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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镇龙山村，山清水秀，绿树
成荫，仿如现实版的“世外桃源”。过
去不少当地人穷尽一生想逃离的山

沟沟，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浪潮中
变得越来越热闹，越来越多的当地人
留了下来、富了起来。

这里的夏天没有暑热的烦躁，到
处充满了收获的喜悦。

黄治文一家就是收获者之一。
从之前的外出务工，到现在自己当老
板，黄治文就是凭借大山带来的清
凉、森林带来的资源、溪流带来的灵
动开办了一家农家乐，成为发展乡村
旅游的众多从业者之一。“现在一年
少说能挣上5万元，家里又修了两楼
一底带小花园的新房。”黄治文说。

龙山村相关负责人说，每年的七
八月是龙山村的旅游旺季，村里的农
家乐入住率几乎达到100％，加上农
民销售笋竹、鸡鸭等产品，村里人均
能增收1万元以上。

“乡村旅游是路径，发展依靠群
众，成果惠及群众。”这是南川发展高
品质乡村旅游的价值所在。

——鼓励农房变客房。大力推动
农户通过自行改造、出租闲置农房等方
式，升级“农家乐”变身“黄金屋”，打造
出了漫居·有点田、花田小院、谷居美术
馆等一大批中高端民宿。

——推动“三变”见实效。打造
形成一批利益联结稳定的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万名农户通过资产
入股、资源入股等直接获得财产性
收入。

——带领蜕变新农人。大力培
训和培育人才，注重本土人才的培育
使用，引导人才向农村、基层流动，通
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高素质农民教
育培训及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
等项目累计开展培训6400人，帮助
1000余名本土人才在家门口实现创
业就业。

……
南川乡村旅游发展目标明确、路

线精准、成果明显，在满足都市人生
活新追求的同时，也满足了农村人对
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让富足、幸福成
为乡村旅游的关键词。

颜值之变、气质之变、价值之
变，“三变”背后交错纷呈的密集
转变，以最直观的方式重新界定
出南川截然不同的乡村旅游质
量，见证了山乡巨变、奔赴小康的
魅力，让山水田园处处舒展着美
丽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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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 高品质乡村旅游推动“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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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原点，南川乡村旅游的门
户，主体建筑在一个小山丘上，形似
一个圆形的指环套住了山丘，从高空
往下看，就像一个原点，又像降落在
田园山水间的飞碟，成为当地的地标
特色。

“就像一个环扣，串起了生态与产
业资源，满足了游客对高品质生活的
需求与向往。”南川区农业农村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项目建设的初衷就是要
让游客体验城市一般的服务，改变过
去乡村旅游品质不高的印象。大观原

点不仅具有游客集散功能，其本身也
是个性化的旅游综合体，集展览、商
业、餐饮、酒店、接待为一体，可为游客
提供更多个性化的旅游体验和选择。

大观原点是环境改善的代表。走
进大观园，散落其间的村庄一个个收拾
得干干净净、装扮得朴素美观。

大观镇铁桥村于家院子是最新的
乡村旅游打卡地。实施人居环境整治
后，建立起了农业废弃物垃圾收运系
统、污水处理系统。新修小花园10个、
健身小广场、污水处理站，古水井、废弃

石磨等成为景观小品。农房院坝焕然
一新，庭院内外花花草草、基石栏杆，别
有风味。

村民李继寿说，来打卡的游客经常
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要说城乡区别，现
在城里还没有村里安逸了！”“有天有
地，环境真的好！”

高品质乡村旅游从美化开始。自
2018年以来，南川全域实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五沿带动·
全域整治”工程，突出农村“厕所革
命”、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村

容村貌提升、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村规划编制六大任务，全面实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乡村旅游提供
了最大的环境支持。

——村容村貌全面提升。累计改
造农村危房 3144 户，整治提升旧房
10144户（含农村危房改造3144户），
建设农村公路 2600 公里，安装路灯
9820盏，实施村庄绿化500亩，创建绿
色示范村庄52个。

——垃圾污水全面治理。全区
184个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

累计完成乡镇污水管网建设81.2公里，
千人聚居点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达到
100%，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治理的农户
覆盖率达到80%。

——长效机制全面建立。建立了
农村生活垃圾有偿处置、分类积分管理
机制，完善“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区
处理”收运处理体系，以“三清一改”为重
点的村庄清洁行动，全区184个行政村
实现全覆盖……

今天，清洁干净的环境成为南川乡
村旅游的标志名片。

高品质乡村旅游，不止在颜值，
更在于气质和内涵。如何让游客既
饱眼福，又在不经意间享受精神的愉
悦，这是乡村旅游面临的课题。如何
让“美丽风景”催生“美丽经济”，处理
好产业振兴和生态的关系，考验着基
层探索的智慧。

去年8月，兴隆镇金花村，5000
亩蓝莓已过采摘季节，但游客仍然
不断。8000多亩土地连同村庄被一
体化打造成农文旅美丽新村，不但
产业兴盛，更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
名村。这里既不靠近景区又不临城
区，凭什么能快速崛起，实现美丽蝶
变？

“我们把乡村旅游发展和现代农
业发展统筹规划，走出了一条三产融
合的发展新路。”金花村相关负责人
介绍，村里采用流转耕地、林地、荒地
等资源入股金花村股份经济联合社、
农业龙头企业等，已发展起蓝莓、白
茶、水产养殖等特色产业，不但一年
四季均可采摘体验，更恢复了“金花

村九大碗”土菜，娱乐和接待项目日
益丰富。

临近的黎香湖镇依托人工湖泊，
打造了万亩湖山全龄健康生活小镇，
汇集了休闲度假、家庭亲子、健康运
动、养生宜居的产业集群。除了赏湖
之美，这里还有体验感极强的皮划艇
比赛、路亚垂钓、花海基地等游乐项
目。

“产业兴旺是乡村旅游最大的底
气，我们把乡村产业发展融入乡村旅
游提升，通过打造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的现代农业产业，不断丰富乡村旅游
的内涵和外延。”南川区农业农村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产业与乡村旅
游互推互促，呈现了全新的发展局
面。

——产业景观集聚。立足空气
富氧、土壤富硒、水源富锶“三富”优
势，全区大力发展中药材、古树茶、方
竹笋和南川米、蓝莓“3＋2”特色产
业，打造形成一批成规模、成体系的
生态景观、农业景观。

——消费选择多元。以森林、文
旅、运动、中医药为代表的四大康养
业态，不断满足游客多元化、个性化
的消费需求，丛林穿越、中医体验等
项目，吸引游客逐一体验。

——特色产品更多。开发出金
山红古树茶、中药精华护肤面膜、南
川富硒贡米等“南川好礼”，普通农产
品变身文创产品，越来越多的南川农
旅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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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厕所，大民
生。厕所革命不
仅关系农村人居
环境的改善，也关
系广大群众生活
品质的提升。

据南川区农
业农村委相关负
责 人 介 绍 ，自
2018年启动实施
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以来，
南川区就把农村
改厕作为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助推
乡村振兴、脱贫攻
坚的重要抓手，坚
持因地制宜、分类
施策，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其
中，为确保改厕推
进落实有效，在分
类施策上，南川编
制了《南川区农村
改厕规划（2018-
2020）》，明确总
体目标、实施范围、技术标准，
并将全区行政村划分为一、
二、三类区域，实行分类型、分
重点推进。同时掏出真金白
银投入，整合中央、市级资金，
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的方
式，按照厕屋500元/户、三格
式化粪池2000元/户标准给予
奖补。

一以贯之抓落实，真抓
实干出成效。截至去年底，
南川区共建成农村无害化卫
生厕所3.6万户，实现农村无
害 化 卫 生 厕 所 普 及 率 达
89%，超过国家规定的普及
率4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