的青年公社、说起堡堂村，那是一脸
的自豪。据老人们回忆，那时青年公社的姑娘不愿外嫁，外
地的姑娘却很想嫁到青年公社来，要是嫁到堡堂村，更是值
得炫耀，因为不仅不愁吃饱，而且还很有面子。用一名曾参
与堡堂梯田改造的老人的话来说，“这标语很有作用哟，干
活累了，抬头看看远处的标语，又有力量了……”

2006年，万盛经开区青年镇对巨幅标语进行修复和
环境整治，砍伐部分树枝杂草，重新铺设白水泥和石灰，
让标语重新焕发生机。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
专家曾建议该标语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长标语。

如今，由于封山育林，雨水冲蚀，高速公路修建等因
素，巨幅标语受到一定程度损坏。但58年的岁月洗礼和
沧桑巨变，这幅标语所体现的精神，却一直激励着这方水
土上的人们。

今天的青年镇堡堂村是“全国文明村”“全国首批绿
色村庄”和“市级美丽宜居村庄”，村里建起了陈列室，

还在原来堡堂梯田处修建了文化公园。极具年代
感的片石堡坎和后来整修的梯坎相融，再加上

一些景观配置，成为当地村民和游客登山健
身、娱乐打卡的好去处。

如果你有兴趣，也可邀约好友，
请当地人当向导，去寻找掩藏在密

林深处的那幅足以令人震撼的
巨型标语，感受一下那个时

代的豪情与干劲。
（作者单位：重庆
万盛经开区文旅

局 图片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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