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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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正月初八。86岁的杨兴
普老先生在女儿的陪同下，驱车100多
公里，从南充出发回到他的老家杨家河，
在童龄书院给前来打卡的村民和乡友

“上课”。杨家河是阆中城外10公里的
一个偏僻村庄，在杨兴普的牵头下，在村
里原址复建童龄书院，春节期间成为打
卡胜地，大家来书院拜圣人、读圣贤书，
到村里看山望水。

曾经贫困的杨家河为什么建起了一
个规模很大的全川第一家村级书院？1
月29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跟随
杨兴普，来到大山里的杨家河一探究竟。

乡音未改
86岁老先生在书院为村民“讲课”

“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
愚。这是杨氏家族的族训，要求子孙后
代多读书。我们恢复童龄书院，就是要
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道理，无论个人职
业规划，还是村里的产业发展，都离不开
知识，离不开读书。”29日中午，阳光正
好，白云蓝天，空气清新，坐在讲台上，满
头白发的杨兴普声音宏亮，给台下的游
客和村民“讲课”。“当年我就在这里读
书，听我先生讲课。”他说。

村里还在过年，村民院坝里停满了
小车，鞭炮声偶尔响起。先生的老家是
一个四合院，亲朋好友正在团聚。杨兴
普操着一口地道家乡话，不停地招呼大
家，乡音未改，乡情未淡。

邻村一个8岁的娃娃在妈妈的陪同
下，前来书院给孔子磕头，在书房里读
书。杨兴普拉着娃娃的手，告诉他一定
要多读书，以后才能走出大山，改变命
运。小孩子似懂非懂，不住地点头。管
理人员介绍，从大年三十以来，一直有许
多村民和游客前来童龄书院读书祭拜。

山外求学
农家娃娃步行150公里到南充

杨氏先祖杨启朝戎马边关，得胜回
朝，被封为武秀才。他回到家乡杨家河
后，深感文化的重要，便和族首共商，于
清朝同治年间在村里建立书院，立起孔
子、孟子和曾子三圣贤的塑像。学文习
武，要从儿童抓起，故名“童龄书院”。

19世纪90年代，村里有志青年杨文
轩，赴南部县拜师攻读诗书，学成归来，在
童龄书院办起私塾，成为村里第一位教
书先生。“族人们远出村子，放鞭炮夹道欢
迎杨先生的归来。”杨兴普介绍，当年方圆
十里的学童在这里求学，杨文轩一个人撑
起书院，因材施教，教大家诵读《四书》《五
经》，学习珠算、书法等。“上半年一升小
麦，下半年一升大米作为学费。学生平时
轮流请杨先生到家吃饭。先生来了，学生
父母叩头作揖致谢，竭尽所能煮一点儿好
吃的，饭后先生双手施礼致谢。”

5岁起，杨兴普就在村里的书院读
书，书院的生活快乐又简单，他用母亲剩
下的布料裹成一个球，在院子里和小伙
伴踢来踢去。6年后，杨兴普考上乡完
小，到外面读书。在南充读书的6年时
间里，他舍不得花钱坐班车，从老家走路
到南充。小背篼里装满换洗衣服和米
粮，翻山越岭，渴了喝山泉，累了困了在
山洞里睡一觉，150公里山路整整要走

两天。
功夫不负有心人，杨兴普成为杨家

河村第一个大学生。“上大学那天，村民
为我送行，塞鸡蛋，叮嘱我好好读书。”大
学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杨兴普先后担
任西充县委书记、南充市教委主任、原南
充教育学院党委书记。

可惜的是，童龄书院存在百年之后，
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除。

回报桑梓
众筹建起全川第一家村级书院

离开家乡多年，念念不忘家乡的山、
家乡的水，更忘不了那份浓浓的乡情。
杨兴普捐资修桥修路，资助贫困儿童，以
一己之力回报家乡。脱贫攻坚的春风吹
到杨家河后，村里依靠自身的山水禀赋，
吃上旅游饭，藏在大山里的杨家河慢慢
为大家所认识。

乡村振兴的后半篇文章怎么做？
杨兴普想到了复建童龄书院，用知识改

变个人的命运，改变乡村的容颜。倡议
很快得到大家的响应，童龄书院尽量原
样复建，根据七八个从书院毕业的“校
友”的回忆，同为“校友”的原四川省城
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宋德勋
绘制出了书院草图。

杨兴普首先带动家人和亲友捐款数
十万元，天南地北的乡梓积极响应，众多
爱心企业和个人捐款捐物达140万元，
当地村民也捐树捐工。“有的小孩把压岁
钱都捐出来，年过七旬的老人在酷暑下
不辞辛劳，在大山里砍树抬树，让人感
动。这，就是杨家河人的奉献精神！”

童龄书院一年多时间就复建完成，
四合院全木结构，全部采用榫眼、榫头的
方式连接柱、梁、椽、檩等，没有用一颗铁
钉。其规模比旧书院大得多，占地近
3000平方米，包括书院主体、广场、照
壁、百步石梯、星级标准公厕。内立孔
子、孟子、曾子像，还有上万册藏书、儒家
经典讲堂、会客厅等。

去年9月28日，孔子诞辰纪念日，全
川第一家村级民间书院——童龄书院在
阆中市思依镇杨家河村复建落成，古老
村落迎来千年巨变，书院举办了一场原
汁原味的祭孔大典。书院下边的杨家河
上，竹筏漂流，麻板桥码头游客如织。

文化传承
书院成为乡村振兴一束光

童龄书院建在古蜀道一块高地上，
四面高山环绕，山峦起伏，农家点缀。
站在书院广场，极目远眺，杨家河景区
尽收眼底，一河清水环绕山谷，朵朵白
云绕山巅。

“书院的复建让我们乡村振兴多了
一个抓手和平台。”思依镇镇长杨嵩介
绍，以前脱贫攻坚走的是农旅结合路
子，现在用的文农旅齐发展进行乡村振
兴。“书院可作夜校，对村民进行技术培
训；书院可以讲解国学，提高村民素质；
书院可作乡村书屋，供村民阅览。”在杨
嵩的眼里，童龄书院历史厚重，有故事，
有看头，更是杨家河景区的特色和亮
点，“文化传承，书院就是一束光，照亮
乡村振兴的道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苏定伟

全川第一家村级书院春节成游客打卡地
乡邻众筹建起的阆中童龄书院成为杨家河景区的特色和亮点

华西都市报讯（张敏 记者 刘彦谷）1
月24日，广元市朝天区云雾山镇金龙村
八组村民王元春像平日一样，吃过早饭
便带上干粮出门放羊了。

伴着王元春一声声清亮的吆喝，羊
群争先恐后从羊舍中涌出，在牧羊犬“奔
驰”的守卫下，有序穿过门前的小桥，朝
着山中奔去……

今年58岁的王元春，戴着一副黑框
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酷爱钻研学习
的他，养殖南江黄羊七年，逐渐沉淀了丰
富的经验，也积累了不少家庭财富。说
起致富的秘诀，王元春说得益于“好生
态+好政策”。

“南江黄羊喜欢干燥，所以圈舍要
向阳，并且空气流通性好，冬天圈舍要
覆上塑膜，能起到保温效果；南江黄羊
对食物比较挑剔，喜欢吃干净的草料，

饮用水也要干净流动……”王元春说，
金龙村具有草丰林密的生态优势，是黄
羊养殖的天然牧场，他家的黄羊都是直
接赶到山里让它们自由觅食，喝山泉
水，吃天然野草，肉质更加紧实，口感更
好。

除了家乡的好生态外，“好政策”也
为王元春养羊注入了强大动力。

在《朝天区突破性发展肉牛羊产业
十条措施》的大力支持下，2022年，王元
春家新建起了400多平方米的标准化养
殖大棚，大棚全部投入使用后，可存栏黄
羊400多只。“修建圈舍，区上一个平方
补贴300元，让我发展黄羊产业更有信
心和干劲了。”王元春高兴地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王元春的精心
饲养下，2022年，他家出栏黄羊150只，
毛收入超过30万元，并带动周边10余

户群众发展起了黄羊养殖，户均年增收
10万元左右。

“养羊让我尝到了甜头，也看到了奔
头。”如今，在“得力干将”牧羊犬“奔驰”
的帮助下，王元春养羊变得轻松起来，虽
然年岁渐长，但他赶羊的吆喝声却比以
前更响亮了，腰板挺得更直了，精气神也
更足了，“今年，我准备把黄羊的养殖规
模扩大到400只，年产值应该能达到80
万元。”

暖阳透过竹林洒向地面，羊群在“奔
驰”的带领下，一路发出“咩咩”的叫声，
顺着弯弯的山道，逐渐消失在幽深的丛
林，而那悦耳的叫声，久久回响在山间，
像极了最美的乐章。

“很好的样子”是什么模样？王元春
微微上扬的嘴角和满怀希望的眼神，便
是最好的诠释。

好生态+好政策 五旬“羊倌”开启幸福新生活

▲童龄书院复建落
成庆典。

王元春和他的羊群。

◀杨兴普在童龄书
院给村民和乡友讲
课。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