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17 日，涪江流域川渝
九地媒体联盟“行走涪江”大型
全媒体联合采访活动在涪江之
滨的四川省绵阳市正式启动，
记者与涪江流域川渝九地媒体
联盟的记者一道，走进绵阳市
北川县曲山镇石椅村，实地感
受“云朵上的村庄”在产业发
展、乡村旅游、文化传承、交通
建设等方面作出的名副其实

“好样子”。

产业实起来 钱包鼓起来

石椅村位于绵阳市北川县
老县城附近的大山上，因羌寨
里的一对天然“石椅”而得名，
是一个以石椅羌寨为核心传统
的羌族村寨，素有“云朵上的村
庄”美誉。坐落在平均海拔
1200米左右的石椅村，拥有“一
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自然
地理环境，是水果生长的天然

“大棚”。
东园载酒西园醉，摘

尽枇杷一树金。走进石椅

村，除房前屋后的洁白李花外，
还有挂着青绿小果的枇杷树格
外引人注意。作为石椅羌寨重
点发展的特色水果，为了扩大
种植规模，该村多次请来农业
专家开展技术指导，并组织村
民前往龙泉驿等地考察。

经过多年的研讨、学习，村
民现在均能熟练掌握种植技
术。一颗颗饱满多汁、甘甜爽
口的枇杷在石椅村历经了规模
种植、技术升级、市场拓展……
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提篮小卖到品牌化经营的演
变，成为村里发展特色产业的

“金果子”。同时，村里还开发
荒山荒坡，采取“农户+合作社”
方式，成立了石椅村水果专业
合作社，鼓励吸纳本村及友邻
村入股，全面发展枇杷、李子等
水果种植。

如今的石椅村，共种植枇
杷、李子 1600 余亩，茶树 450
亩，还设立了3月赏花采茶节、
6月瓦尔俄足节暨枇杷节、7月
李子节等特色产业品牌活动。
2023 年，预计石椅村还要新增
200亩枇杷林，并将做大夏季采

摘游规模、打出石

椅村品牌。
产业发展起来了，下一步

便是在销售渠道上下功夫。该
村不但成立“羌山绿宝”品牌，
注册“羌山绿宝”商标，还通过

“线上+线下”的销售方式，将品
牌远销到外地，枇杷价格也从
之前的几元一斤，卖到20至30
元一斤，使村民的收入大大增
加。

游客多起来 人气旺起来

文化传承带动旅游发展，
旅游业的兴旺又推动石椅村奔
上了致富路。石椅村原是大山
深处闭塞的小山村，村民们只
会种庄稼、做农活。2009年，石
椅村依托羌族文化开始发展乡
村旅游。随着村里人气越来越
旺，游客的满意度越来越高，不
少外出打工的村民回到村上，
将民居改建成了民宿，开起了

农家乐。

随着乡村游不断“升温”，
村里还组织村民到做得好的民
宿学习考察，村民也自发转型
升级成精品民宿。陈艳在村里
是第一批做农家乐的，2022 年
夏天，她主持召开了家庭会议，
决定将农家乐升级为民宿。家
里拿出近8万元钱聘请专业人
士进行了规划设计和风格打
造，又获得了当地农信社的200
万元信用贷款，2022 年八月开
始动工升级自己的农家乐，这
个大家庭里的各位成员都有了
新的角色定位，分别负责不同
的岗位，将这家民宿办得越来
越好。

2023 年春节后，各地游客
纷至沓来，收入比以往翻了几
倍，这让陈艳全家越干越起
劲。在村里，有许多村民也像
陈艳家一样，不仅加快升级硬
件、改造民宿，还积极参加村里
组织的外出学习，看民宿旅游
服务细节，学农文旅融合发展
思路，加快自我转型步伐。

为了吸引游客，石椅村的

民宿还会定期举办“羌味”节庆
活动，打造“进羌寨、住羌居、品
羌宴、赏沙朗”等游乐项目，组
建了羌族文化表演队伍，村民
们成了羌歌、沙朗、羌绣高手。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能够品尝
地道的羌族美食，而且还可体
验席间敬酒、祝酒对歌、篝火晚
会等原汁原味的羌族文化，越
来越多的人被这张印满当地文
化的“金名片”所吸引，到石椅
村旅游观光。

如今，这座只有104户的小
山村，共有 23 户在经营民宿。
村里经常接待来自周边及省外
的游客，整个石椅村一年累计
接待游客20万人次。2021年，
石椅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829
元，从事农文旅产业的村民人
均收入 46587 元。2022 年，村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万元
以上。

文化活起来 羌味浓起了

石椅村以世代居住于此的
羌族居民为主，羌族人有个特
点就是“能说就能唱，能走就

能跳”，但由于

对本土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
如何宣传、挖掘、传承羌族文化
元素，也让石椅村的居民们伤
透脑筋。

为了充分挖掘石椅村的羌
族文化资源，2009年，北川石椅
村请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羌年”的传承人、四川
省羌学会会员母广元，对当地
干部、村民传承和发扬羌族民
族文化进行了传授指导。82
岁的母广元在石椅村建起了

“母大爷羌族优秀文化讲习
所”，组建了一支志愿服务队
伍，挨家挨户宣讲学习羌族文
化的重要性。

母广元告诉记者，“母大爷
羌族优秀文化讲习所”首先就
是要让村民们知道，把文化搞
起来，才能推动旅游产业发展，
让全村男女老少都共同参与进
来。村里通过发放补贴的方
式，吸引村民尤其是妇女学习
羌歌、羌绣等羌族传统文化。

如今，石椅村随处可见穿
着羌族传统服饰的小伙、姑娘，
村民们几乎人人都能唱出原汁
原味的羌歌，跳起热情豪迈的
沙朗。当地还培育了杨荣兰等
5名羌族文化非遗传承人，传播
羌族多声部、羌笛、口弦等传统
文化。

道路宽起来 日子美起来

拓宽增收通道，收入逐年
增长。从前交通不便，部分路
段宽度有限，村民们需要花费

大量运输成本和人

力成本才能把枇杷运到城里贩
卖。并且很多旅行社前来对
接，由于旅游大巴车上不了山，
无法接待大型旅行团，产业规
模的扩大和旅游产业的发展被
道路交通问题所制约。

2019 年，石椅村村支书陈
爱军带领村两委对大岩路进行
改扩建，特别是对拐弯处进行
重点处理，这项工程用了两年
才完成。改扩建后的路面宽度
从5米增加到了6.5—7米。

2020 年，新的大岩路全面
通车后，几乎每天都有大巴车
载着游客来到村里，最多一天
接待了游客 5000 人次。每到
枇杷成熟时，开着货车上门收
购枇杷的水果商贩更是络绎不
绝，村民只管种枇杷，再也不用
愁销路了。2022 年石椅村集
体收入达到30万元。

2023年春节后，石椅村的
道路又开始了改造提升。主要
是加宽道路、加大弯道角度，同
时铺设沥青、加装护栏。为改
善石椅村及周边道路交通条
件，省市有关部门积极行动，
按下了道路提升改造的“快进
键 ”。 同 时 ，村 里 还 接 通 了
8500米饮水管网，解决了缺水
问题，通了天然气，创建了7个
县级示范家庭农场。

为方便老百姓的水果种
植、采摘，该村今年还将打造
一条覆盖整个石椅村的产业
生产便道，吸引更多游客来体
验采摘游。如今的石椅村，道
路越织越密，产业的发展也越
来越畅，处处都是游客如潮、
瓜果飘香，真正让人们过上了

“云朵”上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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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江水暖，绵阳如画。3月
16日，涪江流域川渝九地媒体
联盟“行走涪江”大型全媒体联
合采访活动在绵阳启动。当
晚，涪江流域阿坝州新闻传媒
中心、广元日报社、德阳日报
社、南充日报社、遂宁传媒集
团、潼南区融媒体中心、铜梁区
融媒体中心、合川区融媒体中
心、绵阳广播电视台、绵阳日报
社等十家主流媒体一道，登临
拥有“中国唐代四大名楼”之一
美誉的越王楼。

据导游介绍，中国唐代四
大名楼包括四川绵阳的越王
楼、湖北武汉的黄鹤楼、江西南
昌的滕王阁、湖南岳阳的岳阳
楼。越王楼地处于四川省绵阳
市游仙区龟山之

巅，是唐太宗李世民第八子越
王李贞任绵州（今绵阳市）刺史
时所建，该楼始建于唐高宗显
庆年间，高 29.4 米。2001 年按
照唐代风格恢复重建后高 99
米，为全国仿古建筑之最，故有

“越王楼霸气、黄鹤楼大气、滕
王阁才气、岳阳楼秀气”之说。
目前，越王楼已成为绵阳的城
市文化地标。

在越王楼上，共收录包括
李白、杜甫、王勃、陆游等历代
大诗人题咏越王楼诗篇多达
154篇，堪称是天下诗文收录最
丰富的名楼，原因是黄鹤楼只
收录 112 篇，滕王阁只收录 86
篇，岳阳楼、鹳雀楼虽有名诗
文，却收录并不

多，可谓“一座越王楼，半部中
国文学史”，诗文作者档次之
高，除唐代诗仙李白、诗圣杜甫
外，几乎涵盖唐代以后的著名
诗坛泰斗，算得上“天下诗文第
一楼”。绵阳涪江之滨的绵阳，
也因此拥有一种有底蕴、有温
度、有气度的文化自豪感！

夜登越王楼，除欣赏历代
诗人题咏越王楼的

诗篇外，还可登上该楼的15楼
平台，俯瞰灯火灿烂的绵阳夜
景。如带的涪江从越王楼下静
静流过，将一江灯火与城市倒
影带向远方；两岸楼房流光溢
彩，变幻着仙境一般的“灯光
秀”，展现着绵阳过去、现在与
将来的辉煌乐章；一座座跨江
大桥在越王楼下连

通两岸，桥上的灯火与车流，宛
若一条条嵌着宝石的宝带熠熠
生辉。此情此景，吸引着前来
采访的媒体朋友，大家被气势
恢宏的越王楼所吸引，纷纷拿
出手机、相机拍摄起来，都想把

“绵阳之夜”带回家。
当记者在越王

楼上观景拍摄时，被绵阳日报
的朋友问及是否到过绵阳？记
者回答已是第三次，分别为
2019年绵阳科技博览会采访和
今年2月的涪江流域川渝九地
生态环境保护研讨会采访，“前
两次到绵阳想登临越王楼，却
因采访任务紧未能如愿，这一
次不仅了却了心愿，而且是与
涪江流域川渝九地主流媒体的
朋友一起夜登越王楼，读诗文、
赏古韵、观夜景，真正感受到灯
火古韵里的绵阳宛若人间仙
境。”

随后，绵阳日报社的朋友又
安排大家乘船观江景。绵阳因
涪江、安昌江、芙蓉溪三江汇合
形成三江湖。行驶在三江湖上，
龟山之巅的越王楼、富乐山顶的
富乐阁、南山的气象塔楼及两岸
建筑上的彩灯带，让大家感受到
的不仅是人文风光，还有一座城
市的文化气度，特别是从船上观
赏灯火璀璨的越王楼，仿佛是一
位从唐代走来的巨人，星空中吟
诵着唐风古韵，讲述着绵阳的
文风传奇！

夜登唐风越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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