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彝家儿女喜迁新居，三河旧貌
换新颜”的标语映入眼帘时，凉山州昭
觉县三岔河镇三河村就到了。

柏油路通到每一户村民的家门口，
绵延起伏的山峰下，砖瓦房鳞次栉比地
排列着，房前屋后粉刷一新的文化墙让
人眼前一亮。很难想象，这里曾一度穷
得“让人心疼”。

2018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三河村，坐在火塘旁，与老乡们一同谈
脱贫、聊家常，一起谋划精准脱贫之策。

如今，5 年过去，这里的泥巴路变
成柏油路、土房子“变身”砖瓦房、小超
市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今年春
节，昔日“穷窝窝”三河村已成为著名的
旅游打卡地，还登上了 1 月 24 日晚的

《新闻联播》。

发展特色产业
成为村民致富“金钥匙”

2020年，脱贫攻坚收官在即，但三
河村仍有贫困户148户792人。李凯

“临危受命”，被任命为三河村第一书记。
如何让三河村摘掉“穷帽子”？这

个问题曾困扰了李凯很多个日夜。在
不断摸索的过程中，三河村逐渐探索出
了“短、中、长”结合的发展道路。

“我们建起了‘短期+中期+长期’
相结合的特色种植养殖模式，把发展产
业作为发家致富的‘金钥匙’。”李凯说，
短期内，当地村干部不断鼓励青壮年劳
动力外出务工，让他们能有一技之长，
2021年当地引导外出务工580人次，
实现劳务收入1300余万元。

同时依托独特自然条件，三河村引
进西门塔尔牛、中华蜂等优质品种；田
间地头，产值更高的云木香、花椒、冬桃
等特色农产品不断出现。

“三箭齐发”下，全村脱贫户人均可
支配收入从2018年的4615.5元，提升

至2021年的13678元，为乡村振兴打
下了坚实基础。

如今三河村里，群众出行难、饮水
难等早已被解决，当地有了更加便利的
生活设施。同时还在全村规划建设4
处幼教点，90余名儿童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与城镇幼儿园一样的设施和师
资。全村群众均实现签约医生服务，脱
贫户医疗保障实现100%，彻底阻断了
因病致贫。

实施“雁阵工程”
带领乡亲们走向富裕

在脱贫攻坚战役取得胜利后，养
牛、养猪成为当地不少乡亲拥有的产业
之一。但规模小、种养殖条件不全面，

让当地产业发展面临挑战。
如何让当地的致富带头人和养殖

大户帮助更多有条件的村民扩大西门
塔尔牛的养殖规模？在不断地商量和
讨论后，当地决定实施“雁阵工程”，以
形成可复制的致富带头人培养模式。

有了较为完善的扶持计划，“领头雁”
该选谁？大家将目光落在了三河村党支
部副书记、致富带头人洛古有格身上。

作为“领头雁”，洛古有格的任务是
培养和帮扶村里有一定基础的养殖户
扩大规模，形成可复制的致富带头人培
养机制。之后，再由“雁阵工程”批量培
养的身边致富带头人影响和带领周边
群众，形成共同致富的共富模式。

通过走生态种植养殖业的可持续
发展之路，加上订单农业来开拓市场，
洛古有格对未来充满信心。他说，未来
还要通过创建绿色品牌，让三河村发展
得更好。

实现旅游五环发展
让老乡们的荷包鼓起来

2020年，三河村入选四川省100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其旧村址也
被增补为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并成为四川长征干部学院实践教学点
之一。

在和生态农企合作后，三河村的
旅游发展逐渐走上正轨，游客接待能
力不断提升。“我们要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把旧址、新居和村史馆串联起来，
走出一条乡村振兴之路。”李凯说，目
前，他们已经有了一些想法，彝族文化
主题旅游路线将逐步开发，民宿、酒
店、商铺等经营设施将不断在村里出
现，能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让乡亲们
能就近就地就业，让老乡们的荷包鼓
起来。

如今，三河村旅游体验中心已建
成，脱贫攻坚的过程已成为村史馆里的

“藏品”。目前，三河村正按照昭觉县打
造文旅之城的建设目标，加快实现旅游
五环发展。

其中，第一环是实现“党群服务中
心-教育培训中心-村史馆”红色教育圈，
讲好脱贫攻坚故事，传承好红色精神。

第二环是通过旧址到新村的实景
展示、“跨越路”等，让游客感受脱贫攻
坚给彝区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

第三环是依托通村公路和防火通
道建设的环三河运动圈，打造高山自行
车赛和马拉松赛的绝佳场地。

第四环是通过一条21公里的山地
公路，把三河村和昭觉县解放沟镇火普
村，串联成一条爱国主义教育路线。

第五环是将三岔河镇的万亩草莓
园、玫瑰园，以及谷克德湿地公园，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博什瓦黑岩画连通，
打造为昭觉生态观光区。

从2018年春节前夕到2023年春
节，5年时间，三河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新跨越。
李凯说，吃水不忘挖井人，之后的乡村
振兴道路上，还需要大家共同奋斗，“幸
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当牢记嘱托，为
实现共同富裕接续奋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石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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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窝窝”成了旅游打卡地

大凉山三河村诠释彝家生活“很好的样子”

很好的样子——新时代乡村振兴四川样本系列报道

宽阔的村道上车流不息，村里的5
个停车场每天都很吃紧。在巴中市平
昌县驷马镇双城村党总支书记周银平
的印象里，这是双城村历年来最热闹但
也是最堵的一个春节。

浩浩荡荡的车流中，既有归乡的游
子，更多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这个
处于大山深处的小村庄，究竟有怎样的
魅力？

双城村在哪里？很多人会摇头，但
说到著名油画《父亲》，浓浓的乡愁顿时
涌上心头。40年前，这幅中国美术史上
的经典之作正是诞生于此，当时村里一
名叫邓开选的老农就是《父亲》的原型。

40年光阴荏苒，《父亲》与双城村之
间的脐带从未断过。2022年10月，随
着“巴山美村·父亲原乡”项目的正式开
园，双城村的名字一天比一天响亮，也
才有了这个最火爆的春节。

唤醒沉睡资源
一个传统村落的嬗变

一年前的双城村，与其他多数村庄
并无二致。外出务工是村民的主要收

入来源，全村人均收入不高，那些饱经
风雨的土坯房，似乎是“落后”的见证。

但双城村所在的驷马镇，旅游资源
较为丰富，与4A级景区和巴达高速公
路驷马出口分别只有几公里远。平昌
县正在大抓文旅产业，这让周银平起了
念想：我们能否也吃上旅游饭呢？

盘点自己的家底时，双城村人发现
了最重要的宝藏——文化。40年前，这
片土地诞生了油画《父亲》，但不少人只
知道油画《父亲》而不知双城村，现在该
是唤醒它的时候了。平昌县多方问计
问策，在得到油画《父亲》作者罗中立的
支持后，决定借助油画《父亲》的艺术影
响力，以“乡愁”为主线，打造“巴山美
村·父亲原乡”项目。

项目核心区依山就势，分为春风田
园、邓家大院文化和老屋湾康养三个组
团，依照“修旧如旧”原则，民居最大限
度地保留了原貌，那些年代久远的土坯
房成了“宝贝”，被注入新的设计灵感，
变成极具东方美学风格的房间，室内可
以做饭可以泡澡，拉开洁白的窗帘，室
外的田园满目葱茏。

昔日传统村落，正显现出十足的文
艺范。邓家大院建起了罗中立美术馆，
妈妈的厨房、罗中立先生的创作手稿、
年代久远的电视机等，构成了现代人寻
回故乡的乡村记忆馆。

“找到灵魂”
小村庄发展更有底气

春节临近，在外的游子逐渐返乡。
虽然在网上看过“巴山美村·父亲原乡”
项目开园的盛况，但回到村里后，村民
冉子栋仍不住啧啧赞叹，那条狭窄的村
道变成了4.5米宽的柏油路，自己曾经
任教的春风小学，闲置几年后被改造成

“春风研习所”，周围的农房被改造成乡
村会客厅、乡村院落式民宿酒店，一圈
转下来，他向周银平竖起了大拇指。

大年三十，村里所有餐厅爆满，甚
至还有省外客人慕名前来。正月初一
一大早，从驷马镇街道至双城村的道路
就出现拥堵，可容纳300辆车的5个停
车场，停得满满当当。当晚，该村42套
各类民宿被抢订一空。

“这几天，每天接待游客在2000人

次左右。”周银平说，在他的印象里，这
是双城村最火爆的一个春节。

2022年底，四川乡村文化振兴省
级样板村镇名单公布，双城村榜上有
名。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驷马镇党委
书记孙继禹对这句话的理解，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深透。“驷马镇旅游资源不错，
但感觉缺乏文化，‘父亲原乡’正好弥补
了这一短板。”他说，拥有独特文化资源
的“父亲原乡”短时间内就迸发出了强
大的活力。他用一系列的数据和案例
予以佐证：双城村村民的收入结构得到
改善，“土地租金+劳务收入+村集体股
份分红”，人均增收至少1000元以上；
在外务工的10多个年轻人回来了，全都
在村旅游公司找到了岗位……

“‘父亲原乡’这个品牌是双城村独
有的，这也是驷马文旅乃至平昌文旅可
持续发展的底气。”孙继禹说，平昌县正
在努力挖掘“父亲原乡”的文化内涵，让
双城村真正成为全省乡村文化振兴的
样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颖

巴山美村“父亲原乡”

巴中平昌小村落带你寻找乡愁记忆

李凯（左）和洛古有格正在养牛场
内交谈。 受访者供图

俯瞰三河村。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