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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生活聚人心
“哎哟，差一点点！”“哈哈哈，我投进

了！”为引导村民践行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增强身体素质，增进邻里关系，6月26日，
文笔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了

“‘趣’享运动，‘味’你加油”趣味运动主题
活动，投壶、一圈到底、筷子运送乒乓球等
比赛项目让村民们乐开了花。

在投壶比赛现场，村民们围成一圈，手
捧箭矢，聚精会神地瞄准壶口。随着裁判一
声令下，箭矢纷纷飞向壶中，现场观众也为
参赛者加油打气，每当箭矢准确入壶时，便
爆发出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近年来，文笔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在推动乡风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通过强化思想引领、创新服务方式、
推动乡村治理、促进产业发展以及强化示
范带动等措施的实施，为这个全国文明村
的全面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随着文笔山村发展得越来越好，村民
也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的追求。在文笔山
村党委书记杜岩的一次走访中，村民向他
反映：“杜书记，村里面能不能牵个头，把我
们这些老房子美化一下呢？要出钱还是出
力，我们无条件地支持！”杜岩在调查后发
现，村里的笔山小区、碧泉小区已建成近
20年。现在，村民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的
追求，对居住环境有了提升的需求。

在充分调查民意后，2022年 8月，由
文笔山村党委牵头，通过政府支持、企业赞
助、群众自筹三方合力的方式，对笔山小
区、碧泉小区的104户进行改造。小区外墙
风貌全部刷新，电线、网线统一整治，民居
门牌重新设计……“现在我们村的老小区
都变了新面貌了，生活一天比一天好！”站
在自家小楼前，村民们笑得合不拢嘴。

粉刷一新的外墙，整洁亮丽；飞檐翘角
的屋顶，轻盈灵动；修葺平整的院落，绿树
成荫……一排排农家小楼静静地镶嵌在青
山绿水之间，既保留了传统的韵味，又融入
了现代生活的舒适与便捷。老旧小区焕发
出的崭新面貌赢得了村民们的大力赞赏，
也极大地改善了文笔山村的人居环境。

无论是田间地头的辛勤劳作，还是街
头巷尾的欢声笑语；无论是节日庆典的热
闹非凡，还是日常生活的平凡温馨——这
一切，都构成了文笔山村独有的现代文明
生活气息。村民们在这里播种希望，收获幸
福；在这里品味生活，感悟人生。“诗和远
方”与村民热气腾腾的日子，已在这里融
合，“风尚新美、环境秀美、生活富美”的文
笔山村文明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盛夏，在距离

邛崃市区 3 公里的

蜿蜒村道旁，记者见到了一

大片种着柑橘、杨梅的果

园，融入其间的就是被誉为“中国酒

村”的川西小村——四川省邛崃市

文君街道文笔山村。走进村庄，映入

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民居，

房前屋后绿树成荫、鲜花盛开、整治

有序。村民们有的在自家门前悠闲

地晒着太阳，聊着家常；有的手持农

具，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

文笔山村辖区面积8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 4600 余人，属于邛崃市城

区附近规模较大的村落。近年来，文

笔山村依托其独特的邛酒文化和自

然风光，积极发展乡村旅游，让田园

变乐园，农业园区变旅游景区。山水

育酒也育人，文笔山村积极推动文

明乡风建设，努力打造一个既保留

传统韵味又充满现代文明气息的和

美乡村。在文明乡风建设的推动下，

文笔山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获

“全国文明村”、省级“四好村”、“四

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走进文笔山村，记者看到家家户户门
口都放着几个大酒坛。文笔山村将2300
多年的酿酒历史文化融入旅游业发展，规
划打造了融“酿酒高粱种植、原酒加工酿
造、邛酒文化体验、田园花海休闲”于一体
的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大梁酒
庄，也是四川省省级休闲示范农庄之一。

“哇，快来看，这里还有稻草牛！”正
值暑假，记者在大梁酒庄的田园乐翻
天·亲子农博园看到许多带着孩子的家
庭在此游玩。田园乐翻天·亲子农博园
以“嬉戏田园一天，穿越时空千年”为定
位，将稻草与灯光结合，打造出一个既
具有观赏性又富有文化内涵的稻草艺术
主题乐园。在这里，可以“当一回农夫、
做一次酒人”，参与一系列亲子酒坊、亲
子厨房等农事体验和民俗文化活动。每
逢节假日，孩子们还可参与民俗花灯大
巡游，在嬉戏玩耍中感知中华文明、体
验民俗风情。

早在2012年，文笔山村就开启了大

梁酒庄项目，先后打造了“大梁酒庄·天
府酒博园”“田园乐翻天·亲子农博园”

“凤求凰·创意爱博园”等景点。大梁酒
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建设过程
中，他们坚持不挖山、不填塘、不毁林、
不改变道路渠系肌理“四不”原则，以

“盘活土地资源、激活生产要素、发展多
元产业”为抓手，实施“产村一体”新模
式。自此，文笔山村将邛酒文化、传统农
耕文化、“文君相如”爱情文化作为乡村
产业发展的灵魂和源头，让文化能参
与、能体验、能消费。截至2023年年底，
文笔山村从事旅游接待人员就达120余
人，共接待游客 50 万人次，创收突破
1800余万元。

文笔山村，这座镶嵌于翠绿山峦与
碧波水域之间的古朴村落，巧妙地运用
自身“靠山、面水、邻城”的得天独厚的优
势，推动全域旅游、现代农业与乡土文化
深度融合发展，更好地满足当地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漫步村中，山水相依、游人如织，“诗
和远方”与人间烟火在这里共存。依托酒
庄的发展，文笔山村村民也受益匪浅，肖
健斌就是其中的一位。

辣炒老腊肉、邛人双椒鸡、手磨豆
花……中午，肖健斌的小餐馆里坐满了
顾客。“原来只是在家务农，后来我看到
游客都来到我们村里面了，就想看看能
不能在家做点什么。”肖健斌告诉记者。
近几年，村里大力发展旅游业，交通便
利了，他就把家里重新装修了一下，开
了一间小餐馆。

“没想到餐馆还很受欢迎，尤其是我
依据时令变化推出的新鲜菜肴，游客都
夸‘有特色’！”肖健斌说，小餐馆满足了
游客的就餐需求，自己也长期聘用了两
名本村村民做工，让他们可以在家门口
就业、增收。

乡村旅游让文笔山村吃上了“旅游
饭”，同时也没忘记稳住“基本盘”，端牢
农业“铁饭碗”。

摘除多余的果实，剪去密实的枝条，
让叶片充分吸收阳光，将保留下来的果
实套袋……前不久，丰阳农业专业合作
社的负责人李成磊组织工人对自家农场
的9500余棵东红猕猴桃果树进行疏果、

套袋。“辛苦肯定是辛苦，但是想到将来
的收获就不觉得什么了。”李成磊骄傲地
告诉记者。丰阳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猕猴
桃果实大小均匀、果肉细嫩、香气浓郁、
口感香甜清爽，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喜
爱。记者了解到，丰阳农业专业合作社的
猕猴桃采用“线上+线下”多渠道销售的
方式销往全国，既在网络平台开设网店，
还通过与当地的水果批发市场、大型商
超等合作售卖等方式打通销路。

在丰阳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影响下，
文笔山村的村民也在自家地里种植水果
增收。文笔山村10组村民付思阳，种植猕
猴桃28亩，柑橘3亩，百香果、八月瓜共1
亩。经过几年努力，付思阳成了村里小有
名气的致富村民代表。在四季的轮转中，
文笔山村村民以朴实的汗水，书写着勤
劳致富的故事。目前，文笔山村辖区内猕
猴桃共700余亩、53000余棵，亩产优质
鲜果4000斤左右。

通过全域旅游、现代农业和乡土文
化的融合发展，不仅促进了文笔山村经
济的快速增长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
还推动了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未来，
文笔山村将继续深化产业融合发展模
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文旅融合展新貌

特色产业促发展

在“醉人”山村里诗意栖居

——走进“全国文明村”邛崃市文君街道文笔山村

◎ 本报记者卢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