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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步丈量乡村 ■深度服务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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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布的市委一号文件强调，要

把乡村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乡村建设行动怎么推进？乡村振兴

周刊通过读者调查，梳理了一批乡村建

设行动中干部群众最为关心的话题，比

如：建设美丽乡村，原来村庄是不是要推

倒重来？乡村形象，到底是保留乡情野

趣还是突出现代时尚？乡村振兴人才匮

乏的问题如何解决？智慧农业离普通乡

村到底有多远？乡村振兴的第一场硬仗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应怎样推进……

重庆日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到乡

村田野走访，与干部群众座谈，向专家学

者问计，写成了这组系列报道，敬请关

注。

武隆
蚕桑扶贫助产业振兴

“去年，我的两亩桑园出售蚕茧280多公斤，增加收
入9762元，巩固了脱贫成果。”日前，武隆区平桥镇乌杨
村堡上小组罗义贵喜滋滋地告诉笔者，他是该镇629户
脱贫户之一。

平桥镇充分利用鲁渝东西部扶贫协作机遇，总投
资385万元的蚕桑科技生态扶贫产业示范园落户乌杨
村。目前，乌杨村的桑园面积达到1300亩，全村蚕桑
主导产业发展覆盖了95％的建卡贫困户。

去年4月蚕桑示范园项目达产后，已实现年养蚕
2600张产值400万元，有效带动项目区农户65户226
人，实现户均增收6.15万元，脱贫成果得以巩固。在乌
杨村的示范带动下，目前平桥镇的桑园面积已发展到
1.1万亩。

武隆区融媒体中心 袁华

秀山
清溪龙凤花海文化旅游节开幕

近日，秀山第八届清溪龙凤花海文化旅游节开幕，
两万亩油菜花惊艳绽放，成为市民郊游的打卡地，也拉
开了秀山春季踏青、赏花游的序幕。

清溪龙凤花海文化旅游节是秀山一张响亮的旅游
名片。两万亩油菜花海，如一阵阵金色波浪在田野上
此起彼伏，形成了一幅迷人画卷。

游客三五成群，漫步在花海小径，欣赏着美景如画
的田园风光。除了好看的，更有好玩的、好吃的，米豆
腐、绿豆粉、炸土豆条等地方特色小吃，令人垂涎欲滴、
大饱口福。

近年来，秀山清溪场镇实施全域旅游开发计划，
连续举办多届龙凤花海文化旅游节，每年都吸引大量
游客观光旅游，推动了当地商贸繁荣，促进了乡村旅
游发展。

秀山县融媒体中心 杨丽华

忠县
《烽烟三国》24日起复演

笔者从忠县文化旅游委获悉，在经历数月的安全
检修以及节目内容的变更后，大型山水实景演艺《烽烟
三国》将于3月24日复演，每晚19:40开始演出。

《烽烟三国》以关羽的部分传奇故事为主线，通过
灯光、音响、威亚、水、火等多种特效手段，再现了“桃园
结义”、“过五关斩六将”、“火烧赤壁”、“华容道义释曹
操”等经典历史事件。

当地制定跨区发展规划，忠县石宝寨、石柱西沱古
镇等周边景区联合营销、抱团发展，共同打造“三峡库
心·长江盆景”这一城市名片。

忠县融媒体中心 邓青春

巴南
5000只散养鸡任你捉

大山深处的石滩镇是巴南区比较偏远的镇，去年，
该镇万能村养殖了“五黑一绿乌鸡”3500只，“黑羽红冠
乌皮鸡”1500只。

由于分散养殖，给鸡苗提供了非常宽阔的觅食场
所，小鸡在林下自由觅食，饲料主要是农村自有的谷
物、玉米、豆粕、豆渣、麦麸、红苕等。

目前，当地的5000只鸡均达到出栏标准，“五黑一
绿乌鸡”有3斤左右，“黑羽红冠乌皮鸡”在5斤左右，吃
过的人都说肉质可口，鸡汤鲜香。

土鸡售价120元一只，既可上门购买，任选自捉，也
可通过电话预定，再快递送到家。同时还有绿壳土鸡
蛋销售，1.6元一个。

联系人：刘勇；联系电话：15215005320。
巴南区融媒体中心 邱道信

合川
沃柑挂枝待君摘

近日，位于合川区官渡镇通庙村的重庆福通生态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200亩沃柑进入采摘期。

沃柑是目前市面上很受欢迎的柑橘品种，甜度高、
多汁、保存时间较长。据业主魏长建介绍，今年共有近
20万斤沃柑上市，采摘期可持续至4月底。入园采摘
价为8元一斤，每满20斤总价优惠30元。如果不入
园，现场购买价为6元一斤。

联系人：魏长建；联系电话：17783970685。
合川区融媒体中心 李文静

万盛
晚熟血脐橙随便采

近日，万盛丛林镇永胜村隆香果园的晚熟血脐橙
成熟，黄橙橙的果子挂满枝头。

该果园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方式，施用农家肥，不
使用除草剂，采用人工除草，安装生物杀虫灯、给果
实套袋等措施进行病虫害防治，产出的血脐橙果肉
呈紫红色，甜中略带有淡淡的果酸味，浓香多汁，绿
色健康。

血脐橙采摘价格为4元一斤，市民在果园采摘果
子的同时，还可以观赏到娇艳的梨花、桃花，享受美好
春光。

联系人：梁大龙；联系电话：15520090568。
万盛融媒体中心 武晓静

传统村落如何留住乡愁传统村落如何留住乡愁

33月月1414日日，，趁着周末趁着周末，，许多市民到武隆许多市民到武隆
区土地乡天生村犀牛寨游玩区土地乡天生村犀牛寨游玩。。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陈维灯

惊蛰已过、春分将至。
3月15日，一夜雷雨后，武隆区土地乡

天生村犀牛寨碧空如洗。
这个深藏于武陵山区里的小村寨，吊脚

楼静卧山谷，飞檐翘角，四面青山环抱，云雾
缭绕，犹如世外桃源。

深藏深山，有着近400年历史的犀牛寨
如今已是热门旅游景点，名声在外，四方游
人络绎不绝。

其实，在重庆，类似犀牛寨这样有着悠
久历史的传统村落比比皆是。

统计数据显示，重庆全市有110个村落
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2个村落被认定为
重庆市传统村落，并实现挂牌保护。

然而，这些传统村落大多地处大山深
处，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基础设施相对
欠缺，村容村貌比较破败，消亡趋势明显。

人去村空、物是人非
部分传统村落“空心化”

如今人来人往的犀牛寨，也曾人去村
空、濒临消亡。

“荒草遍地，问路都找不到人，村民大多
在外打工。”土地乡乡长梁健清楚地记得自
己初到犀牛寨时的情形。古寨建在沿沧河
峡谷中，是一个典型的武陵山区土家族聚居
村，山高谷深、耕地很少。

“只能爬到对面的陡山坡种地，但山上
土不肥，种地收成差，往往辛苦一年下来，
仅能维持生活。”村民陈永超告诉重庆日报
记者，生活艰难，让不少村民选择外出打
工，村里的土家吊脚楼也大多年久失修，破
败不堪。

犀牛寨曾经的光景，并非个案。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梅江镇民族村，

是一座地处群山环抱中的百年古寨。古香
苗寨配以青色山群，如镜似画，有一种“深山
人不觉，全村都在画中居”的意境。

然而，受地理位置、交通状况等因素制
约，民族村村民生活艰难，多数青壮年村民
都外出务工。

村民逐渐外流，大有从“空巢”到“弃巢”
的趋势。随着人去村空，民族村人气渐弱，
活力渐失，村落文化逐渐“空心化”。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鞍子镇木瓯水
等民族村寨，也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位于鞍子镇干田村六组深山中的木瓯
水苗寨，由朝门脚、灶泥塘、翻山寨3个紧邻
的传统村落组成，共45户189人，常年在家
的只有小孩和老人一共不到30人。据干田
村村委会主任谢尧康介绍：“特别是每年春
节，老人小孩都到外面去团圆了，寨子显得

更加冷清。”
“这些传统村落融自然山水、传统道德、

民俗民风、建筑美学于一体，具有深厚的文
化底蕴，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建筑、艺术
和旅游等价值。”市住房城乡建委负责人介
绍，保护发展传统村落，修缮传统建筑、完善
现代生活设施、整治“脏乱差”等，能有效提
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有利于遏制传
统村落消亡态势。

目前，全市已争取中央资金2.52亿元，对
84个中国传统村落重点实施了生活污水垃
圾治理。此外，落实市级资金4500万元，建
设了18个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市级示范点。

“十四五”期间，重庆将建成30个以上具
有地域特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传统村
落保护发展典型示范，留住巴渝乡愁，让传统
村落成为乡村振兴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群众参与、政府投入
让传统村落“留”下来

然而，要让传统村落“留”下来，又谈何
容易？

2015年，土地乡规划发展犀牛古寨乡
村旅游，要对村民的房屋进行改造，却遇到
了不小的阻力。

“这些木房子，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整
烂了我们住哪点？”

“我还准备留到地基给娃儿盖水泥房
呢！”

“没有群众认同和参与，就没办法让传
统村落‘留’下来。”面对阻力，土地乡乡长
梁健带着乡村干部到每家每户动员，讲旅
游规划，讲有利政策。“我们还加大宣传力
度，引导、教育群众形成‘传统村落是祖辈
流传下来记载乡愁的载体’的舆论氛围，让
群众产生自豪感和敬畏心理，最终对于自
己居住的古房不敢破坏、不愿破坏、不想破
坏。”

在乡村干部苦口婆心的劝导下，村民陈
永正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允许施工队
对自己的房子进行改造。

“2015年3月2日，施工队进场，搞风貌
改造。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陈永正记
得，他原本想将木房子窗户开得更大更亮
堂，专家说要保持原有风貌，他就保留了原
来老一辈留下来的小推窗，房间里的装饰也
都没有改动。

与此同时，按照不改变外观风貌的原
则，秀山开始对民族村的传统民居启动了维
护、修缮，并对新建现代建筑和年代久远、损
坏严重的木结构建筑实施了统一整治，特别
是在外观上进行了风格统一，使传统村落的
历史风貌得到了真实再现。

2019年，木瓯水也启动了传统村落保
护发展市级示范项目。整个项目投入800
多万元，对35栋传统苗家建筑屋顶进行全
面改造。

“特别是基础设施的完善，一下就提升
了寨子的‘颜值’。”谢尧康介绍，寨内的人行
步道、车行道、休闲小广场、停车场、观景平
台、人行吊桥、集中饲养牲口棚、生活垃圾和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得到了完善，电力、饮水、
排水等管线全部下地，空中再也看不到如蜘
蛛网一样的管线。

规划引领、整合资源
让传统村落“活”过来

“提升颜值，保护好传统建筑，只是留住
了村落的历史风貌，要真正让寨子‘活’过
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梁健介绍，交通不
便让犀牛古寨很闭塞，但正是大山的阻隔，
才保留下这一片山清水秀、原生态的乡村古
寨，“如果恢复乡村的生气，这里不就是城里
人寻找的乡愁吗？”

与犀牛古寨一山之隔的武隆喀斯特景
区，已是世界自然遗产地和国家5A级旅游
景区，每年接待游客2000多万人次，仅每年
夏天到仙女山镇避暑的游客就达10万人以
上。“这么大的客流量，只要吸引一小部分游
客顺路来犀牛古寨，我们的乡村旅游就搞起
来了。”干部和村民达成了共识。

乡里把恢复犀牛古寨传统古村落风貌
作为重要的扶贫项目，整合各种资金近千万
元，聘请专业公司规划设计，进一步平整道
路，整修老屋，美化庭院。

有村民改建老屋时，想把土墙房拆掉盖
水泥砖房，把木板窗换成铝合金门窗，干部
连忙做工作：“要是都修成和城里一样，失去
了古村落的特色和韵味，哪还有游客来哟。”

在民族村，所有新建房屋全部统一按照
传统吊脚楼风格修建，建筑工艺上也全部采
用木结构形式。传统的风格、传统的工艺，
将传统村落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在严格的规
划控制下，不仅民族村的传统风貌得到了完
整保留，还为村落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为了使民族村与周边的金珠、花香、油坊
等重点村寨及周边区域连接为一个整体，秀
山还沿半沟河一线结合周边建筑划定了总面
积为170.6公顷的环境协调区，进而做到对传
统村落进行整体有效、全方位的保护。

2020年，鞍子镇又对木瓯水实施了民
宿改造，目前45户村民中实施了精品型民
宿改造2户、提升型民宿改造12户、保障型
民宿改造全面参与，整个苗寨一次性能够接
纳180多名游客住宿。

立足实际、依托特色
让传统村落“旺”起来

2016年5月，犀牛古寨正式开寨，喜庆
的大红灯笼挂上寨楼，丰收的玉米棒子铺满
农屋外墙，25家村民自办的“农家乐”开张，
寨子里涌进上千人。

在陈永超家的院坝里，90多名游客搭起
一顶顶帐篷，开篝火晚会，仅两天老陈就收
入7000多元。“顶过去干一年！就这么干，
我们哪还愁富不起来嘛！”他喜笑颜开。

如今，寨子里陆陆续续有年轻人回来
了——开旅游大巴的陈永川，辞掉了月薪
4000元的工作，在寨子里办起了农家乐，
去年国庆期间收入就上万元；在浙江温州
开厂的陈锋也带着一家老小回来了，准备
开个乡村小酒店。

“以前走的走，在外面买房的买房，现在
一部人在观望，好些都回来了。”陈永正说，
以前年轻人回来，杀年猪时能坐上三四桌就
算人气不错了。现在，回来的年轻人越来越
多，寨子里又热闹起来了。家家户户杀年
猪，互相都要招呼一声，大家一坐就是十多
桌，村民之间走动多了，熟络多了。

梁健介绍，2020年，犀牛寨乡村旅游农
家乐（民宿）接待户37户，接待游客7万人
次，实现了旅游综合收入1000万元。

类似的情景，在重庆许多传统村落上
演。

“一个‘苗王节’，仅小吃一天就卖了
3000多元。”彭水民族村村民吴大妹说起
2020年5月举办的“苗王节”喜上眉梢，“咱
们苗寨唱苗歌、跳苗舞，‘上刀山、下火海’引
来了好几万的游客。”

“苗王节”的成功举办，不仅把苗家的传
统文化呈现在了世人面前，也为村民们增加
了收益。

如今，民族村的16位村民一起成立了
金珠苗寨开发旅游有限公司，打算借助苗寨
的传统特色做乡村旅游生意。

随着苗寨知名度的提升，苗族传统技艺
——苗绣的行情也不断看涨。此前，在一次
香港拍卖会上，一幅民族村的苗绣拍出了
150万元的价格。

“这就是传统的价值。随着传统村落保
护工作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传统艺术得
到社会认可。”市住房城乡建委负责人介绍，

“充分发挥传统村落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文
化资源优势，发展文化旅游经济，能让群众
实现增收致富，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

今年春节期间，木瓯水苗寨迎来了数万
名游客，林荫小道上、吊脚楼下、苗家院子里
到处人来人往。

谢尧康也劝说在集镇做生意的妻子回
到寨子里开办农家乐。“4月苗寨就要开园
了，看着春节期间的人流量，我对发展乡村
旅游充满信心。”谢尧康说，下一步村里还将
建设接待中心，带动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的同
时，壮大村集体经济，真正让资源优势变为
发展优势。

“我市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尽管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但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上还
存在缺资金支持、缺技术支撑、缺人才队伍
等。”市住房城乡建委负责人介绍，到2025
年，全市传统村落的村落格局、传统建筑风
貌、历史环境要素等要得到保护，人居环境
要得到改善，优秀传统文化要得到传承。

为此，今年2月，市住房城乡建委、市财
政局出台《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和市级补
助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两部门明确将建
立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库，按照（抢救）保
护类、（整治）提升类、（融合）发展类三种定
位，对纳入保护发展项目库的传统村落给予
相应支持。

市住房城乡建委负责人介绍，传统村落
保护发展项目通过竞争性申报、评审和综合
评估方式确定。（抢救）保护型一次补助原则
上不得超过总投资额的90%，（整治）提升型
一次补助原则上不得超过总投资额的85%；
（融合）发展型一次补助原则上不得超过总
投资额的80%；列入补助对象的传统村落一
次补助原则上不得超过1500万元。

游客在犀牛寨体验传统的土家族婚礼。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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