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申治燕
（白衣者）和小伙
伴在刚完工的古
路小学新校舍里。

◀

“这是我吗？”面对自己20年前的模样，申治燕在
向母亲反复确认过后，才敢点头肯定。这是2005年
记者拍下的一张照片：在古路小学即将完工的新校舍
里，申治燕在一群小伙伴中，笑容温暖而纯真。那年
申治燕7岁，这也是她人生中第一张照片。

“闭塞”是申治燕对于儿时的记忆，那是由父母、
同学、做不完的农活，还有被悬崖绝壁遮挡了一半的
天空组成的世界。“父母很少给我讲起外面的故事，我
想他们可能也不知道。”申治燕回忆说。申治燕已经
记不起当年记者拍照的场景，但每当有客人来到村
里，她都会和小伙伴围绕在客人身边，就想多听听外
面的故事。”在外读书之后，申治燕才在网络上陆陆续
续看到有关古路村的报道。“感谢媒体记者，特别是华
西都市报这么多年来一直对家乡的关注。”申治燕说。

申治燕有关古路村的鲜活印记，是从2008年汶
川特大地震后开始的。随着湖北省对口支援汉源县
地震灾区，越来越多的援建单位和爱心人士来到了古
路村。来古路村支教的湖北志愿者包唐韬，在课堂上
用音乐、体育、动画片、科学实验打开了小朋友们的世
界。假期里，支教老师带着从没到过县城的申治燕第
一次走出大山，乘坐飞机、火车，去了湖北、北京。城
市里的车水马龙让申治燕大为震撼：“我羡慕的不是
物质上的富足，而是外面丰富多彩的生活，我希望自
己有机会去闯荡更大的世界。”在政府精准扶贫方略
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申治燕从古路小学开始一路苦
读，于2021年完成大学学业。

2023年，申治燕回到家乡，进入汉源县残疾人联
合会工作，2024年9月又成为汉源县马托村驻村工
作队队员。驻村工作期间，谁家需要康复辅助器材
了，谁家需要申请补助了，申治燕总是热情地为他们
解决实际问题。申治燕告诉记者，自己在成长之路
上受到过很多帮助，她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工作来回
馈需要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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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几位来自湖北的志愿者行走在古路村的骡马道上。

2018年建成的索道缩短了古路村和外界的距离。

2024年12月，汉源县马托村，作为驻村
工作队队员的申治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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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市汉源县永利乡古路村位于大渡河大峡谷
入口的绝壁之上，曾经因鸟道塞绝，被称为“悬崖村”。

2005年开始，在那条蜿蜒的通天古路上，有华西
都市报10余名记者持续关注古路村的身影。20年时
光里，记者用一篇篇报道让古路小学从“天边”走到人
前，并促成孩子们走出大山接受更好的教育；在脱贫
攻坚的道路上，记者用镜头见证古路村通电、通路，看
悬崖绝壁间索道飞渡……

20年古路村，彼此难相忘！在华西都市报创刊
30周年之际，记者重回古路之路：当年镜头下的小学
生已长大成人，成为驻村工作队员反哺乡亲；“想你的
风吹到了古路村”、民宿林立……乡村旅游在这片土
地生长开花。在古路村的村史馆里，华西都市报的报
道也作为村庄历史的一部分被永久收藏。

古路村所在的地方本叫“咕噜岩”，因为峡谷风大，把
石头吹跑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从咕噜到古路，声音变
了，还多出一条“路”，和风、和路，古路村的故事就这样展
开了。这一次，古路村吹来的是“想你的风”。

从大渡河边一线天桥出发，徒步半个小时就来到了
古路村桐子坪附近。峡谷中一栋现代风格的建筑就是阿
兰民宿。2023年，阿兰民宿开业，这是古路村村民第一次
用上抽水马桶和浴缸。民宿主人阿兰是古路村人，小时
候一直在外面读书。“虽然从小离开家乡，但对老家还是
很有感情。”想着让家人们有更好的居住条件，阿兰对老
房子进行改造，平时家人住，旺季客人住。

伴随着阿兰民宿的开业，2024年3月，毫无征兆地，
古路村又火了。村里民宿生意火爆不说，乡亲们卖土豆、
花椒、核桃也挣了不少钱。“古路村244户680人，全村共
有21家民宿，可以同时接待300人左右。2024年人均收
入突破18000元，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超过30万元。”古路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望春说，在各级帮扶部门的
支持下，古路村走出了一条以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的新路子，打造出一张以“游骡马险道、观峡谷风光，吃生
态食品、品彝家风情”为主题的生态旅游名片。

2021年以来，永利乡整合各级各类帮扶资金3000余
万元，配套建起游客接待中心、文化广场、观景平台、停车
场等基础设施，使古路村旅游接待能力大幅提升。“要想
让流量变留量，古路村还需要提升游客体验感，在旅游接
待上更加依靠市场化运作。”对于古路村的未来发展，永
利乡党委书记顾涛有新的考量。

回想2005年，记者第一次爬上古路村时，这里不通
公路，没有手机信号，好在悬崖上开凿的路通了，村民们
再也不用攀着藤条钢梯出行。当离开时，村里的孩子们
将记者送到村口。问起他们最大的愿望，竟是下山看一
眼成昆铁路上呼啸而过的火车。如今记者再次打开镜
头，古路村正在他们的奋斗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当年的“天边小学”学生
成为了驻村工作队队员

•2005年，记者杨涛走进古
路村。之后，华西都市报首
次报道了“天边小学”的故
事，让更多人关注和关心这
座悬崖上的村庄和学校。

•2014年脱贫攻坚开始后，
古路村精准识别贫困户46户
181人，贫困发生率43%，贫
困户人均纯收入仅2140元，
是汉源县63个贫困村之一。

•2016年后，安装护栏后的
骡马道，让村民出行更安全。

•2018年，古路村首条公路
建成，拉近了村民和外界的
距离。

•2018年，全村人均纯收入
达9360元，贫困户人均纯收
入达4260元，完成了“贫困
村”退出任务。

•2018年，索道建成运行，
村民出行更方便。

•2019年，古路村被列入第五
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入选第
二批“四川最美古村落”名单。

•2022年，被评为第七批四
川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

•2023年，被评为省级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优秀村。

走出致富新路子
“想你的风”吹到了古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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