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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林满目葱茏，农家小院错落有致，村道宽阔整
洁，走进重庆市梁平区龙滩村，一幅产业旺、生态美、
乡风淳的和美乡村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我家 10余亩柚树，可产 2.5万公斤柚子，年收入大
概10万元。”村民秦伦清一边修枝一边介绍。

近年来，龙滩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柚产业，年产无
公害优质梁平柚8000吨，产值可达5000万元。还推动农
文旅融合发展，让柚园变成乐园，年游客接待量达到 20
万人次。同时，狠抓人居环境治理，持续增“颜值”、提

“气质”，成为远近闻名的和美乡村示范村。
龙滩村的发展，折射重庆乡村全面振兴的丰富实

践。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
农村发展任务艰巨。近年来，重庆积极探索大城市带大
农村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子，培育生态特色产业，促进
农民增收致富，建设和美乡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023年，重庆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万元关
口，粮食产量创近15年新高。

春日，铜梁区阳光和煦，高科技大棚和高品质农舍

让乡村显得愈发亮丽。铜梁启动“巴岳农庄”乡村振兴
试点建设以来，侣俸镇以现代蔬菜、农旅融合为主要发
展方向，文曲村几位蔬菜种植大户共流转土地 1800 亩
打造特色蔬菜种植基地，村民周凤将家里几亩地全都
流转给了蔬菜基地，每年不仅可以按时拿到土地租
金，还能通过在蔬菜基地务工获得一笔稳定收入。“在
家门口就能上班，每月能赚个两三千元，我们很满
意！”她笑道。

在璧山区，福禄镇斑竹村“橘香示范园”柑橘成
林，步道、休闲亭、景观塘相映成趣，集柑橘文化、休
闲观光、采摘体验于一体，吸引不少学生到此研学。广

普镇坪中村引进一系列精品乡村振兴项目，打造集星空
露营、农耕体验、水果采摘、越野赛车竞技等为一体的
新型农文旅经济体，绘就一幅“春赏油菜夏露营、秋看
云海冬采橙”的乡村振兴画卷。

开州区紫水乡依托龙头企业带动发展主导产业，支
持相关企业开展规模化种植、农产品加工和电商销售，
着力提升紫水豆干、“龙茶山”产品品牌效应，带动村集
体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社和农户共同发展。

既要发展产业，又要完善社会治理，更好服务村
民，让村民乐业安居。

在渝北区，玉峰山镇探索线下实体网格和线上网络

社群网格相互融合，推进协同治理。石坪社区以“双网
格化”为基础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充分发挥网络“哨
点”作用，快速发现、上报、处置线上线下突发事件、
苗头性事件，将问题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哪里有人起
了矛盾争执，在线上网格说一句，网格员便立即赶赴现
场；哪里路灯坏了，在网格微信群里问一声，第二天就
换上崭新灯泡……古路镇发挥党员带动作用，开展人居
环境比拼，推动建设和美乡村。

在垫江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指导下，黄沙派出所打造
“警企服务驿站”，让民警多跑腿、务工村民少跑路。“家
里等证送上门，办得又快又好。”村民何本忠笑意盈腮，
他在位于黄沙镇的康民科技有限公司上班，原来办理社
保手续需要到派出所开具居住证，如今在公司提交资料
即可，民警办好后送证上门。

在大渡口区“金鳌田园”综合体，工人正在进行杆
线入地改造工作，国网重庆市区供电公司“电满满”网
格员上门服务村民，为乡村振兴提供能源保障。金鳌村
还整治人居环境，让老村落焕发青春新活力。

重庆市积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产业旺 生态美 乡风淳
本报记者 刘新吾

重庆市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杨家槽村焕新生——

百年古村百年古村 ““返老还童返老还童””
本报记者 李增辉 刘新吾

黄墙青瓦，错落有致，行走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杨
家槽传统村落，正值鲜花盛开，满眼春意盎然。传统村
落保护发展项目刚收尾，首批游客便来此探访。“这里远
离城市喧嚣，能放松身心，找到乡愁。”游客刘女士乐呵
呵地说。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杨家槽村静卧于明月山槽谷
之中，清朝初年，来自湖北孝感的杨氏家族迁徙至此，

杨家槽至今经历近400个寒暑。可由于大山环抱，这里曾
经经济弱、设施差，道路坑坑洼洼，房屋“垂垂老矣”，
78户人家一度只剩下10多户人。

2020年 8月，重庆市住建委启动杨家槽传统村落保
护发展项目，为其“梳妆打扮”。如今，古村“返老还
童”，迎来新生。一些农户陆续回到村里，还有人积极筹
备经营民宿，昔日寂静的小山村，重新热闹起来。

图片均为杨家槽村新貌
（受访者供图）

设计下乡
寻找“宝珠”

杨家槽村落历史悠久，清朝初
年，这里杳无人烟，杨氏始祖杨绍文
带领家族来到这里垦荒，从此定居下
来，人丁渐盛。直到 2003 年合村并
居，杨家槽成为洛碛镇大天池村的一
部分。

两山夹一槽，杨家槽因而得名。
整个村落呈“C”字形，从高到低延
伸，由上湾、中湾、下湾三个组团串
联而成。村落中间平地用于农耕，溪
水自北向南，穿田而过，滋润着这片
土地。房屋依山而建，村内院落以耕
地为核心，形成一个个院落，聚居与
散居相结合。

杨家槽山清水秀，自然资源丰
富，历史底蕴浓厚。由于地处深山，
村落受外界影响较小，风貌较完整地
保留下来，至今保留着典型的传统农
耕生活方式，村内小路交错相通，疏
密有致，路面铺制采用当地石材，古
树古井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村内房屋
多修建于清末，保持传统明清巴渝民
居特点，顺应地势，高低错落有致，
后翻修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传统建
筑结构主要以穿斗式为主，还有少量
土坯房和石砌房。

不过，随着城市化加速，村民陆
续外出务工，村庄因而年久失修，房
屋、路面慢慢衰朽破败，留守村民大
都种植水稻、玉米等附加值较低的作
物，还散养一些鸡鸭，粪便随处可
见。古村成了荒村，仿佛就要被世人
遗忘。

2019 年，住建部在山东省和重
庆市开展首批村庄设计典型案例研
究，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师陈
蔚、胡斌，四川美术学院教师赵宇等
人组成的团队深入田野考察，找了整
整两个月，发现了深藏于洛碛镇的这
颗“宝珠”。几番走访，他们与杨家
槽结缘，针对杨家槽村落的风貌特
色、自然景观、产业基础、历史人文
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深入调
研，决心在此启动传统村落保护修复
工程。

经专家评审和相关市级部门会
审，杨家槽于2020年6月被列入第一
批重庆市传统村落名录。两个月后，
杨家槽“大修”正式启动。通过设计
下乡，设计师与村民一起参与规划设
计，就地重建家园。

商讨方案
达成共识

设计师们走进山村，让村民看到
了村子重生的希望，兴奋不已。村民
们七嘴八舌，把各种要求一股脑倒
出：拆旧房、建新房，更加洋气一
点；扩大自家院坝面积，硬化马路并
加宽一些；路灯、电气等现代化设施
越多越好……

设计师们听了直挠头，“这哪是
保 护 发 展 呀 ， 分 明 以 为 是 拆 迁
嘛！”他们解释道，改造这样一座
百年老村落，要尊重历史传统，坚
持保护优先，守住田园风光，让人

看得见乡愁。
可村民们不理解，“那改造啥

呀？住了一辈子木房子，不就是想住
住新房子吗？”村民李华珍说道。

经过与镇、村干部商量，设计师
们决定，以保护为主，同时听取村民
合理意见，在改造时兼顾生活，让村
民生活更加舒适。

方针定下，主要看落实。为了顺
利推进工作，设计团队开始做村民工
作，从点上突破，再从面上逐步推
进。村民李华珍就是首批“突破口”
之一。

大家反复登门劝说，并拿出折中
方案——外表修旧如旧，里面尽量改
造。“政府帮你出大头，你自己只出

10%的钱，这样的机会还不好？不
然，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啊！”村干
部的话，让李华珍动了心。她虽然还
是犹豫，可看完设计图纸后，决定

“试一试”。
没想到，效果比李华珍想象得

还 要 好 。 从 外 面 看 ， 木 墙 板 仍 然
“古色古香”，但已经重新补上漆

料，几乎看不出修补痕迹。室内通
透明亮，木架床、木桌仍然沿用，
但空调、电视一应俱全。厨房里，
现代气息扑面而来，燃气灶、油烟
机都已装好。

更让李华珍高兴的是厕所改造，
室外的旱厕改为室内现代化厕所。

“以前，上个厕所要跑到外面去，娃

娃 们 晚 上 都 不 敢 去 ， 更 别 说 冬 天
了！”想着儿孙们更爱回家看望，李
华珍心里乐开了花。

“改造后还真是方便很多哎！”有
了李华珍的示范，村民们打消顾虑，
纷纷加入改造计划。

“乡村传统聚落需要在传承与发
展之间寻求平衡点，做到保护与发展
相结合。”陈蔚认为，在乡村全面振
兴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投
入乡村建设之中，我们的设计应该有
利于留住原住民。

设计师与村民之间的磨合，贯
穿杨家槽保护修复过程始终——村
民要求院坝铺花岗石，平整，但设
计团队想恢复老石板，最终选择花
岗石、老石板混铺；村民要求屋顶
换新瓦，设计师们却想重新利用旧
青瓦，最后屋檐下方盖上了新瓦，
旧瓦被移到屋顶；有村民要求屋内
铺上地砖、屋顶开天窗，设计师也
尽量满足。

设计一起商量，建设也要一起参
与。杨家槽石匠、木匠、泥瓦匠不
少，大伙一起参与施工建设，村民代
表 杨 义 昌 等 6 人 还 受 邀 担 任 “ 监
工”，保障工程质量。

历时两年，设计师们和村民们寻
找最大公约数，达成共识，杨家槽最
终“长”成了设计师和村民都满意的
样子。

留住乡愁
人气渐旺

2022年4月，杨家槽在尽量保留
原汁原味的基础上修葺一新，重新出
现在世人面前，山、水、林、田、湖
和村居勾勒出一幅田园景象。

古树、古井，小青瓦、竹篱笆等
传统要素犹在，但掩埋的荷塘重新翻
新，院落旁的石板路从杂草中再现斑
驳痕迹，房前屋后鲜花环绕，路口的
大枣树焕发生机，远远望去犹如一幅
优美的画卷，三两村民肩挑农具、脚
踏青石，清脆声渐渐流向田间……作
为重庆市首批传统村落之一，杨家槽
的房屋进行修缮改造后，重现了传统
巴渝民居的地域特点。

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也得到了全
面提升，村落拥有了污水管网、路
灯、休闲步道、垃圾收集点、公共厕
所、停车场等，村民的生活条件得到
较大改善。

环境好了，人气更旺。“我们这
里空气新鲜，其他条件也不比城里
差，住得安逸。”70多岁的村民杨正
华和老伴从城里搬回来，一脸乐呵。

市民唐杨春被杨家槽的风光所吸
引，在此租下一处房子，供母亲养
老，在优美田园中找回乡愁。

目前，常住村民已增加至 30 多
户，还有市民到处游玩，延续数百年
的烟火气正在回归，幸福笑容也常挂
在村民脸上。

物质生活更便利，文化素质也
在提高。以前，村里脏乱差，村民
时常乱丢垃圾。如今，村里像景区
一样，村民有时“拿着垃圾也不好
意思扔”。

“杨家槽的保护只是基础，发展
才是目的，其整体规划设计以创建村
民幸福生活为根本，挖掘利用田园农
耕文化和传统民居资源，促进农旅融
合发展，创造乡村美好家园。”设计
师王轶楠说，希望以传统村落的自然
环境和人文乡愁吸引资本与人才返乡
回流，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让
村民共享发展成果。

在保护基础上续写发展篇章，
当地正在积极谋划、行动。大天池
村党总支书记左其政介绍，如今，
杨家槽正在发展高山蔬菜、中药材
种植、冷水鱼等产业，并推动乡村
旅 游 ， 将 让 更 多 村 民 在 家 门 口 挣
钱，腰包更鼓。

杨家槽的发展并非一日之功。
“杨家槽要根据自身特点，因地制
宜，发挥自身优势。”西南大学乡村
振兴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肖亚成建
议，传统村落保护项目选址既要注重
保护，也要重视发展，激发其内生动
力，才能让村民共享更多发展成果，
实现更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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