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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在成都市蒲江县委社治委
会同县委党校组织开展的社区美学运
用暨社区营造培训上，成都吾乡乡村创
业孵化器执行董事伍茂源进行了授
课。很多人没想到，3年前他还是一名
公务员。

7个月前，伍茂源再一次确认了自
己的初心：2月11日大年三十晚，成都市
蒲江县箭塔村的官方微信号首发了一
部贺岁微电影《一家人的年猪祭》。这
部微电影中，本土作家当编剧，非遗曲
艺人做演员，村里的大学生当起了编
导、导演……所有演职人员都来自箭塔
村。

“箭塔村又一次实现了凤凰涅槃。”
第一次看到这部微电影的成品时，伍茂
源用“意气风发”来形容它。“在发展的
道路上，箭塔村又一次进行了能力和组
织上的自我突破。事实证明，要相信村
民的力量，相信本土的力量。”他说。

辞去公务员回到曾经担任“第一书
记”的村子里并非头脑发热，乡村振兴
和美学社区营造是他真正想做的事。
这便是伍茂源的初心所在。

驻村扶贫
盘活历史资源 复兴传统民俗

2016年6月，时任成都市政协办公
厅副主任科员的伍茂源听从组织安排，
参加了成都市第三轮第二批精准扶贫
帮扶工作，来到箭塔村担任“第一书
记”。

箭塔村地处南丝绸之路节点，诸葛
亮“一箭退蛮王”的传说就源于此，对于
痴迷文学和历史多年的伍茂源来说，这
片土地充满了“魔力”。根据村里的历
史地名，他列出了南丝绸之路在村域内
的走向，并制成了地图。

“村子西边有‘关林巷’，这是宋代
关卡周围的禁林；‘关林巷’下有‘闹子
冲’，这是宋人俗语……”伍茂源告诉记
者，除了历史地名，古代文献也述说着
久远的事。由于地处南丝绸之路上的
重镇百丈县核心区域，箭塔村是少数能
从官方志书中精准确认方位的村子。
这时村民才知道，原来村里那些不起眼
的小地名，竟然承载着南丝绸之路的光
辉历史。

如何让箭塔村迅速脱贫，并在乡村
振兴中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伍茂源
循着箭塔村的历史记载找到了答案：

“只要能盘活箭塔村的历史文化资源，
就可以通过乡村文化的传承传播，带动
村子的经济增长引擎。”

2016年底，伍茂源听时任箭塔村村
支书高永强介绍，村里有“年猪祭”的民
俗，只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
让这个民俗变得冷清了。“以前，每家每
户都要养猪，一到年底，村民就会把猪
用来祭祀，邀请亲朋好友聚餐，一起吃
年猪肉。”伍茂源听完后热血沸腾，决定
带领村民盘活这个民俗。

那年春节前夕，200多人从成都赶
到村里参加“年猪祭”，箭塔村的文化旅
游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发展至今，箭塔村的“年猪祭”一年
比一年热闹，如今已成为该村的招牌活
动。今年，因疫情防控，“年猪祭”活动
取消了，但在当地政府的支持鼓励下，
村民决定用微电影记录下这项民俗，并
传承下去。

“叛逆”抉择
辞去公职 投身乡村振兴

“没有后悔。”再次提及30岁那年的

抉择，伍茂源只说了4个字。
两年的驻村工作，伍茂源见证了

箭塔村如何走出贫困序列，更让他明
白了乡村振兴是一项需要长期扎根
的事业。扶贫工作结束后，他感到心
里空落落的。2018年，他辞去成都市
政协办公厅主任科员一职，重新回到
了村里。

回顾成长轨迹，伍茂源是父母的骄
傲：以高分考入暨南大学，研究生保送
四川大学，毕业后参加公考，从150个报
考者中脱颖而出，进入成都市政协办公
厅工作。30岁辞去公职投身乡村振兴，
似乎是这个85后小伙做过最叛逆的决
定。

彼时，母亲从老家三番五次赶来成
都，想阻止他，但没能成功。带着家人
的不解，伍茂源执着地回到了箭塔村。
因为他发现，自己在质朴的村子里更有
归属感。他说：“在村里做一个陪伴者，
主要工作就是扎根大地，在地上画窗
子。有了窗子，便会有阳光；有了阳光，
万物自会生长。”

伍茂源告诉记者，离职的初心是
希望箭塔村能以社区营造，激活村民

参与乡村振兴，但一个乡村要发展和
振 兴 ，远 不 是 做 几 个 项 目 就 能 达 到
的，“留下一个可以深耕乡村、长期
开 展 社 会 化 服 务 的 人 才 团 队 是 关
键。”

为此，伍茂源创办了成都吾乡乡
村创业孵化器，为有志参与乡村振兴
的人提供全方位支持。“就是为解决
驻村人才和在地人才面临的各种困
境。”他说。

社区营造
让文化生根 引导村民自治

培育乡村人才，营造乡村社区，搭
建城乡互动平台……箭塔村的乡村产
业逐渐步入正轨后，伍茂源又开始思
考新的问题：如何引导村民自治？如
何把志愿者团队固化下来，形成一种
机制？后来，伍茂源兼任了蒲江县社
区规划导师，并逐渐壮大社区志愿团
队。他一方面聚集本地能人，搭建社
会平台，引导参与建设；另一方面，外
出学习交流，引进专业资源，促成良性
发展。

2019年，离开箭塔村多年的农民女
作家卢树盈回到了村里，亲眼目睹了箭
塔村的变化。正是这种向好的变化，赋
予了她创作灵感。在与伍茂源深入交
流后，她以箭塔村的发展为素材，创作
了一部24万字的网络小说《伍小茂的新
农村纪事》。

乡村作家返乡激情创作，箭塔村的
村志也编写出来了，伍茂源更加明白了
一个道理：一个村能否发展起来，归根
结底取决于文化积淀，必须要让文化在
村民的心里生根发芽。

去年7月，箭塔村举办了一次读书
会“书香雅集”，伍茂源作为首场读书会
的导师，带领村民们重温了箭塔村的光
辉历史。他说：“开展读书会就是为了
让村民更加了解自己的土地，也是为了
鼓励他们，让他们相信这片土地确实能
发展得更好。”

如今，箭塔村的社区营造工作已
渐入佳境，村民们学会了独立运营公
众号、拍短视频，还会通过互联网平台
销售农产品。成都吾乡乡村创业孵化
器也开始在蒲江其他乡村推广这种发
展模式。看着伍茂源的乡村振兴事业

越来越有起色，家人们的态度也转变

了。

今年2月，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
牌成立，伍茂源也更加看好乡村振兴的
前景。他说，乡村吸引人才的地方正是
那些迥异于城市生活、在城市里属于稀
缺资源的美好因素，这也是他一直所努
力的工作方向。

小康，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夙愿。当屈原
发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感慨
时，他想到的是小康；当杜甫写出“安得广厦千万
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时，他憧憬的是
小康；当孙中山立下“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
夫不获其所”的志向时，他渴求的也是小康。

千年梦想，百年圆梦。7月1日，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
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
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
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
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如今，小康不再是一个理想，而是我们身边

触手可及的幸福。它是凉山州“悬崖村”搬迁后
集中安置点亮起的灯火，是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
的特色产业，是“复兴号”高铁给人们带来的便
利，也是人们越来越容易看到的绿水蓝天……

这折射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飞跃。变化背
后，是中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
部出列的伟大成就。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是人民幸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是创新中国、活力中
国，是美丽中国、开放中国，是风雨无阻向前进
的中国。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即日起，封面新
闻、华西都市报推出“小康圆梦”主题策划系列报
道，聚焦巴蜀大地上的广袤乡村，探寻山水间的
现代桃花源，讲述乡亲们幸福安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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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茂源（左一）在村
子里做起了社区营
造。

◀
“年猪祭”已成箭塔
村的招牌活动。

圆梦
系列报道

“85后”小伙辞去公职投身乡村
让文化生根发芽 让乡村振兴开花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