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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画栋、飞檐斗拱
……仲夏时节，漫

步于散在汉滨区山野间
的一座座传统村落，踏上青石台
阶、抚摸明清砖瓦、叩响古门铜

环，透过依稀可见的古画，仿佛在与
古人对话。

乡愁是抹不去的记忆，里面有儿时的欢乐，有
长辈“仁义礼智信”“勤俭持家、厚德敦行”“耕读传
家躬行久、诗书继世雅韵长”的言传身教……保护
好传统村落、古建筑、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
市的文脉，有历史，就有了根，让人们不会忘记来
时的路……

如何让传统村落在新时期保护利用中发挥更
大价值？ 近年来，汉滨区举全区之力，因地制宜、因
户施策、因情注力、努力推进，让传统村落焕发勃
勃生机，群众的认可度和幸福感倍增。

群策群力，一批传统村落崭露头角

汉滨区传统村落之所以能成为“万众瞩目、全
国示范”，用汉滨区村镇建设与建筑节能事务所干
部陈佩的话说，早在 2015 年，就播下了希望的种
子！

2015 年，汉滨区委、区政府高点谋划，明确要
举全区之力， 充分挖掘历史文化和进行传统村落
保护。

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牵头，区住建局、区
财政局、文旅广电局、市自然资源局汉滨分局、区
农业农村局等为成员单位的传统村落保护领导小
组迅速成立，一项“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传统村
落发掘、保护和活态传承工作迅速铺展开来。

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主要领导多次
带队考察市域范围内各级传统村落保护、 革命历
史文化街区打造、古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等工作。 全区各成员单位 100 余人，跑遍了全
区 295 个村 88 个社区，对全区 2 处省级风景名胜
区、7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6 个区级文物保护单
位 、40 处寺庙道观 、38 处古建筑 、86 处古文化遗
址、316 处古墓葬、18 处自然景观、22 处人文景观、
86 处古文化遗址进行分析， 并查阅了 400 余件石
碑石碣、150 余种珍贵文物、19 种珍贵典籍， 先后
申报成功的有 7 个国家级传统村落，27 个省级传
统村落。

摸底中，汉滨区立足全市，编纂了《安康老院
子》《安康古建筑》两册重要文献书籍。 “这两本书
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安康的老院子、古建筑，
了解到古时人们的建造艺术和建筑特色， 从而增
强人们对老院子、古建筑的保护意识。 ”汉滨区住
建局参与编纂图书的工作人员付松涛说。

修旧如旧，传统村落绽放新魅力

走进谭坝镇马河社区陈家院子， 一栋青砖门
楼映入眼帘。 院内两块鎏金镂刻“良选”“良策”的
牌匾格外引人注目。 一块记录着 “大清嘉庆十七
年”落成，一块书写着改造后的竣工日期，两块牌
匾见证了曾经的辉煌和当下修缮的艰辛。

“这种保护性修复，费工费时，因为我们要尽
量保留它的原貌，瓦片、墙砖、地砖，哪怕是一个飞
檐，我们都多次拍摄照片、视频和生产厂家反复对
接，进行定制，从而才形成现在的样子。 ”陈家院子
修复工程施工方负责人胡运超说。

在传统村落修复保护过程中， 怎么体现与群
众的共建共享？

“我们通过租赁、流转等方式，盘活长期闲置
的传统建筑资源，通过加建、改建和添加设施等方
式适应现代生产生活需要， 将老建筑提升改造为

餐厅、酒馆、民宿、收藏展示、主题书店等进行开发
利用，让房主变股东，享受红利。 ”谭坝镇党委副书
记朱纪勇说。

距离谭坝镇马河社区 80 公里外的早阳镇高
山村孙家大院，之前因为年久失修，曾经辉煌气派
的两栋老院子，在时间和风雨的侵蚀下，已失去了
原来的模样。 为了抢救具有时代特色的古建筑，汉
滨区住建局及时联系长安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重庆大美设计院，利用 300 万元专项资金，按
照“因地制宜、保护优先、修旧如旧”原则进行修复
后，并安排了专人进行管理，如今，孙家大院成为
汉滨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建筑之一。

在传统村落改造过程中， 汉滨结合 “厕所革
命”、美丽汉滨、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同
步实施传统村落生活污水、垃圾治理等工程，同步
推进水、电、气、路、消防、通讯等改造，配套旅游接
待、文化医疗、公共交通等设施，改善宜居宜业的
基础条件。

“传统村落的修缮，结合当地村容村貌，确保
整治完成后村貌焕然一新， 使其成为集聚区内一
道亮丽风景线。 ”汉滨区住建局总工程师曾宏说。

连点串线，群众因传统村落而富

沿双龙镇新华社区村级路盘山而上， 半小时
就到了社区 17 组的“天宝古村落”，这里 33 户风
格统一的民居错落有致， 郁郁葱葱的茶园间总能
看到农人劳作的场景，伴随着袅袅炊烟，三两声犬
吠，农家阡陌交通、屋舍俨然间的恬淡闲适油然而
生。

“房屋改造好了，水、电、路也都改造好了，家
里的 7 亩地流转给了茶业公司， 每亩有 300 元的
流转费，茶叶季在茶园务工，农闲时就在周边找一
些活做，一年下来保底收入也在 4 万元。 ”双龙镇
新华社区 17 组村民陶远才说。

依托天宝古村落，双龙镇顺势而为，发展特色
农业和旅游业，目前，全镇茶园总面积 1.8 万亩，茶
叶年产量达 500 吨，累计培育省市区级茶叶园区 7
个，茶叶合作社 10 个，已实现“人均一亩茶”和年
户均增收 2000 元的目标。

汉滨明确，以早阳高山村和大沟河村、谭坝镇
马河村和前河村传统村落为节点，形成以早阳镇、
谭坝镇、 石梯镇为核心的生态秦巴集中连片保护
利用发展片区；以叶坪镇桥亭村传统村落为节点，
形成以叶坪镇、中原镇、紫荆镇为核心的红色文旅
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发展片区； 以双龙镇新华社区
国家级传统村落、 五里镇五里社区省级传统村落
为节点，形成以洪山镇、双龙镇、五里镇为核心的
茶旅融合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发展片区。

汉滨充分发挥三个片区内的历史文化、 自然
环境、绿色生态、田园风光等特色资源，实现资源
规模化、多样化，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吸引
社会资本参与，引进区域内生态旅游开发公司。 把
传统村落保护利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产业发
展、文化旅游相结合，进一步落实乡村振兴工作，
繁荣发展乡村文化， 实现传统村落连片保护且可
持续发展的目标。

纵观月河、蒿坪河、流水河、岚河、吉河、黄洋
河，如今，7 个国家级、27 个省级传统村落，就如同
分布于河岸边一颗颗璀璨的明珠， 释放着耀眼的
光芒，依托这些古村落，成片的茶园、核桃园、魔芋
园、蔬菜园等已然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路径，农家
乐、农家宾馆，涉及康养、旅游等一批服务业正在
崛起。

连点成线、连线及面，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是
一项系统的工作，随着全区各行各业群策群力，共
同担当，在不久的未来，汉滨这片充满激情的热土
上， 一个个闪亮的传统村落以及它背后承载着浓
浓乡愁的文化将大放异彩， 随着阳光温暖汉滨大
地，随着春风滋润汉滨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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