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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筑城匠心筑城 万象更新万象更新
——全面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见成效

作孚故里·美丽肖家

合川肖家镇 聚力打造巴渝“十皆”和美乡村样板
在重庆市合川区，肖家镇正以卢作孚先生的文化精神为引领，描绘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近年来，合川区肖家镇在合川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市住房城乡建委的悉心指导下，着眼全市美丽宜居示范乡

镇建设，通过深入挖掘卢作孚先生的文化精髓，以传承卢作孚精神为主线，以“十皆”乡村治理为载体，提质发展“一万五

千”特色产业，全力打造巴渝“十皆”和美乡村样板，努力将“作孚故里·美丽肖家”建设成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精品示范区。

挖掘卢作孚文化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步入合川区肖家镇，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整洁有序的街道、错落有致的绿化
景观以及焕然一新的公共设施，处处彰
显着现代乡村的韵味。

“如今咱们村子真是焕然一新，道
路既宽敞又平坦，环境干净整洁，住在
这里真是舒心惬意。”肖家镇新学村的
张阿姨说。

近年来，肖家镇坚持党建统领基层
智治，综合治理水平显著提升，人居环
境质量明显改善，“皆清洁、皆美丽、皆
有秩序、皆可居住、皆可游览”的卢作孚
乡村建设理念由愿景变成现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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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治理路径行稳致远，“三镇十皆”联袂
互动，为肖家镇建设川渝地区知名的

“崇文乐居、诗画田园”式生活小镇带来
新活力新动力。

在村容村貌整治方面，肖家镇坚持
因地制宜，做好生态绿化、景观绿化、立
体绿化，合理布局公共绿地，增加城乡
绿量。加强行道树、绿化带、公园广场、
景观节点的绿化管护，提升卢作孚广
场、川剧文化广场、法治文化公园、作孚
实践教育园的绿化配置。

“卢作孚先生所展现的勤劳、节俭、
正直、正义等精神品质，深深地影响着
肖家人民。”肖家镇相关负责人说，为了
更好地推动全镇镇域环境提升，肖家镇
深入挖掘卢作孚文化的深厚底蕴，结合
其精神内核打造了“相邻相亲·甜满初
心”党建品牌，重新命名规范了街道和
场所名称，如启蒙街、启航街、思卢街
等，并新建了作孚实践教育园、作孚学
堂，保护修缮了卢作孚祖屋等历史文化
地标。这些场所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
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丰富了居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更成为传承和弘扬卢作孚
精神的重要平台。

如今，肖家镇的滨河环境、道路状
况得到了显著改善，干净整洁的街道、
绿意盎然的景致、鲜花盛开的景象，俨
然成为了居民们休闲健身和饭后散步
的理想之地。

产业迭代升级
以产业优势实现农民增收

在肖家镇，农民增收是乡村振兴的
重要目标之一。又到一年柑橘飘香季，
眼下正值早熟柑橘集中上市。

走进肖家镇党代表卿山寨的果园
里，只见金黄色的柑橘挂满枝头，散发

着诱人的香甜气息。
“我家的柑橘树已经种了十几年

了，果实肉甜汁多，口感极佳。每年在
朋友圈里就能轻松卖完，基本都是回头
客，根本不需要拉到集市上去卖。”卿山
寨说，“今年预计能收成十几万斤，毛收
成大约50万元。”

在肖家镇，像卿山寨这样的农户还
有很多。多年来，肖家镇充分利用自身
农业资源优势，通过发展特色农业，积
极培育沃柑、不知火、明日枧、大雅、柑
平、爱媛38、砂糖柑等特色品种，累计
发展优质宽皮柑橘2200亩。

除了柑橘产业，肖家镇还致力于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创建，以粮油为主
导产业，同时以特色经果、生态畜禽、绿

色蔬菜为补充，围绕“一万五千”特色产
业布局（即万亩稻田、千亩稻渔、千亩李
子、千亩柑橘、千亩蔬菜、千头牛），推动
农业产业的迭代升级。通过优化产业结
构，肖家镇实现了种养循环及“稻+”综合
种养模式6000余亩，显著提高了土地利
用率和农业生产效益。

“现在，肖家镇的‘一万五千’特
色产业已初见成效，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新的动力。”肖家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一万五千”特色产业的带动
下，肖家镇的农业产业焕发出了新的
生机——稻田里，金黄的稻穗随风摇
曳，仿佛在诉说着丰收的喜悦；果园
里，金灿灿的柑橘挂满枝头，散发着
诱人的香气；养殖场里，生态畜禽在

欢快地奔跑，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肖家镇正以其独特的农业产业优
势，为实现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贡献着
坚实的力量。

农文旅融合
探索新兴产业经营模式

在肖家镇，农文旅融合的清新之
风，正轻拂过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为
其带来勃勃生机。

在卢作孚祖屋，游客们沉浸于卢作
孚先生的传奇故事中，深切感受到他那
炽热的家国情怀；而在“十皆院子”，基
层党组织引领开展的“十皆”积分制、党
员联户、十皆志愿服务队如春风化雨内

化群众日常，地道的农家美食与宁静的
田园风光交相辉映，井然有序的院落环
境和热情淳朴的群众氛围相得益彰，令
游客们称赞连连。此外，作孚实践教育
园、作孚广场及川剧文化广场等地，也
成为了游客们探寻肖家镇历史文化底
蕴、领略地方独特魅力的绝佳去处。

近年来，肖家镇凭借其丰富的历史文
化资源和旖旎的自然风光，致力于打造

“作孚故里·美丽肖家”这一文旅品牌。以
旅游化为引领，肖家镇积极探索新兴产业
经营模式，致力于发展多元化乡村产业，
不断延长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价值，全
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现在我们的家乡越来越美了，游
客也越来越多，我们的农产品也有了更
多的销售渠道，真是太好了！”肖家镇的
村民们满怀欣喜地说。今年，肖家镇更
是以卢作孚祖屋和“十皆院子”为核心，
进一步提升周边稻虾轮作、牧草种植、
肉牛养殖、水果种植、花卉培育等特色
产业的质量，全力打造一个集研学实
践、亲子体验、农耕采摘、康养生态于一
体的乡村旅游示范地。

据介绍，自2024年以来，以卢作孚
精神和“十皆”建设理念为内涵的“十皆
院子”，已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成为
肖家镇的一张亮丽名片。

从卢作孚祖屋到十皆院子，从产业
提质到农文旅融合，肖家镇在卢作孚精
神的滋养下，正用实际行动绘就着乡村
振兴的宏伟蓝图。

未来，肖家镇将深学笃行“千万工
程”经验，把稳巴渝“十皆”和美乡村建
设的根本遵循，扎实推进乡村振兴与农
文旅融合发展，将“作孚故里·美丽肖
家”建设成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精品示范
区，进一步推动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迈上新台阶，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多的
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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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宜居的肖家镇 村民在硕果累累的果园中，脸上洋溢丰收的喜悦

十皆院子·美丽乡村

青山如画 村落如诗

武隆区文复苗族土家族乡 守望传统村落 乡村振兴启新程
江畔九院田，临崖古苗寨。

走进位于武隆区文复苗族土家族

乡的铜锣村冉家湾，这片依山而建的

古村落，承载着百余年的文化记忆，木

构干栏式建筑与青瓦房交相辉映，诉

说着岁月的变迁与山川的永恒。这里

是少数民族聚居村寨，是乡愁的寄托

之地，更是文化的根脉所在。

近日，市住房城乡建委下达2024

年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铜锣村冉

家湾成功上榜，这座历史悠久的村落

正迎来保护与发展的新机遇。未来在

市、区住房城乡建委的大力支持和指

导下，铜锣村将通过传统村落保护与

发展并举、环境整治与生态修复同步、

乡村振兴与现代治理融合，走出了一

条守护历史与展望未来的乡村振兴之

路。让村落不再只是记忆，更焕发出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活力。

山水为魂
百年村落的历史回响
走进文复乡铜锣村冉家湾，仿佛步

入了一幅生动的山水画卷。这里的木
构干栏楼、青瓦房、老旧石板路，都在静
静诉说着历史的故事。这座村落承载
着苗族与土家族的文化基因，民间传
说、民族歌谣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
每一座古老的民居，每一块石雕，每一
条小道，似乎都镌刻着时间的印记。

然而，伴随着岁月的变迁，这座三
百年的传统村落也面临着无法回避的
挑战。老旧的房屋普遍存在屋顶漏水、
木柱腐蚀、墙体损坏等问题，原有的生
活设施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
保护修缮迫在眉睫。

为此，文复乡积极制定冉家湾传统
村落保护方案，以村民房屋屋面修缮，
厨房、厕所整治，生活污水治理，垃圾分
类治理，乡村晒坝，便民服务设施等建
设为抓手，借助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
目，对整个村落生态的全面提升。

在铜锣村冉家湾的修缮改造规划
中，如何平衡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现代化

发展是文复乡面临的核心话题。传统
文化作为乡村的灵魂，承载着几百年的
历史与精神。文复乡深知，只有在保护
的基础上发展，才能确保传统文化在新
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这条
道路上，文复乡秉持“保护为先、传承为
本”的理念，致力于通过科学的资源配
置和现代化技术手段来守护这一宝贵
遗产。

在这一过程中，历史遗产的保护不
仅仅是对物质建筑的修缮，更包括对民
族文化的延续与创新。文复乡通过与
文化专家和传承人合作，推动传统技
艺、节庆习俗和语言文字的传承，以确
保传统村落的活态传承。同时，村落的
文化景观与建筑风貌也得以修复和再
造，既保留了乡村的历史记忆，又与现
代生活方式相契合，展现出传统与现代
和谐交融的美丽景象。

颜值焕新
共建宜居美丽乡村

人居环境的改善是文复乡推进传
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重点之一。

近年来，在“千万工程”经验的指引
下，文复乡从村容村貌的提升到生态环
境的修复，逐步实现了一个传统村落的
华丽蜕变。

积极推动“三清一改”和“五清理一
规范”村庄清洁行动，持续推行“红灰
旗”评比等机制，激励村民参与村庄清
洁工作。村内垃圾清扫、保洁和转运工
作覆盖全域，半年内共清运垃圾
162.06吨。加速推进高隆村的环境整
治项目，全面提升了该村的居住环境，
推动该村垃圾示范村建设。这一系列
措施为村民提供了更加整洁的生活环
境，也让村民对环境保护的责任感愈加
增强。

文复乡还通过严格的河长制、林长
制和生态修复项目，积极推动生态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2023年，文复乡实施
渝东南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修复项
目，覆盖4707亩的土地，有效修复了区
域生态。每月进行的饮用水源保护巡
查，以及村民自发参与的环境保护活
动，使得冉家湾的绿水青山更加宜人。
村民们自觉加入其中，张大爷说：“现在
水清了，树绿了，大家的生活质量提升
了，幸福感也更强了。”

院落环境的改善也是文复乡的重
点工作之一。通过专项资金支持，文复
乡完成了23个三格式化粪池和20座
厕屋的建设，有效提升了村民的居住条
件。此外，西山村和楼子垭小院的“巴
渝和美乡村”建设项目也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进一步提升了村庄整体面貌。李
阿姨感叹道：“厕所更方便了，院子也更
加整洁了，整个村子看起来更美了。”

为了进一步提升村镇整体风貌，文
复乡还加速推进2024年场镇风貌改造
提升项目。通过这一系列持续的环境
改善，冉家湾不仅展现出全新的面貌，
也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产业为基
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每到盛夏时节，文复乡成片的柿子

树梢就会挂满一个个金灿灿的“灯笼”，
这些“灯笼”是文复乡村民眼中的“金果
果”，更是全村的“致富宝”。

近年来，文复乡以甜柿产业为核
心，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开展品种选育与
技术指导，成功引进阳丰、次郎、富有等
五大优良甜柿品种，建立了200余亩的
苗木繁殖基地。通过“基地+合作社+
农户+科研院所”的模式，带动全乡
1082户、2756人种植甜柿2000余亩，
年产量达到30万斤，产值超90万元。
甜柿产业不仅提升了农业产值，也为村
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为了确保产品的高品质，文复乡还
实施了“三病一虫”的防治方案，定期进
行田间技术指导，并推进“文复甜柿”品

牌建设。通过甜柿加工厂的建设和柿
酒深加工机组的引进，产品的附加值大
幅提升。通过电商平台及线下销售渠
道，甜柿产品成功打入重庆、四川、贵州
等市场，实现综合销售额120万元，进
一步带动了农户的增收，户均增收
1000元。

除了甜柿产业，文复乡还充分挖掘
传统村落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文复乡
改造了原废弃的烤烟房，建设了具有三

星级标准的特色民宿，并设立民族文化
研习所。这个项目不仅形成了精品民
宿集群，吸引了游客前来，也通过保护
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进一步促进了乡
村的经济发展。该民宿为当地带来了
集体经济收入的增长，并为村民提供了
更多的就业机会，推动了文化旅游的发
展。

冉家湾的“望江台”观景平台是另
一个亮点，平台位于海拔900米的“白
杨 ”，游客可在这里远眺芙蓉江和乌
江画廊等美丽景色。这一自然景观的
资源被巧妙地与旅游业结合，成为乡村
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了大量游客
的光临，也带动了周边的经济活力，为
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保护传统村落，不仅是为了守住
文化记忆，更是为了让这些文化在新时
代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推动乡村振兴
的核心力量。”文复乡相关负责人表示。

每一处修复和每一步改造，既是对历
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高质量的承诺。未
来，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的推进下，
铜锣村冉家湾这座古老的村落不仅将保
留其独特的历史风貌，还将通过活化利
用，注入现代化的元素，激活产业发展，为
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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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家湾冉家湾““天星古寨天星古寨””在在20192019年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年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是渝东南是渝东南
有名的民族村寨摄影基地有名的民族村寨摄影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