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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亚同

万盛经开区万东镇五和村乡情陈列室里，
有一面写满村民姓名的梨树浮雕墙，全村人的
名字按照家庭关系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墙面，当
地人把它叫做全村“大家谱”。

“一棵大梨树呀，枝桠落枝桠哟；一个树枝
聚一组，一条枝桠一家人”……3月26日，重庆
日报记者在五和村采访时了解到，这面“梨树姓
名墙”是当地通过精细化乡村治理聚人心增共
识一个生动缩影，让每一个村民切身感受到五
和村善治、巧治带来的可喜变化。

党员“头脑风暴” 决定人人上墙留名

五和村位于万盛城区西北部，距城区只有6
公里。初春时节，这里的2000余亩梨花、李花
开满了沟沟坎坎，游人行走在乡间便道上安闲
又惬意。

在对外开放的乡情陈列室一楼，一面梨树
浮雕造型墙吸引了游客目光。“绿叶的名字是男
的，花朵上应该是女的，这些人都是谁？”游客韩
女士和随行的几位同伴十分好奇。

“这是我们的姓名墙，上面是全村1669位
村民的名字。”五和村党支部书记周冬勤回答
道。“这简直是五和村的大家谱嘛，你们太细心
了。”游客们纷纷表示惊叹。

“建设这面家谱一般的全村姓名墙，源于
村里筹建乡情陈列室时遇到的难题。”周冬勤
介绍，两年前，为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村里准
备以“事业和顺、生态和美、家庭和睦、邻里和
乐、乡村和谐”的五和文化为主题，建设乡情
陈列馆。没想到，村党员干部在向村民征集

资料时，遇到了种种问题：要么村民联系不
上，要么推脱事情忙顾不过来，要么不愿牵头
等等。

“这件事暴露出全村没有向心力，凝聚力不
够，发展共识不足。”直面问题，五和村党总支召
集全体党员进行“头脑风暴”——如何让村民都
来关心陈列馆布展，让大家认识到这件事与每

个人都密切相关？经过热烈讨论，大家形成共
识，就是要把每个村民都“摆进去”加以展示。
最终，大家决定在陈列室特意空出位置，建起这
面“梨树姓名墙”。

创造归属感 村民关系更和谐

这个别出心裁的创意，在村里引发了神

奇的化学反应。“不是随意胡乱排，而是以村
组、家庭关系按枝桠为序，不管在乡离土、男
女老幼一个不落都在大梨树上。”在外经商10
多年的村民张家龙告诉记者，村里给予的这
份认同，让自己感到前所未有的归宿感。“这
就是根系梨树、家在五和的体现，听说即使村
民去世了，名字也会留在上面，我很自豪生于
五和！”

前不久，张家龙回村将家中的老房子
整修一新，准备依托村里果园观光尝试办
农家乐，“如果可以，以后准备回村里养老
了”。

与他一样想法的村民还有很多，从村里走
出去在外经商、务工、读书的，更加在意家谱这
面姓名墙。“它让人始终记得自己是村里的一
员，会时刻关注家乡发展，并尽最大努力回报家
乡、回馈乡梓。”不少村民表示。

同根同源的梨树“大家谱”，关系有远也
有近，让枝桠相连的村民关系更和谐。以往
的鸡毛蒜皮，大家再也提不起兴趣。真正起
了矛盾纠纷，往村里的“和事堂”一坐，有威
信、正义感强的本村“和事佬”出面来调解，找
来乡里乡亲来评理，不论是闹别扭，还是家庭
纠纷，最后都能得到化解。

如今，乡情陈列室里的姓名墙“大家谱”成
了村民极为看重的地方。村里新出生了10多
个娃娃，还没满月父母就迫不及待来报名……
现在，这面墙几乎快被填满了。

“五和”善治加巧治 点滴改变暖乡邻

梨树姓名墙、全村“大家谱”，只是五和村乡
村治理精细化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五和村以
种植黄花梨为突破，发展起水果、蔬菜、水产等
产业，并延伸到休闲观光农业、乡村旅游等，成
为远近闻名的“明星”村。同时，当地还以党建
为引领，围绕五和文化，引导村民参与制定村规
民约，将自治、法治、德治融入规约，设立村民

“和事堂”，深入推进乡村治理。
“以和为贵，唯德立人。倡和乐和睦，重和

顺和美；树时代风尚，建和谐乡村。村规民约，
人人谨守；良俗淳风，户户遵循。和事堂常议公
事，和事佬情暖乡邻……”这是立于村口石碑上
《五和赋》中的语句，也是五和乡村善治、巧治的
精炼总结。

以前，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之风在村里盛行，
很多村民不得不“随波逐流”。作为五和村“和
事佬”队伍的一员霍兴维，和村党员干部们一起
带头，遵守村规民约共倡勤俭节约，让大操大办
之风绝了迹。同时，该村成立“五和”议事会、道
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积极发挥村民议事、
协商、监督等作用，以自治化解矛盾，以法治定
分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

此外，五和村还积极开展谈家训立家规、讲
家庭发展历史、晒家庭幸福生活等活动，评选

“五和好人”“最美家庭”“和谐院坝”，以示范带
动乡风文明。如今，村里崇德向善、聚力发展的
氛围愈发浓厚。

行走在整洁的村道上，看阡陌间的点点村
居，于啾啾鸟鸣中嗅淡雅花香，感受文明乡风润
泽人心，景色宜人的五和令人沉醉。

“梨树姓名墙”让文明乡风润人心

聆听革命先辈传奇故事
感受乡村美丽蝶变

列车停稳，乘客陆续下车。铜罐驿站出站
口，某旅行社铜罐驿门市负责人王晓莉举着“铜
罐驿一日游”的小旗子，已等候多时。

“今天天气好，这一趟车我们就要接两百多
名游客。”王晓莉说，许多乘坐绿皮火车前来铜
罐驿的游客，都会事先与她联系。“游客到站后，
分乘我们的中巴车或小轿车到铜罐驿各景点游
览，每人收费20元。”

游览的第一站，通常是位于铜罐驿镇英雄
湾村的中共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会址，也就
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中共早期在四川
的组织工作者、农民运动领导者、国共合作实践
者周贡植的故居。周贡植故居，曾部分损毁。
2017年，九龙坡区对其进行了整体修复保护。
随后，铜罐驿镇又在此基础上实施了英雄湾村
综合提升项目，对明诚书院、天主教堂等文物进
行修缮保护，对民居院落进行风貌改造，对市政
和景观进行综合提升。

英雄湾村党支部书记王速明介绍，镇里请
专人对原有建筑正立面、后立面和侧立面、屋
面等部位进行施工，实施了轻钢结构加固及混
凝土加固等一系列装饰装修，彻底改变了原来
破旧的建筑外观，使整个村貌得到美化并改善
了人们的居住环境。

“四面外墙、屋顶、厕所、院坝都进行了整
改，现在家家户户都漂亮得很哦。”英雄湾村三
组村民吴成书年届七旬，主动参加了村里组织
的保洁队，“我们有 24 名保洁员，分成了 6
组。每人每月工作5天，每个人还有1300块
工资。”

如今，以周贡植故居为中心，掩映在绿树繁
花间的英雄湾村干净整洁，漫步期间令人心旷
神怡。游客们在聆听革命先辈传奇故事的同
时，亦能感受乡村的美丽蝶变。

农文旅公园初建成
村民实实在在有收益

去年1月，九龙坡区又以英雄湾村为中心，
启动了铜罐驿大英雄湾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总
规划面积1.4万亩，涉及铜罐驿镇6个村62个
村民小组，预计总投资200亿元。

“项目建成后，将兼具生态保育、高科农业、
民居民宿、文创休闲、康养度假和主题小镇6个
功能，探索‘城郊野、山水田、农文旅、产镇景’有

机融合发展。”铜罐驿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铜罐
驿镇引进恒大旅游集团负责项目的投资、建设
和运营，打造以6万平方米高科技智慧温室、
1000余户美丽乡村民居、农文旅公园等休闲观
光农业为核心的山水田园休闲中心和集高科技
农业生产、科普教育、民俗体验等为一体的
7000 亩全季节田园休闲旅游胜地。目前，
3500亩农业公园、282套美丽乡村民居A区、
英雄湾村历史文化名村核心区已初步建成。

春意盎然，结束周贡植故居的游览，王晓莉
带着游客驱车几分钟来到农业公园。虽然农业
公园规划的花彩乡村、荷韵田湾、农耕基地、橘
乡果园和越野山林五大主题区目前仅有荷韵田
湾已建成，但山水相依、绿树繁花的美丽景致，
已让游客们赞叹不已，不少人拿出手机、相机，
按下快门，记录下这美好的回忆。

农业公园的建设，也给当地群众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收益。英雄湾村一组村民李宗贵将自
家6亩地以每亩1280元流转给农业公园，仅此
一项每年收入就近8000元。“租金不是一直不
变的，每5年递增160元。”

不仅如此，李宗贵还将自家房屋出租给了
农业公园的建设方，月租金3000元。“年轻的时
候种庄稼，一年也挣不到几个钱；现在老了，干
不了重活，一年还有几万块钱，安逸得很哦。”

特色产业发展如火如荼
游人纷至沓来

若是一个月前，游客们离开英雄湾村的下
一站，应该是铜罐驿镇黄金堡村的橘园。那时，
漫山遍野的红橘挂满枝头，与散落在绿水青山
间的村居相映成趣，如诗如画。

《巴县志》农桑一章中写道：“西里铜罐驿及
附近西彭、陶家、跳磴、石板诸乡，其地多岗陵，
宜于桔。接壤皆桔园，多者数千株，少者数百
株。团团若荠，弥山蔓谷。”

铜罐驿镇的小小红橘，曾因个大、囊皮薄、
味甜、果肉入口化渣、水分多、色泽红润等特点，
获康熙皇帝御赐“大红袍”的称号。因盛产柑
橘，咸丰年间，铜罐驿还成立了柑橘帮，拟定有
关柑橘买卖、采摘、守护、生产、运输的规章。

今天，铜罐驿镇的红橘以黄金堡村所产品
质最为优良。黄金堡村党支部书记刘冬梅介
绍，黄金堡村现有各种品类的柑橘1200多亩，
年产柑橘600多万斤，产值近千万元。

于是，每逢柑橘采摘季，人们都会涌入橘园
体验采摘乐趣，品尝美味多汁的柑橘。“600多
万斤柑橘，基本上都是靠游客采摘和电商销

售。村民足不出户就能将柑橘销售一空。”刘冬
梅介绍，游客蜂拥而至，也让不少村民开起了农
家乐。

村民张贤就创立了重庆杰康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种植了100多亩柑橘、枇杷，并开了
一家农家乐，“去年仅农家乐的营业收入就近
60万元。”忙不过来的时候，张贤就近雇请村民
帮忙，去年仅人工费开支就超过6万元。

黄金堡村十组村民、64岁的刘立文常年在
张贤的农家乐帮工，“每天百多块钱，去年挣了
近两万元。”

农业产业发展如火如荼，铜罐驿镇还在给
黄金堡规划着新的发展方向。“我们村十二组、
大溪河边发现了一口温泉，出水量非常大。”刘
冬梅介绍，农业产业进一步发展，温泉康养未来
可期，大溪河生态走廊宜居宜游，黄金堡村的未
来值得期待。

生态走廊让人流连忘返
生态修复护一江碧水

大溪河生态走廊，是王晓莉带着游客们游
玩的最后一站。大溪河为长江一级支流，发源
于江津区双福镇，流经九龙坡区的西彭、陶家，
从铜罐驿镇汇入长江。

如今，九龙坡区已在大溪河流域初步打造
成一条长约7公里的生态观光长廊，沿途柳绿
竹翠、鹤舞鸭弋、古桥怡情、壁洞生幽。

“大溪河水质优良，两岸生态环境保持良
好，而且有很多传说和民间故事，深得游客喜

爱。”王晓莉介绍，自2019年5月开通铜罐驿一
日游以来，其负责的门市每年接待游客均超过
6万人。

大溪河以其原生态的美丽风光让游客流连
忘返，而同为长江一级支流的金竹沟，则是历经
劫难才得以重生。

自西向东流经铜罐驿镇双骑龙村和建设村
的金竹沟，曾因四方污水汇聚而成为一条臭水
沟。2020年年初，铜罐驿镇启动了金竹沟岸线环
境综合整治工程，实施范围起点为金竹沟上游风
洞岩山坪塘，终点为长江入江口，整治河道长度
共计约2000米。经过治理，金竹沟变了样。

在治理金竹沟的过程中，铜罐驿镇在金竹
沟两岸两岸栽植乔木灌木等植物近5万平方
米，还栽植了3400平方米的水生植物，建设了
面积达5200多平方米的金竹沟景观湿地公园。

为了彻底解决金竹沟的污染源，铜罐驿污
水处理厂实施了提标扩容改造以更好地处理场
镇污水，九龙坡区铜陶路雨污管网铺设也在加
速推进。

如今，走在金竹沟景观湿地公园，岸边水生
植物茂密，水流清澈见底，人行步道干净清爽，
成了周边居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今年57岁
的村民刘月家住金竹沟旁，金竹沟岸线环境综
合整治完工后，她就被聘请为岸线保洁员，每个
月收入2000多元，“种了大半辈子庄稼，老了还
领上工资了。”

斜阳微醺，染红江面，16时54分，回程的
列车缓缓启动，搭载着一车的欢声笑语与千年
水驿挥手告别……

乘绿皮火车，访红色遗址，游千亩橘林，逛湿地公园——

千年水驿铜罐驿：浸于慢时光，孕育新生活

□本报记者 陈维灯

3月28日，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末，阳光温
热、桃红柳绿。上午11时左右，5612次列车
缓缓驶入铜罐驿站。车未停稳，便有心急的
旅客从车窗探出头来，好奇地打量着周遭的
一切。

对于许多乘坐这趟绿皮慢火车、慕名前
来铜罐驿镇的旅客来说，这座千年水驿，藏着
诸多老去的时光与故事。

古时，有歌谣传唱“金剑斩龙脑，铜罐煨
仔鸡”，铜罐驿由此得名。铜罐驿位于长江北
岸，九龙坡南部，成渝铁路、襄渝铁路在此过
境并设站，长江客货轮在此码头停靠，曾经和
鱼洞、木洞并称重庆三大水驿站。

如今，残存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的铜
罐古镇，依然诉说着其曾经的繁盛和没落。
不过，许多前来感受“从前慢”的旅客或许没
有想到，今天的铜罐驿，依然在慢节奏里开启
了乡村振兴加速度模式，一幅产业兴、环境
美、百姓乐的铜罐驿画卷正徐徐展开。

3月19日，九龙坡区铜罐驿周贡植故居，游客在此参观。
本栏图片由特约摄影钟志兵摄/视觉重庆

33月月1919日日，，九龙坡区铜罐驿英雄湾村九龙坡区铜罐驿英雄湾村，，过去过去
冷清的村庄如今成了乡村旅游热门地冷清的村庄如今成了乡村旅游热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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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九龙坡区铜罐驿火车站，市民
和外地游客乘坐绿皮火车到此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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