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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巴渝村镇走进巴渝村镇 探寻诗意乡愁探寻诗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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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西北部，缙云山脚下，有
一个山清水秀、宛若桃源的静谧乡村——金凤镇九凤
村。

该村距离科学城中心仅10多分钟车程，拥有九凤
瑶池、黛湖彩林等旖旎风光，“瑶池仙凼绿如玉，看水何
必去九寨”的九凤美名越叫越响；另外，该村也不乏百
年梨园、摩崖观音、民间曲艺、藤编等人文底蕴和乡土
风情。

众所周知，立足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的

基本市情，大美乡村，在重庆并不少见。但在主城都市
区中心城区核心区域，坐拥这样一方乡土秘境，实属稀
缺。

如何用好九凤这个“稀缺资源”？近年来，金凤镇
一直在先行先试、努力破题。

强化乡村建设，铺设旅游公路，补齐能源、设施等
功能配套短板，持续改善农村面貌和人居环境；整合文
旅资源，打造“九凤十景”，建成九凤山生态旅游区3A
级景区，串联上邦和海兰云天2个4A级温泉景区；落
地“一村一品”发展思路，深耕以梨为代表的水果产业、
乡土文化，统筹推进农商文旅深度融合……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道路上，金凤镇蹄疾步稳。
去年，在市住房城乡建委、重庆高新区建设局的指

导和支持下，金凤镇高位谋划“凤栖梨瑶——巴蜀美丽
庭院示范片”项目，成功入选川渝两地住房城乡建设系
统携手共推的2023年“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项目，让
该镇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上的信心更强、底气更足、步伐更加坚定。

按照规划，该示范片项目将充分考虑地理、文化等
条件，将71户农房划分为5个主题院落，并通过挖掘
梳理各个院落不同的文化、民俗、故事、手艺传承等，分
门别类、一体推进高品质农房、高颜值院落、高价值村
落建设，努力打造川渝两地乡村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示
范窗口。

谋定而后动——
李家大院（金凤院），深挖清道光年间五槽舀纸厂

渊源，结合百年核桃古树、楹联等独特元素，在外墙装
饰、场景展呈、互动体验等方面重点突出造纸文化、核
桃、桃符、楹联文化；

熊家别院（青凤院），结合茶文化和当地飞来石的
典故，增设制茶流程景观小品，加入制茶品茶体验，打
造飞来石景观，引入文创产品；

宋家院子（彩凤院），以突出铸铁打铁文化为主，农
耕文明等老物件点缀小院内外，如今院落改造已基本
完工；

柯家岚垭（丹凤院），通过军用吉普车、活字印刷
术、石油桶等展呈，散发出浓浓的工业风，体现出厚重
的军旅文化、奉献精神；

百年梨园（雪凤院），突出梨文化、农耕文化，用好
古梨树群、梨花山等资源，设置梨树种植、梨产品加工、
梨文化品鉴等方面的体验项目，打造梨主题旅游的核

心承载区域。
如今，随着示范片项目建设将近尾声，71户农房

焕然一新，5个各具文化特色的庭院形象初显，一大批
景观节点、照明、停车场、人行步道等公共设施提档升
级，“九凤多院、一院一韵”的格局加快形成。

强调“共同缔造”，正是该示范项目快投快建的关
键一招。

金凤镇始终坚持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五
共”原则，通过入户走访、院坝会等多种形式，让广大村
民广泛参与到示范项目的决策、建设、管理全过程中
来，引导村民从“我来看”到“我要干”，从“旁观者”到

“参与者”转变。
李家大院不少村民为了早日住上新房，自带工具、

无偿出工，帮忙搬石块、砌护墙；柯家岚垭的石家兄弟
自掏腰包20多万元，将农房改造成农家乐，吃上了旅
游饭；宋家院子的赵代云则选择将刚改好的闲置房屋
租了出去，每年增收2万多元。

空置多年的农房实现了价值重塑，沉寂已久的村
庄充满了生机活力。以城带乡、以乡兴城，相得益彰、
美美与共，金凤镇正在奋力绘制一幅新时代“富春山居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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