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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美丽乡村正成为休养之所

2013 年，一个外地商人的到来让杵坭
人吃了一惊。成都某家公司的一位经理，匆
匆来到了杵坭乡。出人意料的是，他并未在
任何一家农家乐停留，便径直上了山，到了
杵坭乡海拔较高的松林坪村。 他在松林坪
村四处逛了一圈，呆了几天，便离开了。

后来， 这位来自成都的商人又再次
走进了松林坪村，这一次，他带来了更多
的人，这些人带走了泥土和水，考察了植
被和民居。 随后两年，这位商人出现的频
率和次数逐渐增加。

人们渐渐知道，这位商人姓刘，经过
这位商人的考察，他得出结论：这里的生
态条件很理想，适宜居住，但前提是除了
生态经济林要继续扩大规模外， 还要保
护好松林坪具有川西风格的古村落。 松
林坪的村长告诉记者， 这位姓刘的商人
似乎有意投资。

人们敏锐地意识到： 仅仅满足于青
山绿水似乎已经远远不够。

以生态休闲农业为根基，通过“农家
乐” 方式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并非是泸定
县的独创。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2014 年
底，全国农家乐超过 150 万家，年接待游

客近 10 亿人次， 年营业收入超过 3000
亿元，3000 万农民从中受益。

然而， 从全国整个发展情况来看 ，
曾经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呼风唤雨的
以生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推动新农
村建设的模式似乎也走到了自己发展
的瓶颈期。

目前， 我国很多地方的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已经出现了同质化： 不管去哪
里的农家乐，游客都是摘果子、钓鱼、吃
农家菜。 一些农民看电视上介绍休闲农
业能增加收入，便效仿着开一家。 这样一
来不光没了自己的文化特色， 还会导致
游客引不进、留不住、难再来的问题。

2014 年年底，农业部下发了《关于进
一步促进休闲农业健康持续发展的通
知》，通知中强调要“结合当地特色，推进
农业与文化的融合， 加强农业文化和古
村落、古民居的保护，发展具有文化内涵
的休闲乡村。 ”

诸多的变化都在提醒着人们： 我国
新农村的建设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 农民增收得实惠的可持续的动力
在于农业要有耐人寻味的文化内涵；农
村要美，不仅美在生态与风景，也美在人
心，美在文化内涵独具特色。

除了丰润的空气、水和阳光，泸定的

文化内涵究竟是什么？ 怎样挖掘这些资
源？ 在记者采访期间，心系泸定县发展的
人们谈了自己的看法。

2010 年， 原泸定县医院院长刘显成
的一位朋友因心肺疾病在成都去世；同
年， 他的另一位朋友卖掉了在成都的房
子，回到泸定定居。 随着雅康高速公路开
始修建，刘显成发现，更多的朋友选择回
到泸定。 在这些人回到泸定定居之前，他
们前往大城市定居的目的意在追求衣食
住行及医疗等方面的需求能得到满足。

这一系列的事件促使刘显成追问泸
定的魅力何在？ 退休后，刘显成开始致力
于泸定本地文化方面的研究工作， 并在
报刊杂志上发表了相关文章。 他告诉记
者，宜居不仅仅是山清水秀，其核心和魅
力是当地的特色文化。

除了众所周知的红军文化， 由于泸
定地处进藏入川的要冲之地， 历史上的
茶马古道贯通泸定大多数地区， 多元文
化交流碰撞是其重要的特点。 在交流碰
撞中，泸定逐渐形成了“尚文精神”，形成
了尊重文化，推崇文化，以文化增进交流
和发展，和谐共存的良性文化生态传统。
古代文化、红军文化、现代文化构成了泸
定文化的主要基调。

在前往泸定一些村庄采访的过程

中 ，记者了解到 ，在泸定各民族杂居的
历史和现实中 ，在一些村落 ，彝族和汉
族有互相拜干亲家的传统；藏汉之间通
婚，结为一家人的不在少数。 如今，不管
是泸定的乡村还是县城， 傍晚时分，汉
藏彝等民族都会聚集在一起跳藏舞、彝
舞及现代舞。

刘显成还向记者讲诉了一件旧事 。
民国时， 全国考试院院长戴传贤路过泸
定， 在兴隆等地听见朗朗书声， 甚是感
慨。 后来，国民政府专门给泸定拨了三千
册书籍，以示鼓励。 刘显成告诉记者，在
传统“尚文精神”的濡养之下，泸定各族
人民都具有朴素的家国情怀，辛亥革命、
保路运动、 飞夺泸定桥等重要的历史时
刻，都能找到泸定人的身影。

刘显成认为， 这充分说明了泸定县
本地文化有着开放性、 包容性和对时代
的敏感性。 而开放性、包容性，以文化来
促进交流、 发展恰恰是当今世界的潮流
和大趋势，在包容、开放的心态之中，人
际关系和谐，人心得到放松，精神得到自
由。 这也是泸定未来吸引人们前来定居、
生活游玩及体验的一大优势。

刘显成相信， 随着高速公路的修建
和通车， 泸定一定会成为内地人梦寐以
求的“后花园”。 如今在泸定，像刘显成一
样， 不少泸定人开始致力于泸定县本土
文化研究。 邓明前致力于泸定乡土文化
研究；董祖信致力于泸定历史文化研究；
王永模致力于泸定红色文化研究。

在记者走访的过程中，他们都认为，
泸定的文化特色及内涵是什么？ 这是一
个需要不断追问、不断思考、不断考证、
不断挖掘的过程， 这个问题的开放性就
像泸定文化自身的多元开放和包容一
样，需要一代代人沉下心来探索。

美丽乡村之未来

从第二届樱桃节开始， 泸定县以及
杵坭乡都在努力丰富樱桃节的内容，以
此作为探索， 打造本地文化与旅游相结
合的新载体、新做法，积累经验，以推动
美丽泸定、宜居泸定的建设。

2012 年，第二届樱桃节，泸定县举办
“樱桃丽人”评选活动，人们第一次把该
项节日与“美丽”联系在了一起，“审美”
成为那一届樱桃节的内涵；2013 年，第三
届樱桃节，多项民间才艺拼比活动开展，
杵坭乡和泸定县的民间才艺项目登堂入
室， 泸定县特有的山歌等民间文化资源
的挖掘开始引起大家的注意。

2014 年，第四届樱桃节，松林坪自行
车骑行赛的举行， 又让人们重新认识了
“山坡坡路”的价值。 本届樱桃节，泸定县
开展了首届“泸定好人”评选活动，意在
引领人们关注道德风尚建设， 弘扬传统
文化，推动泸定和谐发展。

伴随着泸定县樱桃节的发展和逐年
创新， 随着该项节日逐渐成为泸定的一
个品牌和标签， 成为该县开展各类文艺

活动的载体， 依托旅游发展和新村建设
的需要， 泸定县也开始思谋文化资源挖
掘等工作。 “不断增强泸定旅游的文化生
命力”已经写入泸定县 2015 年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

去年， 泸定县岚安锅庄申报为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泸定山歌、中善堂“中
藏医疗法”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冷碛
“天须花花” 申报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同年，甘孜州红军长征博物馆、二郎
山川藏公路博物馆建设主体工程于年底
完成。

在抓文化基础设施及文化发展的同
时，围绕宜居，泸定县致力于夯实公共服
务基础，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新增入库限
额以上商贸单位 3 个；3 家平价蔬菜超市
投入试运行，城南城北农产品批发市场、
城区屠宰场、 冷碛镇综合农贸市场及气
调保鲜库项目前期加紧开展； 城区综合
农贸市场搬迁有序推进；7 家快递公司落
户泸定。

“三馆”完成主体建设，县图书馆、文
化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公共体育持续繁
荣， 完成 8 个村级农民健身工程设备安
装，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得到发展。 坚持
“三网融合”，建设通信基站 230 个，结束
了 26 个村无宽带、无无线网络的历史。建
成田坝停车场。科学设置城市区间 4 条公
交线路并投入运行，60 辆出租车并轨服
务群众，交通通畅能力进一步提升。

“在甘孜州州内而言，泸定的低海拔
是优势；对内地而言，泸定空气清新，阳
光明媚。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泸定县长
祝邦文告诉记者，对泸定县而言，如何将
这种优势落到实处，仍然需要积极探索。
他说，宜居不仅仅是自然环境好，文化特
色鲜明，更要求在立足于两者的基础上，
公共服务能力必须是高标准、高要求。

祝邦文相信，未来，围绕宜居，泸定还
要进一步加大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卫生的
建设工作，并结合泸定先天的自然环境优
势，探索、培育康养产业，把泸定建设成卫
生、教育及康养高地，服务全州、全省。

就在泸定宜居建设配套工作迈开步
子的时候，去年，岚安古镇旅游开发已启
动了基础设施建设； 化林坪至娘娘山旅
游开发进入评议阶段，下一步，泸定县将
争取项目、资金启动化林坪地区营盘、老
城门 、老衙门 、老街的保护 、维修工作 ；
在 15 届西博会上，泸定县与四川能源投
资集团签订开发协议，将投入 50 亿元对
牛背山进行开发。 据了解，在现有交通条
件下，仅清明节，前往牛背山的游客就达
到了 7000 多人次。

随着泸定交通条件日益改善， 各项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完善以及更多文化
旅游景点的打造， 届时人们谈到泸定的
时候， 联想到、 体验到的不仅仅是红樱
桃，不仅仅是绿色生态及美景,更是文化、
历史以及和谐、开放、包容的尚文之风。

对此， 泸定县委书记陈廷全告诉记

者，随着高速公路的修建和通车，泸定将
迎来发展的大好机遇。 未来，泸定宜居发
展的立足点即是“三化”：新型城镇化、旅
游环线化、农牧业现代化。 而未来，泸定
的主打产业将是康养产业、 银发产业等
第三产业。 在泸定未来的发展布局上，河
东一带的村庄将发展为休闲度假区；河
西一带的村庄将发展为康养产业带。

陈廷全进一步解释说， 新型城镇化
不是把人们送进城， 而是把人们送进乡
村，送进山水；旅游环线化是与友邻地区
以及周边热点旅游区互动， 产生辐射和
叠加效应；农牧业现代化是基础和前提。

眼下，泸定县开展的三大“攻坚战”：
水电移民与安居工程、 高山半高山扶贫
工程、基础设施工程开始凸显成效。

泸定电站签订安置协议 1218 户，占
总数的 99.4%；启动建房 885 户，占建房
总户数的 96.7%；大岗山电站得妥集镇安
置点已启动建房 95 栋 360 户，分别占总
数的 89%、79%。 硬梁包电站环评获得国
家环保部批复。

泸定县整合涉农资金 5.8 亿元，强力
推进高半山“山水田林路”改善升级。 农
村公路三年集中攻坚取得重大突破，所
有行政村即将实现通村公路全覆盖，“三
议一承诺” 农村公路建设模式得到省州
认可。

目前， 雅康高速公路已累计完成投
资 40.5 亿元，二郎山隧道左、右洞掘进均
在 3800 延米以上， 新四湾隧道已贯通；
川藏铁路县境内线路走向和站点选址正
在对接最优方案； 泸石旅游快速通道完
成投资 8500 万元。

对此，陈廷全说，以上三大攻坚工作
意在为泸定即将到来的发展机遇做好准
备工作。 他以樱桃节打了个比方：樱桃节
是牵线搭桥，其意不在卖樱桃，而在于通
过一张名片把人们请进泸定山水与人文
之中。 但在这之前，需要把自己的家收拾
得井井有条，宜居舒适。

在告别杵坭乡的那天 ，站在两条即
将完成的新公路上 ， 杵坭乡党委书记
高健告诉记者 ，明年 ，杵坭乡将依托樱
桃节开展摄影比赛和诗文创作活动 。
同时 ，该乡还准备聘请熟悉 、热爱泸定
历史的文化人 ，对杵坭的历史 、风土人
情进行挖掘 ，出版一本与此有关的书 。

当天 ，老林业员 、山歌传承人吴全
清 开 着 新 买 的 黑 色 轿 车 送 孙 子 去 读
书 ，他正谋划着将自己的房子改建 ，以
此作为山歌及舞狮等民间传统文艺传
承的一个活动场所 。 而在德威乡涨水
沟 ，谌国勤和几个村民不再外出打工 ，
他们开始在互联网上寻找愿意到青山
绿水中体验农家生活的客人 。

樱桃“红”了，宜居的山水之梦还远
吗？对日渐发展的乡村而言，对泸定县而
言， 对甘孜州而言， 甚至对整个中国而
言，这是一个需要回答，并且一直探索下
去的问题。

樱桃“红”了，宜居的山水之梦还远吗？

樱桃节开幕现场

请到甘孜来·诗意地栖居·特别策划 �

游人如织。

健身。

独具风味的冷碛镇天须花花。

■阿迪娜 本报记者 唐闯

这是机遇铺天盖地的时代； 这也是稍有
不慎满盘皆输的时代。是否能抓住机遇，取决
于对自身的清醒认识，客观认知，取决于长远
的眼光和判断。

曾经，狭隘的地方主义，短视的目光，功
利性的开发和建设， 局限了我们发展的持久
力、耐力以及更新能力，以致生态欠账，一身
沉疴，步履蹒跚。 但令人可喜的是，如今，泸定
县、甘孜州迈开了主动融入生态立国，文化强
国的发展潮流中， 清醒判断自己的优势和不
足，不争一时，谋长远，谋更大的发展，给老百
姓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实惠。

泸定县的发展思路无疑是整个甘孜州，是
当今中国谋求生态和谐、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一
个缩影。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则是全世界渴望
和谐共存、建设世界性宜居家园的呼声。

人们以怎样的方式在大地上诗意栖居？
透过时有擦枪走火危险的国际形势， 透过诸
如乌克兰事件、也门事件的阴影，我们不难看
到：今天，对整个世界而言，这个问题比任何
时候都要严峻，都要迫切。

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在根子里是
农耕的，是田园的，是乡土的。濡染在中国人
血液中的乡愁是山河，是日月，也是星辰，更
是天人合一。 宜居浓缩为一个字就是“和”，
人与天地相和，人与人相和，种族与种族之
间相和。

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随着“一带一
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和实施，随着“欢乐春节”
等活动逐年走向海外， 随着中国主导的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立和崛起， 西方东方
共同加入、交融，随着中国人分布在世界各个
角落， 随着中国以求同存异的理念和主张在
世界重大事件中推动合作共赢、互惠互利，孕
育在古老中国的乡土情怀、天人合一、和谐共
存的理念逐步为全世界所接受。

因此，今天，我们奋力建设美丽中国，不再
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这是我们建设宜居家园不
能忽视，也不能回避的出发点和现实。因此，在
今天，“宜居家园”、“美丽中国” 的建设是大势
所趋，是人心所向，具有全世界范围内的意义。

对于拥有先天宜居资源的泸定县、甘孜州
以及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而言， 这既是机遇，
也是考验耐心的时候。 如何把握历史、世界发
展的大势和要求，顺应人们心灵的呼声？ 怎样
科学制定发展规划？如何积累适应未来发展的
先决条件？ 怎样才能立足自身优势，实现宜居
的家园梦？这些仍然是我们时时刻刻需要放在
心头反复斟酌、思考并提醒自己的问题。

在为欣欣向荣的发展鼓掌， 在为发展理
念的积极转变喝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
“宜居”家园的建设不是某一个执政者、某一
届政府、某一个时期的事，它是长期而又艰巨
并充满挑战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在奋力实现“宜居”家园的过程中，我们
不仅要杜绝短视和功利性的行为和做法，更
要杜绝一哄而上，图闹热、走形式的想法和做
法。面对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面对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我们既要有世界眼光、危机感
和使命感，更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

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 关键就看你
怎样准备。

宜居：世界的呼声，未来的家园

红樱桃。
本期图片均由本报记者唐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