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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崇州市竹艺村出发，驱车不到5
分钟，就能抵达鲜道·幸福里。时值周
末，人来人往，烟雨濛濛的湖边伫立着白
色帐篷，沸腾的蒸汽从锅中缓缓升起，连
空气中也弥漫着火锅的麻辣鲜香。

时间往前推，这处山清水秀的田园
场景还是一片荒芜。2015年，当地大雨
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4万余元。直
到2018年，这里才摘掉成都相对贫困村
的“帽子”。从贫困乡村到田园网红打卡
地，其转型背后有哪些逻辑？7月27日，
记者来到了成都崇州市白头镇大雨村，
探寻村民致富的密码。

吹着夜风吃火锅
乡村华丽变身田园旅游新场景

上午11点过，鲜道幸福里文旅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发敏就接到老朋友的
电话：“老高，湖边的位置晚上还有吗？
记得帮我留一桌。”

去年 5 月，鲜道·幸福里正式开业，
一张图片刷遍了朋友圈：夜幕之下，灯
光渐起，坐在湖边赏璀璨夜景，吃香辣
火锅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游玩最潮流的
方式。

同时，一组数据也显示出这里的火
爆人气。高发敏告诉记者，从去年 5 月
正式开业至今，一期营业总收入就达到
了6000多万元。

大雨村地理位置优越，坐落于最美
乡村公路重庆路边，距离竹艺村和无根
山健身步道等热门打卡点不到三公里，
坐拥川西特色林盘，依山傍水的自然禀
赋让大雨村具备了林盘开发和发展乡村
旅游的底气。

2017年，大雨村成立蜀禹农乡旅游
专业合作社，筹集了 106 万元作为启动
资金，准备发展以“稻虾体验馆”为核心
的休闲、垂钓产业。在“稻虾体验馆”完
成后，村民又有了大胆的想法，将农家乐

升级为田园综合体。
专业的事情自然需要专业的人来

做，在外打拼30年的高发敏接到邀请回
乡入股创业，投入千万元共建鲜道·幸福
里，植入美食餐饮、主题民宿、体验农业、
文创演艺等特色消费场景，打造出一个
集川西林盘特色与沉浸式田园餐饮于一
体的成都西部“乡村音乐会客厅”。

自去年5月投用至今，鲜道·幸福里
带 动 村 民 200 余 人 就 地 就 近 就 业 。
2020 年，按照分红分配机制，通过现金

和资源入股的 111 户股东分红近 30 万
元，农户每入股1万元可分红2600元。

田园幸福美学
增加群众收入为百姓幸福感加码

现在的鲜道·幸福里，不仅仅提供市
民游客休闲、吃饭的简单功能，而是成为
一个集音乐、餐饮、民宿、研学于一体的
川西乡村消费新场景。

在会议中心开会，竹林下品茶，在湖
边享用火锅美食，在手工体验馆体验竹
编，夜幕降临，还可以宿居民宿……鲜
道·幸福里一期项目的火热，也大大提高
了当地村民的信心，周边林盘的村民们
都有意将房子腾出来搞开发，加入进来。

在鲜道·幸福里，很多员工都是当地
村民。村民们用土地换得了股份，并在
鲜道·幸福里工作，每月每人至少有
2000多元的收入，不少村民感叹：“家乡
变美了，环境变好了，每个月有工资，年
底还有分红。”

“鲜道·幸福里”项目致力于解决剩
余劳动力就地就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稳定增加群众收入，分红也给当地村民
带来了更多福利。大雨村党总支书记冯
进表示，合作社与经营主体采取“33211”
新型分红机制，其中 3 成是属于集体户
权益，让更多的村民加入合作社，再带领
大家来做产业；另外3成是资金库，让钱
成为资金链；2 成作为公积金壮大合作
社，1成为管理经费。

另外，还有 1 成资金用于幸福资
金。村里谁家有因病返贫的、年老无依
的、读书困难的，都从幸福股里出钱。村
里为所有的低保户、残疾人和困难群众
都买了“幸福保”，相当于为大家买了大
病医疗保险。

成都崇州大雨村蜕变之旅：

昔日贫困村变身田园网红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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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猫咪瞪大眼睛，目不转睛默
默注视着你；捕食归来的翠鸟，一动不动
驻立在巢边……”

在泸州市古蔺县茅溪镇柏腊村，一
群“长“在石头上的小动物栩栩如生，它
们都是苗族画家古超静的杰作——石头
画。这些原本在大城市、展览馆才能欣
赏到的艺术创作，如今“飞”进了大山深
处，扮美了山野乡村。

左手托起颜料，右手拿起画笔，时而
轻轻描绘，时而大笔勾勒。在小凳上，古
超静一坐就是半天时间。在他笔下，一
只栩栩如生的小猫出现在石头上，他用
艺术之笔让石头“活”了起来。

“量身定做”石头画
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家乡多奇山异石，这为古超静提供
了更多的创作灵感。古超静说，石头画
之所以更特别、更好看，是因为整个画是
根据石头本身的造型“量身定做”，使得
每一幅石头画都是独一无二的。石头画
在精雕细琢成型后，经过反复抛光，干
燥、上油等风干处理，画面可以保存
5-10年。

据了解，柏腊村有原始生态杨梅林1
万亩。近年来，陆续种植的5000多亩优

质杨梅全面挂果投产，依托茅溪镇每年
举办的生态杨梅节，通过“产业+旅游”的
发展模式，不仅带动村民致富增收，也为
乡村振兴打下基础。从小在柏腊村长大
的古超静，虽然在外工作，但时刻都牵挂

着家乡的发展，每年 7 月生态杨梅节举
办期间他都会回到家乡。他希望用自己
的努力，为柏腊村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古超静从小就爱好绘画，从上小学
起，他就一直制作黑板报。虽然长大后
学习的是设计专业，但并不影响他对绘
画深入骨髓的热爱。即便没有受过专业
训练，但不少看过他作品的人，都以为他
是“科班”出身。

他眼里的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文化繁荣

在古超静眼里，乡村振兴不仅产业

要兴旺，文化也要繁荣。发展乡村旅游，
让游客来了不仅有杨梅吃，也要有得玩、
有得看。为此，他发挥自己在绘画上的
特长，家乡的石头、木板、墙壁、陶罐都成
了他的创作底板。家乡的小动物、一花
一草、民族风情特色都是他的创作对
象。一幅幅生动的石头画、木板画、壁画
让柏腊村变得绚丽多彩，为家乡的旅游
业带来新的活力。

在古超静手中，一般的画都能在 1
天内完成创作，但有一幅画除外，那就是
他耗时4天为家乡精心手绘的乡村振兴
壁画。这幅壁画长约8米，高约2米，是
古超静的得意创作之一。

这幅壁画就画在他家堂屋的墙壁
上，整幅壁画清新淡雅，层次分明，在
绿水青山、繁花簇锦之间，有序地分布
着民族特色浓厚的小农场、民宿、音乐
放映大厅、大型吃游广场等建筑，各个
部分相得益彰，极为巧妙，一幅乡村振
兴的美丽画卷在古超静手中得到了完
美呈现。

据了解，古超静在家乡创作的作
品已有 20 余个，除了花草动物之外，
作品都带有独具特色的苗族图案，让
人看后印象深刻。在这些特别的苗族
图案里，有着古超静的创作初衷：“我
想用手中的画笔把我们苗画更好地呈
现出来，为家乡的旅游业注入更多的
民族风情特色，为乡村振兴献上一份
力量。”

泸州市古蔺县茅溪镇柏腊村：

苗画绘乡村 石头和陶罐都“活了”

依山傍水的自然禀赋让大雨村具备了林盘开发和发展乡村旅游的底气。

成都崇州大雨村：昔日贫困村变身田园网红打卡地。

猫咪石头画。

苗族画家古超静创作的画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