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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双城

““小庭院小庭院””扮靓扮靓““大乡村大乡村””

重庆加快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建设，打造川渝
高品质生活新样板——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廖雪梅

“五一”期间，潼南区梓潼街道李台
村村民邓家干忙嗨了。他家新开的农家
乐“稻香人家”，每天要接待上百位客人，
最高的一天收入2.6万元。

“稻香人家”今年3月完工，青瓦、白
墙的巴渝风建筑在田间地头格外显眼。

“我们基本没做什么宣传，就有很多人慕
名而来，不少还是老顾客推荐来的。”邓
家干说。

难以想象的是，一年之前的“稻香人
家”还是破旧房屋，几乎没人居住，院坝
坑洼不平，房子漏风又漏雨。

闲置院落为何变身气质小院？这得
益于该村实施的旭日东升——巴蜀美丽
庭院示范片项目（简称“旭日东升项目”）
建设。

2022年，为推动川渝两地建设“高
品质生活宜居地”，重庆市和四川省决定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开展“巴蜀美丽
庭院示范片”建设，打造川渝乡村高品质
生活宜居地示范窗口。

一场提升村民生活品质、影响他们
思维理念的深刻变革，在巴渝大地火热
展开。

5月24日，梁平屏锦镇万年社区，改造后的“千石坝·万年稻里”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区的
青瓦白墙民居，在绿色田野衬托下美不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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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院落巧“梳妆”，“颜
值”“气质”直线上升

李台村党支部书记陈福圣至今记忆
犹新：去年初，该村打算启动巴蜀美丽庭
院示范片项目建设，主要针对村公路两
旁的80栋房屋实施整治“手术”，其中一
半是闲置院落。在先期征求大家意见之
时，当村民听说参与项目建设必须自己
出一部分资金时，立马“炸了锅”：

“政府出大头帮我们改造房屋？还
有这种好事？”

“房子都没人住了，为啥子还要出钱
翻新？”

“出了钱看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啷
个办？”

……
针对各方质疑，李台村先后召开十

几次院坝会做宣传、说服工作，村民们仍
然“不感冒”。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采取政府引

导、群众主体、设计参与方式，分三种类
型建设。其中，安居型实施内容包括按
需修缮屋顶、改造厕所、整治庭院等，农
户需出资15%；宜居型实施内容是在安
居型的基础上，按需平整地面、整修厨房
等，农户需出资25%；乐居型实施内容是
在安居型、宜居型基础上，按需整修提升
堂屋、卧室等，农户需出资35%。”陈福圣
介绍。

示范片建设陷入僵局，怎么办？
李台村村干部想到了“打版”。
“既然村民对巴蜀美丽庭院建设有

疑问，不如先修栋房子，显示效果给大家
看。再对有参与打算的居民进行重点支
持，让他们带动更多群众投身房屋整
治。”陈福圣这样打算。

经过摸底调查，村干部把工作的突
破口放在邓家院子上，这里共涉及农户
9户，其中邓家干三兄弟成为重点示范
对象。“之所以选择邓家三兄弟，是因为
他们都在外工作。邓家干马上就要退
休，有经济实力，也有返乡置业养老需
求。”陈福圣说。

参与“稻香人家”建设的重庆交通大
学艺术设计学院老师林江透露，设计人
员在与邓家兄弟就房屋设计进行沟通
时，对其诉求给予充分尊重。但当村民
提出不愿拆掉院坝前的违章建筑时，设
计师却没有让步。“我们反复做他们思想
工作，提出将原来的烂棚棚改造成‘微菜
园’的方案，得到了居民认可。”

“稻香人家”“梳妆”后，“颜值”“气
质”直线上升。房屋的非承重墙被打掉，
视线变得更开敞；木结构、条石、灰泥墙
等建筑特色被保留下来，修缮得更牢固；
石槽、陶罐、卵石也没有丢弃，成为景观
装饰的一部分。设计师还用白色天幕做
了凉棚，打造了围炉煮茶的场所。

看到邓家院子变得光彩照人，村民
的不信任情绪和观望态度逐渐消退。村
里再通过有威望的老人和亲戚给村民做
工作，房屋改造顺利推进。“旭日东升”项
目前不久通过竣工验收，李台村村民对
巴蜀美丽庭院建设满意度达到98%。

像潼南区李台村一样，梁平区屏锦
镇万年社区在推进千石坝·万年稻里示范
片建设中也遭遇不少“拦路虎”，村民和设
计师之间的观念冲突就是其中之一。

“在不少村民心中，院子只有修得亮
晃晃的才够气派。他们提出了将外墙刷
上艳丽的油漆、拆除彩钢瓦后抬高屋顶
等要求。考虑到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以
及房屋建设安全性等因素，需要我们用
事实引导、说服他们。”参与万年稻里示
范片建设的重庆乡投建设公司负责人刘
洋表示。

为此，万年社区在收集村民意见后，
打造了两个面积超过400平方米的样板
房，大到屋顶、外立面，小到栏杆、木槽，
都根据村民意见进行微调，再在村中推
广。此外，该示范片建设还坚持“一户一
策”原则，打造一院一景、一院一韵。

看到周边农房变得漂亮，一些打算
到街上买房的村民也改变了主意，主动
找到村干部要求整治房屋。万年稻里示
范片原打算整治房屋51栋，实际修缮房
屋54栋。

提倡共建共管共治，“庭
院小美”助推“乡村大美”

“没想到修个巴蜀美丽庭院，还能在
自家房子施工中打工，在赚钱的同时把
自家环境也打造出来了。”近日，万年社
区居民谢贵应指着刚建成的新家开心地
告诉记者。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主要选择人口集聚
程度较高、自然文化资源丰富、地理区位
优势突出和发展前景广阔的村落组团，
打造具有地域特点、民族特色、时代特
征，且充满烟火气息、乡愁记忆的高品质
农房、高颜值院落、高价值村落。

为增强村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人翁
意识，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建设坚持党
建引领，深入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
共同缔造活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实现
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

记者了解到，巴蜀美丽庭院示范
片建设鼓励村民以投智、投劳、投物、
投资等方式参与。有经济实力的村民
可以出资，没钱的村民也可以从事搬
运建材、抹灰等工作拿工资。为留住
乡愁，示范片建设鼓励对古树、古井、
古路等自然文化景观进行保护，提倡
就地取材。大到条石、废旧木料，小到
村民家中的瓦片、铁锅，都能折算成钱
抵扣建设成本。

比如，千石坝·万年稻里示范片就有
六成以上建材使用原生材料，村民参与
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建设按照150元/
天标准拿工资。

大渡口区跳磴镇金鳌村在金鳌田
园——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建设中，发
动群众以投劳、投物、投资等形式参与施
工，累计折合出资近270万元。

事实上，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建设
提倡的共同缔造理念，不仅体现在村民
投资、投劳、投物上，他们由内到外的精
气神变化，带动村落共管、共治水平提
升，使得一个个家庭“小美”凝聚成乡村

“大美”。
万年社区书记肖志艳说，以前许多

村民习惯在杂乱的院子里生活，不愿收
拾房屋。如今家里变得漂亮了，大家打
理院坝的积极性高涨，一些村民还把自
己的家风、家训贴在墙上。村里打算出
台新的村规民约，进一步引导村民破除
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凝聚和美乡村
建设合力。

金鳌村村委会副主任鲜开源介绍，
该村在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建设中，发
动村民清理房前屋后杂物堆240余处，
清理田间地头废弃物210余处，新栽种
各种果树及观景树木近千棵；同步新建
金鳌村便民服务中心、2条登山步道、3
处生态停车场、1处休憩小广场等基础
设施；还引入城市小区物业管理方式，对
村里农家乐、民宿按每月2元/平方米的
标准收费请人打理，营造整洁、有序的人
居环境。去年10月，金鳌田园——巴蜀
美丽庭院示范片建设入选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乡村特色风貌（含传统村落）保护
十大典型案例。

“小庭院”撬动“大产业”，
村落增“颜”又增“值”

农家庭院面积虽小，发展经济的潜
力却不容小觑。我市通过巴蜀美丽庭院
示范片建设，链接、激活本土文化、乡村旅
游等资源，推动试点村落价值显著提升。

以金鳌村为例，该村位于跳磴镇金
鳌山制高点，与云篆山隔江相望，站在山
上可眺望中坝岛。田园、青山、碧水、古
寺（金鳌寺）交相辉映的自然风光，吸引
许多市民前来“打卡”。

然而，过去这个村庄靠种菜、种花
椒、种果树为生，村集体收入仅有两三万
元。

“金鳌村不缺人气，缺的是‘流量’变
‘留量’的方式。”鲜开源认为。以前，村
里没有餐馆、民宿留不住人，许多游客
到山上逛一圈后就打道回府，导致送到
嘴边的“肥肉”白白飞走了。这种尴尬
在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建设启动后得到
改变。

2022年7月，金鳌村党支部书记刘
欢在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建设中带头
改造自家房屋，当年10月全村第一家
民宿——鼎元居开业，短短半年就收入
30多万元。

看见新修院落有“钱景”，其他村民
纷纷跟进，全村共改造房屋108座。如
今，该村已开办20多家农家乐和民宿。
一些闲置小院也被租了出去，单个院落

每年收租近4万元。
“虽然金鳌村餐饮、民宿很火，但它

们带来的收入在村集体收益中的占比不
到30%。”鲜开源介绍，该村围绕“吃、住、
游、购、娱”发力，推动非遗、研学、旅游融
合发展，不仅引入“云上田园”亲子乐园，
还打造非遗展示小院、农耕研学乡村基
地等，吸引乡贤、村民50余人回乡投资、
创业，初步形成了春赏百花、夏摘鲜果、
秋观丰收、冬品农菜的旅游格局。去年，
该村村集体收益达到200万元。

不仅如此，金鳌田园——巴蜀美丽
庭院示范片建设通过串点、连线、成片方
式，带动金鳌村周边石盘、沙沱等村落环
境提升，邻近村庄数百户居民主动翻新
了房屋。今年春节期间，金鳌片区接待
游客15万人次，同比增长372%；实现旅
游收入近400万元，增长900%。4月，
金鳌田园综合体还被评为国家4A级旅
游景区。

以“小庭院”撬动“大产业”，其他试
点区县也展开积极探索。

潼南区李台村围绕“滨湖康养、共享
田园、松林民宿”三大板块，引入社会资
本盘活闲置资源，形成共享农场、农产
品加工、露营、野炊火锅、探险、山水田
舍、松林民宿等业态，使得农房变客房、
田园变乐园、资源变资产，乡村增“颜”又
增“值”。

梁平区屏锦镇万年社区围绕生态养
殖基地做文章，修建生态鱼体验馆，打造
垂钓基地，发展生态鱼养殖、稻菜轮作种
植、家庭花卉培育等产业，提高庭院经济
效益。

按照计划，“十四五”时期川渝两地
将建成100个省市级“巴蜀美丽庭院示
范片”。目前，重庆市已打造两批、共29
个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

“美丽庭院不仅是美丽乡村建设的
最小单元，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活
力细胞。”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教
授周露认为，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建设
集中力量为川渝地区乡村办成一批可
感可及的实事，不仅改善了当地基础设
施、人居环境，增强了村民区域自豪感，
还通过产业发展吸引大批新农人投身
乡村建设，有利于缩小川渝两地城乡发
展差距，助推重庆往西、成都往东地区
融合发展。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以高品质农
房、高颜值院落、高价值村落为切入口，
鼓励群众以改造后的农房入股，与村集
体经济组织合作，发展特色民宿、田园
餐厅、乡村采摘等新业态，实现与地方
文化、特色资源等融合，让“美丽经济”
持续绽放。

5 月 22
日，大渡口区
金鳌村，村民
正在“金鳌田
园”非遗小院
扎染工坊里对
扎染布匹进行
质量检查。

5月22日，潼南区巴蜀美丽庭院“旭日东升”示范片区，“佑福里”民宿鸟语花香、
干净整洁。

5 月 22
日，大渡口区
金鳌村“金鳌
田园”巴蜀美
丽庭院示范区
一农家庭院里
花团锦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