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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样子”越来越好
北川石椅村农家乐和民宿增至25家 带动周边乡镇连片发展

2月4日早上，忙碌了6天的陈艳准备
歇业一天，去山下的镇上买些李子树枝
条，嫁接地里的果树。立春了，地里的果
树要照顾好。

陈艳是北川曲山镇石椅村尔玛人家
民宿的老板，同时也是石椅村党支部副书
记。从大年初一上午9点开始，她家的民
宿就开始迎宾。“从大年初一到初六，我们
家有5万多元的营收。”陈艳说，石椅羌寨
能吸引众多的游客来这里旅游，主要是他
们村的农家乐、民宿形成了规模。

2023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春节
前夕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
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石椅村作为全国
乡村的代表，受到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慰
问。总书记点赞石椅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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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2年时间过去了，石椅村不但
扩宽了上山道路，村里先后建起了13家
农家乐、12家民宿，接待能力大幅提升，
到2024年村民人均年收入已突破8万
元。不仅如此，石椅村还通过旅游兴村，
带动周边7个乡镇共同致富。

民宿老板：6天营收5万余元

4日上午11时许，陈艳关上尔玛人家
的大门，准备到山下的镇上去买些李子树
枝条，嫁接地里的果树。“大儿媳、二儿媳
今天回娘家，我也准备歇业一天。”

立春了，地里的果树还是要照顾好。
“一年之季在于春嘛。”陈艳说，从大年初
一开始，她家的民宿就开始迎宾。这6天
时间里，她和两个儿媳妇以及请的3个服
务员，先后接待了近20桌游客。“虽然累
一点，但心里还是高兴。”

陈艳说，村里最早只有7家农家乐，
她家就在其中。经营了十来年，里面的设

施也破旧了。“我都不好意思给客人介绍
自己农家乐的住宿。”2022年下半年，她
家在自己的承包地里重新建起一座民
宿。“我们这座民宿从建设到装修，先后花
了420万元，但我只敢跟他们说用了120
万元。”陈艳笑着打趣道，主要还是怕他们
说她花钱大手大脚。

2023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春节
前夕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
石椅村作为全国乡村的代表，受到总书记
的亲切关怀和慰问。

就在陈艳的尔玛人家装修后开门迎
宾时，村里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2023
年到如今，石椅村先后建起了13家农家
乐、12家民宿，接待能力大幅提升，到

2024年村民人均年收入已突破8万元。
“羌族风情和高山水果是我们过去的

优势，而现在我们要提档升级，要学习借
鉴先进的设计理念，在风貌和细节上都要
做到优秀，才能实现我们人均年收入突破
10万元的目标。”石椅村党支部书记陈爱
军说，“我们正在引导村民改造升级民宿，
不只是在硬件上加大投入，还有很多理
念，值得我们交流碰撞。”

石椅羌寨：“先行区”带动连片发展

2月4日中午，石椅羌寨的寨门前正
在举行隆重的进寨仪式，迎接远方的客
人。身着羌族服饰的大姐给客人捧上火
红的羌红，斟满一杯蜂蜜酒。

广场上，篝火扬起的细小微尘随风飘
散，带来阵阵好闻的烟火味。腊肉香肠的
摊位前，游客开始挑选自己喜欢的羌山美
食。“从大年初二开始，我们这里的客流量
就比较大，每天都有几十桌。”石椅羌寨负
责人王静说。

石椅羌寨不仅是一座民宿，同时也是
石椅村的别名。这两年来，当地村民将自
家住宅改建为农家乐或民宿，同时石椅村
还吸引来了一家由外地人投资的亚日萨
民宿。春节这几天，房间早已客满，门前

车位里停着的车大部分是来自成都、德阳
等地的外地车辆。在该民宿运营方负责
人徐洪霞看来，一方面要融入当地的特
色，以羌族民居常用的石板、木材作为建
筑材料，另一方面还要凸显差异，为此每
个房间都引入了私汤温泉，“而且这里山
间的晨雾和落日，都是非常出片的场景。”
徐洪霞说。

“我们还准备把周边乡镇联动起来，
让石椅羌寨作为‘先行区’，带动各个乡镇
连片发展。”曲山镇党委副书记张源说，他
们已在石椅羌寨建起了乡村振兴先行区
农文旅交流中心，对各个乡镇的农特产品
进行展示。

何为农文旅交流中心？张源给出了
他的答案：“核心词在‘交流’，合作范围包
括‘农文旅’，而这也是针对石椅村和周边
乡镇的发展要点而来。”原来，石椅村每年
接待游客超过40万人，但本地接待能力
有限，许多游客都是“过境游”。在此建设
的农文旅交流中心，一定程度扮演了片区
的“游客中心”，不仅可以为周边地区输送
游客，也可以更好地整合片区旅游资源，
增强石椅村休闲旅游的可玩性。“周边的
桂溪镇有九皇山和药王谷，擂鼓镇有吉娜
羌寨，可以变‘一日游’为‘多日游’，增强
整个先行区的吸引力。”张源说。

为此，北川整合资源，从片区的角度
完善道路等基础设施。更大的变化则在
于品牌打造。在农文旅交流中心，既有
北川整体的农副产品品牌“羌食荟”，也
有先行区片区打造的区域品牌“好样子”
产品。

“这里是整个先行区农特产品的集中
展示窗口，未来还将设置一个大屏幕，方
便游客在这里了解周边各个景区，包括路
线、特色亮点，还可以订票。”张源说，未
来，还将通过电商、直播等渠道，带动整个
先行区的农副产品走出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洪攀
王祥龙 摄影报道

草堂“人日”祭诗圣 三行情书寄真情

“维公元二〇二五年，岁次乙巳，正月
初七人日，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并社会各
界人士，齐聚大雅堂前，谨具鲜花雅乐，敬
祭诗圣杜甫先生之灵……”

2月4日，农历大年初七，一年一度的
“人日”到来。浣花溪畔梅花绽放暗香袭
人，庄严的礼乐之声隐隐传来。成都杜甫
草堂博物馆游人如织。

当天，杜甫草堂再次迎来了盛大的
“人日”祭拜诗圣活动。这一天，不仅是传
说中女娲造人的日子，更是纪念诗圣杜甫
的重要时刻。每年此时，文人墨客纷纷前
往草堂，祭拜这位伟大的诗人。如今，“人
日游草堂”、凭吊诗圣已成为广受游客和
市民欢迎的新春文化活动。

“人日”游草堂

农历正月初七，又称“人日”。相传，
女娲创造苍生，在造出了鸡狗猪羊牛马等
动物后，于第七天造出了人，所以这一天
是人类的生日。可在天府之国成都，与这
个节日联系最为紧密的，当属诗圣杜甫。

今年“人日”的早晨，杜甫草堂内的人

群络绎不绝。他们围站在大雅堂前，驻足
凝视。而后，在古朴肃穆的乐声中，在一步
步完成乐祭、舞祭、净手、洗礼、奠帛等环节
后，主祭人四川大学王兆鹏教授诵读祭文，
并带领在场群众在司仪的唱礼声中向诗
圣杜甫拜礼，表达对诗圣深深的敬意。

“杜甫最崇高的品质，首先是爱国爱
人民。今天传承继承这种品质，人们首先
要热爱国家，热爱脚下这块土地。”在王兆
鹏看来，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路径，去创造
美好家园、建设祖国，这应该是对杜甫崇
高品质最好的传承。

王兆鹏教授谈到，中国诗歌文化传承
有多种样态和形式。譬如，当天举行的

“人日”祭拜诗圣活动，就是其中一种极具
仪式感的方式。“但在繁忙的生活中，于家
里泡一杯清茶，静静思考，静静欣赏诗歌，
这也是一种传承方式。当然，在学习杜甫
后用传统古典诗歌的形式来写诗，抒发自
己的人生感受，这不仅是传承，还可以丰
富我们中国诗歌的宝库。”

“三行情书”寄真情

“人经战地睡眠少，驴入剑门天地

宽。谶言不是无中有，世路恒从窄后宽。
心期超近忽超远，诗律甚严还甚宽。”

当一封封“情书”被吟诵，化作言语飘
荡在杜甫草堂的上空，这是今年特别设置
的“写给杜甫的三行情书”分享环节。在
春节到来前，封面新闻联合成都杜甫草堂
博物馆举办了“写给杜甫的三行情书”活
动，吸引了40万网友围观。截至目前，此
次活动共收集到近万份写给诗圣的“情
书”，并在现场进行了分享和展示。

仔细聆听，在这些“三行情书”中，既
有对“诗圣”忧国忧民情怀的感慨尊崇，更
有对杜甫写下的千古名篇的感叹抒情，还
有不少可爱的童言稚语。

同时，现场还举行了“四川诗人纪念
地联盟首届诗歌征文大赛”颁奖典礼。据
介绍，此次大赛经过初审、复审与终审三
轮认真严格的评选，最终“传统诗词组”与

“现代诗歌组”各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10名。

“虽然我今年只有16岁，但一直非常
热爱诗歌创作。在2024年，我创作了大
概25首传统诗歌。在了解到这个活动
后，进行了投稿。”现场，获奖选手李培希
说，能在“人日”这个特别的日子来到草堂
领奖，大家还可以一起交流，能够让我们
的传统诗词更好地得到传承发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石椅村全景。

2月4日，石椅村游客络绎不绝。

“写给杜甫的三行情书”分享环节。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