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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凤镇充分挖掘贺麟故
居、五凤溪古镇文化旅游资
源，打造精品文化游线，串联
古镇观光、农业采摘、非遗市集
等项目，进一步吸引流量，带动
五凤溪古镇二期和智慧景区建
设。围绕贺麟故居，开发有耕
读体验、非遗体验、蜀绣培训、
汉服节等互动性强的文旅体验
项目。出品有家风书籍等文创
产品，每年吸引约22万人次参
观访学，推动五凤镇成功创建

“四川省天府旅游名镇”“乡村
文化振兴省级样板镇”。

在开发本地特色农产品黄
金果时，融入五凤溪文化元素，设
计有特色旅游伴手礼黄金果膏、
黄金果切片，壮大社区集体经济。

五凤镇成立社区社会企
业——五凤溪妇女手工社，组
织社区妇女链接古镇景区旅
游资源，制作家风家训刺绣、
古装汉服、蜀锦、手风车等手
工艺产品。衍生出摄影摄像、
文化礼品、文化传媒、自媒体
旅游、农产品包装等服务项
目，帮助居民实现在家就业，
人均每年增收5万余元。

五凤溪家风文化学院。

五凤镇以“特色文化+旅
游产业”为主，以五凤溪特色
自然资源与传统文化为依
托，融合历史、民俗等多重元
素，打造《传说五凤溪》大型
实景水幕光影秀，吸引游客
激活夜间经济。以家风文
化+沱江号子+民俗产业为定
位，立足本地产业优势和特
色，开发“文化+旅游”“古镇+
旅游”“农业+旅游”“商贸+旅
游”等多种模式，促进一三产
业互动，打造附加值高、原创
性强和成长性好的绿色产业
链，做优更具时代感、创意性
的绿色产业集聚区。

留住美丽乡愁，将森林、
农田、城镇建设有机结合，通
过文化植入、创意融入和设
计提升，打造生态康养、农耕
体验等功能区，创建具有川
西特色文化的民俗园，龙溪
谷文旅度假区，让游客“记得
住乡愁、想得起童年”。

五凤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五凤镇在建设“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过程中，逐步形成以亲
子家风家训游、家风主题班会
课、学子文化讲堂为代表的文
化活动品牌；“贺氏锄经”“学
术救国”“倾囊助学”等文化故
事深入人心，引导青年学子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早日成长为国之栋梁。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发扬，凝结起干部群众团结
攻坚、勤劳奋斗推动五凤镇
快速发展的动力，以节能环
保、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为
支撑的“三大战略”释放出
强大活力。先后共引进精
品水果、花卉苗木、灵芝种植
等特色现代农业项目，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7.4亿元，带动
千余人就业，贺麟故居获成
都市乡村振兴“十大案例”入
围奖，五凤的知名度、美誉度
得到有效提升。

今后，五凤镇将坚持以
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
城市示范区为统领，按照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路，
活用古镇历史人文、贺麟家
风哲韵、镇域非遗文化、特色
传统民俗等资源。运用“文
化德治+居民自治”在全镇
开展诵读国学经典、品知家
风传统、家风家训进讲堂、进
校园，争当家庭廉内助等活
动，通过拍摄家风专题片、举
办家风书画摄影展、开展家风
主题宣传活动等，使好家风突
破家庭家族局限，由小家向大
家、由个体向群体扩展。擦亮
文化金字招牌，为乡村振兴提
供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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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凤镇依托贺麟故居，成
立全省首个以家风教育为主
题、以优秀传统文化互动体验
为特色的五凤溪家风文化学
院。学院坚持传统文化与时
代精神相结合，以贺氏家规家
训传承脉络及深远影响为小
切口。深入挖掘优秀家风文
化的传统内核与当代价值，设
置“现场教学、专题讲座、名师
讲堂、访谈研讨、特色选修、互
动体验”六个模块，打造贺氏
家风展馆、“党风、村风、家风

展示馆”、家风小区等教学点，
让学员现场感受家风家训的
精神力量。

这里开设有家风主题精品
研读、传承启示、家风人生三类
课程，以及巴蜀文化、书法审
美、家谱编纂等传统文化特色
选修课。同时，学院开通有“家
风文化学院线上 VR 展厅”设
计研发家风文化周边产品，筹
备推出家风家训网络在线课
程、开展家庭教育巡回讲座，让
优良家风家训走进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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