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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记者走进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迤沙
拉村，炎炎烈日被高大的树木遮蔽，阵阵凉风拂去了夏日的
烦闷。这个拥有 1800 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依山而建，正红色院
墙围着一个个小院，与周围的青山绿水相映成趣；门前有巷，
巷巷相通，奇妙的布局让游客仿佛置身于一座迷宫之中；金
沙江大峡谷在远处若隐若现，为村落增添了几分神
秘与壮丽；各种各样的花卉、绿树、多肉植物遍

布在村道两边，处处亮眼、步步是景……
迤沙拉村地处川西、滇西交界处，历史上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拉鲊

古渡的一个驿站，辖区面积34平方公里，有“天下彝家第一村”
之称。近年来，迤沙拉村依托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
优势，积极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通过挖掘和传
承民族文化，提高文化旅游吸引力。同时，
发展特色农业和葡萄种植等，为村
民提供多元化的收入来源。随
着文旅资源的进一步开发
和利用，迤沙拉村逐
渐成为了远近闻
名的旅游目的地，
曾 被 命 名 为
全 国 文 明
村、中国历
史 文 化 名
村 、全 国 民
族团结进步

示范村、中国最
美古村落、十大
四川最具保护价
值村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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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村里的幸福新生活
——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迤沙拉村擦亮“全国文明村”金字招牌

◎ 本报记者卢瑶

“ 姜 6 元/斤 ，
现打苞谷面4元/斤，

干小米辣（一袋0.65斤）16
元……”在村民龙凤荣家的小

院里，记者看到了摆满农产品的
小货架和写着各类商品名称和售价
的水牌，货架上方的墙壁上，还摆放
着龙凤荣家庭荣获2023年度平地镇
迤沙拉村“乡村主理人”的奖状。“我
也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招揽游客，
但是我把奖状摆在这里，游客都说，
你们家卖的农产品肯定不错。”龙凤
荣笑呵呵地告诉记者，这就是他的

“经营之道”。当被问到为什么把商
品重量也标注上去时，龙凤荣说：

“我们这里都是这样做的，如果哪家
缺斤少两、胡乱标价，按《村规民约》
是要被处理的。”

在龙凤荣的指示下，记者来到村
口的一面红墙前仔细阅读其上的《村
规民约》。其中一条写着：“农产品销售服从村委
会统一管理，做到入场有序销售，任何个人和组
织不得在销售市场以外的场所销售和收购；任
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恶意竞价、压价破坏市场秩
序……”迤沙拉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
我们2023年更新的《村规民约》。这些年来，我
们会根据村子里的发展情况，相应地调整《村规
民约》的内容。”

在《村规民约》里，记者还注意到这样几句
话：“子孝父严、母慈媳敬、兄友弟恭、姊和妹
亲、睦邻亲友、家道始兴”“敬天地，自然富贵；
报国亲，必定荣华。”迤沙拉村相关负责人介绍
道：“这也是我们村传承的家规家训的一部分，
也记录在我们的村史馆里。”

顺着指引，记者走进迤沙拉村村史馆，穿
行历史文化厅、乡贤文化厅和非遗文化厅看到
迤沙拉村1800多年的历史。

在历史文化厅，墙面上详细记录了迤沙拉
村作为汉彝融合的独特村寨所经历的两大历
史时期，展示了迤沙拉村从古代驿站到现代新
农村的发展历程，以及其在古代南方丝绸之路
上的重要地位。在乡贤文化厅，可以看到迤沙
拉村的四大家族及其形成的乡贤文化。在非遗
文化厅，通过老物件、视频影像等载体，能了解
迤沙拉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谈经古乐、羊
皮鼓舞、九大碗菜系等。“村史馆不仅是展示迤
沙拉村历史发展脉络和文化瑰宝的重要窗口，
也是传承孝道、注重文明、推动基层治理现代
化的重要舞台。”村史馆讲解人毛从燕告诉记
者，村史馆还被评为了“攀枝花市青少年民俗
文化体验点”“攀枝花市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和

“攀枝花市三线教育基地”。
“这几年，村里的变化可大了，我们的收入

也越来越多，村里还建起了文化广场，晚上大
伙儿跳跳舞，日子越过越红火。”郑自芹说。乡
村环境美起来，乡情风韵显出来，乡风文明升
上来。从2015年被评为“全国文明村”以来，迤
沙拉村不断巩固文明创建成果，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推动和美乡村持续增“颜值”、提“气质”、
升“品质”。在这座古村里生活的每一天，都充
满了希望和幸福。

每个走进迤沙拉村的人，目光总会被村
里的正红色院墙吸引。而走进院子里，则会
看到每家每户独具特色的环境布置。对于迤
沙拉村的村民而言，把自家小院“扮靓”，是
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在我心目中，我们家就是最好看的。”
迤沙拉村四组村民郑自芹利用自家住宅经
营着一家农家乐，她向记者介绍，自家的庭
院环境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记者看到，
小院里的多肉植物布置得错落有致，有的如
同小巧的莲花，层层叠叠地铺展在精致的陶
盆中；有的则像胖乎乎的手指，憨态可掬地
站立在石块缝隙间；还有的如同飞流的瀑
布，覆盖在庭院的立柱上，给庭院带来几分
清凉。庭院的一角，一株巨大的仙人掌挺立
朝天，围绕在仙人掌周围的，则是一圈圈盆
栽，有的绽放出鲜艳的花朵，有的长着深浅
不一的绿叶，形成一幅绚烂和谐的画面。“有
很多游客都问我怎么能把多肉植物养得这
么好，离开前还要在村子里购买多肉植物。”
郑自芹笑道，现在，多肉植物也成为迤沙拉

村的一张独特名片了。
近年来，迤沙拉村把环境整治作为美丽

乡村建设的重点工作。在基础建设方面，完成
村内道路修整，村内建立了污水处理系统，生
活污水得到有效处理。同时，建立了完善的垃
圾清运体系，垃圾清运费收缴率达到100%，
村内环境整洁有序。在发展生态产业方面，推
广种植特色花卉、葡萄和青脆李等，既美化了
环境又增加了村民收入。在环境整治过程中，
迤沙拉村还注重保护传统建筑风貌，对具有
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进行修缮和保护。

为了让全体村民都自觉加入维护环境、
保护生态的队伍中，迤沙拉村通过座谈会、
坝坝会、村民代表大会和入户走访等形式，
向全体村民讲清环境整治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红黄黑榜”评比活
动，择优颁发“流动红旗”奖励，并赠送洗涤
剂、扫把、抹布等清洁用品。在评比活动的鼓
励下，迤沙拉村形成村“两委”带头做、群众
跟着做的模式，男女老少总动员、齐上阵，每
家每户都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

“啰哩啰、啰哩啰、啰哩啰哩啰……”下午
5时，在欢快的合唱声中，《迤啊·迤沙拉》情
景演出落下帷幕。“演出体现出浓厚的文化
底蕴，是区别于其他演出的特色之一。”来自
成都的游客王先生表示，特别是演出末尾，
演员带着观众一起打跳的欢乐氛围，给他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2023 年 8 月 10 日，《迤啊·迤沙拉》情
景演出首演成功，此后，每个节假日及周末
都会在村里的非遗小院演出。《迤啊·迤沙
拉》情景演出通过舞蹈、吟诵和情景表演，
展现了迤沙拉村里的四大家族（纳家、张
家、起家、毛家）中纳家精耕细作庆祝丰收
的场景、张家独特的酿酒工艺和热情好客
的品质、起家利用马车等交通工具发家致
富的历程、毛家的家族凝聚力和耕读传家
的人文精神，借着羊皮鼓舞的激烈鼓点、谈
经古乐的瑟瑟弦音，将观众们带入神秘又
古朴的彝家生活。

演出的策划者是迤沙拉村第一书记梁家
诚。来到迤沙拉村以后，梁家诚发现这里有
很多本土艺术元素可以提炼。于是，他动员
了30名年轻村民，联合云南艺术学院的老师
同学共同创作出一台属于迤沙拉的情景演

出《迤啊·迤沙拉》。目前，《迤啊·迤沙拉》已
经成为迤沙拉村文旅融合的“招牌产品”。

在迤沙拉村，通过挖掘文化资源，拓展特
色旅游产业的例子还有很多。

“这个雪糕好可爱。”“颜色也好看。”很
多游客和小朋友手里拿着造型别致的雪糕
在拍照打卡，雪糕有粉色、蓝色和白色的。记
者了解到，这是迤沙拉村特有的文创雪糕。
白色雪糕塑造出别具特色的迤沙拉村门头
地标建筑，辅以攀枝花花朵相映成趣；粉色
和蓝色的雪糕分别是迤沙拉村文旅IP阿沙
和阿俚的形象，二人手持羊皮鼓和三弦琴，
造型别致，翩翩起舞，俏皮可爱，也是小朋友
们最喜欢的旅游特产之一。

彝绣服装、梨醋、地棠香、姊妹粑、老灶
酒等，游客总能在这里买到自己喜爱的特
产；姊妹节、火把节、太阳节，人人着民族服
饰、吃“九大碗”、听谈经古乐，处处都展现出
独特的民族文化……据悉，2023年，迤沙拉
村累计接待游客80万余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2.4亿元，带动群众增收1.1亿元。接下
来，迤沙拉村还将建造“风之谷”风车主题公
园、迤沙拉星空公园等景点，满足不同游客
的旅游需求。

发展文旅产业 绽放“美丽经济”

开展环境整治 提升乡村“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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迤沙拉村全景图迤沙拉村全景图。。郑攀汉郑攀汉摄摄

迤沙拉姊妹节上的演出迤沙拉姊妹节上的演出。。王东王东摄摄

穿着民族服装的村民穿着民族服装的村民。。李永忠李永忠摄摄

迎接游客迎接游客。。梁建伟梁建伟摄摄

多肉植物长得好多肉植物长得好。。卢瑶卢瑶摄摄

村民在迤沙拉村广场上打糍粑村民在迤沙拉村广场上打糍粑。。石磊石磊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