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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普惠性，以让村民享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

出发点，发展惠及广大村民的文化产业。整合乡村传统

文化资源，发展羌药、羌绣、羌乐、羌餐、藏茶等资源

融合型产业，推动“非遗+”康养、体育、农业、教育、

医药的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文化向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蔓

延与融合，延长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积极培育休闲农

业、生态农业、创意农业等新兴业态，以智慧农业引领

乡村建设。

3、延伸冰雪运动产业链推动乡村文化融合发展

依托汶川羌人谷国际康养滑雪度假区，构建冰雪运

动延伸产业链，还原古羌原始宗教信仰仪式、生产生活

习俗，将释比文化、古羌原真生活、音乐歌舞、文学艺

术、审美观、宇宙观融入冰雪运动，探索开发古羌冰雪旅

游特色纪念品、藏羌医药保健品、冰雪摄影、冰雪装备、

冰雪培训、冰雪婚俗、冰雪影视、冰雪文学等业态。

4、探索集约化、共享化的多村抱团发展模式

克 服 地 广 人 稀 的 劣 势 ， 优 化 资 源 配 置 ， 树 立 集 聚

发展理念，统筹规划和合理布局产业和人口，抓住村级

建制改革契机，精心编制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双集聚规

划，将地缘相邻、主业相近、优势互补的镇村合并，整

合历史文化资源与自然生态资源优势，完善基础设施，

优化空间布局，走多村抱团发展乡村文化产业的模式。

后　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源于乡土与乡村。乡土中国之

农村，是传统文化生长与寄寓的土壤与宝库。在古典文学

作品里，在乡村耆旧心目中，乡村更是充满温情和诗意，

静美而祥和，是叶落归根的故土，是安放灵魂的居所。

四川作为一个农耕大省，数千年来凝聚形成了底蕴

深厚、魅力独特的乡村文化，四川同时又是一个旅游资

源极其丰富的省份，山川焕琦、日月叠璧，天府之国的

灵山秀水与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复合与耦合，为四川民

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基础和资源。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的发展，归根结底，依然是如何

为“美丽乡村”铸魂，如何让“乡愁”落地，让民众享

有“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的问题。虽然在调研中

我们看到不少乡村人才流失，日益“空心化”，甚至不

少乡村面临文化传承“断代”风险，但与此同时，乡村

与城市也在进行人才的双向流动，新村民持续不断的加

入，为乡村发展带来全新的气象与活力。乡村现代化转

型需要人才，吸引人才回到乡村，得让人才在乡村文化

发展中找到意义与价值，建立认同与归宿，而这一切，

需要各级政府进行深入系统的思考与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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