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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邹密 栗园园
实习生 张永霖

7月 28日，时隔一年多，记者再次来
到全市17个市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乡镇
之一——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桥头镇。

路过桥头村时，记者惊喜地发现当初
那个刚起步的“冇名堂”民宿，已变成当地
的网红打卡地。

“去年，驻乡驻村工作队（以下简称工
作队）的到来让我坚定了发展信心，开始
专心经营这个民宿。现在看来，这个决定
很正确！”民宿主人刘书琴带着记者参观
装修升级后的民宿，笑着说如今节假日这
里已“一房难求”。

为提高接待能力，刘书琴把民宿周边
5家农户的闲置农房也流转过来，准备开
一家“旧时光”民宿。今年国庆节，这家民
宿就将开业。

三张“图”与一湖水

在建的具有地中海风情的商业一条
街、土家族特色的乡村旅游综合体“瓦屋
部落”、新发展的热门露营产业、四川美院
艺术写生基地……

此次采访期间，记者发现，桥头镇各大
文旅项目正如骄阳般热烈推进。除了蓬勃
发展的民宿产业，各类旅游业态也在加速
构建，旅游产业链日趋完善。这个原本冷
清、“灰扑扑”的乡镇，一下子“亮”了起来。

“变化的关键，在于我们画好了一张
‘蓝图’，即和石柱县党委、政府共同修改
完善的桥头镇乡村振兴规划。”在近40℃
的高温下，驻乡工作队副队长叶林一边带
记者参观，一边介绍。

事实上，早在成为市级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乡镇前，桥头镇就被石柱县划进了当
地的乡村振兴示范带。当时，县里还邀请
国内一知名机构给桥头镇做了一份规划。

“我们称其为规划的1.0版本，里面提
出的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大方向没问题，但

内容太空泛，落地性差。”叶林说。
工作队入驻后，用了近两周时间，跑

遍了全镇所有村社，摸清了“家底”——藤
子沟国家湿地公园、大寨坎土司遗址……
桥头镇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让队员们眼
前一亮。

“加上这里已发展的万亩脆红李、
1700亩翠冠梨等水果，产业也有一定基
础，确实适合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子！”
叶林说。

但在具体实施层面，1.0版的规划却
不够接地气。例如，规划曾提出在桥头村
打造“果园+”项目，“但是你看，桥头村是
藤子沟水库后靠移民聚居地，良田都被淹
没，如今土地零散，根本不适宜发展果
业！”叶林说。

规划路径的不清晰，让返乡创业的刘
书琴心里也没底。

去年5月，桥头村第一书记张力第一
次见到刘书琴时，后者已简单把房子收拾
好了。曾在浙江先后涉足电商和民宿产
业的她，计划在桥头开一家民宿。这也是
当时桥头镇唯一一家准备开办的民宿。

“我想走研学路线，但村里似乎没有
打造配套产业、景观的计划，我也不敢进
一步行动。”刘书琴对张力说。

正在刘书琴犹豫徘徊之际，工作队正
紧锣密鼓对乡村振兴规划进行升级。

结合已掌握的情况，工作队与镇里的
干部多次与石柱县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
研讨至深夜，对规划提出了不少修改和完
善意见。6月，以“千年桥头 水韵果乡”
为定位的2.0版规划出炉，规划按照资源
禀赋，将全镇7个村划分为湿地康养、综
合服务、耕读田园3个组团，发展全域旅
游。

新规划的出台，让刘书琴看到了方
向，迅速行动起来。去年记者到访时，“冇
名堂”民宿周边的景观营造就已陆续启
动。

“但后来我们发觉这个版本也有不
足，所有项目分散在7个村，像撒胡椒面，

没得重点。”叶林说，三组团的布局解决了
发展路径问题，但资源却不够聚焦。经过
反复研判，去年末，规划再次升级，在三组
团布局的基础上，紧紧围绕藤子沟水库这

“一湖水”做文章。
这样一来，桥头村发展民宿用以接待

游客的思路就越发明晰，这也促使刘书琴
流转周边闲置农房开办“旧时光”民宿。
如今，这些农房内部已被统一改造、装饰，
换上了崭新的床品、用具，开业在即。

一张“邀请函”与一批产业

桥头振兴，需要大量人才，一个刘书
琴远远不够。

为广泛招贤纳士，去年底，桥头镇迈
出第二步：面向石柱县广发“邀请函”，召
开人才引进会。

“过去桥头发展水平较低，根本就在
于人才缺乏。”叶林坦言，对内，干部队伍

“老化”，惰性大，理念不新，发展思路不清
晰；对外，各类人才不足，村民干事创业缺
乏带头人。

因此，工作队入驻后，开展了每月一
次的“乡村振兴大家谈”活动，让干部们都
上台发言，并随机抽问，“这能让大家的脑
壳动起来，思考问题。”叶林解释说。

解决外部人才问题，靠的则是引进。
去年底，为响应“万企兴万村”的倡议，

深耕旅游业多年的袁权参加了桥头镇的人
才引进会。“桥头镇谋发展的劲头很大，镇
干部曾主动上门来找我交流。”袁权说。

会后的实地考察中，袁权更加满意：
“桥头镇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是周边乡镇中
最好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比较厚重。”

这次考察，让袁权决定留下来创业。
今年起，他不仅在长沙村流转了湖畔农房
开办民宿，还接手了民宿所在的一条街，
打造农文旅融合项目。

盛夏时节走进这条风情商业街，只见
楼房被刷上了浅浅的蓝、白、绿色，仿佛穿
越到地中海小镇，颇具文艺范。

街道对面是碧波荡漾的藤子沟水库，
湖边古朴的农房、错落的梯田、牛群漫步
的绿色滩涂，望之则是一派美丽的田园风
光。

“乡村旅游不是单做一个民宿项目就
行，要依托资源禀赋构造旅游产业链。”袁
权说。

因此，在湖畔的山坡草坪上，袁权还
引入了喜马拉雅户外露营品牌，建起了时
下正火热的露营基地。

虽然基地还没正式营业，但记者进村
当天的傍晚时分，就看到已有不少年轻人
慕名而来。随着夜色渐浓，基地里灯光璀
璨，播放着劲爆的流行音乐，大家在草坪
上唱歌、烧烤、聊天、看星星，好不惬意。

随着政府的大力引进，如今越来越多
人才纷纷涌入桥头。

去年底，福建商人庄志昌在桥头开办

了渝星服装厂。在政府牵线下，工厂与周
边学校等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主要生产
校服、医护服装等制服，吸纳50多名村民
就近务工。

石柱本土电商“达人”向学明则在瓦
屋村开设了电商服务中心。通过“远山结
亲”模式，向学明与当地农户签订了农业

“订单”，帮助农产品销售。
石柱三红辣椒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辣

妹子”谭建兰到桥头种李子，餐饮企业“陶
然居”进桥头开餐饮店，川美的艺术家来
桥头写生……各类人才的涌入，让桥头镇
的业态不断得到丰富、拓展。

两个机制与一群村民

规划的愿景要成为现实，除了人才在
前面带路，村民也得快步跟上。

“乡村振兴归根结底是为了当地发
展，老百姓的参与度很重要。”叶林说，工
作队服务时间是有限的，如何让好的理
念、产业在桥头生根延续，是大家共同思
考的问题。

大家普遍认为，要调动村民积极性，
让他们有乡村振兴“主人翁”意识，建立利
益联结是有效方式。

在瓦屋村的“瓦屋部落”，依山坡而
上，一批餐饮、民宿项目正加紧建设。在
火热的施工现场，村民向建伟热情地领记
者参观他正在改建的老屋。

只见他和邻居联排的农房已被打通，
房屋结构重新加固。“我们这一排要改成
餐饮店，我参与了改建，每天有100多元
工钱。”向建伟笑呵呵地说，这里的人大都
搬到了山下，老房子基本没人居住，都流
转给村里建文旅项目，每平方米可获得固

定分红5元，“每户最少也能分500元以
上。”

向建伟心里还有一笔长远账：项目正
式运营后，每年还有效益分红，自己也能
就近务工。“比外出打工强，收入有保障，
还能照顾家庭。”

在利益联结机制激励下，桥头镇已有
50余户村民拿出闲置房屋，参与民宿等产
业发展，与产业业主结成利益共同体。

除了利益联结机制，还有积分激励机
制。

在瓦屋村，第一书记胡杰提道：“前两
天下雨，一个涵洞被堵了，有几个村民主
动去清理，然后跑来给我们说，要求我们
去核实后给他们加分。”

村民积极性明显提高，正是“积分超
市”升级带来的。

在桥头村村委会一楼，几排货架上堆
满了柴米油盐、锅碗瓢盆，旁边墙上“乡村
振兴积分银行”几个绿色大字十分醒目。

“去年，我们将原有的‘积分超市’升
级为‘积分银行’，不仅可以兑换生活物
品，还增加了金融贷款、健康体检、征兵名
额优先等功能，为全市首创！”叶林介绍。

这一创新，让积分与群众生活的关联
度更强。

“我去年就利用在村上做清扫垃圾、
清理河道等公益活动获取的高积分，申请
了一笔5万元贷款。”在桥头村，村民向丽
华说，去年她打算开设农村题材短视频
号，正是通过的积分贷款购买了相关设
备。如今夫妻俩每天研究怎么让视频更
受欢迎，忙得不亦乐乎。

而民宿建设资金短缺时，刘书琴也曾
用积分贷到29万元，并享受到利率优惠。

“积分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非常大，
我们接下来还将在积分功能上继续探索。”
叶林介绍，目前他们已考虑将积分与集体
分红、荣誉表彰等紧密挂钩，把乡村振兴的
各项工作与积分考核相结合、互动推进，进
一步凝聚人心，形成乡村振兴合力。

77月月2828日日，，石柱桥头镇风貌石柱桥头镇风貌。。

77月月2929日日，，桥头镇长沙村桥头镇长沙村，，村民原来的土瓦房被政府打造成多彩房屋村民原来的土瓦房被政府打造成多彩房屋，，漂亮迷人漂亮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