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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巴渝村镇 探寻诗意乡愁

三面环水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
的穿斗式结构农房、流传已久的宗祠
文化……行走在荣昌区观胜镇银河
村，随处可见特色浓郁的传统建筑，
这些建筑汇集形成了具有文化、历
史、科学、艺术等多重价值的传统村
落。

今年，荣昌区观胜镇银河村黄连
桥传统村落正式入选2023年重庆传
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清单。以此为
契机，当地在市、区住房城乡建委的
大力支持、指导下，观胜镇统筹推进
传统村落修缮相关工作，在保护与传
承中，让这个百年古村散发着独特魅
力，持续助力全镇高质量发展。

抢救保护 守护记忆乡愁

走进观胜镇银河村黄连桥传统
村落，一排排木质结构的老房子正在
加紧修缮建设中。

这里位于荣昌区北部，206省道
干线过境，离内大高速仅6公里，在
这滨水之畔掩映着黄连桥这座独具
渝西特色的传统村落。

“村落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占
地面积约为0.1平方公里，村落内现
有村民36户100余人，现存传统民
居28栋，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非
传统民居 5栋，建筑面积 550 平方
米。”观胜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介绍，居住于此的唐氏家族于
康熙三十五年起从湖南向四川迁徙，
最终迁到黄连桥一带定居，并吸引其
他姓氏家族在此繁衍生息。每逢清
明时节，唐氏家族都在此举办大型活
动，共同祭拜唐氏祖先。

随着岁月的变迁，以穿斗结构为
主的木制川东民居建筑变得破旧不
堪，修缮保护迫在眉睫。

为此，借助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项目建设契机，观胜镇对黄连桥传

统村落开展抢救保护，把传统村落
的保护放在第一位，以传统建筑的
保护为重点，以人居环境的发展为
优先，以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保障，全
力塑造渝西地区以宗祠祭祖为特色
的传统村落。

具体来说，项目聚焦村民群众最
关切的问题，开展传统建筑（民居）整
治，整治提升安居型传统民居28栋
28户，建筑面积约3200平方米；增设
灭火瓶35个，新建微型消防站1个；
安装高清摄像头10个及相关配套设
备，并统一设计村落标识标牌，让传
统村落更具特色。

同时，观胜镇成立银河村黄连桥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工作领导小
组，进一步提升观胜镇银河村黄连桥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的科学化管
理水平，规范建设管理，提高建设质
量，保证工程进度。

目前，观胜镇银河村黄连桥传统
村落改造提升正在加快建设中，已完
成项目总进度的50%。

共同缔造 共建美好家园

自古以来，中国乡村都是适应当
地水源、土地、林地等情况建立起来

的，再加上能工巧匠的加持，通过岁
月演变、自然发展，逐步形成了今天
的村庄格局和风貌。

实现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更多
地需要因地制宜，结合当地特色与村
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需求，共同缔造便
是其中重要举措之一。

今年以来，观胜镇积极了解、收
集黄连桥传统村落村民诉求，针对部
分外出务工，房屋倒塌的居民，采取
用村集体出资，通过土地流转的形
式，将倒塌的房屋流转至村集体进行
修缮提升，实现村落的整体保护修
缮，通过共同缔造的手段解决传统村
落的“保护难”“发展难”的问题。

同时，通过共同缔造，规划设计
团队不再是以专家的身份出现在村
庄，而是以村民及村两委辅助者和引
导者的身份，在村庄规划及建设过程
中，从专业角度将所有村民的诉求完
整的表达出来。

让村民们由被动接受的旁观者
变为主动参与的决策者，通过规划设
计团队的引导，转变村民的思想及其
在村庄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提高村
民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凝聚民意
汇聚民力，将为实现村庄有效治理提

供了基础，同时也保障了规划成果的
可实施性，持续加速推动项目建设。

聚力发展 实现乡村振兴

提到观胜镇，除了独具特色的传
统村落，还不得不提的便是肉兔产业。

作为渝西“肉兔之乡”，肉兔产业
集体经济不仅成为观胜镇的支柱产
业，也是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香
饽饽”。

2018年引进达生兔业、绿普森兔
业入驻示范园，并与河南阳光兔业合
作发展伊普吕种兔，2022年引进上市
公司青岛康大集团建设西南种兔繁育
中心，中心存栏5000只伊拉种兔，可
辐射带动500万只商品兔出栏，是西
南地区最大的种兔繁育基地。

目前，观胜镇已培育投产肉兔规
模养殖场15个，年出栏肉兔突破125
万只，祖代种兔保有量增加为8000
只，目前全镇肉兔年出栏量居西南地
区乡镇第一。观胜镇2022年成功入
选市级农业产业强镇；观胜兔产业入
选国家农业产业强镇项目库名单；被
中国农业技术协会授予重庆荣昌肉
兔科技小院。

除了肉兔，观胜镇中药材种植超
过4300亩，水果种植达到6500亩，
银河中药材基地获评“2021年重庆

市十佳农村科普示范基地”称号。依
托黄桷滩水库良好的生态资源，开发
了银河水岸、宝积湿地、云峰竹溪等
20公里生态河道，改善乡村旅游生态
环境，推进农旅融合。

同时，观胜镇积极探索“小院+”
党建引领微网格治理，在基层治理
中，选优配强抓好班子建设、因地制
宜落实网格治理，通过村干部带动党
员、党员又深入网格，形成“两带动”
治理格局。有效调动群众自治的自
觉性和积极性，画出基层治理“最大
同心圆”，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新时代新征程，在融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中，观胜镇将继续坚
持“1234”发展思路（一个定位：建成
西南地区肉兔产业第一镇；两大抓
手：一是以党的建设统领经济社会发
展，二是以肉兔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三项目标：产业强、农民富、乡村美；
四篇文章：一只兔、一味药、一棵树、
一库水），着力打造川渝种兔高地，建
好肉兔家庭农场，做大做强肉兔基
地，做响做亮“荣昌观胜兔”特色地标
品牌，努力建成西南地区肉兔产业第
一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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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观胜镇 塑形铸魂保护传统村落 美丽乡村踏歌向未来

依山傍水的荣昌观胜镇 摄/李显彦

传统工匠积极投入传统村落保护建设中 摄/李显彦

焕然一新的大荣桥休闲广场 摄/李显彦全新打造的大荣桥片区美食一条街 摄/李显彦

万灵镇移民文化公园一角 摄/李显彦

初冬时节，走进荣昌区万灵镇，
一排排整洁干净的民居依山傍水而
建；一条条通畅笔直的柏油路直达各
个居民小区；一座座庭院静静地依偎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一派清新美丽宜
居景象。在荣昌广袤的乡村大地上，
像这样生态美、产业兴、农村富的城
市乡村图景越来越常见。

近年来，作为美丽宜居示范乡镇
之一的荣昌区万灵镇，在市、区住房
城乡建委的指导、支持下，聚力深入
推进美丽宜居示范乡镇建设，通过人
居环境整治、景观带打造、新建连通
道路等，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场
镇品质，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全新万
灵画卷正徐徐铺展开来。

聚焦惠民有感
加速推进美丽宜居示范镇建设

万灵镇是荣昌区后花园，位于荣
昌东部，这座寨堡式古镇，面积25平
方公里，总人口1.7万人，以丰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和淳朴秀美的水乡风光
而闻名。

多年来，因缺乏资金投入、群众
参与，导致万灵场镇建设无章、管理
无序，群众改造提升愿望强烈。2022

年，万灵镇入选美丽宜居示范乡镇名
单，改造提升自此开始。

“去年以来，我们同步推进了大
荣桥休闲广场建设项目、绕镇路至大
荣寨公园道路建设项目、学府路临大
荣寨公园面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等3
个项目，目前3个项目已全部完工，
并通过市级绩效评价。”万灵镇相关
负责人表示。

据悉，通过2022年美丽宜居示
范乡镇项目建设，万灵古镇又有了不
少新变化，进一步提升了古镇品质，
让古镇有了“移步成景、步移换景”的
崭新面貌。

现在，沿着场镇转盘往游客中
心走去，道路一侧的民房错落有致，
原本老旧的民房焕然一新，人居环
境得到显著提升，污水管网、建筑立

面和院坝环境等百姓关注的问题均
在充分听取居民群众意见后规划提
升中，2000平方米道路边坡固土、
青·廉广场、人行便道及绿化均已建
成投用。

目前，万灵镇正以美丽宜居示范
乡镇建设为契机，持续推进城镇品质
提升，加快场镇基础设施建设。增设
智慧城镇设施，加强环境卫生能力及

信息化管理水平，提升场镇管理能
力，大力开展园林绿化、老旧小区更
新改造，提升场镇人居环境。如今的
万灵场镇规范有序，人居环境得到极
大改善，先后荣获重庆十大最美小
镇、市级“书香小镇”、全国美丽宜居
小镇、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等荣誉
称号。

提升场镇面貌
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今年70岁的潘昌礼老人，家住
大荣寨社区，多年前他离开了万灵镇
搬到城区生活。今年春节，大荣桥休
闲广场建成投用，他和老伴便同儿子
儿媳又一起回到万灵镇，租用了2个
售货亭，做起了烧烤生意。

“这里环境好，停车也方便，很多
学生搞活动、公司搞团建都会到这里
来。生意好的时候，10多张桌子都不
够坐。”潘昌礼高兴地说，古镇变漂亮
了，来游玩的人多了，大伙的日子自
然也越过越红火。

与潘昌礼有一样感受的还有家
住大荣寨社区5组居民荣正碧，在本
次场镇改造中，她家就在此次改造范
围内。“以前的房子破旧漏雨不说，而
且附近这块地杂草丛生，各种粪污乱
流，形成了一条臭水沟，一到夏天臭
气熏天。”荣正碧说，“现在，不仅房子
变美了，旁边空地上还新建了休闲广
场、人行便道，栽上了各种花草树木，
没事的时候出来散散步，别提多惬
意。”

近年来，针对场镇环境不佳、功
能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万灵镇结合
自身实际，优先完善基础设施，打造
出万灵镇大荣桥休闲广场，新建地下
管网及路灯照明等设施，配套市政景
观绿化，不仅丰富了古镇濑溪河对岸
旅游场景，成为古镇核心区的延伸，
也为游客提供了休息与品尝美食的
空间。

同时，万灵镇打造出荣昌区万灵
至大荣寨公园链接道路，绕镇路和大
荣寨公园的连接，居民外出更为方
便，游客到大荣寨公园游玩也不必再

绕行，大大减少了旅游路线与生活路
线的相互干扰，为居民和游客出行带
来更多便利和惊喜。

此外，万灵镇还对大荣寨公园面
环境综合整治，让公园周边的环境显
著提升，现在居民不仅空闲时可以在
广场和人行便道上散散步，也可在附
近大荣桥片区美食一条街里品尝万
灵特色美食。

文旅融合发展
打造“生态会客厅休闲旅游地”

今年9月，来自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
斯坦、土库曼斯坦的20名青年代表
走进万灵古镇观看川剧表演，感受中
华传统文化魅力。

像这样的文化交流在万灵镇已
不是第一次，日前，重庆荣昌第八届
七夕河灯旅游文化节在万灵古镇举
行，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万灵古镇放河
灯、看烟火、品美食、享非遗，赴一场
浪漫之约。

近年来，万灵镇为保护传统风
貌，延续历史文脉，针对古镇老百姓
自建房不契合古镇整体风貌，存在
乱搭乱建，随意规划的现象，没有采
取“大拆大建”，而是通过“绣花”功
夫对居民的风貌进行改造提升，实
施了农贸市场风貌改造、柳乃夫故
居片区风貌改造、学府路风貌改造、
沿河街区风貌改造等一系列项目，
实现了古镇核心区及拓展区的“变
脸”。

古镇传统风貌与宜居属性得到
了有效保障，保留了明清老街的烟火
气，也为往来游客留下深刻印象，成
为荣昌文旅发展的响亮名片。

“接下来，我们聚焦打造‘生态会
客厅 休闲旅游地’的整体目标，不断
补齐场镇短板、完善服务功能、规范
场镇管理、改善场镇面貌，进一步提
升古镇品质，让游客的体验更愉悦、
更舒心，让群众的生活更幸福、更美
好，共同书写好新时代新征程新万灵
的崭新画卷。”万灵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 贺娜

云雾掩映下的观胜镇银河村黄连桥传统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