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川德隆镇 银杏村落存古韵 文旅融合展新风

一场雨落下，几缕
凉风吹过，几片银杏叶
悄悄变换了颜色，几颗
银杏果从树上掉落，一
不留神，便已身在南川
区德隆镇银杏村中。

春的崭新，年味浓
郁；夏的勃发，绿意丛
生；秋的喜悦，满村金
黄；冬的诗意，岁月如
歌；在银杏村里每一个
季节都涌动着别样的
生机与活力。

2023 年，在市、区
住房城乡建委的支持、
指导下，南川区德隆镇
银杏村杨家沟成功纳
入 2023 年传统村落保
护发展项目。并以此
为契机，秉持着“共同
缔造”的理念，德隆镇
以人民为中心，让一座
座古民居原地焕新，激
活了村庄的历史文脉、
延续了古村的自然生
命、守护了村民的乡土
情怀。

保护传统村落
把乡愁留在身边

自重庆市区一路向南，穿越城市的
繁华与喧嚣，沿着“大金佛山178环山趣
驾”向前，银杏林掩映下，一座座传统院
落背山面田，三两成院，村民闲庭信步，
怡然自得。

德隆镇银杏村位于金佛山深处，平
均海拔达1200米，独特的自然地理优
势，让这里上千余株野生古银杏茁壮成
长，该村也被誉为“银杏古村落”。

每年的秋冬时节，银杏村田间地头、
农家小院旁的银杏叶由绿变黄，将村落
染成了一片金黄，也是这个古朴村落一
年中最美的时节，成为市民群众旅游打
卡的好去处。

“我们这里历史悠久，房屋以特色穿
斗民居为主，石砌堡坎、竹编泥墙、小青
瓦坡屋顶，承载着村民们浓浓的乡愁。”
银杏村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岁月的变迁，银杏树下的房屋
或多或少出现了老旧破损、功能不齐、
安全隐患等问题，保护修缮迫在眉睫。

2023 年，市、区住房城乡建委相
关负责人多次到银杏村调研，对传统
村落保护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精心指
导。

对银杏村的保护修缮主要以“古村
落，趣观光，乐文化”为目标，将建设“古
树茶产业区、古村落民居区、古银杏观光
区”农旅融合发展的典型示范区，建成

“春季采茶悦心、夏季避暑爽心、秋冬观
杏暖心”的“三心”之地。

在传统建筑整治方面，根据银杏村

居民实际需求，按照安居型、宜居型、乐
居型三种不同类型，由居民按一定比例
出资，政府补贴一部分的形式，邀请设
计单位一房一案、一户一策编制设计方
案，与居民群众齐心共建，把改造保护
实实在在落在居民群众心坎上。

与此同时，银杏村还结合自身特色，
坚持因地制宜改造提升村容村貌，提档
升级道路白改黑，建成古树保护平台、休
闲观景平台等，并结合旅游需求，配套建
设入户道路、污水管网、院坝、花园、休闲
设施、停车场、文化宣传等基础设施，进
一步提升美化村容村貌，让“诗与远方”
触手可及。

齐心建设新家园
把幸福织进生活

隆冬时节，走进德隆镇银杏村，各家
各户的保护修缮改造正在进行，村民们
与施工单位一起工作一起建设，他们既
是改造建设的参与者，也是项目建设的

监督员。
该村党支部书记张方礼便是其中之

一。“现在保护修缮我们的老房子，大家
参与积极性可高了，每家每户都积极投
资投劳，一起建设我们的新家园。”张方
礼表示。

事实上，作为当地村民，大家对农房
的改造想法由来已久，但为了保留住老
祖宗留下的文化和记忆，群众在当地政
府引导下放弃了大拆大建，把自家老院
子保护下来，成为银杏村发展的核心资
源。

德隆镇银杏村杨家沟纳入市级传
统村落名录，将进行保护修缮。“一听
到这个消息，村民们都很激动，好多
人早早地便来打听是怎么规划，怎么
进行修缮的。”德隆镇相关负责人说
道。

为此，在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建
设过程中，德隆镇把工作前置，在设计规
划之初，全面植入“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
共同缔造”理念，邀请设计团队通过入户

走访、院坝会、专题座谈等形式，认真听
取居民在保护发展过程中的意见和建
议，充分了解居民实际需求，改到居民心
坎上，让“幸福”成为当地居民最自信的
名片。

目前，在政府与村民群众的齐心
共建下，德隆镇银杏村杨家沟传统村
落保护发展项目建设进度已经过半，
一个崭新的银杏村即将与市民群众见
面。

文旅融合推进
古村落彰显新风

气候凉爽、景色宜人、空气清新，是来
到银杏村的市民游客最大的感触。

随着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建设进度
的不断推进，进一步挖掘地方特色，对传统
村落“活化利用”便是德隆镇接下来的工作
重点之一。

“银杏村自然本底优势突出，每到观赏
银杏的时节，有不下3万人次的市民游客
前来观光打卡。”德隆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修花园、平坝子、通道路，村内7家民
宿周边环境全都进行了美化，游客体验感
直线上升。”张方礼介绍，现在村内环境美
了、旅游旺了，外出务工人员都开始回乡创
业了。

民宿从3家增长至7家，常住人口从
600余人增加到近千人，银杏村优渥的旅
游发展潜力正得到释放。

“尤其是今年夏天，整个德隆镇，露
营、纳凉、避暑的人群络绎不绝，我们客
栈天天满房，旅游经营收入超过10万
元。”说起村里旅游业兴起，淡季外出务
工、旺季回乡经营民宿的张远平脸上满
是笑容。

此外，德隆镇依据项目支撑还实施了
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和综合服务中心
建设项目，美化景观，提升游客接待水平和
能力；引进金山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成

“1家龙头企业+10个专业合作社”的古树
茶生产销售体系，年产值超过8000万元。
产业兴、旅游旺、乡村美，正成为德隆镇发
展的鲜明底色。

“等着老房子修缮完工，未来我们家
将打造成为特色民宿，吃上旅游饭，走进
新生活。”村民张远平对未来发展充满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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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沟银杏村传统村落 摄/唐安冰

杨家沟银杏村金黄银杏吸引大量游客 摄/夏于洪

以人为本 文旅赋能

江津 千年古镇焕新生 魅力中山入画来
青砖黑瓦、水烟袅袅，古街古巷蜿蜒于笋

溪河畔，隆冬时节，步入四面山景区，薄在雾笼
罩下的青山绿水间，中山镇这座有着近千年历
史的古镇正像一幅水墨画缓缓铺陈开来。

近年来，在市住房城乡建委指导支持下，

江津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中山镇以美
丽宜居示范乡镇项目建设为契机，聚力提升场
镇品质，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全力打造全市独
具特色旅游名镇，在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建设
中交出一份独具中山特色的高分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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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美丽宜居示范镇
场镇面貌向美而行

中山镇位于江津区南部，地处渝
川黔生态旅游金三角，该镇历史文化
底蕴深厚，先后获评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国家园林城镇、中国最美小镇、中
国最具特色名镇、全国十佳美丽宜居
小镇、首批国民休闲旅游胜地、中国
十佳全域旅游示范镇等。

近年来，作为全市美丽宜居示范
乡镇之一，中山镇在市、区住房城乡
建委的支持、指导下，中山镇利用美
丽宜居示范乡镇项目建设契机，持续
在场镇品质上做文章，进一步完善场
镇功能，提升镇域环境，刷新全镇颜
值风貌。

“现在住在镇上可方便了，出门
就有停车场，休闲也有了新去处，特
别是新建成的农贸市场，规范又整
洁。”家住中山镇的新街居民丁阳明
发出由衷感叹。

以前的中山场镇道路狭窄，人车
混行，沿街设市，赶集时道路经常拥
堵，且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现在当然
好多了，路也宽敞了，停车场也有了，
出门便捷多了。”丁阳明表示。

近年来，中山镇紧扣美丽宜居示
范乡镇建设“一深化三提升”（深化环
境综合整治、提升场镇功能、提升场
镇品质、提升管理水平）建设主题，解
群众所急，应群众所盼，经多方努力
在场镇核心最繁华地段，建成了中山
镇农贸市场和停车场项目。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中山镇还
围绕市民群众反馈的场镇缺乏集中
成片休闲广场，群众休闲健身没有去
处等实际问题，高标准打造了互动休
闲广场、爱情空中花园等活动场地，
进一步满足了居民们休闲文化需求。

目前工程完工后，可新增停车场
车位43个，新建公路1条，化解了场

镇中部群众停车难题。新建公路顺
接周边现有公路形成交通环线，结合
引导沿街摆摊商贩、农户进入新建农
贸市场经营后，可以显著缓解周边交
通拥堵。休闲广场可满足群众休闲
健身需要。

“接下来，我们将紧紧抓住重庆
市美丽宜居示范镇2022年至2025年
4年建设窗口期，紧盯自身区位特点
赋予的城乡融合发展纽带、川渝毗邻
地区窗口、城镇环境提升样板三大定
位，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满
意度，补齐场镇建设短板，全力打造
宜居宜业宜游美丽新中山。”中山镇
相关负责人表示。

传承商德文化
“千米长宴”升级归来

行走在中山古镇，这里仍保留着

老茶馆、老酒馆、老药房、老槽房、剃
头铺、打铁铺、针绣坊等传统作坊，

“九龄堂”“官钱铺”“古镇人家”“长指
甲”等百年老店传承至今。

古镇的“禁卖发水米碑”“吴蜀均
沾碑”“木帮公罚”等建筑风格、题刻
遗迹、淳朴民风无不体现着古镇“与
人方便、诚信经营、利益均沾”的商德
文化。

特别是古镇最具特色的“骑廊
式”建筑风格的过街楼，能收到“晴不
漏光、雨不湿鞋”的效果，展现一切以
顾客至上的选择，让光临古镇的顾客
免受风吹雨淋，泰然购物，商家与顾
客和谐共处。“吴蜀均沾”石刻，四个
大字，既展现了中山人“有钱大家赚，
有利共同沾”的经营之道，也成就了
中山古镇曾经的繁荣。

源远流长的商德文化是中山镇
特有的代名词。如今，每一个来到

中山古镇的游客，依旧能感受到这
里质朴的民风、诚实守信的商德文
化。

近日，从中山镇传来好消息，第
十九届中山古镇“千米长宴”民俗文
化节即将在二月初升级归来，各大特
色系列活动轮番上演，将为古镇注入
新活力。

古镇传统民俗“千米长宴”最早
源于宋朝，是古镇居民为款待在节日
不能回家的古镇的商贩、游人、挑夫、
力汉而设。经过连续十多届的举办，

“千米长宴”已经成为中山文旅的标
志性品牌，活动质量和品牌营销不断
走向成熟，影响力不断扩大。

“今年的千里长宴将开展传统过
年祭祀、传统文化体验、民俗文化展
演等特色活动，我们将秉承发扬商德
文化笑迎四方宾客，欢迎市民群众假
期来中山赏美景，过新年。”中山镇相

关负责人向广大市民群众发出诚挚
邀请。

盘活旅游资源
激发文旅发展新动能

谈及中山镇，就不得不提起那感
人至深的爱情故事“爱情天梯”。

在江津区中山镇常乐村，海拔
1500米的高度上6208级的天梯依次
排列，每一级阶梯都是刘国江老人对
徐朝清老人的爱意体现。虽然两位
老人都已作古，但蜿蜒而上的阶梯仍
然是情侣们热衷的打卡胜地。

作为大四面山旅游圈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中山镇历史悠久、人文厚
重、山清水秀，拥有众多的旅游资
源。辖区内三大景区各具特色，分别
是：建镇历史872年，西南地区规模
最大、保存最完好、最具有民族特色
的民居建筑群——中山古镇；享誉全
国的“十大经典爱情故事”、重庆新地
标——爱情天梯；历史悠久、规模宏
大的中国第四大少林禅宗寺院——
四面山少林寺。

以文赋旅 以旅彰文。近年来，
中山镇始终坚持文化铸魂，大力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升
中山文化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正沿着
打造全市独具特色旅游名镇发展道
路砥砺前行。

一方面，中山镇高标准抓好旅游
发展项目，推动古镇老街旅游业涅槃
重生，持续完善风貌景观等基础设施
建设，完善建设爱情天梯，四面山少
林寺等文旅项目。

另一方面，深入挖掘文化底蕴，
继续做好围棋赛、汉服秀、“七夕·东
方爱情节”“千米长宴”等中山特色文
化活动，推动“千米长宴”申报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此外，中山镇还在拓展文旅融合

新业态。积极推进历史建筑与旅游
深度融合，对现有的古庄园和传统村
落资源进行有规划地保护和利用，基
于白鹤林庄园民宿的优秀经验，不断
探索对龙塘庄园、荣庐庄园等36处古
庄园的保护性开发道路。以保留传
统风貌为前提，提档升级当地特色民
宿，并积极鼓励在住宿公共空间内提
供文化表演、技艺展示，不断刷新游
客“求新、求知、求奇、求乐”的感观感
受。

“接下来，我们还将在完善‘古镇
老街—爱情天梯—十里峡谷—四面
山水口寺’旅游大环线的基础上，精
心谋划、开辟新的精品旅游路线，将
全镇各景点、优质农家乐、古庄园和
传统村落串联起来，打造‘抱团式’文
化旅游圈，打通旅游景区景点‘最后
一公里’，激活文旅发展的新动能”中
山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王静 刘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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