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柱县位于重庆东部，是土家族的主
要聚居地之一。

这里风情独具——首批国家级非遗土
家啰儿调发源于此，经典民歌《太阳出来喜
洋洋》孕育于此。

这里文化多彩——土家文化、民俗风
情和传统技艺代代传承，传统村落承载着
土家族繁衍生息的历史厚度，也镌刻着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深印记。

近年来，石柱县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深入探索，为全面掌握

全县传统村落现状，石柱县组织住房城乡
建设、文化旅游、规划自然资源等部门成立
工作专班，逐村开展传统村落及民族特色
村寨普查工作。这项“地毯式”行动不仅摸
清了村落分布、资源禀赋等情况，还推动建
立了传统村落信息数据库，为后续保护与
发展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截至目前，石
柱全县已有19个国家级传统村落、8个市
级传统村落，数量位居全市第三。

在推动资源转化的过程中，石柱县注
重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每一座古老村寨

的背后，都是一段鲜活的历史：从新城村的
土家吊脚楼群到黄水镇的传统手工艺作
坊，这些文化遗存不仅是石柱的精神标识，
更是文旅融合的潜力点。为此，石柱县对
照国家和市级传统村落名录申报要求，深
度挖掘村落特色，将符合条件的村落纳入
保护名录，借助这些努力，传统村落逐渐从

“文化遗产”走向“文旅名片”。
然而，资源的价值不仅在于保护，更在

于融入现代生活。石柱县通过多形式宣传
引导，广泛调动村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

引导村民逐渐成为古村落保护的中坚力
量，不仅避免了人为破坏，还自觉传承手工
艺、复兴乡村文化。

“石柱的传统村落是一部活的文化史
书。”石柱县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通过挖掘这些村
落背后的文化密码，石柱
县正赋予它们新的生命
力，让散落在山水间的
文化珍珠愈发璀璨，绽
放时代光芒。

石柱石柱，，山川交织山川交织，，云海流转云海流转，，古老村落如珍珠般洒落于青山绿水之间古老村落如珍珠般洒落于青山绿水之间。。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这些村落的传统生态和文化特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些村落的传统生态和文化特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护历史文脉如何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护历史文脉，，让传统村落焕发让传统村落焕发

新的生机新的生机，，成为石柱县急需解答的时代课题成为石柱县急需解答的时代课题。。

近年来近年来，，石柱县在市住房城乡建委的支持石柱县在市住房城乡建委的支持、、指导下指导下，，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因势利导，，积极探索并实施传统村落的系统保护与创新发展积极探索并实施传统村落的系统保护与创新发展，，认真做好认真做好

““挖掘挖掘、、策划策划、、保护保护、、融合融合””四篇文章四篇文章，，推动传统村落由推动传统村落由““静态保护静态保护””向向““动态利用动态利用””转型升级转型升级，，赋予这些沉睡的古老村寨新的生命力赋予这些沉睡的古老村寨新的生命力，，让乡愁得以让乡愁得以

被记住被记住，，让历史与文化在新时代的浪潮下重新焕发光彩让历史与文化在新时代的浪潮下重新焕发光彩，，生生不息生生不息。。

深度策划
促进专业智慧转化为美丽蓝图

走进石柱县王家乡光华村，四周群山
环抱，绿意葱茏间，一座始建于1848年的
土家传统院落静静矗立，这便是罗田大院。

去年，石柱县启动王家乡光华村传统
村落保护发展项目建设，通过对包括罗田
大院、古戏楼、古碉楼在内的传统房屋进行
修缮，完善周边配套，改善了王家乡光华村
村民生产生活条件，村民宜居水平明显提
升。

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能一刀切，而需要
结合每个村落的独特特点，因地制宜制定

保护策略。近年来，石柱县在保护过程中，
注重分类施策，力求实现精细化规划。

为了让每一片乡土都能展现其独特魅
力，石柱县多次邀请重庆大学建筑学院、西
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专家学者实地调
研，从古建筑修复到整体规划，从文化挖掘
到功能设计，各领域的建议如涓涓细流，浇
灌着保护工作的每一个细节。这样的跨界
合作，不仅为传统村落保护提供了学术支
撑，也赋予了石柱县传统村落保护以更宏
大的视野和深远的意义。

同时，石柱县注重规划的科学性与可
操作性，坚守“保护”与“发展”的平衡之
道。无论是金铃乡银杏村的原始生态，还
是沙子镇鱼泉村的古朴院落，每一份保护
规划都融入了对村民需求的尊重和对村落
特色的挖掘。截至目前，石柱县已编制完
成17个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真正做到
了一村一策，各具风韵。

更为重要的是，石柱县始终坚持第一
线工作原则。特邀北京建筑大学丁奇教
授担任全县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设计总监，

组建设计下乡专业团队常
驻村落一线。从方案设计到施
工实施，团队提供全程“保姆式”指
导，确保项目从纸面蓝图走向真实田野，
真正让村民感受到保护带来的生活之
美。

在这一系列科学规划与实践探索的引
领下，石柱县的传统村落焕发出崭新的活
力。这些青山环绕的村落不仅守住了岁月
的记忆，更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坐
标。

中益乡坪坝村田家坝 摄/李显彦

深度挖掘
促进历史积淀转化为优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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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挖掘、策划、保护、融合”四篇文章

石柱 推动传统村落从文化遗产变成文旅名片

■主办单位：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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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保护
促进传统古迹转化为建设标杆

引人入胜的“悦崃轿夫号子”，激动人心
的“土家断头锣鼓”，漫步在改造后的石柱县
悦崃镇新城村的新场老街，如同观看一卷浸
润岁月的画轴，那顺山而建的云梯式街道，青
石板铺就的蜿蜒步道，层层递升如通天之梯。

老街两侧，错落有致的青瓦房与悬空
飞翘的吊脚楼相映成趣，雕花木窗精美绝
伦，处处彰显土家民族的独特韵致。屋檐
下火红的辣椒与金黄的玉米随风摇曳，似
将大地的丰饶与人间的烟火一同定格，让

古老的街巷充满灵动生机。
如何让一方时光静止的天地历久弥

新？石柱县的答案是深度保护，让历史的
光辉焕发出新时代的魅力。

为此，石柱县以项目建设为抓手，精准
撬动财政杠杆，用好用活国家、市级专项资
金。“十四五”以来，石柱累计投入资金1.1亿
元，完成9个传统村落13个项目建设。争取
国家市级专项资金5587万元，有效促进了
民居修缮、文物保护、环境提升与功能完善。

为了让保护工程臻于完美，石柱县建
立起系统化的项目管理机制，确保每一处
修缮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专人负责、专
员把关、专班推进，质量与效率齐头并进。
施工现场的监督检查多达140余次，问题整
改214条，这种严谨务实的工匠精神，使传
统村落保护项目不仅成为精品工程，更成
为展示文化自信的标杆工程。

与此同时，石柱县深知，只有让群众成
为村落保护的主人翁，才能让这些文化瑰

宝真正“活”起来。从村民中广泛收集意
见，到引导其投劳投资，石柱县致力于让群
众从“台下看戏”变为“台上唱戏”，推动保
护工作从政府单向推动向全民共建共治转
变。“十四五”以来，石柱县群众投资及投劳
折资共计3500余万元，参与管理1100余
人次，提出建设性意见338条。这种全民参
与的保护模式，不仅增强了村民对传统村
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将传统村落变成
了村民引以为傲的“最美乡愁”。

深度融合
促进历史文化转化为综合效益

石柱县中益乡，曾是重庆市18个深度
贫困乡镇之一。其中，坪坝村是中益乡面
积最大的村，也是全乡4个贫困村之一。

随着乡村全面振兴的推进，坪坝村以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为契机，从人居环境改
善入手，曾经“脏乱差”的院落通过土家吊
脚楼风貌的恢复与庭院环境的整治，不仅
改善了居住条件，还激发了村民积极性，开
办农家乐和民宿，实现了文化价值向经济
效益的转化。

近年来，石柱县着力推动传统村落保
护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有机结合，以系统性

的整治与修缮重塑村落风貌。全县累计修
缮720间民居，修复古桥、古碉楼5座，整治
屋面与院坝12万平方米，同时铺设污水管
网和消防水池等基础设施。传统村落在恢
复土家吊脚楼风格与青石阶台地景观的同
时，也实现了功能与环境的双提升。

文旅产业成为石柱县传统村落融合发
展的重要支撑点。县内多个村落以传统建
筑和土家文化为依托，因地制宜发展民宿、
农家乐等旅游业态。例如，黄龙村通过“住
吊脚楼、吃农家饭、游田园景、享乡村乐”的
全景体验吸引游客，2023年旅游接待量突

破10万人次，带动旅游综合收入达3600万
元。这种结合不仅让传统村落获得了稳定
的经济回报，也将其打造成了传承土家文
化的重要窗口。

同时，石柱县注重将非遗项目嵌入村
落的保护与利用中，设立非遗传承点13个、
民宿街区1个、体验点5个，形成了多层次
的非遗文化展示与体验体系。游客不仅能
欣赏到传统的吊脚楼建筑，还能参与非遗
技艺的现场体验。通过这种方式，石柱县
让传统村落不仅成为历史文化的载体，更
是动态传承的舞台，持续扩大了传统文化

的影响力。
千年古韵，因保护而延续，因融合而焕

新。在石柱，深耕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既是
对文化自信的深情礼赞，更是对乡村振兴
的生动诠释。

历史长河奔涌不息，未来，焕新的石柱
古村落将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和创新的力
量，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点亮
时代之光。

王静 刘廷
图片除署名外由石柱县住房城乡建委提供

近日，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公布了2024年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石柱县2个传统村落

被列入其中。

石柱县枫木镇双塘村
双塘村位于石柱县枫木镇南

部，是乡村振兴示范村，素有“大
黄水旅游区后花园”之称。该村
院落格局呈北斗七星状，多为围
合式院落、庭院。

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
中，双塘村将实施多项修缮与改

造，包括完成安居型和宜居型民居
整治16栋41户，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步道、公共活动场所及停车场，安装路
灯和消防设施；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建成公

厕和垃圾分类系统。同时，村内将打造非遗传
习场所与村史馆，发展民宿经济，助力集体经济
壮大，焕发传统村落新活力。

石柱县石家乡安桥村
安桥村位于石柱县石家乡东北方向，村落

多依山势错落分布，建筑体现浓郁的民族乡土
特色，是山间田园与人文风貌相融的典型村落。

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中，安桥村将实
施抢救性保护，修缮安居型和宜居型民居14栋
32 户，基础设施建设将增设消防设施，包括消
防水池、消防管网及远程监控系统。与此同时，
村内还将打造非遗传习场所和村史馆，以传承
文化、留住乡愁，为传统村落注入发展新动力。

石柱县两村落入选
2024年传统村落
保护发展项目

悦崃镇新城村悦崃镇新城村

悦崃镇新城村新场老街 摄/李显彦

王家乡光华村罗田大院 摄/李显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