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夏时节，响水湖畔的丰盛镇桥上村悄然换了
新颜。

走进丰盛镇桥上村4社的刘家大院，泥墙青瓦
的穿斗式院落依旧静默伫立，仿佛能听见200年前
宅院深处传出的读书声与嬉闹声。站在古碉楼前远
眺，川渝民居的层层檐角在山风中轻轻颤动，那是历
史与生活交织出的风骨，也是丰盛镇守住乡愁、焕活
古村的答卷。

据悉，早在2014年，桥上村就被列入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这里坐落着丰盛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建
筑——刘家大院，一处始建于清咸丰年间、拥有5
个四合院和一座防御性碉楼的古建筑群，至今已有
200余年历史。作为巴南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座

“杉南大房子”以其整体保存完整、构架精巧、生活
气息浓厚而独树一帜，被誉为桥上村的“文脉之
根”。但历经风霜，古宅周边环境杂乱、屋舍老化、
安全隐患突出，保护与修缮已刻不容缓。

2024年 10月，在市、区住房城乡建委的支持

指导下，丰盛镇正式启动“桥上村传统村落保护发
展项目”，以刘家大院为核心，从建筑风貌、人居环
境、基础设施、文化传承等方面同步推进，力求让传
统村落的“形”保住、“神”立住、“气”留住。在修缮
方案上，项目坚持“清理、保护、修复、补充”并重，修
缮整治传统建筑33户、戏楼、村史馆、非遗传习所
同步修复完善，致力于让历史建筑重新融入村庄日
常生活。

保护修缮，首先是修得其形。设计团队以川东
民居风貌为根本，从屋顶、墙面、门窗等细节入手，提
取穿斗式木结构、青灰色瓦片、夯土墙体、小青瓦屋
面等典型元素，既保留建筑的地域记忆，也确保风貌
协调统一。为了保留“原有生活的烟火气息”，村里
坚持“一户一策”，让村民广泛参与到自家院落的规
划、修缮、清理过程中来。有村民自发投工投劳，有
青年返乡拍摄记录修缮全过程，昔日荒草蔓生的老
院，如今逐渐变成了清净安然的家园。

在空间重塑的同时，丰盛镇也探索传统民居活

化路径，逐户摸清房屋用途与村民意愿，逐步建立起
以文旅融合为方向的空间利用机制。古村落的肌理
被修复、闲置资源被唤醒，民宿、乡村工坊、文化展示
等新业态渐露雏形，也为未来的产业植入预留了空
间。

“现在每天都有工人在现场施工，看着家门口的
老屋一天比一天新，我心里头就敞亮。”正在修缮自
家院落的村民刘大伯感叹。项目完工后，预计将有
效解决33户村民安全住房问题，改善饮用水源，提
升人居环境，也为刘家大院这座文化瑰宝筑牢了“安
全堤坝”。

保护不是封存，而是让古老生活的容器继续盛
装新的希望。丰盛镇借助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
同步加速推进丰盛古镇提档升级，让市民走进丰盛
感受历史文化名镇独特魅力。

预计今年5月底，该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将
全面完工。这片历史风貌与人居品质同步提升的土
地，正孕育着全新的乡村振兴场景。

激活乡村宜居宜业宜游新动能

院落有致添画意 一镇一村展新颜

行至巴南区南泉街道自由村，繁花掩映的村道两
旁，白墙黛瓦错落有致，一幅农旅交织、诗意栖居的城
郊画卷正徐徐铺展。南泉新驿——巴蜀美丽庭院示
范片不仅是南温泉旅游带上的一处新节点，更是城郊
融合、产旅联动的生动样本。

据悉，在市、区住房城乡建委的支持、指导下，该
项目通过召开院坝会、反复征求村民意见，不断优化
设计方案，农房整治提升46户，其中安居型25户、
宜居型18户、乐居型3户，并在此基础上，同步推进
村民休闲空间改造、乡村停车场建设、公共环境整
治、公交站台改造等配套工程，盘活闲置农房打造党
群服务厅，一体提升村庄环境品质与公共服务能级，
在“美丽”与“宜居”之间，绘出一幅共建共享的幸福
底色。

示范片的建设不是自上而下的“统一施工”，而是
从共谋开始的“共同缔造”。在南泉街道党工委、办事
处牵头下，村支两委联动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与艺
术家组建专业团队，深入村内开展多轮调研和设计沟

通。院坝会上，群众踊跃发言；入户沟通中，社长带
路、村民指点，村里的角角落落成了最生动的设计现
场，群众的意见转化为设计图纸上的一笔一划，也融
入到每一砖每一瓦的建设实践中。

不仅如此，自由村还探索形成“1+5”村民自治
组织体系，由村党支部统筹，村委会牵头，建立村民
小组，覆盖全体农户。每一类群体都在片区建设中
找到定位，人人有事干、户户有参与，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真正实现了“事事有人想、事事有人干、事事有
人管”。

这一“共建共治共享”的建设理念不仅体现在机
制上，更体现在日常变化中。庭院整治注重本土风
貌的还原与提升，不追求大拆大建，而是通过微更
新、巧设计，让老屋焕新颜，让小院更宜居，村民从

“围观者”变成“主人翁”，人居环境从“要我改”变成
“我要改”。

自由村的蝶变，得益于清晰的发展定位和路径规
划。根据巴南区“十四五”城乡统筹规划，作为城郊融

合类村庄，自由村承担着服务都市、承接功能外溢的
双重职责，既要“接得住”城市配套，又要“守得住”田
园本色。示范片建设过程中，始终将基础设施对接城
镇、发展功能承接城市作为核心思路，一体规划、分步
实施，既提升了村庄自身的承载力，也丰富了南温泉
旅游发展的配套体系。

如今的自由村，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项目已建设
完工，成为南温泉—自由村—红炉乡村旅游带上的重
要节点。从产业功能上看，这里是南温泉景区的“后
花园”，主打农文旅融合、休闲度假体验；从发展愿景
上看，这里是“宜居宜业宜游”的和美乡村样板。沿云
篆山—金田—红炉—自由旅游风景道蜿蜒而来，既能
观山水，也可入村落，游人在这里感受自然四时、村民
在这里安享美好生活。

风吹绿野，院落生香，将巴蜀美丽庭院的诗意构
想变为现实画卷。现在在南泉新驿——巴蜀美丽庭
院示范片，“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不再是
一句口号，而是家家户户可触可感的生活日常。

古桥之上，石径悠悠。穿过斑驳的木屋和轻响
的檐铃，巴南区石龙镇的跳蹬坝老街再一次焕发出
生机。作为巴南区保护发展的传统村落之一，石龙
镇大连村跳蹬坝，以其独特的古建筑风貌与人文肌
理，在保护中重拾乡愁记忆，在建设中托起百姓安居
梦想。

在多年前，跳蹬坝老街尚处在房屋破旧、基础设
施薄弱的困境中。这里共有49户居民房屋存在安
全隐患，涉及150余名村民的住房安全。为此，石龙
镇党委政府将传统村落修缮与旧房整治同步谋划，
成立专项工作小组，联合大连村、石龙社区逐户研
判、精准施策，形成“一户一策”整治方案。通过争取
专项资金、发动群众自筹，先后拆除重建4户、修缮
加固45户居民房屋，不仅消除了安全隐患，更留住
了老街的文化神韵。

这份对乡愁的守护，也是一份对民生的承诺。
2022年，在市、区住房城乡建委的支持、指导下巴南
区石龙镇启动了对跳蹬坝传统村落一期项目的修缮

工作，完整复原百年历史的石龙老街历史面貌，从民
居改造、人居环境工程、排水工程及消防工程等方面
进行综合整治。去年11月，跳蹬坝传统村落二期项
目正式开工，项目以修缮整治42栋传统民居为主，
配套建设非遗传习场所、村史馆、远程监控系统等基
础设施。项目的实施将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和
人居环境，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在建设过程中，石龙镇以党建为引领，构建起
“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治理格局。充分尊重群
众意愿，鼓励居民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安居型、宜居
型、乐居型”三类改造方式，村民全程参与自家房屋
建设，既当“主人翁”，又当“质量监督员”，确保建设
过程公开透明、成果经得起时间和群众的检验。

“以前房屋存在安全隐患，下雨天心里都不踏实，
都不敢住人。现在修好了，还是老屋，但安全多了，能
住人了，也漂亮多了。”一位村民的话语道出居民最真
切的获得感。如今，漫步跳蹬坝，青石板小道贯通南
北，人行道路两端古桥相连，木屋炊烟中传来谈笑声，

茶楼作坊间技艺流转如昔，那种“蓦然回首，灯火阑
珊”的意境，已在日常生活中变得触手可及。

传统村落保护不是简单的修旧复旧，而是以人
民为中心的系统工程。在跳蹬坝的修缮与发展中，
群众不仅是受益者，更是设计师、建设者、守护者，共
同缔造的每一步都深植于民意、浸润着民情。石龙
镇同步推进场镇段与花石社区两处山洪沟治理项
目，合计完成投资逾1800万元，不仅提升了村庄安
全水平，也为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支
撑。

跳蹬坝的重焕新生，是一幅从“破败”到“宜居”
的民生画卷。未来，石龙镇将继续在“多规合一”的
规划下，整合生态、农业、建设三大空间资源，推动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进一步丰富村落功能，
拓展增收路径，让传统村落成为记忆的延续、文化的
载体，更成为老百姓稳稳的幸福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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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之间，烟火人家，一院一景藏

风雅；城乡之侧，阡陌纵横，一村一落绘

新篇。

近年来，巴南区在市住房城乡建委

的支持、指导下锚定“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目标，深入实施巴蜀美丽庭院示范

片、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等重点项目，分

类施策、典型引领，绘制出融合文化肌

理与现代美学的和美乡村画卷。

从丰盛镇传统村落以保护修缮延

续乡土文脉，到石龙镇传统村落以连片

打造夯实宜居底色，再到南泉街道巴蜀

美丽庭院示范片依托旅游资源构建共

享庭院，目前，巴南区正以点带面、串珠

成链，系统提升乡村人居环境，推动特

色、品质、融合发展齐头并进，激活乡村

宜居宜业宜游新动能，全面释放巴渝村

镇的生机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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