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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天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按照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持续深入开
展“美丽乡村”建设，不仅从面貌上改
善农村环境，更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促进农业提效、农民增
收、农村美丽。

近年来,朝天区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市委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决策部署，大力实施“强村行动”“兴乡
行动”“城乡融合行动”三大行动，统筹
推进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
民生振兴、社会治理振兴、脱贫攻坚、
改革创新“七大工程”，乡村振兴战略
实现完美开局，为加快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规划引领，政策支撑。结合发展
实际，构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1+4+
N”政策体系。“1”是一个《关于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奋力开创新时代朝天“三
农”工作新局面的决定》；“4”，即《朝天
区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规 划（2018-2022
年）》《关于开展城乡融合行动的实施
意见》《关于开展“兴乡行动”的实施意
见》和《关于开展“强村行动”的实施意
见》4 个意见；“N”是分段制定年度工
作实施方案，形成了朝天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总体格局。

脱贫摘帽，补齐短板。朝天是新
一轮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区，是
秦巴山区连片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2014 年，全区精准识别贫困村 64 个、
贫困人口 7421 户 25518 人，贫困发生
率 13.45%。立足新时代新要求，朝天
区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
作重要论述，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举全区之力、集全民之智，
向决胜脱贫奔康发起总攻。2018 年
底，全区累计实现 60 个贫困村退出、
25062名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下
降到0.19%。2019年4月，成功退出贫
困县序列，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摘帽
先进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经验得
到省委书记彭清华的高度肯定,工作

案例获评人民日报“大国攻坚·决胜
2020”推荐案例并作经验推广。

产业兴旺，助农增收。大力发展
核桃、蔬菜、畜牧、食用菌、蚕桑以及小
水果、藤椒、魔芋等农业特色产业，形
成“5+N”产业发展格局。核桃产量连
续十年稳居全省县区首位；蔬菜种植
面积达 38万亩，成为全省最大的高山
露地绿色蔬菜基地，被誉为中国核桃
之乡、中国高山生态蔬菜之乡、中国生
食蔬菜之乡。成功创建为全国绿色农
业示范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蔬菜）
标准化生产基地、全省现代林业重点
县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区、省级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2013年、2015年
两度荣获全省“三农”工作先进县区，
2015 年、2016 年、2018 年三度荣获全
省农民增收工作先进县区。2018年，
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
11620 元，增长 10%，增速连续 6 年居
全市第一、全省同类地区前列。

全域新村，夯实基础。建成 5 条
幸福美丽新村走廊，共覆盖全区 182
个行政村，贫困村新村建设全覆盖，惠
及 41000 余户农户，分别占全区总村
数的85%、总农户的82%。以创建“四
好农村路”示范县区为抓手，深入实施

“脱贫奔康交通三年大会战”，全区通
村公路硬化率达到100%，通组公路硬
化率达到 95%，县乡村道安防设施全
覆盖。农户生活用电、安全人饮、广播
电视、通信网络 100%达标。214个行
政村文化室、卫生室全覆盖。

治理有效，乡风文明。坚持自治、
法治、德治相结合，不断完善乡村治理
体系，全面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行村
民积分制管理，选树先进典型，有力地
推动了乡风文明。深入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荣获全国社会治理创新示
范区、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先进县区、全
省平安建设先进县区。2018年，平安
建设满意度排名全市第一，连续七年
位居全省前列，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
明显增强。

（作者系朝天区农业农村局党组
书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建设美丽乡村

任国富

近些年来，市县（区）政府依托大蜀道
资源，大力发展文旅经济，推进全域旅游，
迈出了强劲的步伐。改善基础设施条件、
建设特色经济园区、打造国家 4A 级景区、
着力培育了一批文旅融合型的企业或者实
体，一大批从业者获得了可观的收益。但
是，通过调查，笔者发现，我地旅游业发展
与大蜀道旅游目的地核心区建设尚有较大
差距，主要存在旅游景区分散化、浅层化；
古蜀道主体重要区域游览体量小，关联性
项目少；景区间串联松散；同质化、趋同化
比较突出；挖掘、开发和利用大蜀道地方文
化深广不够；景区文化、消费市场的培育疲
软，游客“过而不留”相当普遍等问题。如
何进一步深化和提升大蜀道国际旅游目的
地核心区建设，笔者有以下思考。

深拓广延集群连片 做大体量
要以建设大蜀道国际旅游目的地核心

区为文旅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根据不同路
段和区域特点优选确立发展推进的项目。
围绕金牛道、利阆道、阴平道等路线拓展布
局古蜀道旅游体量，综合历史文化遗存、特
色经济园区、康养产业、民俗文化等特质高
起点规划设计一批旅游项目及衍生项目。

要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有机结合，在
蜀道资源保护、历史文化博物馆、主题遗址
公园建设、森林湿地公园、田野艺术、家庭
农场、传统工艺等方面凸显蜀道旅游的文
化个性，重点创建一批国家4A级景区。围
绕旅游的六大要素，在满足人们新的消费
需求上进行深入研究与广泛论证，优化优
先一批切实可行的项目。认真研究上级政
策，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旅游发展各类资
金，有针对性地做好旅游项目的策划包装，
力争古蜀道历史文化、沿线乡村旅游示范
带、环亭子湖近水亲水旅游开发等进入国
家、省市旅游项目盘子。抓住乡村振兴和
川陕革命老区规划推进生成和实施一大批
文旅融合项目。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争取
广南高速在昭化境内尽快开进出口、兰渝
铁路设立客运站、拓宽改造昭大旅游公

路。大力发展酒店业、民宿业，促进已有基
础设施上档升级。拓展视域，采取保护、复
原、复活、引入现代“大地艺术”、园艺博览、
传统技艺等项目，扩张和丰富景区。筹建
昭化历史文化博物馆。依托亭子湖库区建
立库区历史文化陈列馆。引领农家乐面向
市场，提升品位，新增业态。解决各类交通
联通性、通达性和舒适性。全面完善旅游
厕所、星级酒店、特色餐饮街区、购物场所、
旅游演艺场馆等旅游接待服务设施。

植根历史文化土壤 提升旅游内涵品质
深入挖掘、研究大蜀道沉淀的历史文

化。要强化政策引领和支持，进一步厘清
和寻绎大蜀道本体、附属设施和历史文化
遗存资料。有组织有计划地挖掘古蜀道沿
线的历史文化、三国文化、宗教文化、膳食
文化、医药文化、养生文化、民俗文化、红色
文化、农耕文化等诸多品类的文化，披沙拣
金，寻找到属于地方本土的根脉，深化文化
内涵，为文旅融合找到个性化的魂灵。强
化田野调查，深入民间，拓展题材，挖掘寻
找沉睡的历史文化遗存，加强梳理和研究，
化虚为实，推进旅游内涵大提升。

笔者调查发现，利阆古道的历史文化
遗址遗存相当资源丰富，亟待引起重视，加
强调查、研究与保护，挖掘利用潜力，拓展
开发空间。正确处理大蜀道名胜古迹，文
物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通过科学合
理的方式将丰富的资源转化为现实价值。
一方面，要原汁原味地保护修缮好蜀道原
真的古迹、古道、文物、建筑、遗址等实体存
在；另一方面，要通过展览、参观、体验、还
原、活化、放大、组合、移植、创意等路径与
方法，让历史文化复活过来，焕发出新的生
命力。市区联动，持续发力推进古蜀道世
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积极争取将
利阆古道纳入申遗范畴。强力推进历史文
化街区，传统文化村落的命名与保护。大
力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多维多向发展，鼓励
和引导文化公司加大研究、开发和传播地
方历史文化。将地方历史文化元素融化到
旅游的六大要素中去，做到浑然一体。以
古为新，全面立体丰富历史文化载体和文

旅融合的业态。

突出差异发展 着力重点突破
蜀道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内容繁多，沉

淀深厚，分布广泛，表现各异。要认真研究
其承载的各种文化与人们现实价值观和审
美需求走向的契合点，突出差异化、地方
化、个性化发展。

加强区域统筹，优先选择适合本地区
域历史人文、自然条件的上马项目，重点突
破，精心打造，以点带面，以线串珠。突出
核心区建设，加强品牌创建，渐次扩展深化
全域旅游价值。建议恢复昭化桔柏古渡
口，着力开发桔柏渡至射箭板石铺古道旅
游，拉大昭化古城游览骨架。继续推进昭
化－大朝－剑门关古蜀道历史文化旅游景
区景点的上档升级。优化环境，加强招商
引资。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对接。要
进一步用活土地、用地和固定资产权流转
政策，引进业主投资开发。鼓励民间社会
资本投入文化创意和旅游开发。激发工商
资本参与旅游项目建设，尤其是要在乡村
休闲旅游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建立不良业
主退出机制。

强化宣传 深度营销
要进一步强化宣传，将传统推介和现

代网络传播手段结合起来，扩大信息受众
范围和辐射面。鼓励和支持旅游企业通过
联合、兼并、重组等方式做大做强。大力扶
植发展旅游集团和旅游专业公司，努力培
植旅游企业核心竞争力。积极探索和适时
组建文化旅游开发公司，整合文化旅游资
源开发、完善配套文化旅游设施；要通过举
办主题研讨、论坛、民俗节庆、歌舞、祭祀、
采摘体验、国际赛事等形式加强营销，扩大
知名度。提升旅游标准化、智慧化、人性化
服务水平。大力发展绿色有机种养、特种
养殖，提高土特产产量与质量。加强品牌
营销，创新品牌系列产品，推出古蜀道沿线
系列产品，为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有效转
化提供更多的通道、途径与载体。

（作者系昭化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
联谊委主任）

深拓广延 集群连片

做强做优大蜀道旅游品质

观察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