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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梅 左黎韵

作答缙云山综合提升“后半篇文章”，
并非一帆风顺。

受生态红线所限，当地普遍在将农家
乐升级改造成民宿这个问题上存在“三
怕”：政府怕违建，村民怕风险，企业怕踩
线。这导致有的农家乐，业主在改造时心
存顾虑，方案一改再改；有的农家乐，两家
紧挨在一起，一家想改，一家持观望态度，

只能改造半边，给设计施工带来不少难度。
随着游客的涌入，民宿业主的服务观

念、市场敏锐度、特色产品的供给等均有待
提升，配套设施短板也需要尽快补足。诸
如此类问题，当地政府在实施过程中不得
不面对，不断尝试解决。

此外，北碚区澄江镇副镇长陈运鹏告
诉记者，夏季是缙云山的旅游旺季，而此时
重庆气温偏高，森林防火形势严峻，一旦碰
上封山，游客无法进入缙云山，山上的民宿

将因此受到影响。再加上缙云山的旅游季
节性较强，冬季的经营还需要创新突破，这
是制约民宿发展的一大短板。

据了解，为了升级改造，缙云山签约农
户每家每户的投入都在上百万元以上，如
何让农户尽快收回投资，真正体会到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摆在当地政府面
前的又一个课题。正如陈运鹏所说，“要做
好缙云山综合提升‘后半篇文章’，我们仍
需持续努力，久久为功。”

做好缙云山综合提升“后半篇文章”，需持续努力久久为功

▲▲北碚区缙云山缙闲居民宿，旅客正在拍照留
影。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红梅 左黎韵

两会期间，市人大代表、北碚区澄江镇

缙云村党支部书记陈贞向大会提交了一份

《关于推动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引

发广泛关注。

建议提出，加快乡村民宿转型升级，做大

缙云山民宿集群，从而做好缙云山综合提升

“后半篇文章”，更好贯彻落实“两山论”。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对缙云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内的违建突出问题作出批示，重

庆第一时间启动了为期三年的缙云山生态

环境综合整治。作为整治亲历者，陈贞见证

了当地百姓从反对抵触，到理解支持，再到

积极配合参与的全过程。如今的缙云山，生

态环境持续向好。

如果说，生态环境改善是缙云山综合提

升“前半篇文章”的重点，那么在作答“后半

篇文章”时，北碚区又该如何交出一份满意

答卷呢？

走进缙闲居民宿，壁炉传导出的
热量温暖了整个房间，架在炉子上的
开水壶正烧得呼呼作响，两只猫咪蜷
缩在炉边，慵懒地打着盹。

去年7月13日完成整体改造后，
缙闲居民宿开门迎客，这也是“缙云·
山宿”集群里首家开业的民宿。为
了纪念这个日子，刘武给他家的两
只猫分别取名为“七月”和“十三”。
儿子刘豪将两只猫的日常剪辑成视
频发布到网上，收获了一大波粉丝，
甚至吸引不少游客专程到民宿来撸
猫。“现在我们的房间数少了，收入却
增加了，因为客单价上去了。”刘武告
诉记者，民宿刚开业，就有位上市公
司老总来住了半个月，消费了一万多
元。

同样尝到甜头的还有任清海。改
建后的山隐民宿虽然只有10多个房
间，但客单价有四五百元。游客量减
少后，他有更多时间来打理民宿的装
潢和布置。

截至目前，缙云山已有3家民宿
提档升级后开门营业，其余20余家正

加紧改造中。“到2025年底，我们力争
新建改建近80户。”胡一珊说。

产业发展了，乡村面貌也在悄然
变化——

过去，缙云山上的“90 后”“00
后”大多在重庆中心城区上班，逢年
过节都不愿在家里久住。现在，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主动回到山上，和父母
辈共同经营民宿。“爸爸妈妈当厨师，
我负责运营推广。”任清海的女儿、26
岁的任文巧成了山隐民宿的主理人，
她说，现在民宿前景很好，不比在城
里找的工作差。

村民的向心力也在增强。“千年红
豆杉不言，扎根在古老的缙云山……”
走在乡间小道上，时不时能听到村民
们哼唱着小调。这是他们自创的村
歌，质朴的歌词唱出了村民心声，反映
了缙云山的新变化。

山上的民宿产业还带动山下旅游
发展。去年底，缙云村就联动山脚的
新北温泉公园，推出了住民宿、泡温泉
的活动，吸引不少机关单位、大型国企
过来搞团建。

“现在民宿前景很好，不比在城里找的工作差”

隆冬时节的缙云山，成片的红豆杉、
香樟林苍劲挺拔，绿树掩映下的农家小院
屋舍俨然，构成一幅秀丽的生态画卷。

缙云山是我市唯一一个位于中心城
区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很长一段时间
里，依托良好的生态和区位优势，山上的
村民将自家农房改造为农家乐，又逐年投
入在周围私搭乱建，一处处违规建筑蚕食
着林地资源，严重破坏了当地生态。

缙云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启动以来，
我市三年累计投入28.95亿元，拆除违法
建筑，探索生态搬迁，系统修复生态，使山
林资源得以休养生息。截至2020年底，
缙云山自然保护区累计拆除保护区违法
建筑8.8万平方米，整治突出环境问题
269个，栽种植物77.4万株（棵），生态修
复约10万平方米。

环境变好了，突如其来的疫情却给山
上的农家乐带来沉重一击。游客减少、客
单价低、业态低端没有吸引力，农家乐生
意一落千丈。靠山吃山几十年的村民，一
度陷入迷茫。

来自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
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综合整治后的缙云
山一度呈现“三低”现象：游客满意度低、
老百姓获得感低、生态价值转化效能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去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指出，要大力
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重庆，筑牢长江
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做好缙云山综合提升‘后半篇文
章’，正是践行总书记思想，回应民生呼吁
的关键。”北碚区文旅委主任胡一珊说，在

“前半篇文章”中，我们做了很多“减法”，
在“后半篇文章”中，我们则要做更多“加
法”，甚至是“乘法”，通过产业升级，实现
生态价值转化。

去年以来，北碚区加快推进缙云山
“一心四片”改造提升，以中共中央西南局
缙云山办公地旧址为核心，统筹缙云山东
南西北四个片区，加快培育红色研学、绿
色科普、高端康养等文旅产业，以缙云山
综合整治“后半篇文章”为牵引，全面推动
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将农家乐升级改造成民宿，就是其中
一个“小切口”。

区文旅委会同镇街、村社，通过入
户走访、召开院坝会等方式，寻求破解
之道。陈贞全程参与，有段时间，她几
乎每个周末都忙着走访村民。她说：

“缙云山环境整治时，村民们配合我做
了很多工作，现在环境好了，我想带着
村民们再把产业搞起来，让大家的荷包
都鼓起来。”

““我想带着村民把产业搞起来我想带着村民把产业搞起来，，荷包鼓起来荷包鼓起来””

“王工，来我家坐坐”“王工，你上次设
计的草图我们一家很满意”……走在山林
间，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的王求安不时会
遇到村民和他热情地打招呼。

一位北京来的设计师为啥和村民这
么熟络？

时间回溯到2023年3月。彼时，王
求安作为演讲嘉宾出席了海南国际文创
周，在活动中遇到了专程寻来的北碚区相
关负责人。

不同于社会资本主导的民宿改造项
目，王求安和其团队从事的乡建以村民为
主体，由政府负责引导、配套、指导，对一
个村乃至一个片区实施民宿集群建设。

“在听完王求安的主旨发言后，参加
活动的北碚区领导当场表示‘这就是我们
要找的那个人’！”胡一珊说，双方一拍即
合。王求安团队受邀进驻缙云山，联动西
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着手缙云山
民宿集群的打造。

同年7月，一场题为《完全以村民为
主体的乡建实践》的主题演讲在重庆日报
报业集团乡村振兴大讲堂开讲，主讲人正
是王求安。他以团队在陕西省留坝县打
造的乡建项目为切入点，回答了“在乡村
盖房子，谁才是主体”的问题，并邀请到几
位留坝村民现身说法。

那天，陈贞带着村民来捧场。在鲜活

的案例中，村民们直观感受到乡建实践的
成效，希望的种子在心间悄悄发芽。

于是，陈贞趁热打铁召开了缙云村民
宿发展的第一次村民大会，没想到，部分
村民的反对异常激烈——

一栋农房的改造成本大约在一两百万
元，有村民直接说最多只能拿出20万元；
考虑到空间优化和实施配套，民宿改造时
往往需要将两三个房间合并为一间，有村
民担心生意做不起来，打起了退堂鼓……

陈贞等人挨家挨户走访，搜集村民的
顾虑、建议，会同镇里及相关部门反复商
讨，形成意见上报。经过综合研判，北碚
区委区政府决定：由政府整合480万元，
聘请王求安团队提供陪伴式设计，同时出
台贷款贴息、完善配套、培训业主、宣传营
销等一揽子政策。

2024年2月8日，是缙云山首批民宿
改造签约的截止日期。一大早，胡一珊的
办公室就挤进了四五户缙云村村民。大
家最关心的就两个问题，一是政策会不会
变，二是陈贞会不会走。疑虑打消后，当
场就有3户农户率先签订了民宿改造协
议。春节过后，又有8户农户陆续签约。

去年3月，北碚区正式启动缙云山乡村
生态民宿营造项目，对核心区及缓冲区以外
的农家乐进行集中改造升级，打造区域民宿
品牌“缙云·山宿”，首批签约农户20余户。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看着铺满屋顶的一排排青瓦，任
清海站在院坝前惊叹：“真好看！”

搞了20多年农家乐，任清海以前
信奉的原则是“要致富、多铺床”，高峰
时期，他的青龙山庄一共有60多个床
位，一个月的流水就有上万元。

可这几年，任清海明显感到生意
越来越难做。为抢夺客源，农家乐之
间拼命杀价，客单价从100元一天包
吃包住，降到80元、60元，有时甚至
还要出去拉客。

“再这样下去，连稀饭也喝不起
了！”改建民宿的想法，任清海老早就
有了。2018年，村里组织农家乐业主
到浙江莫干山学习考察，他亲眼见证
了好山好水带来的美好前景。“同样是
农房，改造成民宿后，一杯冷饮就要卖
28块！”回忆起这个细节，他至今感慨
不已。

在成为首批签约农户后，王求安
为他家专门建了一个微信群，驻场设
计师结合他的喜好和实际需求，为其
量身定制了设计方案。

“设计师帮我把很多想法变成了
现实。”任清海告诉记者，他喜欢中式
建筑，设计师就将外墙原来的白瓷砖
铲掉，设计成灰白色的涂料墙，营造出
巴渝民居的氛围感；用原木设计飘檐，
涂上哑光质地的油漆后古朴别致；重
新规划了房间结构，将不必要的挡墙
推掉，原来的两三个房间合并成套房，
又设置了露台、洗漱间等功能分区，原
来黑黢黢的房间一下子变得敞亮，风
景扑面而来。

看着焕然一新的农房，任清海高
兴不已，特意给青龙山庄换了一个颇
具诗意的名字：山隐民宿。

“团队为每户改造村民都建了一
个微信群，一共建了20多个。”王求安
说，从项目开始到结束，设计师会随时
与村民沟通，第一时间获悉他们的想
法和建议，帮忙出主意，怎么省钱、怎
么赚钱，“这不仅是出于对村民意愿的
尊重，也是为了挖掘他们的个性特点
和在地文化传统，打造‘一户一特色’
的民宿业态。”

在设计师的引导下，连顺山庄老
板肖凤发挥自己的茶艺爱好，采用去
客厅化设计，将客厅改建为茶室，用掺
杂了稻草的墙面漆进行全屋粉刷，成
为全村唯一一家以茶文化为卖点的民
宿；缙闲居老板刘武在客厅里安装了
壁炉，噼里啪啦的柴火声将民宿的烟
火气瞬间拉满，主打的就是一个情绪
价值；任清海则把心思放在菜品创新
上，自创了鲜笋的四季吃法，春天用楠
竹笋炖鸡，夏季有凉拌刺竹笋，秋冬则
用新鲜的方竹笋清炒腊肉。

“乡村是谁的，是村民自己的。”
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教授
潘家恩表示，有的地方搞乡建是“领
导点菜、干部炒菜”，但炒给谁吃没
人关心。在做缙云山民宿改造时，
北碚区委区政府首先想到的就是将
设计师与村民链接起来，发动老百
姓参与，并从中获利，“而不是将整
个民宿项目包装成一场艺术家在乡
村的‘自嗨’。”

“乡村是谁的？是村民自己的”

▲▲北碚区缙云山北碚区缙云山，，云雾缭绕的山峰云雾缭绕的山峰，，
宛若仙境宛若仙境。。整治后的缙云山满目翠绿整治后的缙云山满目翠绿，，
秀美如画秀美如画。（。（摄于摄于20242024年年55月月1010日日））

▲▲北碚区缙云山，正在进行改造的民宿。

看北碚如何作答看北碚如何作答
缙云山综合提升缙云山综合提升““后半篇文章后半篇文章””

本版图片由首席记者龙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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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区
缙云山，缙云
村党支部书记
陈贞（右二）与
王求安（左一）
设计团队到村
民 家 进 行 调
研，现场规划
改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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