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春佳节，南充市西充县双凤镇跳蹬
河村，一片喜悦祥和。

这个山沟里的村子，对周边乡镇和县
城市民有着十足吸引力。这里有大美乡
村的田园美景，万株桃林、满池荷花、新居
错落；有农旅特色的消费场景，跳蹬石台、
休闲山庄、桃林民宿……

1月25日，正月初四，村子一早就热
闹起来。新修的民宿“桃园居”，一场乡贤
聚会正在进行。双凤镇副镇长兼跳蹬河
村党支部书记胡江和回村过年的企业家
拉起家常，讲跳蹬河发展故事和下一步的
合力振兴。

“三无村”“跳”上致富路
乡贤作家给村里写村史

以前，小河环绕没有桥，村民跳着石
墩子过河外出，这里由此得名“跳蹬河”。
全村无产业、增收无来源、发展无带动，跳
蹬河曾是远近闻名的“三无村”。

“我家门前一条河，名字就叫跳蹬
河。小时候过河跳蹬子，一蹦一跳唱着
歌。我家门前这条河，名字仍叫跳蹬河。
共产党架起致富桥，一路跳跃一路歌……”
2021年，村歌《跳蹬河之歌》唱出了名，入
选《乡村好声音》，让西充“跳蹬河”唱响全
国，MV里欣欣向荣的大美乡村图吸引了
不少游客。这首村歌的创作者、西充县本
土作家范海钟，就是跳蹬河村的“老辈
子”。

民宿落地窗外，成片的桃林，新村民
居错落，跳蹬河水蜿蜒，不时飞过几只白
鹭。范海钟感慨：“这番景色，以前想都不
敢想。”

2023年，范海钟的重要计划就是给
跳蹬河村写村史。岁月和时光的历练，他
将跳蹬河村的精神内涵归纳为一个“跳”
字。“跳起摸高，才耕耘出好日子。”他说。

村支书给企业家背“账本”
三村合并要合力“跳跃”

西充县双凤镇副镇长胡江是这场乡贤
会发起者。乡贤会一开始，他讲述了村里
发展故事。怎样甩掉“三无村”的贫困帽
子？反复思考和外出取经后，跳蹬河以村
党支部牵头，成立股份合作社，发展起集体
经济。村民以土地、劳务、现金三种形式入
股，村集体以土地经营权贷款和争取国家
项目资金入股，桃园、柑橘、脆李、套种蔬
菜、林下养殖，这些都逐一发展起来。

但单卖水果赚不了什么钱，又怎么
办？“以花引蝶”搞乡村旅游，应运而生。

2017年7月，由跳蹬河村村民自己规
划设计、施工建设，“跳蹬河山庄”村级酒
店拔地而起，古色古香，集餐饮、住宿、会
议、休闲等功能于一体。这之后，村民既
是山庄“供货商”、管理层、服务员，还是合
作社的股东，拿工资，也领分红。

2021年，村办企业、股份合作社成功
入选第三批全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典型案例，跳蹬河村获评全省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十大优秀案例。

村级建制调整后，邻近的红栋子村、
乾元宫村并进来，组成新的跳蹬河村。
2022年，村集体经济建设重点放在了基
础设施。“今天在座有跳蹬河的，也有红栋
子、乾元宫的，现在都在外闯出一番天地
的企业家、大老板，恳请你们给村里发展
传经送宝。”胡江说。

村友企业家建言献计
打造新潮的农旅消费场景

从外地回到村里的企业家范俊忠，听
完村里发展情况介绍后表示，“没想到背
后这么多精彩故事”。

范俊忠双手撑桌，思考了一番，“村里
发展，还是要抓住消费心理和市场变化。
要把跳蹬河的独特优势做出来，农文旅融
合这条路子要紧跟大城市的市场发展，打
造新潮的消费场景”。

范俊忠表示，他回广东后，要邀请佛
山商会的企业家朋友们来考察投资跳蹬
河，助力家乡发展。

在外做家具生意的胡伟，今年春节一
家四代回到跳蹬河。感慨完村里巨大变
化后，他直言：“还是要推广，把村里的人
文历史、乡情风光、旅游资源进一步推广
出去。”

他用自己出口转内销取得新发展的
经验举例：“我们村环境好，农旅也做得不

错，要加强与网络力量合作，把我们村推
广出去。不要只注重节假日经营火爆，要
想法填补淡季经营利润。”

“我们村硬件不错，如何加强营销，这
块必须补上去！”在西充做房地产行业的
杨勇、在成都做印刷企业的范国龙等，也
都畅所欲言。

乡贤会结束，大家又实地考察了村里
在建和拟建项目。

今年“九件大事”已开工
跳蹬河吹响全面振兴的号角

胡江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近年来跳蹬河村发展已经形成一定
的经验。如何进一步做强集体经济，全面
抓发展深化推进乡村振兴？跳蹬河在不
停谋篇布局。

“总的来说，还是要把握服务需求，围
绕产业促发展。”胡江介绍，跳蹬河村是一
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村落。这几年，
村集体经济组织引进了一批知农业、爱农
村、懂农民、有技能、眼界广、善营销的集
体经济发展人才队伍，成立农业生产服务
队、餐饮旅游服务队和建筑施工服务队，
发展集体经济。

2023年怎么干？村里已经梳理出
“九件大事”：大明寨山的林下特色养殖，
村里“露营区”建设，儿童乐园建设，互联
互通道路硬化建设，乾元宫300亩低效益
果园复耕后的粮油种植，农旅产业精细化
管理等。

胡江说，件件大事都围绕全面发展，吹
响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号角，合力“跳跃”。

冬日暖阳从雾岚中露出，民宿外，来
酒店参加婚礼的宾朋，围绕产业路不停打
卡拍照。跳蹬河山庄的后厨，8层高的大
蒸笼在柴火灶上已经冒起热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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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样子——新时代乡村振兴四川样本系列报道

2月2日上午，成达万高铁涪江特大桥
主跨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声和钢筋撞击声
此起彼伏，8台旋挖钻、2台履带吊、6台汽
车吊同时作业，一派火热建设景象。

涪江特大桥施工现场正月初四（1月
25日）即复工，目前全天24小时无休作
业，只为抢抓旱季施工黄金期，力争5月底
前完成水中墩施工，为2024年5月主塔封
顶奠定基础。

全天24小时无休作业
赶在雨季前完成水下施工

涪江特大桥位于遂宁市，全长5585.4
米，主桥为双塔双索面钢混结合梁斜拉
桥。桥梁主跨305米，为同类型桥梁当中
西南第一、全国第二大的跨度，也是成达
万高铁控制性工程之一。

2日上午10点过，记者来到涪江特大
桥位于遂宁河东新区的主跨施工现场。
中铁十七局成达万高铁6标段二工区经
理王俊俊介绍，大桥主跨90号主塔位于
涪江东岸，91号主塔位于江心，目前正在
进行两座主墩的桩基施工，每座主塔设计
2.5米桩径的桩基24根，计划2月底前完成
所有桩基施工。

“涪江特大桥横跨1300米涪江江面，
施工受到季节限制，我们要赶在雨季来临

前完成水下施工。”虽然大桥刚刚开工两
个月，王俊俊已经感受到巨大的工期压
力。

根据以往经验判断，遂宁雨季将在5
月来临。届时，涪江水位上涨，水下施工
难度加大。王俊俊说，目前现场全天24
小时无休作业，他们要力争在5月底前完

成大桥水中墩的施工，这也是今年最重要
的工期节点。

170余人春节留守工地
正月初四已全面复工

王俊俊老家在甘肃省合作市，像他一
样，项目上大多数人都来自甘肃、山西、陕

西等北方地区。为了赶工期，春节期间项
目170多名管理人员和工人全部留守工
地一线，正月初四（1月25日）即全面复工
复产。

据悉，涪江特大桥于2022年12月8日
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完成水中墩施工
后，将进入桥梁塔柱及梁部施工，为2024
年5月主塔封顶打下基础。

如果将视野扩展到成达万高铁全线，
各个标段都已在节后掀起了建设高潮。

成达万高铁西起四川省成都市天府
站，途经四川资阳市、遂宁市、南充市、达
州市及重庆市开州区、万州区，接入既有
郑渝高铁万州北站，正线全长477公里，
设计时速350公里。

据成达万高铁公司遂宁指挥部指挥
长李升平介绍，成达万高铁是我国“八纵
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四川省北上东出的主通道，也是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主要工程之一。

线路建成后，将形成成都直达中原和
京津冀地区的便捷客运通道，极大便利沿
线人民群众出行，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
展，对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长
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实施，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菲摄影报道

24小时无休作业抢工期

成达万高铁涪江特大桥掀起建设高潮

乡贤会见证村子发展 向企业家问计家乡振兴

位于遂宁河东新区的成达万高铁涪江特大桥主跨施工现场。

南充市西充县双凤镇跳蹬河村。

胡江和回村过年的企业家开乡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