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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 洁 冰 川 ，多 彩 黑

水。十月的黑水，是银装

素裹的冰雪世界，也是五

彩斑斓的彩林世界。达古

冰川、奶子沟、羊茸哈德、

七彩甲足……当晶莹剔透

的白遇上缤纷绚烂的彩，

一场酣畅淋漓的视觉盛宴

跃然眼前。

今 年 10 月 28 日 ，

2023年阿坝州文化和旅游

暨全域旅游发展大会在四

川省阿坝州黑水县举办。

作为此次阿坝州文化和旅

游暨全域旅游发展大会的

主办地，近年来黑水以文

化为引，以乡村为基，推动

黑水全域旅游全面开花，

走出一条具有鲜明地域特

色的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新

路子。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

央有要求，阿坝有行动。在四川

省阿坝州委提出的建设“一州两

区三家园”的战略目标中，建设生

态美丽、和谐幸福、富裕小康“三

家园”是一项主要抓手。11 月 7

日，四川省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栏

目邀请阿坝州副州长旺娜、阿坝

州乡村振兴局局长彭开剑走进直

播间，与网友在线交流。

“我们计划到2025年，全面完

成 72 个乡（镇）、337 个行政村、

136 个重点帮扶村‘三家园’建设

任务。具体来说就是要依托五年

过渡期，以产业为重点、以项目为

支撑，以治理为保障，高质量建设

一批示范效应好、引领作用强的

生态美丽、和谐幸福、富裕小康家

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

的‘五美乡村’样板。”旺娜介绍，

当地在工作中聚焦布局美、产业

美、环境美、生活美、风尚美“五

美”标准，坚持以国土空间规划为

指引，科学优化编制村庄规划，紧

紧围绕“6+N”高原特色农牧产业

体系，加快培育现代高原畜牧百

亿级产业集群和优质特色果蔬50

亿级产业集群，同时学习借鉴浙

江“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抓好“污

水、垃圾、厕所”三大革命，促进农

村实现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

创新“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

治融合，全州呈现民族和睦、社会

和谐、人民幸福的良好局面。围

绕既定目标，阿坝州 2021 年以来

累计投入各类资金 12.2 亿元，实

施项目 363 个，全州已有 32 个乡

（镇）、145个村建成“三家园”。红

原县被列入2023年全国乡村振兴

示范县创建名单，汶川县、黑水

县、九寨沟县、金川县先后获评全

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优秀县，一

幅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新时代

乡村振兴画卷正在阿坝大地次第

展开。

“十百千”行动是推进“三家

园”建设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即：一是重点建成 10个省级以上

农牧业产业园区；二是打造100个

乡村振兴示范乡村；三是培养

1000 名乡村振兴带头人，着力实

现园区带动产业发展，用示范推

动乡村建设，用人才促进创新发

展的目标。其中，在实施农牧业

产业园区创建行动方面，旺娜表

示，为推动三家园“十百千”行动

落地落实，阿坝州主要从政策、用

地、人才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严

格落实《关于加强中央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

的指导意见》，用好财政衔接资

金、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东西协作

和对口帮扶资金，以项目为载体，

带动社会、金融资本和保险支持

投入。对打造的乡村振兴示范乡

（镇）、村按照评价办法给予20万

元-100万元财政补助资金。对评

为全州乡村振兴带头人给予适当

奖励。二是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前提下，允许县（市）通过村规划，

调整优化村庄用地布局，有效利

用乡村闲置、低效的存量建设用

地，各县（市）人民政府重点支持

和保障产业园区建设和示范乡

（镇）、村建设。三是培养优秀的

“土专家”“田秀才”，支持本土人

才以资金入股、技术参股的方式，

与农村各种专业合作社、专业协

会、专业大户、龙头企业等经济组

织结成利益共同体。

阿坝州旅游资源丰富，随着

“三家园”建设的推进，不少村民

开起了民宿，吃上了旅游饭。就

网友关心的民宿规范管理经营问

题，彭开剑表示，当地研究出台了

《阿坝州加快推进民宿产业发展

的实施意见》，以市场为导向，分

类施策管理民宿，完善民宿红黄

牌警示、诚信经营记分制度，同时

建立健全民宿业统计调查和指标

评价体系，指导民宿业主落实相

关公共安全责任和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加强消防安全、达标排放、

诚信经营等重点领域联合执法，

形成监管合力。民宿行业协会也

正努力为促进价格、服务、培训等

方面的行业自律发挥作用。

（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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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文旅融合 绘乡村振兴画卷

从村寨院落、传统民俗到非遗技艺、红

色资源，黑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为乡

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托。与此同

时，旅游景点的开发与打造、乡村基础设施

的日益完善、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多元化，等

为激活乡村沉睡的文化资源提供了契机。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近年来，黑水县

持续挖掘乡村文化底蕴，以“文化+旅游”

“文化+农业”“文化+人才”为主要抓手，将

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成功

打开乡村振兴的突破口，描绘出文化赋能

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

位于中国最美彩林奶子沟的沙石多镇

羊茸村，近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民从过去生活在深山里以土豆、青稞种

植为主，到现今整村发展全域旅游,纷纷吃

上了“旅游饭”。石木结构的藏式精品民

居、嘉绒藏族特有的传统古堡风格、石木结

构加上精美的彩绘，羊茸村原汁原味地保

留下了藏族传统文化，以文化带动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有效拓展了民众增收致富渠

道。游客们可以在这里享受高原美食，跳

锅庄舞、唱藏歌、品青稞酒，感受悠远深厚

的当地民俗文化。

羊茸的发展只是黑水乡村振兴画卷中

的一抹亮色。如今，黑水积极推动文旅赋

能乡村振兴，打造特色产业，加强人才培

养，传承民族文化，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打

造生态宜居美丽家园，以乡村振兴实效提

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以文化之根，塑乡村旅游之魂。以旅游

为引，释文化振兴之力。下一步，黑水将进

一步发展好乡村文化产业，为乡村振兴提

供不竭的澎湃动能，探索出农文旅融合发

展的黑水路径。

（黑水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供图）

以旅游为引 释文化振兴之力

黑水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千百年

来，各族群众在此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共

享,形成了底蕴深厚、多元多彩的民族文化。

黑水县色尔古藏寨是岷江上游最早有文

字记载的村落，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素

有“中国嘉绒藏族第一寨”之称。经百年而不

衰的碉堡式工艺住房，神秘的地下迷宫通道

等堪称川西高原文化的“活化石”。这些千百

年来留下的建筑形态，形成的人文风俗，如今

借助着现代表达形式，生命力不断被激活，在

乡村旅游中得以延续传承。

近年来，黑水县依托深厚的旅游资源掀

起了旅游热，再以旅游热激发民俗文化、服饰

文化、建筑文化的延续传承与创新。如大力

挖掘保护濒危民间艺术,阿尔麦多声部、卡斯

达温舞、圈德迪、手工银器打造、藏靴制作、唐

卡绘画……百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熠熠生

辉,荣获“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连续

举办十届冰川彩林生态文化旅游季，九届环

达古冰川自行车挑战赛……一系列节庆活动

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提升了黑水的知名度、美

誉度，擦亮了“圣洁冰川多彩黑水”金字招牌，

随着文旅业态的逐步拓展,民宿接待、非遗文

创、农特产品等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兴起，乡村

旅游因文化而焕发生机。

如今，黑水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使得乡

村文化得到了深入挖掘和有效活化，让游客

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了黑水乡土文化的魅

力，进而唤起了乡村文化活力，激活了乡村精

神元气，释放出了文化振兴之力。

以文化之根 塑乡村旅游之魂

百年前，红军长征在黑水留下了光

辉而又悲壮的足迹，也留下革命的火

种，让红色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黑水

儿女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形

成了与长征精神一脉相承的黑水“走南

闯北、黑水民兵、拥军尚武、勇攀高峰”

家国情怀。如今，在黑水县沙石多镇昌

德村，红军当年翻越的昌德雪山巍然屹

立。色彩艳丽的藏式民居、气势恢宏的

石刻、栩栩如生的雕塑……红色印记遍

布着每个角落，讲述着革命年代红军在

昌德村走过的峥嵘岁月。

近年来，为统筹县域红色资源，推

动红色美丽村庄建设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黑水县紧扣“雪山红谷、军民团

结”主题，统筹推进沙石多镇昌德村和

芦花镇泽盖村、三达古村等 3个红军

长征村建设，打造红色文旅矩阵，提高

红色旅游资源覆盖率。

其中，黑水县针对昌德村实际情

况，以红军长征翻越昌德雪山为背景,

以“红色昌德”为旅游发展定位，利用

现有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红色文

化乡村游,建成了红军文化广场、观景

平台、自驾游露营点等点位，辐射带动

周边群众发展红色文化乡村旅游，以

“吃红军饭、住红军屋、听红军故事”为

经营模式,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同时，昌德村还利用雕塑、石刻、

墙绘、景观小品布置等,再现当年红

军长征在黑水过翻越雪山、熬盐筹粮

等场景，让游客在此体验红色文化的

魅力。

四川黑水四川黑水：：

执执““文化文化””之笔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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