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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背到牛背 彭水深山中藏着个蒙古族村落
12月 18日，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

县鹿鸣乡向家村，层林尽染。

晌午时分，村党支部书记张远权

特意换上一身蒙古族传统服饰，前往

村民刘小伟家中家访。

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刘小伟，

是今年向家村新晋的 8 名大学生之

一。迄今，从向家村已走出100多名大

学生。每年大学录取通知书送达村子

或新生离村入学的日子，几乎每一任

村党支部书记都会身着蒙古族传统服

饰，以蒙古族特有的仪式，相迎或相

送。

在以苗族为主体民族的彭水，向

家村无疑是个特例——全村1900余名

村民中，有1300多人是蒙古族。根据

向家村张氏族谱记载，村里的蒙古族

居民全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

向家村的这些蒙古族村民，是如

何来到武陵山深处，并在此繁衍生

息的？他们又是如何从以游牧为主的

“马背上的民族”，变成耕读传家的“牛

背上的民族”？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相传先祖元末兵败逃亡——
几代人颠沛流离后，落脚于彭水

群山之中的“桃花源”

“按族谱记载和老一辈口口相传，事情要从
朱元璋攻入大都（今北京）说起（1368年）……”
张远权捧出世代相传的族谱，回忆道，“相传，当
时元朝当权的八个兄弟，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
裔，被朱元璋的军队击败后，有五人逃往四川。”
张远权继续说，明洪武六年（1373年），五兄弟与
明军在合川大战，战败后逃至凰柳桥边。

“那时候，分开跑或许还有一线生机。”翻至族
谱扉页，张远权一字一句念着据说是当年五兄弟
分手时留下的诗句：“本是元朝帝王家，洪军追散
入川涯；绿杨岸上各分手，凰柳桥头插柳牙；咬破
指头书血字，挥开泪眼滴痕沙；后人记得诗八句，
五百年前是一家。”然而，五兄弟从此再无联系。

“族谱只记载其中一人在逃亡中改姓谭，落
脚于今天的奉节一带，并在当地繁衍生息了9代
人。”张远权说话间，年过七旬的谭孝云接过了话
茬，“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我们这一支的先
祖谭启鸾，出生在夔州城南谭家坪。”

谭孝云说，谭启鸾后为明朝武官，镇守夔府，
与入川清军作战兵败后逃至彭水下塘口，与湖广
人张邦墨偶遇。

“张邦墨的内人姓谭，为人仗义的张邦墨就
称谭启鸾为妻弟，帮他多次躲过清军盘查。”谭孝
云和张远权自小听祖辈摆谈，对先祖故事早已耳
熟能详，“在下塘口立足后，感念张邦墨救命之
恩，谭启鸾改名为张攀桂，以农耕和狩猎为生。”

谭孝云介绍，张攀桂育有三子。为报张邦墨
救命之恩，长子取名张经；为不忘本，次子和三子
分别取名谭纶、谭斗（早卒）。这便是今天向家村
蒙古族张、谭两姓的由来。一次，张经、谭纶两兄
弟追逐猎物时，偶然发现群山之中竟有一块荒无
人烟的平坝子，这就是向家坝（后改为向家村）。
两兄弟与家人商量后，举家迁往向家坝。

先祖迁居深山，在张远权和谭孝云看来，隐
藏蒙古族身份、逃避清廷追杀是其中最主要的两
个原因，“另外，向家坝地势平坦、水源充足，对于
当时已适应农耕的族人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随着向家坝的逐步开发和人口的不断增多，
涂、丁等其他姓氏的村民也陆续迁来定居。

至张远权一辈，向家村蒙古族已在彭水繁衍
生息29代人。向家村也成为一个以蒙古族村民
为主，多民族、多姓氏村民融合共生的大家庭。

各民族逐步融为一体——
每户至少由两个民族组成，有的

一家人有五个不同的民族

清晨，张远权带着记者穿行在荆棘丛生的象
鼻子沟谷。四个多小时后，名为“象鼻子洞”的巨
大溶洞出现在面前。洞口砌着长7米宽5米的
砖墙，砖墙之后，有一块名为“象鼻寨碑”的石碑。

张远权介绍，晚清时期，为躲避战乱，蒙古族
村民主动邀请周边苗族、土家族等民族的村民共
同在象鼻子洞修建了一处大型石头碉寨。

“先祖自迁入向家村开始，就主动向周边苗
族和土家族村民学习山地农耕经验，还改变了
自己的生活习俗，在饮食、语言、婚姻和禁忌等
方面主动向他们靠拢。”鹿鸣乡人大主席张宏是
土生土长的向家村蒙古族人，他说，特别是基于

“张、谭二姓本是同源，不通婚”的禁忌，村里的
蒙古族人都是与周边苗族、土家族和汉族人通
婚，“以姻亲为纽带，蒙古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
愈发融洽。”

如今，向家村428户村民中，每户家庭成员
都至少由两个民族组成，1/3以上的家庭中有三
个民族。最特别的是村民张飞一家人，包括了蒙
古族、汉族、苗族、土家族、布依族五个民族。

据介绍，向家村蒙古族第四代先祖张人龙，
是一个在彭水都颇有名望的桐油商人。他不仅
为族内定下了“尊祖宗、敦孝友、睦亲邻”等二十
四条族规，还在村里兴办学校，为村里各族子女
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向家村曾在八角庙建有
正规学堂，1949年后甚至开办过初中。”张宏介
绍，迄今为止村里已走出100多名大学生，为村
里培养了大量人才。

如今，向家村各民族逐步融为一体。同时，
向家村的蒙古族人依然延续着自己特有的民族
风俗，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苏鲁锭节”。

苏鲁锭在蒙语中的意思是“矛”。按照蒙古
族习俗，每年农历三月十七日是纪念成吉思汗建

立赫赫战功的日子。因此，每年这一天，向家村
的蒙古族人都会举行传统而盛大的苏鲁锭节，大
家聚集在一起，共同祭祀先祖成吉思汗；村里的
长辈为后辈讲述蒙古族逃难迁居的历史，教大家
背诵流传下来的八句诗；族人全都穿上传统的蒙
古族服饰载歌载舞，举行摔跤、爬树、顶板凳、骑
马、射箭等传统比赛……

张宏说，虽然他们的蒙古族身份到1982年
5月才得到正式确认，但对于文化差异，周边村
民祖祖辈辈都给予了宽容和尊重。

“在向家村的发展历程中，各民族群众休戚
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可以说，
一部向家村村史，就是一部微缩版各民族交融汇
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鹿鸣乡党委书
记张先顶认为，这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
内生动力。

打造独特的乡村旅游景点——
让“马背”和“牛背”两种文化，在

向家村完美交融

张远权说，虽然族人早已从以游牧为主的
“马背上的民族”，转变为耕读传家的“牛背上的
民族”，但因为如今向家村依旧保留着大量的蒙
古族元素，让其成为武陵山深处一个独特的传统
村落——“马背”和“牛背”两种文化，在向家村完
美交融在了一起。

“现在村里还有跑马场、射箭场、靶台、箭池、
马道子、漩涡（马匹回旋的地方）等地名，在我小
时候也还存有遗址或遗迹。”张远权带着记者穿
行于房舍翠竹间，“你看，这些年代久一点的房
子，正房都高于侧房三尺多、呈圆形，叫纱帽顶，
象征着蒙古包。”

在年过七旬的村民李国香家里，还保留着当
年蒙古族祀堂堡被拆除后的一些构件，“你们看，
这是蝙蝠，大门两边的蝙蝠一公一母，象征着有
福气。这里还有野鹿含花……”

不仅如此，张远权介绍，村里还曾建有八角

庙，但如今仅留下几个柱础和一副口口相传的对
联——

舜尧虞后讨伐荣宗百载雄王能谋能征亿年
万世建宏阁，元蒙尚古挥戈耀祖一代英豪乃文乃
武千秋百代振箕裘。

“曾经的八角庙占地400多平方米，下殿
供奉着白马。小时候我们读书、玩耍都在这
里。”张远权记得，八角庙附近有一块公用地，
大家集体耕作种出来的粮食均用于第二年苏
鲁锭节的祭祀。至今，当村里有蒙古族老者去
世、写包封时，人们还会把成吉思汗叫“汗”，当
作祖先写上……

让张远权没想到的是，今年向家村举行苏鲁
锭节时，吸引了许多山外的游客自发前往参与。

“我们就是要利用向家村的地理条件以及草
原游牧民族文化习俗，打造一个独特的乡村旅游
景点，助力乡村振兴。”张先顶说，向家村不仅有
蒙古族传统村落的特色历史人文、丰富的自然景
观资源，还有之前发展起来的产业基础。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村民生活并不富裕。”
谭孝云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期，鹿鸣乡党委、
政府依据向家村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鼓励大家发
展蚕桑产业，大家的生活才开始有了起色。

向家村先后发展起朝天椒、蜜本南瓜等产
业，如今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彭水县兴蒙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的带领下，又发展了柑橘种植、冷水鱼
养殖、中草药种植等众多产业，村民人均年收入
已超过1.3万元。

11月19日，向家村举行乡党委、政府负责
人，以及村支两委、村民代表参加的发展座谈会。

大家一致认为，要在巩固和发展现有产业的
基础上，以苏鲁锭节为载体，传承蒙古族传统文
化、风俗和礼仪，开展民族艺术活动，恢复村口蒙
古式的跑马场、箭池，重建八角庙等蒙古族特色
建筑；充分利用好民族地区资源禀赋、发展条件、
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生态环保产
业、民族工艺品，推动旅游业提质增效，让大伙的
日子越过越红火。

近日，渝北空港经济公司组织50
余名党员干部职工走进西山坪教育矫
治所，通过参观戒治区、近距离观看仿
真毒品、现场聆听戒毒人员忏悔等方
式，持续深化纪法教育，推动清廉国企
建设走深走实，引导干部职工筑牢思
想防线。

“在毒品的危害下，自己一步步迷
失，曾经的梦想成为过眼云烟，请大家

一定要远离毒品。”在矫治所多功能
厅，一名矫治人员用自己变成“瘾君
子”的惨痛经历给干部职工上了震撼
的一课，警示着大家提高防毒意识，

“八小时外”提高警惕，慎交友、交益
友，真正做到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毒品换包装，‘奶茶’‘邮票’‘跳
跳糖’花花绿绿惹人爱，诱惑之下是
毒害，陌生烟酒多个心，来路不明不

轻信……”参观活动中，矫治所民警
围绕“什么是毒品、新型毒品的种类、
树立正确防毒意识”等，引导干部职
工全面了解毒品种类及毒品危害，提
高对毒品危害的认识，增强了防毒拒
毒安全防范意识。

一张张图片、一个个案例、一声声
忏悔触目惊心，使该公司干部职工更
加深刻理解毒品对个人、家庭以及社

会的严重危害。
“今天对于毒品的危害有了更直

观更深刻的认识，我还要向家人朋友
进行禁毒宣传。”“做事清廉守初心，做
人清醒不沾毒。”大家纷纷表示会从自
身做起，坚决拒绝毒品，加强自我防范
意识净化社交圈，始终做到守纪律讲
规矩。

此次活动是渝北空港经济公司持

续深化清廉国企建设系列活动中的一
项。今年以来，该公司围绕政治建设
有力、权力运行有序、队伍建设有为、
企业治理有效、清廉氛围有魂、案例打
造有方为重点内容，持续深化清廉国
企建设，开展了“清风润万家”家庭廉
洁文化倡议活动、组织干部职工参加
法院案件审理旁听、深化“以案四说”
廉政教育，建立完善内控管理制度50

多个，强化招商引资监管、严格合同履
行、加强合规体系建设，内部管理运行
更加规范有序，干部员工廉洁意识持
续增强，在公司内部形成“知廉、学廉、
尚廉”良好氛围。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清廉国企建
设要求，不断完善各项制度机制，积极
开展纪法教育、清廉文化教育，持之以
恒、久久为功，确保清廉国企建设取得
良好成果，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陈佳佳 郭昌盛

渝北空港经济公司 “零距离”接受法治教育 推动清廉国企建设走深走实

开展六大志愿服务

渝北73名劳模到社区报到领岗
为将劳模精神有效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中，渝北区总工会开展劳模工匠到社区报到
活动，发动区内各级劳模先进结合自身所
长，主动到就近社区或辖区企业报到领岗。

该活动由渝北区总工会牵头，劳模工匠
参与，工作单位支持，所属镇街工会协调落
实，各级工会互联互动，重点围绕基层所需、
职工所盼、技术所长，开展劳模主题服务、定
向服务、菜单服务、承诺服务、公益服务、网

络服务六大志愿服务，以劳动精神、劳模智
慧为基层工作献良策、出实招，为职工群众
办实事、解难题，提高服务基层职工群众工
作能力水平，实现“劳模工匠共参与、职工群
众得实惠、社区工作上水平”。

活动开展以来，渝北劳模先进冲锋上
阵、主动服务，形成劳模示范、基层吸纳、复
制推广连锁反应，劳模精神在基层快速辐射
正向循环。基层工会发挥阵地优势、群众优
势，以劳模精神为引领，融合工会服务职能，

广泛开展新业态劳动者关爱、就业指导、法
律援助、爱心托管、心理咨询、思想引领等工
会服务，让各行各业职工通过社区触角共享
工会普惠服务。自活动启动以来，全区共73
名劳模工匠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开展技
能培训、技术指导、结对共建、宣传讲座、健
康义诊、关心关爱、走访慰问等报到活动
100余场，职工群众18000余人直接受益。

邓洁 以上信息可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www.cbirc.gov.cn）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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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双网格化治理”激发基层治理新效能
如何破解“民生诉求解决难、矛盾

纠纷化解难、网络空间治理难”等痛点
难点？梁平区将社会治理辖区划分的
单元网格与互联网综合治理属地化网
格的资源、队伍深度融合，推进网上网
格与实体网格“双网格化治理”，从源
头上预防和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激发
基层治理新效能，不断提升基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建统领
基层网格治理

针对网信工作发现线下问题难、网
格工作应对线上问题难等短板，梁平区
以党建统领网格治理为抓手，对有条件

的社区探索把党支部、党小组设在网格
和楼宇上，通过“单建+联建”形式，组建
网格党组织，确保基本实现网格党组织
全覆盖。

精准重构实体网格，创新划设线上
网格。据梁平区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区实体网格在农村领域划分“镇
—村—村民小组”三级网格，在城市领
域划分“街道—社区—居民小组—物业
小区及楼宇”四级网格，并将区域内的
企业、门店、快递网点等单位纳入网格
管理。

线上网格按照“线下管什么，线上
管什么”的原则，该区细化网格 2329
个，线上网格群成员总数达13万人以

上，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融合，打通线上
线下信息壁垒。

清单构建
网格职责和责任体系

“齐抓齐管网格化治理‘一张网’是打
通网络综合治理‘最后一公里’的有效举
措。”梁平区委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该区积极推动网信部门“键对键”与
网格工作“面对面”有机衔接，破解网格

“管什么、怎么管”问题，实现基层治理由
“条块分治”向“协同共治”转变。

明确网格职责。梁平制定《梁平区
网格管理服务事项清单》《梁平区社区
专职网格员任务清单》，明确网格承担

政治引领、源头信息采集、矛盾前端化
解等职责任务，将“在网格微信群收集
社情民意、及时解答群众关切等工作”
纳入清单内容。

构建网格责任体系。以全区基础
网格为责任区域，按照事项全覆盖、问
题闭环原则调整优化网格设置，配齐配
强“1+3+N”网格力量，推动机关、企事
业单位在职人员和乡镇（街道）综合执
法人员下沉到网格。此外，梁平完善考
评激励机制，实行“月度考核+年度考
核”双考核机制，对板块干部、村社干
部、网格员工作进行督查考核，将优秀
网格员纳入社区后备人才库。数据显
示，今年以来，该区全网共收到网格员

提供社情民意600余条。

用好网信“交转办”机制
走好网上群众路线

近年来，梁平区立足“双网格化”改
革，聚焦“为谁干、怎么干”，通过网信交
转办机制推动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走深走实网上群众路线，做到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让“民声”落地有
声，有效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梁平区石安镇牌楼村村民饮用
水断供了，没办法生活，找哪个部门
能够解决？”2023年 1月，市民在网上
发出求助。群众诉求经网信“交转
办”转办后，石安镇立即向饮水困难

村组派出送水车辆，以最大力度保障
居民生活用水，第一时间解决了群众
用水问题，并与群众进行沟通解释，
获得群众的认可。网民在网上的“呼
声”就是群众的“心声”，网信交转办
机制让群众在网络反映的问题有人
理、有人管、有人办、有人督，形成融
合治理闭环机制，着力解决网民最关
心的民生诉求和急难愁盼。

不仅如此，网信“交转办”还实现了
群众反映的社情民意由“末端治”向“源
头治”转变，把矛盾纠纷问题化解在苗
头、源头，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
不出社区，难事不出镇街”。据了解，今
年以来，梁平区委网信办“交转办”民生
实事800余条，回复反馈率达100%，用
心用情搭建起网上“连心桥”。

王琳琳 陈湘壹

7月18日，鸟瞰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鹿鸣乡向家村。 记者 刘旖旎 摄/视觉重庆

▼向家村党支部书记张远
权（中）到有孩子考上大学的村
民家中家访。（资料图片）
通讯员 廖唯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