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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样子——新时代乡村振兴四川样本系列报道

1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
频连线，看望慰问绵阳市北川羌族自
治县曲山镇石椅村的干部群众。在
聆听村民代表汇报后，习近平高兴地
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要把特色农
产品和乡村旅游搞好，你们是一个很
好的样子。

总书记的称赞，让更多人认识了
这个川北小山村，知道了它“是很好的
样子”。

一个很好的样子，为什么是石椅村？

提升凝聚力
抗震救灾精神成发展基石

驾车从国道347线往曲山镇方向
行驶，看到“禹迹羌风”牌坊后沿村道
而上，便到达了石椅村。从地图上看，
石椅村离汶川地震受损最严重的北川
县城，直线距离仅约3公里。汶川地震
发生后，石椅村受灾严重，村民们齐心
协力，重建起家园，抗震救灾精神也在
这里生根发芽。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表
示，石椅村从过去的落后村变成富裕
村，并在乡村振兴各方面都很强。生
态好、治理好、产业强、农民富，完全符

合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有典型性。
石椅村村民互助建房、乡村建设

投工投劳，这些细节让吕德文特别关
注。他表示，石椅村有较强的互助传
统，有内聚力，这是村庄在不同时代发
展的基础。汶川地震发生后，凝聚力
转化为抗震救灾的行动和精神。到今
天，这种凝聚力又转化成共同富裕和
乡村振兴的基础。

吕德文表示，任何村落要发展，
都要解决群众凝聚力的问题，特别是
发展产业的阶段。比如发展旅游产
业，村民的环境卫生只要有一家搞得
不好，其他搞得再好也无济于事。必
须是每家每户都要自觉，为了一个目
标而把村寨建设漂亮，产业才能发展
起来。

同时，吕德文说，石椅村的党组织
非常有力，可以把具有内聚力和互助
传统的群众团结、动员组织起来，有能
力承接和使用好外部资金和资源，走
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
刘楠表示，石椅村最重要的不仅是文
化，还有精神价值。汶川地震形成的
抗震救灾精神、大爱文化缔结了村
民。因为共同经历了苦难，造就了村
民的团结，形成了凝聚力，有这样的精

神基础，还有文化、旅游资源的利用，
包括村庄发展中的新的组织形式等，
这些因素相结合，使得石椅村独特的
资源被激活，形成乡村振兴的样本。

挖掘羌文化
城乡融合促进村庄发展

石椅村平均海拔1200米，属喀斯
特地貌，生态环境优美，自然景观独
特，是名副其实的“云朵上的山寨”。
这里是羌族聚居村，羌族文化保存完
好，有喝咂酒、跳沙朗、敲皮鼓、舞龙灯
等习俗，有年猪节、祭山会等羌族文化
活动，盛产桐子李、梨子、猕猴桃、枇杷
等高山水果。2022年，石椅村接待旅
游人数超过20万人次，村民人均收入
超过4万元。

刘楠表示，石椅村对乡村价值进
行了最大化挖掘，并同少数民族文化
的活化相结合，这一点做得非常好，“现
在很多村庄其实有属于自身独特的文
化，但有时候发展容易千篇一律，形成
同质化竞争。比如都去打造网红景观，
大家会发现有一些景观，是盲目复制
的，不是基于乡村自身价值的挖掘。”

在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
副院长、教授潘家恩看来，新农村建设
和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让以往农村发

展的短板得到补齐，包括交通、住宿
等。石椅村作为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
村庄，更是一个缩影。

潘家恩表示，2022年乡村振兴三
大重点工作：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
和乡村治理，在石椅村得到融合发展，
其实这就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我们
理想中的乡村，应该是一个综合的，既
有硬件方面的支撑，还有软件方面的
提升。”

“城乡要融合，产业也要融合，石
椅村的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包括线
上与线下的融合，就是一种融合思维
的体现。”潘家恩说，此外，在多元主体
的背景下，如何把个体融合在一起，就
要通过组织化和社会化的力量，也就
是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
会参与的乡村振兴发展模式。

此外，潘家恩表示，在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石
椅村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历灾后
重建，村里硬件建好了，如何用好？如
何从建设乡村到经营乡村，把资源利
用起来，转化出来，实现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在这方面，石椅村的行
动值得称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祥龙
冷宇 周洪攀

南充市高坪区江陵镇江陵坝村，
200 多户村民沿街而居。红棕色的房
顶、鹅卵石质感的墙砌、欧式纹路的复
古门槛、别致的欧式庭院……这个嘉
陵江畔的童话世界，让游客目不暇接。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慕名而来，探访首批天府旅游名村、第
四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江陵坝
村，体验村里的年味，看到他们“很好
的样子”。

浪漫时尚
蓝花楹下的欧式庭院

1月20日，记者从南充城区出发，
驱车20多公里来到江陵坝村。

“以前村里条件太差，位置偏僻，
交通落后，村容村貌环境糟糕！”江陵
坝村党总支副书记吕茂凯站在蓝花楹
树下讲述着村里的过往。如今的江陵
坝村，欧式庭院沿街而立，庭院之间，近
百棵蓝花楹树亭亭玉立，随风摇曳。每
年5月，蓝花楹盛开后，淡紫色的花束
一串串、一簇簇，压弯枝头，风情万
种。城里人挤进这条欧式风情街，疯
狂“打卡”，拍摄这花、这树、这房。

为什么蓝花楹成了江陵坝的“村
花”？因为其树形优美、花色美丽、栽
种容易，浪漫缤纷。待花盛开后，三
五好友坐在树下品茗聊天，也是人生
快意。

其乐融融
四世同堂的“团年饭”

记者采访当天，阳光正好，村民文

加林的家里，半人高的大蒸笼滋滋冒
着热气，腊肉香味扑鼻而来。

文加林弟兄4人，他是老大，老二、
老三和老四都住旁边，这家饭熟了，站
在阳台吼一声，另外3家人都听得清清
楚楚。95岁的母亲身材清瘦、精神倍
儿好，一大家人四世同堂。每年老人
过生时，大家从四面八方赶回来，足足
有30多人。

当天的团年饭，由 71 岁的文加
林掌勺，他凌晨3点就起床了。儿孙
们从四面八方赶回来，一大家人难
得聚在一起，要好好吃上一顿团年
饭。中午12点，团年饭开席了，庭院
底楼大厅摆了满满两桌，乐山跷脚
牛肉、龙门羊肉，还有本地的土猪腊
肉，十几个菜品活色鲜香，大家不停
地给老人和小孩夹菜。这样的住
房，这样的饭菜，文加林和母亲说，
以前想都不敢想。

挣钱顾家
儿媳妇家门口民俗园上班

“昨天小娃娃来得太多了，屋子里
有点儿乱。”阳光照进来时，30多岁的
村民罗丽君正忙着打扫屋子，200多平
方米的庭院打扫起来工作量很大。屋
内摆放着宽屏彩电、洗衣机、冰箱……
厨房和卫生间窗明几净，屋后还有一
片菜园，种着各种蔬菜。

“我是嫁过来的媳妇，娘家离这里
不远。”罗丽君嫁过来后，这栋房子已历
经两次改造，“以前的房子又老又土，现
在的洋房好看又时尚！”小孩在龙门镇上
读幼儿园，公婆租房照管，老公是货车
司机。罗丽君在村里的民俗园上班，上
下班走路几分钟就到了。“家里的土地有
流转资金，我在家门口上班挣钱。”罗丽
君说，党的政策好，让村民过上了富足
的生活，孩子们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游客越来越多，江陵镇通过村民
合资、入股、扩规模等方式，引导村民
开起民宿、农家乐，因地制宜发展景观
式庭院经济。

“昨天的团年饭有20多桌。”47岁
的蒲思兵在村里开了七八年农家乐，
他说，“今后的生意肯定会越来越好。”

采访时，蒲东强家的KTV刚刚开
业，两口子投入70多万元，将自家两层
270多平方米的住房改造成一个乡村
KTV，“要给游客不一样的乡村体验！”

引入项目
大多数村民吃上“旅游饭”

欧式风情街是江陵坝村的核心
区，街外的村里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
6000多亩凤仪湾，嘉陵江水在此流速
平缓，形成流域内最大、最完整的生态
湿地，湿地内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溪流
潺潺，江水滔滔，上下天光，相映成趣。
园内共有野生鱼类33种，候鸟58种。

江陵坝村的旅游资源吸引来社会
资本，并成功打造欧盟标准的现代农
业园、生态湿地公园、欧式风情小镇、
脱贫奔康鲜花养生谷四大核心区；亲
子乐园、玫瑰迷宫、星空帐篷、冰雪水
世界、亲水栈道、千亩草坪、特色餐饮
小吃等。项目累计完成投资30多亿
元，湿地公园、木屋酒店、亲子乐园、欧
式风情小镇、凤仪湾水世界等一大批
文旅项目建成开放，年接待游客达6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5亿元。

“大多数村民都吃上了‘旅游饭’。”吕
茂凯说，村里有信心恢复之前的人流，那时
候旺季高峰时，一天能接待上万名游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苏定伟赵紫君

激活农文旅融合 打造乡村振兴“石椅样本”

南充高坪区江陵镇江陵坝村充满欧式风情。

南充高坪江陵坝村：

偏僻小山村变身欧式风情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