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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江津各类可口的夏季水果陆续
上市，给炎炎夏日带来丝丝凉爽与甜蜜，
甜而多汁的西瓜、酸甜可口的葡萄……处
处都透露着夏日“喜悦”，记者精心整理了
一份江津周边夏日水果采摘指南，赶紧收
藏起来吧！

瓜甜“礼”夏

润滋源水果园——美都西瓜

美都西瓜作为现在大量上市的西瓜品
种，果实圆球形，果肉桃红色，果皮较
硬，肉质较脆。果农在果实发育期，加强
水肥管理并且搭配使用有机肥，使成熟的
西瓜重 6-10 公斤左右，瓤色桃红，甜爽多
汁，如遇低温，果皮颜色和条带可能会加
深，西瓜中心糖度 13 度左右，品质极佳，
深受欢迎。

采摘地点：鼎山街道仙池社区润滋源
水果园

采摘时间：即日起至8月底
采摘价格：3元/斤
采摘热线：13896198638

果珍友民采摘园——黄皮黄心西瓜

在 果 珍 友 民 采 摘 园 广 阔 的 瓜 田 里 ，
黄 皮 黄 心 、 黄 皮 红 心 、 青 皮 红 心 等 品
种 的 西 瓜 应 有 尽 有 。 黄 皮 黄 心 西 瓜 作
为 该 果 园 的 特 色 西 瓜 品 种 ， 果 型 整
齐，果皮极薄，肉色晶黄，肉质极为细
腻脆爽，甜而多汁，品质特优。瓜中还
含有大量葡萄糖、苹果酸以及丰富的维
生素等物质。

采摘地点：慈云镇凉河村果珍友民采
摘园

采摘时间：即日起至8月底
采摘价格：2-3元/斤
采摘热线：13012363538

硒可达农庄——奶油西瓜

硒可达农庄里，一个个圆润饱满的奶
油西瓜睡满瓜田，西瓜大多皮薄肉多，一
刀切下去汁水四溢，让人口水直流。奶油
西瓜果肉纤维丰富，微沙口感，脆甜多
汁，不仅可以消暑解渴，而且含有丰富的
葡萄糖、果糖、维生素 C，且带有独特的

奶油香甜味。
采摘地点：吴滩镇硒可达富硒无公害

采摘果园
采摘时间：即日起至8月下旬
采摘价格：4元/斤
采摘热线：17726291160

“萄”你欢心

四面山镇燕子村——紫蜜葡萄

又到了葡萄成熟的季节。四面山镇燕
子村的紫蜜葡萄大串大串地从叶子缝里垂
了下来，像一颗颗透亮的紫色珍珠，味甜
汁多，散发着迷人的香味，让人直流口
水！除了采摘葡萄，还可以在这里享受大
自然的绝美风光。炎炎夏日，吃着亲手采
摘的酸甜可口的葡萄，沉醉于山野之间，
是纳凉避暑的好选择！

采摘地点：四面山镇燕子村5组
采摘价格：7元/斤
采摘时间：即日起至8月底

采摘热线：15002354762

津地禾农场——蓝玫瑰葡萄

有那么一片土地，瓜果
飘香、禾苗滋长，津地禾农
场的蓝玫瑰葡萄上新啦！津
地禾葡萄用富硒肥沃土壤，

有 机 肥 种 植 ， 农 民 人 工 呵
护，绿色、环保、健康。蓝

玫瑰葡萄色如蓝色玫瑰眷，皮
薄个大、香甜多汁。葡萄肉浓香

无比，吃一口就能让你感受夏天的
甜蜜！
采摘地点：先锋镇津地禾农场蓝玫瑰

葡萄园
采摘价格：25元/斤
采摘时间：即日起至8月底
采摘热线：13883537603

崃山生态乡村公园——巨峰葡萄、阳
光玫瑰等

饱满多汁的巨峰葡萄、鲜脆甜蜜的阳
光玫瑰、浓郁奶香的金手指葡萄、酸甜可
口的黑香提葡萄……崃山生态乡村公园的
葡萄成熟啦！巨峰葡萄是鲜食葡萄中的佳
品，果粒硕大，果色鲜艳，味酸甜，果粒
柔软多汁，有草莓香味，营养丰富；阳光
玫瑰果粒着生紧密，椭圆形，黄绿色，果
面有光泽，果肉鲜脆多汁，有玫瑰香味，
鲜食品质极优；金手指葡萄果粒形状奇
特美观，果肉硬、可切片、耐贮运，甘
甜爽口，有浓郁的冰糖味和牛奶味；黑
香提葡萄果肉脆，果皮蓝黑色，光亮如
漆，味酸甜。

采摘地点：西湖镇崃山生态乡村公园
采摘价格：15-35元/斤
采摘时间：即日起至8月底
采摘热线：15802389732

甜蜜一夏，江津多地的西瓜、葡萄等你来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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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可达农庄奶油西瓜

果珍友民黄皮黄心西瓜

津禾地蓝玫瑰葡萄

□ 罗安会

“山之骨在于石，石之美在于奇 ，
奇峰奇石必有奇观。”在灰千岩摩崖壁
画前，我们细细地探究着隐藏其间的神
秘符号。

夏日里的江津四面山，清风徐来，
令人神清气爽。远远望去，灰千岩丹霞
峭壁如天幕般嵌印在翠林碧水中。崖壁
上，树木在风中摇曳，一挂清泉如玉珠
洒落溪水中，继而又缓缓流去，一静一
动，遥相呼应。

导游小张的声音如清风拂过耳际：
“灰千岩壁画是南方罕见的刻制岩画，
它 填 补 了 巴 渝 地 区 摩 崖 壁 画 的 空 白 ，
1992 年被重庆市列为‘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

四 面 山 灰 千 岩 摩 崖 壁 画 ， 长 102
米、高 30 米，岩画上的牛、熊、鱼、山
羊等动物繁多，有 40 余种，有的图像大
小相叠，有的独自成形，栩栩如生如一
部三维立体图景呈现在我眼前。

小张指着壁画，开始了她生动形象
的讲解：“大家看，这里像不像几只老
山羊翘着弯弯的胡子，仿佛还在‘咩咩
咩’地叫着？这里呢，像不像一头壮实
的黑熊昂着硕大的头颅四处觅食？再看
这里，早已绝迹的鱼类正怒瞪着一对大
眼睛，雄赳赳望着远方的溪流，浑身充
满了刚劲的力量……”

细细观赏这历经上万年形成的灰千
岩壁画，江津史学工作者老邹一脸沉
思。他说：“根据几十种动物图像，结
合自然的沉积岩平行线裂纹，这些似像
非像的图案意境悠远，其中一定隐藏着
大自然的神秘符号。”

来参观的游客真不少，他们被小张
绘声绘色的解说吸引，一边竖耳聆听一
边频频点头。

灰千岩旁，一块丹霞石碑上刻有介
绍：摩崖壁画可以追溯到 5000 年前的新
石器时代，它是原始巴人劳动、生活和
文化的结晶；灰千岩壁画，填补了巴渝
地区摩崖壁画的空白，改写了过去南方

无刻制岩画的历史，把重庆原始巴人的
历史及巴蜀文化上溯了一千多年。

“远古人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 ，
在这悬崖绝壁上刻制这些图画呢？”我
疑惑不解。小张答道：“这是原始部落
的图腾崇拜，是以画显示获取猎物的多
少，是以此炫耀自己的财富与力量！”

据说，远古时代的四面山原是一片
汪洋，后在地壳运动下几度变迁，残
留下许多海洋生物，岩壁上所画就有
十 余 种 动 物 ， 既 有 海 洋 的 也 有 陆 地
的。能够狩猎到这些动物，想必生活
在这里的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部落或者
种族。多年后，有专家在原始森林中
发现了远古时期的人类骸骨，这也证
实了这一说法。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远古巴人，凭着
简单磨制的石器、骨器就能在峭壁悬崖
上制成这幅巨型岩画，其灿烂人类文化
一定会闪耀在历史的苍穹中。只是，那
些至今未能破译的神秘符号，只能慢慢
解开了……

□ 庞国翔

江津区石门镇现已 84 岁高龄的李时
芳是战斗英雄二等功臣。少年时他曾被
解放军从溪河中救起，大长后他也成为
一 名 光 荣 的 解 放 军 战 士 ， 他 参 加 战 斗 ，
立功受奖，成为英雄……

难忘童年

1939 年 3 月 19 日 ， 李 时 芳 出 生 在 渝
西江津县石门场五里坡洞子沟的一个贫
困农家。他父母都是普通农民，住的是
两间草房，耕种的是两亩薄地。此时正
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国难时艰，使这
个家庭更加困顿。

1949 年 11 月 28 日，李时芳的家乡江
津县解放了。

10 岁 少 年 李 时 芳 帮 着 家 里 割 草 喂
牛。因为家乡刚解放，在石门场等一些
偏远的乡场，有一些国民党残留下来的
官兵暗中组织土匪进行暴动，妄图颠覆
新生的红色政权。为了彻底歼灭这些敌
人，石门场上驻了一排解放军。

每 天 早 上 ， 解 放 军 都 会 肩 挎 枪 支 ，
步伐整齐地喊着“一二一，一二一”的
口号出操。李时芳看着这些威武的解放
军，羡慕极了。

一 天 ， 李 时 芳 经 过 解 放 军 驻 地 不 远
的一个地方，他一不小心就跌入路边的
一条溪河里。此时正值严寒冬季，天寒
地冻，呼叫声引来了操场外的几名解放
军战士。他们跑过来发现有人落水，一
名解放军战士立即跳入溪河中，将李时
芳救起。溪水虽然不深，但战士的衣服

全都被打湿。解放军救起李时芳后，又
拿来干衣服给李时芳穿上。解放军还找
来附近两名干农活的老乡，请他们将李
时芳送回家，并嘱托老乡转告孩子家长
要孩子去上学读书。

至 于 下 水 救 起 李 时 芳 的 这 名 解 放 军
战士，李时芳不仅不知他的名字，就连
他 的 音 容 笑 貌 也 是 一 点 记 不 起 了 。 后
来，这名解放军在当地的剿匪中英勇牺
牲，并被安葬在石门烈士陵园。李时芳
曾去瞻仰过，但他仍不知道救过他的那
名解放军的墓碑是哪一块。

这 事 对 李 时 芳 影 响 很 大 ， 解 放 军 为
国为民、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形象从
小就镌刻在李时芳的心中。他对解放军
充满着热爱和崇敬，他有了当一名光荣
的解放军的梦想。

穿上军装

长 大 后 我 就 成 了 你 ——1958 年 冬 ，
19 岁的李时芳报名应征。经体检和层层
政审，他终于如愿以偿。这天，石门公
社 楼 前 的 墙 壁 上 ， 张 贴 出 一 张 红 色 的

“应征青年入伍光荣榜”，李时芳名字排
在 第 5。 他 成 为 一 名 光 荣 的 解 放 军 战
士。此时此刻，他想起曾经救过他的解
放军英雄。李时芳暗下决定：一定要做
一个爱党、爱国、爱民的英勇的战士。

穿 上 军 装 ， 李 时 芳 非 常 激 动 ， 他 在
这年 12 月 7 日的日记中写了一首叫 《军
装》 的打油诗——

我 穿 上 庄 严 的 军 装 ， 扛 起 了 可 爱 的
枪杆。

保 卫 祖 国 西 南 大 门 ， 日 日 夜 夜 守 卫
边防。

在 江 津 县 城 白 沙 进 行 新 兵 集 训 后 ，
李时芳就随新兵一起奔赴部队。他在日
记 《离开家乡》 中这样写道：

今 天 ， 我 坐 上 北 上 飞 驰 的 军 用 列
车，从窗外看出绿色的原野，银色的河
流，不断从车窗外闪过，祖国的辽阔和
富饶使我在内心轻声歌唱……

列 车 的 车 轮 在 不 断 转 动 。 我 感 觉 列
车 的 车 轮 在 声 声 地 呼 喊 着 。“ 哐 当 ， 哐
当 …… 哐 嘁 ， 哐 嘁 ……” 列 车 好 像 在 不
断重复着这么几个字：离开家乡，离开
家乡……前方，前方，前方……

立功受奖

1959 年，西藏纳木湖平叛战役中，作
为班长的李时芳，英勇顽强地完成了全
班战士泅水抢渡、阻击敌人、掩护主力
的各项战斗任务，多次受到首长的表扬。

1959 年 9 月 11 日 上 午 ， 在 四 号 战 区
的战场上，敌人的一个暗堡里不断射出
强大的机关枪火力网，挡住我军主力前

进 ， 为 拔 掉 敌 人 暗 堡 这 颗 “ 钉 子 ”， 我
方 几 个 爆 破 手 前 去 爆 破 都 没 成 功 。 此
时，李时芳请缨前去爆破。当他靠近敌
人碉堡用力猛将炸药包投掷出去那一刹
那 ， 只 听 一 声 巨 响 ， 他 脑 子 一 片 空 白 。
五天后，他才在兰州军区医院醒来。原
来，李时芳这次用炸药包将十米处敌人
暗堡炸得灰飞烟灭，为此次战役的全面
胜利打开了通道、赢得了时间。他自己
却负重伤昏死过去。

李 时 芳 成 了 活 着 的 战 斗 英 雄 。 他 荣
立营、团两级二等功。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 、《解 放 军 报》 以 及 军 区 战 报 ， 就 连
连队的黑板报等，都宣传了他的英勇事
迹 。 他 还 到 军 区 所 属 各 部 队 巡 回 作 报
告，各师团营连都号召全体战士向他学
习。1959 年 12 月 15 日，他到兰州军区出
席 “ 积 代 会 ”， 在 大 会 上 他 作 了 《人 民
的利益高于一切》 的发言，讲述了他的
战斗英雄事迹。他每天都要收到来自全
国各地的慰问信……

李 时 芳 立 功 受 奖 的 喜 报 送 到 家 乡 江
津县，县和区公所以及公社干部敲锣打
鼓来到他家中表示祝贺。县人武部和妇
联、团委等向全县发出向李时芳同志学
习的倡议。石门公社党委专门给他来信
说 ：“ 时 芳 呀 ， 真 光 荣 ！ 工 作 好 ， 思 想
红……”在部队的李时芳很快就回复了
公 社 党 委 一 封 信 ：“ 党 的 话 ， 记 心 中 ，

不骄傲，保光荣……”

永葆本色

“ 革 命 战 士 是 块 砖 ， 哪 里 需 要 哪 里
搬。”1964 年，李时芳退伍回到老家江津
县石门乡。地方上的人武部、妇联、团
委、民政、教育等部门组织了队伍，欢
迎战斗英雄回来。

回乡后的李时芳先是当生产队社员、
生产队饲养员，后又被安排到社队企业
任工人、炊事员、会计等，最后又任公
社 邮 政 所 的 投 递 员 。 他 干 一 行 、 爱 一
行，年年都被评为先进。

李 时 芳 应 邀 巡 回 作 战 斗 英 雄 事 迹 报
告。全县人民都知道他的事迹。石门区
公所所管辖的 7 个公社的每个机关，他都
去作过一次或多次报告。每所学校他都
去讲过战斗英雄的故事，他还任少先队
校外辅导员。在乡里村上，他坚持修桥
补路做好事，群众都称他为“李雷锋”。

李时芳时常想起曾救过他的后来又在
剿匪中牺牲的这名解放军战士：是你影
响了我的思想，你是我学习的榜样！

李时芳的外孙女是个中学生，她写了
一篇叫 《我的军人外公》 的作文——

脱下戎装不褪色。街道征集志愿者服
务，我的外公毫不犹豫地报名，由于外
公年纪大，被社区婉言谢绝。有的人不
理解我外公，说一个立功受奖回家的老
军人，还那么积极。这时外公总是摆摆
手，笑着回答到：“只要我活着，就非常
的幸福。我怀念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他
们 没 享 受 到 现 在 的 幸 福 生 活 ， 我 积 极 ，
只是流点汗水而已……

四面山水品不尽，晚霞映献睡美人。
长发飘逸龙潭舞，月照香躯伴笋溪。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战斗英雄二等功臣李时芳的故事

月照睡美人月照睡美人
□□ 邹开书邹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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