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书记跟我们连线，我感到无比
的激动。作为非遗传承人，我将加倍努
力，把民族文化、把大禹精神传承下
去。”北川羌年省级传承人杨华武说。

作为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
通过举办节庆活动，传承羌族文化。“通
过月月举办活动，向游客展示羌乡文
化。”杨华武说，从正月开始的耍龙灯，3
月举办的绣花节，5月的瓦尔俄足节，6
月的情歌节、大禹祭祀，7月的羌族沙
朗、对歌，“到羌历年时，游客蜂拥而至，
最多达到几十万人”。

羌族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

口弦、羌笛，羌族沙朗，羌族石壁文化，
都是羌族的重要元素。“石椅村是羌文
化重要的展示区和活动地。”杨华武说，
村里已有四五个非遗传习基地。

在石椅羌寨，尊贵的客人到达后，
就会有身着民族服饰的羌族女子献上

“羌红”，呈上一杯咂酒。“进寨仪式、敬
酒仪式是羌族人待客的重要礼节。”杨
华武说，羌族人好客，羌族沙朗、敬酒、
篝火晚会是当地的常态展演。茶余饭
后，羌族儿女还会邀请宾客跳起羌族沙
朗、吃烤全羊、喝咂酒、品高山腊肉和当
地山野菜。

除感受羌文化外，当地的五星枇
杷、桐子李、苔子茶、老腊肉，可以让游

客一饱口福。“石椅村已是传承羌族文
化的窗口。”杨华武说，村民们努力提升
老腊肉的品质、风格，让客人能真正吃
到绿水青山下的优质食品。

通过发展旅游，石椅村已成为全
国文明村，杨华武有个想法：在保存好
石椅村现有民族民间文化的同时，把
羌族的唢呐、响器、口弦等非遗文化纳
入其中。“在这里建立一个非常完整，
让世人能够参观、体验的博物馆。”他
说，让游客在这里不仅能品尝到美食，
更重要的是能够参与，融入到当地的文
化活动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洪
攀 王祥龙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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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视频连线的北川石椅羌寨的憧憬：

力争5年内人均年收入达到10万元
石椅村是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村，也

是全国文明村。该村以农文旅融合发
展“美丽经济”，2022年接待游客20万
人，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4万元。1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频连线看
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与石椅村群众连
线交流。收到总书记的问候，村民们对
乡村振兴的信心更足了。

发展乡村旅游
村里的农家乐已发展到23户

1月18日，总书记在与石椅村群众
连线交流时，该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向
总书记汇报了村里的发展情况。2022
年，石椅村接待游客20万人，村民人均
年收入超过4万元。

1月19日，陈爱军又开始忙了，自
家农家乐的盘点以及准备春节期间的
菜品。“春节期间订餐的游客比较多，得
多准备一些食材。”他说。

对于当地通过农文旅融合发展“美丽

经济”，陈爱军表示，石椅村紧靠北川国家
地震遗址博物馆，独特的地理位置让他们
把目光放在发展乡村旅游上，“近年来通
过不断扩大规模，村里的农家乐已由最早
的5户发展到现在的23户”。

石椅村的变化，陈爱军有着直观的
感受。“以前山上的道路很窄，根本无法
会车。”他说，村子现有村民104户、352
人。当时山上的农家乐很少，且分布不
均。灾后重建，村里定位发展乡村旅游
后，除鼓励原有农家乐老板重新开张外，
还动员返乡青年开办农家乐，“我们给他
们出谋划策，出设计、出建议。”到目前为
止，山上的农家乐已发展到23家。

大力招商引资
引来了两个投资千万级公司

同时，政府也加大了当地基础设施
的投入，对道路进行了拓宽，给每户安
装了自来水，通上了天然气。“现在，旅
游大巴能直接开到山顶。”陈爱军说，石

椅村通过近几年的发展，打响了自身名
气。“我们去年通过招商引资，引来了两
个投资千万级的公司。”他说，一个是茶
园结合体项目，去年已投资1400万元，
计划今年4月投入使用；另一个是打造
古生物化石公园，“去年已投资520万
元，计划今年投入2000万元”。

对于石椅村未来的发展，陈爱军说，
他们将继续加大基础设施的提升，通过
对村里公路黑化、道路拓宽、农家乐的风
貌改造、景观的打造、民宿的提档升级以
及羌族文化的传承，“最终目标是把乡村
变成一个公园，变成一个景区”。

按照计划，石椅村将在2023年创建
3A级景区，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旅
游。争取在5年之内，游客的数量突破60
万人，村民人均年收入由现在的4万元提
升至10万元，村集体收入突破100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洪
攀 王祥龙冷宇

幸福生活是干出来的
初印象的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曲

山镇石椅村，农家乐错落分布，道路坡度
不小，弯道多。漫山果树开着一簇簇泛
黄的花，色调暗淡；随处可见的羌旗迎风
飘扬，是整个村子为数不多的亮眼色彩。

沿着水泥道路再往村里走，农家
乐的数量少了些，村子最质朴的模样
显露出来。干净，是最贴切的形容词，
在村民房屋前后，几乎看不见任何白
色垃圾。枇杷树枝修剪得干净利落，
柴火码放得整整齐齐。

晚上，村子里有客人来访。得到消
息后，村民王秀会和姐妹们一起，穿围
裙戴帽子，扛着扫把在村里打扫卫生，
连缝隙里的落叶也没有放过。被问及
新年愿望时，王秀会有些不好意思地
说：“我是个农民，就想着多挣钱。”

王秀会说，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知道石
椅村，知道石椅村的水果。来年，她要种出
更好的水果，也期望能卖更好的价钱。

在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中，石椅村着
力搞好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未来，
努力奋斗的他们，会有“更好的样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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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年后，要抓村里的卫生，道路拓宽的事还要抓紧，路口要提供热水、热茶、凳子等更多便民服务，让
游客到羌寨更舒心。”1月19日上午，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石椅村两委开始谋划年后工作。他们
计划在未来5年内，村民年人均收入达到10万元，村集体收入突破100万元。

很好的样子——新时代乡村振兴四川样本系列报道

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石椅村全貌。

羌年省级传承人心愿：

打造羌文化博物馆 让游客更多沉浸式体验

记者手记

石椅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