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善若水，人文荟萃，古镇新城，山水三
汇，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彩亭故里，渠县副中心，三汇镇欢迎您
……”记者拨通渠县三汇镇党委书记王兴的电
话，彩铃响起，伴着悠扬婉转的渠县县歌旋律，
踏上这块向往已久的神奇土地进行采访。

印象三汇

那些永不磨灭的记忆

历史的长河亘古不息，古镇三汇，在人们的
记忆里挥之不去，且历久弥香……

三江六码头：三汇镇是渠江的源头，州河、
巴河交汇渠江，形成三江六码头，上承千里巴
山，下接万里长江，素有“小重庆”之称。三江水
千迂百回，钟灵毓秀，地灵生人杰，物华乃天宝。

三汇白塔：《渠县志》三汇塔序赞之：“前拥
牛山之秀，后接龙冈之奇，相阴阳于山巅，度方
位于河畔。”塔建于清道光年间，共13层，高53
米，呈六面体，通体乳白。塔基及底层以青石砌
筑，每边长4.4米、厚0.9米，面渠江而建圆拱门，
高2.9米，拱高1米，塔檐石凿，六角翘角，2至
13层用砖砌造，各边有长方形瞭望孔成品状。
底层拱门上有石刻横匾，长1.8米，宽0.7米，阴
书“文峰塔”三字，二层阴书石刻横匾“更上一
层”，三层阴书石刻横匾“欲罢不能”，三匾皆正
楷。塔内原建木楼13层，螺旋木梯，层层相连，
直通顶层。每层均有观景窗口，远眺山如翠屏，
近望古镇如画，俯视渠江如练，远山近水尽收眼
底。

三汇彩亭：三汇彩亭始于清初，盛于清朝中
后期至民国年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
民俗内涵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全国属独一无
二的民间艺术。在约4平方米的平台上，竖立
一根铁杆，杆上支架横伸斜展，将从戏文或生活
中提炼的人物、情节层叠3至5层，高8至10
米，数名孩童如在云端表演，民间传说参演者必
成大器。8名脚夫齐步慢走抬着“亭子”沿街巡
演，闪闪悠悠、似坠非坠，高而险、奇而巧，静中
有动、动中有静，观众提心吊胆、惊讶万分，演者
泰然自若、悠哉游哉。它融铁工、木工、刺绣、缝
纫、建筑于一体，汇文学、绘画、雕刻、力学于一
炉，结构巧妙，造型奇特，色彩绚丽，工艺精湛，
凸显“高、惊、险、奇、巧”的艺术特色，是川东地
区民间艺术瑰宝。今年4月17日成功举办“彩
亭会”，数万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至千年古镇共襄
盛会，全国主流媒体均广泛宣传报道。

三汇川剧：三汇镇素以传统文化艺术丰富
享誉川东北，为丰富群众生活、保护传统艺术、
传承民族文化，三汇镇宣传文化中心运用话剧、
歌剧、舞剧、诗剧等表演形式，采用弹戏、胡琴等

唱腔手法，自编、自导、自演为观众奉献了《邱旺
告贫》、《五台会兄》、《大盘山》等60多个传统川
剧经典剧目，每年演出200余场次。目前，川东
北地区川剧文化艺术属三汇镇保护完好。至今
坚持常年座唱，引来四川、重庆、陕西票友。今
年5月16日，渠县首部系列微电影《渠县故事》
在三汇镇宣传文化中心开机。

三汇旱船：《拉旱船》是三汇镇传承展演的
一种民间文化艺术，距今已有百多年历史，深受
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和欢迎。《拉旱船》是三汇数
万船工对职业、对行舟、对水文化不断提升和崇
拜的集体智慧的艺术结晶，膜拜于对船的职业
工具的坚守，将船舟以艺术形式向陆地转化展
示的创造性再现，她表达了渠江船工们与水相
生、与水相居、与水相搏的乐观情怀，展示了船
工们世代相传生活劳动的壮丽画卷。

三汇心肺汤圆：三汇心肺汤圆色鲜味美、香
气扑鼻、老少皆宜，一百多年来远近闻名。系纯
手工制作，方法独具特色，选材颇为严苛，步骤
井然有序，食客啧啧称奇。

三汇水八块：“三汇水八块”属非物质饮食
文化遗产，选纯种的本土农家散养土公鸡，用传
统手工艺，精心制作，超越众家棒棒鸡的独特绝
色麻辣口味，乃棒棒鸡中之经典，给人麻辣通透
一爽到底食之不忘的全新感觉。当地人把吃

“水八块”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是吃部位，中
级阶段是吃味道，高级阶段是吃感觉。吃的都
是文化。

三汇盐锅魁：渠县人爱吃锅魁，其中又以三
汇锅魁名气最大。三汇锅魁均是沿街摆设，现
做现卖。制作工艺精细，以“干、酥、白、香”而著
称。制成的锅魁干硬耐嚼，内酥外脆，白而泛
光，香醇味美。锅魁多是咸的、肉的和夹凉粉
的，做成五香、油酥、麻辣、椒盐、葱油等五花八
门的口味。

三汇特醋：三汇特醋为商业部优质调味品，
全国十大名醋之一。三汇特醋是四川省传统名
特产品，始于明朝末年，距今已有近400年的历
史，由于用料考究，工艺独特，质量稳定可靠，产
品以酸、香、醇、甜享有盛誉。三汇特醋曾连续
三届蝉联商务部和四川省的“优质产品”、连续
五年获“四川名牌”称号，其“三汇”牌果醋还获
得过“国家重大科技奖”。

一身光芒四射的瑰宝

她从远古中走来

千年风风雨雨，数度潮涨潮落，在四川华蓥
山麓崛起了一个三汇古镇。

它不是县城治地，但设有分县衙门口；它不
是大都邑，人们却冠之以“小重庆”之美誉。清

雍正八年设分县，署理渠县上北路，统领土溪、
岩峰、涌兴、贵福、文崇和今达川区的龙会、陈
家、渡市，以及大竹的柏林、清河、杨家、回龙场
等地，直至民国廿四年撤分县，前后历时206
年。

三汇于北宋景佑年间（1034-1038）置镇，
南宋末年渠州人民坚持抗元20年的礼义城距
镇区5公里。三汇特醋创始于明崇祯16年，锅
罐制造兴起于清嘉庆10年，火柴制作发端于清
宣统2年。光绪33年创建的三汇商会辖19个
商帮，一时间商贾云集，热闹非凡。上世纪八十
年代，川东北的粮米、山货、木材，重庆、上海的
百货、食盐多经三汇周转，与重庆白沙、江油中
坝、金堂赵家渡并称全川四大经济重镇。

三汇矿产资源富集：有煤炭储量5000万
吨，石灰石储量15亿吨，石膏储量8亿吨，河砂、
卵石、青石无数。

三汇水电资源丰富：三座大坝、五座电站年
发电量11亿度。

三汇旅游资源集中：巍巍大青山、秀美白腊
坪，植被丰富，溶洞成群；千年古汉阙，壮美文峰
塔，古老城坝交相辉映；州河下游的农乐峡更堪
比小三峡。

民间文化艺术独一无二：拥有200年历史
的三汇彩亭，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
年被国务院批准、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建于明代的十三层文峰塔耸立渠江
西岸；创立于1942年，魏传统题写校名的三汇
中学培育出大诗人杨牧、社会主义理论专家李
学明等。

三汇历史声名远播，是渠县乃至川东的工
业强镇，水路、铁路运输发达。溯明清，沿民国，
三汇就以产煤、石膏、林木、柑橘、甘蔗、茶叶、酿
酒、造醋、火柴、锅罐、造船、冶铁、陶瓷等闻名全
川，乃至全国。

几回隐隐作痛的现实

她在蝶变中崛起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历史的车轮
滚滚向前，随着水上运输地位的降低和国有企
业改制，三汇镇经济一度呈衰退之势。加之洪
水泛滥、年年受灾、一年多灾，三汇镇失落、彷徨
……

2011年“9�18”特大洪灾后，特别是渠县第
十二次党代会召开以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迎
来历史上最好的机遇期。这期间，渠县县委、县
政府定位三汇为渠县副中心，极大地激发了三
汇镇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镇党委立即在
58个基层党组织2000名共产党员中开展了

“什么是副中心、副中心如何建、我们该怎么干”

三个问题大讨论，深度审视镇情，切实提出了以
县十二次党代会精神为统揽，以新型城镇化为
路径，以新区建设为龙头，以灾后重建为突破，
全面实施“创建全县非地震灾区灾后重建示范
镇、打造渠江流域生态滨江城镇群副中心”两大
系统工程。群情振奋，民心所向，三汇人民重振
雄风的豪情壮志像滔滔三江水……

夯实基础是发展的前提，搞建设、谋发展必
须优先做好“安全、信访、稳定、环治”基础工
作。安全生产实现连续九年无较大以上事故，
迅速退出困扰多年的信访大镇行列，实现了老
区边区灾区的大局稳定，城乡环境纵向比较实
现质的飞跃。

灾后重建，挑战和机遇并存。县委书记王
善平和县委副书记、县长苟小莉在渠县十七届
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与三汇代表座谈时，鼓励和
指导三汇创建全县非地震灾区灾后重建示范
镇。为此，三汇镇谋划实施了灾后重建系统工
程，从规划调整、农房重建、产业重建、基础重
建、生态重建、精神家园重建等八个方面全面开
展灾后重建。目前建成三个综合体、一个聚居
点，水、电、气、路、治污全面配套，400多户灾民
喜迁新居。辖区内工商企业生产经营能力恢复
或超过灾前水平。8平方公里8万人口的规划
通过市政府评审，城区电网改造完工，新建城
区、北坝社区两个水厂，新建天然气储气站和输
气复线，石佛滩并网发电取代关闭渠县火电厂，
110KV变电站和220KV输电线动工建设，百亿
生猪产业项目之一的10万头生猪养殖基地落
户响滩村，渠江西岸救灾生命通道建设如火如
荼。如今，大批灾后重建项目已竣工投产投用。

旧城基础设施全面改造升级。三汇镇按照
“禁止大拆大建，着力保护完善”的思路整治保
护旧城。旧城街面全部美化，新建全市最大面
积的乡镇停车场，路灯全面改造更换成100瓦
合成LED照明，实施了“天眼工程”无缝覆盖，
整治了车渡码头，开通了数字电视，维修了农贸
市场和公房，改革了垃圾清运机制，装备了洒水
车、消防车、消防摩托车、清运车和城管执法
车。旧城基础设施全面改造升级，城镇服务功
能大大超越灾前水平。

无数梦寐以求的理想

将在拼搏中实现

如今的三汇镇，新区建设日新月异、热火朝
天。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曾涛告诉记者，按照
“中心上移、整体避灾”的思路，县域副中心的标
准，精致小城市的要求，依托宝贵的近千亩存量
土地，三汇镇编制了8平方公里、8万人口的城
市规划，先后实施了一个广场、一条干道、一个
示范居住小区、两所医院、三所学校、四座公园
的建设或规划。目前，彩亭广场二期正加紧建
设，彩亭大道建成通车，汇兴时代居住小区建设
完工，盛世华庭、五鑫花园、彩印大厦、世纪新
城、大井街景、江都新城等片区改造项目全面推
进。精神卫生保健院已完成规划选址和拆迁搬
迁等工作，拟拍卖的40000平方米商住用地正
制作出让方案，渠汇路正加紧建设，达营高速即
将开工，渠江航道正规划升级改造，州河大桥已
完成立项和规划选址，达渠快速通道初步设计
方案已编制完成。今年11月将在三汇召开全
县新型城镇化建设现场会。

“我们应对连年受灾和一年多灾，灾后几年
固定资产投入、工业生产总值、人均GDP、城乡
居民收入等均超过灾前水平。建设全国重点镇
将为三汇重振古镇雄风锦上添花，我们一定会
抓住机遇期、突破转型期，只争朝夕、后来居上，
为全省‘三大发展战
略’、全市‘三大总体
战略工程’和全县‘四
大奋斗目标’做出应
有的贡献。”王兴信心
满满地告诉记者。

渔舟唱晚飞红
雨，宕水流霞飘谷
香。千年名镇——渠
县三汇，将在蝶变中
展翅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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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县三汇镇渠县三汇镇：：古镇蝶变展翅飞
□陈三江 本报记者 桂爽 摄影报道

渠县首部系列微电影《渠县故事》在三
汇镇举行开机仪式

CCTV-4“江河万里行”摄制组到三汇镇
实地拍摄三汇水码头

三汇镇汇兴时代居住小区全景图

三汇白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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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汇镇位于渠县北部，巴河、州河交汇之处，渠江发源之地，秦巴南、渝西、川东北水系汇集于此，达成、襄渝铁路境内接轨,距三汇火车站6公
里、距土溪火车站8公里，距南大梁高速公路20公里。距拟建的达营高速三汇互通5公里，规划建设的平（昌）渠（县）广（安）高速纵贯全境，经规
划设计中的达渠快速通道至迁建后的达州机场（百节）约30公里。幅员面积58平方公里，辖区内12个行政村、7个社区，总人口7.8万人。镇内
有省、市、县、镇属企业54个，6家商业银行，存款余额近20亿元；8家快递公司，年派送量3万余件。三汇镇先后被授予“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先进单位”、“四川省抗洪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四川省卫生乡镇”、“四川省文明单位”、“四川省经济普查工作先进集
体”、“四川省统筹城乡发展示范镇”、“四川省达州市经济发达镇”、“达州市重点建设小城市”、“达州市工业重镇”，是渠县副中心、渠县“一主一专
两辅”工业园区之建材园区所在地，今年成功申报为全国重点镇。

三汇特产

万人齐观彩亭会

三汇水八块
三汇果醋

三汇水八块

抬彩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