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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文
化就是乡村振兴的魂。”近日，记者从简
阳市委宣传部获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简阳坚持既要守
护好绿水青山，发展产业、壮大经济，也
要传承振兴乡土文化，激活文化、提振精
神，真正让农村留得住“乡愁”。

目前，简阳着眼于推进挖掘乡村文
化，以文化振兴带动乡村振兴，深入实施
乡村文化提升工程，文化动能不断注入，

“精神粮仓”不断丰实，让广大乡村焕发
出文明新气象。

守住乡土文化之根
传承和保护乡村文脉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家风
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简阳市平泉街道荷桥村在
深入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坚持打好文
化振兴牌，通过挖掘荷桥村“良知、清廉、
为善、明志、为学、修身、正俭、立身”家风
文化，以家风文化应用打造乡村振兴示
范场景，建设“琴艺、形仪、茶仪、陶艺、女
红、画仪、餐仪、服仪”八个业态主题院
落，加快打造家风工作站、家风文创产业
基地、家风学堂，创新营造多元消费场
景，全年平均接待游客6万余人次，创造
旅游综合收入约 470 万元，农商文旅体
融合发展的新场景、新经济正加快形
成。日前，该村入选四川省第二批省级

乡村旅游重点村。
好家风是乡土文化润育的重要内

容。为守住乡土文化之根，简阳市高度
重视乡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实施了乡
村文脉保护和传承行动，筑牢“文化粮
仓”。

同时，加快抢救乡村优秀文化遗产，
挖掘农耕文化、林盘文化、家风文化、民
俗文化、传统技艺等，支持九莲灯、张氏
古琴、羊肉汤烹饪技术等非遗传承人依
托乡土非遗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开展传
承传习活动。

丰盈“文化餐桌”
让更多群众吃上饕餮盛宴

穿着美丽的表演服装，画着漂亮的
妆容，随着优美的音乐翩翩起舞，这是
简阳平武镇百人腰鼓队队员们的生活
常态。

多年前，平武镇为打造一个群众文
化活动平台，从全镇 10 多支腰鼓队共
650余名成员中选出100余人组成了百
人腰鼓队。目前，百人腰鼓队跳出了简
阳，跳进了成都，站在了“中国广场舞大
赛”等国家级赛事舞台上。她们不仅给
当地群众奉上了文化大餐，自己也品尝
了文化的乐趣，队员肖玉琼由衷感叹：

“通过腰鼓得到了快乐和幸福。”
百人腰鼓队舞动的幸福生活只是

简阳市乡村文化振兴的一个缩影。如
何让农村群众吃上文化盛宴，满足文
化需求？

近年来，简阳不断拓展文化供给渠
道，向“文化粮仓”输送更多“粮食”。搭
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平台，建立城乡文
化结对帮扶机制，常态化开展百姓舞台
大家乐、家风家训评选、全民健身等群众
性活动，今年5月在三星镇、石桥街道等

镇（街道）开展“走基层送温暖”乡村音乐
活动10场次。

同时，落实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标准，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
设，完善公共设施管理运行机制，实现乡
村两级公共文化服务全覆盖，今年已完
成 291 个文化馆村（社区）服务点挂牌，
建立文化馆总馆—分馆—服务点总分馆
体系。

此外，简阳还高标准推进乡村文明
创建，建立健全社区道德评议机制，广
泛开展“新家园、新生活、新风尚”活动
和五好家庭、星级文明户、文明集市等
创建活动。

创塑乡村文化品牌
打造简阳印记的文化景观

来到简阳市平武镇尤安村，在一栋
两层楼的房里，一家农民画艺术馆即将
在此揭开面纱。

据悉，简阳农民画伴随中国农民画
的发展而来，深刻地反映着当地村民
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审美准则和审
美情感，是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
品牌。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简阳市开
展了农民画振兴工作，着力用画绘好具
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振兴新场景。

创塑乡土文化品牌，是全面推进乡
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路径之一。简阳市还
立足乡村的具体实际，结合状元文化、商
道文化、龙垭文化等独特内涵，挖掘和传
承区域特色文化的优良基因，吸纳现代
文明的优秀成果，大力推进传统文化创
新,致力打造有品质、有影响的“土字号”

“乡字号”品牌，丰实“文化粮仓”，使乡村
特色文化品牌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与
时俱进、绽放异彩。

百人腰鼓队舞动的幸福生活是简阳市乡村文化振兴的一个缩影。

立秋时节，有着“鱼米之乡”美称的
泸州市合江县白米镇，充满丰收的喜
悦。继水稻、高粱等粮食作物收获后，
近日，白米镇向阳村的千亩优质生姜，
又进入成熟收获期，村民在田地里起
姜、拾筐、装车，忙得不亦乐乎。

在白米镇向阳村种植大户胡朝云
的生姜种植基地，还未摘掉姜秆的优质
生姜整齐排列在地里，根茎肥厚、分枝
多，走近一点便能闻到它的芳香及辛辣
味。“半个月前我们就开始收割了，今年
的产量比去年要多将近一倍。”胡朝云
谈起自己种植的生姜，滔滔不绝。他
说，向阳村位于长江边上，受长江河谷
温湿气候滋润，除了沿江河滩地可以种
植蔬菜外，大量属沙夹泥土质的二台
地、岸坡地，特别适宜种植生姜。

去年开始，胡朝云从父亲那里接
过大白姜种植的接力棒，第一年他运
用的是传统的生姜种植模式，然而产
量和品质却得不到保证。不过，胡朝
云没有丧失种植大白姜的信心，他先
后到重庆、乐山、宜宾去考察、学习，不
断总结经验，因地制宜，功夫不负有心
人，今年他的十多亩大白姜产量预计
有 3 万斤，按每斤 8 元的市场价估算，
产值约24万元。“希望明年把这个姜的
品质再提高些，产量也提高点，把我们

白米的大白姜的名声再提高一个档
次。”丰收的胡朝云已经开始谋划来年
的种植计划。

“现在我们的大白姜正是丰收的季
节，我们村两委通过微信、抖音等网络
平台帮助村民们销售，确保他们都能得
到增收。”白米镇向阳村党委书记曾大
英说，向阳村的大白姜已经种植了十多
年，通过大户带动农户发展产业，如今
已初具规模。

近年来，白米镇坚持打造特色品
牌，大力推广种植大白姜，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今年，全镇大白姜种植
面积达 1000 亩，预计亩产量 4000 斤、
产值3200余万元。白米镇素有鱼米之
乡的美称，再加上背靠合江县城与融入
重庆的独特区位优势，如今已成为周边
城市的菜篮子、米袋子和果盘子。

张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华刚 摄影报道

大白姜进入成熟收获期，让种植户喜上眉梢。

浙江青田牵手四川古蔺

东西部协作助力乡村振兴
华西都市报讯（余自强 刘书利 记

者 李华刚）8月18日，新一轮东西部协
作的重点项目之一——龙山镇农特产
品中心项目，在泸州市古蔺县龙山镇的
2021年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上率先
动工了。这标志着浙江省丽水市青田
县与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两地在共同
推进东西部协作、乡村振兴事业的征程
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开工仪式现场，龙山镇政府相关负
责人与泸州某食品公司代表进行了签
约仪式，随后举行了项目奠基仪式。该
项目的建设、运行将有效解决龙山镇农
特产品产能的后顾之忧，带动全镇农特
产品发展，并推动龙山镇产业由“粗产
出”向“深加工”方向发展。

“项目开工后，龙山镇将组建作业
专班用心用情为企业服务，主动当好服
务员、注重企业发展质量、工程质量，推
动龙山镇（经济）高质量发展。”龙山镇
副镇长牟叙蔺说，东西部协作的龙山镇
农特产品中心项目，是青田、古蔺东西
部协作的首个开工项目，此项目在注入
300万元东西部协作专项资金后，引入
泸州某食品公司的资金 3500 万元，总
投资4000万元。

项目运行后，可以带动本地200户
以上的农户扩大农特产品种养殖发展，
预计每户每年增收 5000 余元。同时，
解决当地劳动力的就近务工问题，带动
脱贫群众致富增收，并将进一步壮大村
集体经济。

文化振兴充实“精神粮仓”

简阳，让农村留得住“乡愁”

种植千亩大白姜 预计产值3200余万元

合江县白米镇农民增收在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