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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秀坤 文/图

地处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的高椅古村，
因三面环山，一面依水，远看如安稳高大的太
师椅而得名，是一处保存完好的侗族古村
落。村里至今保存着明洪武至清光绪连续
500 年间的古建筑 75 座，文化底蕴深厚，自然
风景秀丽。全村有594户2250人，其中85%的
村民为杨姓，相传是南宋“威远侯”杨再思的
后裔。

高墙灰瓦窨子屋

古村民居多为二层穿斗式木质楼房，四
面铁桶一般环绕着高高的风火墙，俯瞰如一
颗印的形状，被称为“一颗印”。屋顶从四围
成比例向中心低斜成小小的方形天井，可吸
纳阳光和空气。老宅建于山麓之中，各户之
间虽然连通又相对封闭，仅开有狭窄小窗，外
人不可擅入，一家失火也不会殃及邻居，可谓
防风防火又防盗，因其特殊的封闭性，故叫作

“窨子屋”。
村落青砖黛瓦，映了绿树青峰，在蓝天白

云下极富古典美。马头墙高耸，雕花窗精致，
如画一般深藏在雪峰山脉南麓，八卦阵似的
小巷让人不敢贸然进入。远远一瞧，整个村
落布局类似一朵五瓣梅花，以五通庙为中心，

5条巷道就将村子分为 5个群落，石板小巷纵
横交错，曲折幽深。

窨子屋具有明代江南风格，兼备沅湘侗家
风情。每幢窨子屋都坐北朝南，用片石砌有1
米左右的墙基，大青砖砌上8米墙顶，覆上鱼鳞
瓦，显出江南式的高翘檐牙。大门照壁上刷白
石灰，细致地描上花鸟山水人物。跨过门槛是
天井，堂屋多挂木质匾额，写着“清白家风”“书
香世业”“耕读传家”等字样，早已辨不出颜色，
但骨子里的高贵气质还在。古宅地面很是光
溜，听说是用石灰、桐油、瓷粉混合筑就的“三
合泥”。虽是普通民宅，门窗隔扇却不显得寒
碜，厅堂与栏杆的雕刻都匠心独运，凤穿牡丹、
喜上梅梢、桃园结义、八仙过海等，无不寓意吉
祥，且家家图案不同。

村落中央还有两方池塘，叫“红黑鱼
塘”。左塘用来养观赏鱼，故名红鱼塘。右塘
用来喂养食用鱼，故名黑鱼塘。两池塘与村
内的排水系统相通，是村落排水系统的一个
蓄水池。鱼塘开凿于清朝嘉庆末年，经600多
年而不毁。

关西门第好家风

高椅古村的每栋老宅都是一册无字书，一
经翻开便让人走进久远的历史与尘封的往事。
一代代原住民便在这样的历史中穿梭劳作，生

息繁衍，平心静气地过着他们的烟火生活。
杨氏乃“威远侯”之后，祖上高贵烜赫，后代

亦多富商大户。他们的窨子屋里有明代的大皮
箱，有明清时候的太师椅和雕花床，清道光年间
的樟木神龛，上面的浮雕至今栩栩如生。

杨氏古宅门楣多题有“关西门第”“清白
家声”等字样，是精神志向，也是祖宗庭训。
这要追溯到东汉时的先祖杨震了。杨震乃陕
西华阴人，被誉为“关西孔子”，一生耿介清
正，曾告诫后人清白做人、廉洁为官，故而后
世子孙悬了门额弘扬祖德，用以自省，激励子
弟读书上进。

村里有两样生活习俗雷打不动，一为四
月初八吃黑米饭，二为九月廿八演傩堂戏。
黑米饭用乌树叶榨汁，和在糯米中煮熟就成，
四月初八家家做黑米饭，置办佳肴美馔，接闺
女回娘家做客。傩堂戏已流传200多年，起源
于消灾纳福驱邪酬神的原始歌舞，有“戏剧活
化石”之称，每年从九月廿八起在五通庙上演
三天三夜。

四壁云山一水烟

“村前水横流，携友放轻舟。好趁江天
月，摇船柳梢头。”这首题作《月夜泛舟》的古
诗，乃清代村民吴天聪题咏的高椅风光。此
处的水是温顺的巫水，原为水陆交通枢纽。

巫水河一路奔跑，调皮地拐一个大弯，就将高
椅村揽进了温暖的怀抱。水上设有渡口，有
舟船往来，鹅鸭嬉戏，对岸为孟营山。

当蓝天如洗阳光明媚，巫水河清澈见底，
卵石生青苔，游鱼观自在，骋目轻舟自横，抬
头青山如黛，草烟那端唤一声，就有渡船吱呀
驶来。巫水河下游是洪江，注入沅水，正与沈
从文的湘西风情相仿佛。

有山的风骨当线条，水的灵动相滋润，高
椅村人看的是如画胜景，食的是鲜美鱼虾，哪
怕泥墙上也不忘搁几盆太阳花或指甲草作点
缀，随口吟诗作对也成习惯，权当耕读之余的
闲情逸致。巫水码头边的两根大柱上有对联
曰“四壁云山合画意，一江烟雨富诗情”，正是
对眼前风光的咏叹。

巫水河是滋养高椅村的母亲河，听过太
多高椅人的爱与哀愁、笑与欢歌，也承载了他
们的憧憬与期冀。会同县遵循“看得见山，望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理念，按照“活体村
落、原态保护、产业支撑、文化挖掘”的原则，
全面实施文物本体保护与维修、村落环境综
合治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保护性
新村建设、交通条件改善等基础设施建设、旅
游综合服务设施建设、传统村落管理创新、产
业支撑拓展建设等子项目，确保了高椅古村
的保护工作不走弯路，走在前沿。

高椅古村，开在大山里的五瓣梅

□□ 王鹏 赵艳华

初秋，站在山西省平定县岔口乡理家庄
村的黑掌自然生态景区里，凉风阵阵，令人心
旷神怡。放眼望去，连绵起伏的绿色群山尽
收眼底。这个被誉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
村庄，依靠“红色+绿色”的发展模式，吸引了
四面八方的游客慕名而来。

理家庄村是一个颇具北方特色的古村
落，位于平定县城北部，因自然环境优美、文
化底蕴深厚、民风淳朴而远近闻名。

改革开放以来，理家庄村人在党的领导
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科
技走出了一条农、科、教相结合的新路子，使
村民摆脱贫困走上集体富裕之路，成为誉满
三晋的贫困山区奔小康的一面旗帜。理家庄

村集体被授予全国绿化“千佳村”、小流域治
理“金杯奖”；被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授予

“省山区小康建设示范村”“全国精神文明建
设创建先进村镇”“山西十大名村”和省级文
明和谐村、优秀党支部等荣誉称号。在 2016
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评选中，理家庄入选特
色民居村。

近年来，理家庄村“两委”深度挖掘全村潜
在的人文、自然资源，传承历史文化、优化种养
结构、营造秀美环境，以“红色旅游挂帅、绿色
产业先行”的发展模式，引导村民拓展农业功
能，利用本村田园风光、山水景观、乡风民俗等
资源，种植果树、养殖笨鸡、发展农家乐。这一
模式在增加村民收入的同时，也为理家庄村的
乡村游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打造出一条山水、
园林、花卉、果园景点旅游路线。

沿着村中笔直平坦的小路前行，亭台别
致、路面整洁，树木花卉枝繁叶茂，随时可以
感受到休闲观光采摘的乐趣。沿线路面整
洁，两旁树木、花卉规划有序，危险路段有防
护设施。沿路设有景点，路旁设凉亭或休息
点多处，让游客体会到观光、休闲、采摘的不
同乐趣，着重打造山水、果园，成为有故事、有
文化的精品线路，包括农科教相结合，突出游
览情趣。

理家庄村规划的黑掌自然生态景区开发
原生态红叶观光区，集吃、住、游、购、娱多项
功能于一体。村里修建的几处农家院落，古
色古香，功能齐全，不“求大求洋”，突出“土”、
突出生态、突出环保。此外，还引进水源，大
量种植竹柳，改善环境，达到“可看、可吃、可
住、可娱”的效果。

在理家庄村，人们在欣赏自然美景，体验
休闲采摘的同时，还能感受到浓厚的革命历
史气息。据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理家庄村曾是平定（路北）县政府所在地之
一，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建立的敌后根据地，属晋察冀边区南陲，连接
晋冀鲁豫边区的枢纽。依靠宝贵的红色资
源，理家庄村着力打造红色旅游。目前，全村
的红色旅游景点有以路北县政府所在地、杨
得志正太战役为主的 37 处旧址、晋察冀平定
县革命历史纪念馆、抗日地道、“为西柏坡送
炭”的煤矿旧址、抗日高校旧址、烈士纪念亭、
碑园等。

下一步，理家庄村将继续走“红色+绿色”
的发展模式，着力招商引资，制定长远发展规
划，吸引更多游客到村里来休闲度假。

山西平定县岔口乡理家庄村

依托“红色+绿色”发展乡村旅游

古村乡愁

高椅古村一角。

傩堂戏面具。

（上接第一版）强化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将党的理论创新成
果全面贯穿、有机融入各门课程，切实提升教材的政治性、时代性、
科学性、可读性。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活实践，找准切
入点、聚焦点、结合点，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着力打造
一支信仰坚定、理论功底扎实、数量充足、结构优化的高素质教师
队伍，切实增强使命感、认同感、获得感。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源源不断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备人才。

《意见》指出，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政策支撑机制。
以育人成效为标准，完善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特点、符合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在要求、有利于教师职业发展的考核评价
体系。以培养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的教师为目标，完
善培训体系，加大支持力度，健全教师成长激励机制。牢固树立
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理念，建立协同育人机制，实现课程思政
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日常思政工作与思政课程同频共振。加
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阵地建设，培育和夯实发展平台，构建平
台支持体系。建强建优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提升发展质
量，强化示范辐射，加强建设管理，以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
为牵引，推动形成各类马克思主义学院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一
体推进的局面。

《意见》强调，要切实加强党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领
导。各级党委要把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
强领导和统筹规划。宣传、教育等部门要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建
设提供有力政策指导、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持。马克思主义学院
所在单位要将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重点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作为重点学科、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重点课程加强建设，给
予优先保障。要严格督导考核，在结合巡视巡察开展的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专项检查中，加大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情况的
检查力度。把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列为所在单位党的建设工作
考核、办学质量评估的重要内容，作为所在单位领导班子、主要
领导和分管领导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推动建好建强马克
思主义学院。

（上接第一版）对于一些老大难问题，要探索从体制机制方面破题
解题，从根本上防范事故发生。

会议要求，要抓实抓细部系统安全工作，针对突出问题拿出切
实管用的措施，一盯到底，落实到位。当前要扎实抓好中秋国庆假
期安全工作，深入开展安全检查和节假日安全教育，认真做好应急
值守，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要求，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农业农村部总经济师、办公厅主任魏百刚主持会议并传达国
务院安委会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6 个司局单位在会上作交流
发言。 龙新

提 高 政 治 站 位 强 化 责 任 担 当
扎实做好农业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2021年地标农品中国行”活动在宁夏启动
（上接第一版）

记者了解到，农业农村部高度重视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与发
展，已登记的地理标志农产品达 3454 个。2019 年起，农业农村部
会同财政部，实施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两年多来，共落实中
央经费 13.8 亿元，支持 452 个产品发展，涵盖种植面积近 9000 万
亩、养殖动物近3500万头，带动152个贫困县增收290多亿元。

启动仪式上，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盐池县人民政
府、中宁县人民政府分别与相关科研机构、企业签署合作协议，
致力于推动宁夏地标农产品的品质提升、全程标准化生产和产
销对接。

与会专家认为，“十四五”是地理标志农产品发展的战略机遇
期。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统筹推进农业生产和产
品两个“三品一标”发展为路径，深入实施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
程，推进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与发展迈上新台阶。要保持特性促
提升、做强品牌促提升、传承文化促提升、建强体系促提升，持续推
进地理标志农产品高质量发展。

（上接第一版）
会议要求，各地要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完善工作推进机

制，强化协调对接机制，建立调度督促机制，创新社会参与机制，确
保政策衔接到位、任务对接到位、工作落实到位。

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主持会议。安徽
省、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和四川省广元市、贵州省台江县有关负责同
志作交流发言。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有关司局和各省（区、
市）农业农村、乡村振兴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龙新

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部署推进脱贫地区产业发展工作

（上接第一版）
横一村地处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几年间，景

观提升、道路拓宽、公厕新建、桥梁美化、弱电改造等
一批工程相继实施，令横一村面貌焕然一新。今年，
村里又加速新一轮蝶变，这回主打文创植入和数字
化提升，预计9月底就能完工。

萧山作为浙江最富的几个地区之一，农民收入
不断增长。然而过去，说到这里的农村，人们常有

“家里现代化，屋外脏乱差”的客观印象。当然眼下，
大家早已改观，周末一脚油门就到萧山农村休闲度
假，纵情乡间田野。2022年时，该区将实现美丽乡村
全覆盖。

萧山的变化可谓一个缩影。浙江因水得名，因
水而兴，水是灵魂所在。“千万工程”启动之初，浙江
就开始抓“污水革命”，如今水变干净、塘归清澈，重
塑江南水乡韵味。再看农村垃圾，到去年底，全省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政村覆盖率达85%、无害化处
理率100%。还有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户厕应改尽改、
公厕应建尽建，6.4万座农村公厕个个有“所长”。

因此观浙江乡村，不光是表面上的颜值整洁，真
功夫在细微处的“生态美”，折射的更是一种“生活
美”。比如，农民丢垃圾，有个“四分四定”法，即：分
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以及定时上
门、定人收集、定车清运、定位处置。又比如，拧开水
龙头，城乡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人口比例 85%以上，
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城乡同质饮水。

对此，浙江认为，“污水革命”也好，“垃圾革命”
也罢，背后实际上是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机制，必
须不断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今
天的浙江，农民生活正越来越美：“幼有所育、学有学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
所扶”加速迈入现实，基本形成农村30分钟公共服务
圈，20分钟医疗卫生圈。

从“环境美”到“发展美”

置身云和县石塘镇的滩下村，三面傍山，一面临
水，时光仿佛放缓脚步。这里曾是一个重要的停息
驿站，旧时水运的昌盛，从留存的“渔水文化”可见一
斑。只不过，今日的繁华换了模样：美丽乡村变身美
丽经济。

在丽水市，美丽乡村有着动听的名字，叫做“花园
乡村”。当地秉持着一个重要理念——微改造。不搞
大拆大建，充分体现生态底色、乡土特色，尤为重视历
史文化和生态自然原貌的留存。在滩下村，人们会被
帆影船只而感动，会被地道农家菜所吸引，会被不那么
精致昂贵，却绝对质朴温情的民宿所留恋。

游完滩下村，再探赤石村。这几年，该村打出了
“玫瑰小镇”“赤石鱼头”“云栖木屋”等金名片，乡村
旅游蓬勃发展。光上半年，赤石村就接待游客超过
15万人次，旅游经营收入达 280多万元。目前，全村
共发展农家乐民宿13家，可为村民提供80多个就业
岗位，年营业收入达1000余万元。

如果说，云和以山水制胜，那么与之邻近的景宁
县，则将畲族特色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地处瓯江
小溪上游的大均乡伏叶村和大均村，是“中国畲乡之
窗”国家 AAAA 级景区的延伸点。依托这一区位条
件，两个村都围绕民族风情和传统民俗，每年推出一
批极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体验活动，带来了源源不断
的“好钱景”。

在丽水，“花园乡村”已不再是概念，而成为了
“实景图”，实现了一处美向一路美、路路美转变。
而纵观整个浙江，乡村同样作为大花园，以点带动，
扮亮美丽庭院，以村驱动，培育特色精品村和达标
村，以线推动，打造美丽风景线和示范乡镇，再以县
联动，建设美丽乡村先进县和示范县，从而迈向“全
域美”。

点线面的结合，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叠加，更是产
业资源的联动与配置。通过围绕旅游重点区块、重
点项目，近年来，浙江打造景区带动型、农业观光型、
民族风情型、温泉养生型、运动休闲型等各类景区村
庄，累计建成 10083个A级景区村庄，其中AAA级景
区村庄 1597 个。农民在家门口经营山水和乡愁，照
样也能收入不错。

如今，经营乡村成为浙江各地的共同思考。临
安引入乡村运营师，余杭聘请职业经理人，义乌依靠
国企结对风景线，绍兴广发“英雄帖”为乡村振兴先
行村招募专业团队，而很多村党支部书记则主动站
上舞台，用产业规划来招商引资。活跃乡间的，还有

一大批创业青年和工商资本。
数据显示，近年来，浙江乡村旅游、电子商务、

养生养老、来料加工、运动健康、文化创意等美丽经
济风生水起，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2020 年，全
省休闲农业总产值达到 442.7 亿元，接待游客 2.5 亿
人次。

从“风景美”到“风尚美”

在浙江看来，坚持美丽乡村建设，不仅要美在山
水生态、村容村貌，更要美在乡风文明、人文内涵，只
有“物的美丽”与“人的美丽”一起抓，文明乡风、良好
家风、淳朴民风共培育，才能不断提振农民群众的精
气神，为美丽乡村注入美丽灵魂。

安吉县是中国美丽乡村的发源地，“两山”理念
就诞生于此。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如今走进这里的
乡村，村美人更美。乡村道路、村口公园、街角小品
……别致的设计中，各种文明教育润物细无声，令人
赏心悦目，又深受感染。

截至目前，浙江已有 700 多万户农户参与家训
“挂厅堂、进礼堂、驻心堂”活动，一辈做给一辈看，一
代讲给一代听。此外，通过宣传教育、示范引领、集
中治理、建章立制等举措，浙江还不断加强移风易
俗、遏制农村陋习，从过去比排场、讲气派，到现在比
文化、晒家风，文明新风蔚然成风。

据了解，推动这些“风尚美”，一个重要载体就是
浙江持之以恒建设的农村文化礼堂。2013 年以来，

浙江陆续建成了 18730座农村文化礼堂，在 500人以
上的行政村中覆盖率超过了90％，利用教育教化、乡
风乡愁、礼仪礼节、家德家风、文化文艺“五进”礼堂，
让农民群众身有所憩、心有所寄、梦有所圆。

在金华市，美丽乡村站在“和美”的定位，更强
调生态美、人文美、协调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推进过程中，历史文化村落发挥了独特作用。在保
护中开发，在开发中植入经营理念，很多历史文化
村落成为了“和美乡村”的文化窗口、璀璨明珠、点
睛之笔。

而在浙西衢州，当地率先探索未来乡村建设，尤
为强化以人为本，围绕人的生活圈、需求圈，实现人
的现代化，尤其关注当地群众的需求，创造美好幸福
生活。令人眼前一亮的是，通过数字化改革的赋能，
有的关注公共服务，有的围绕社会治理，还有的赋能
产业发展，让乡村生活变得炫酷而又时尚。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
期间，浙江将继续深化“千万工程”，以共建共享全域
美丽大花园为目标，坚持标准化推进、精细化建管、
数字化赋能、品牌化经营、人文化引领、均等化服务，
实施全域共美、环境秀美、数智增美、产业壮美、风尚
淳美、生活甜美行动，建设具有“江南韵、乡愁味、国
际范、时尚风、活力劲、共同富”特点的新时代美丽乡
村，全面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
裕富足，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争
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提供强有力支撑。

美 丽 内 涵 不 断 升 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