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漂亮的侗乡阿妹端着香醇的米酒，在村口唱起祝酒歌，迎接客人的到来；古街长长的青石板街道上，百余张

八仙桌一字排开，桌上是村民自家熏制的腊肉、捕捞的河鱼，还有用山上采来的黑饭树叶做成的黑饭。5000 多名
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围坐在一起，同过当地传统的“黑饭节”——这是 5 月 22日农历四月初八，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在怀化市会同县高椅古村见到的场景。

利用古村资源振兴乡村，于高椅村而言，不仅是保护好明洪武十三年到清
光绪七年 500 年间的 104 栋古建筑物质遗产，更是保护村落文化的多样性，
利用资源发展可持续性的产业，让村庄的生活情感和生活仪式具有“活态美”。

老街、溜溜船、土地庙，渡口的

对联，甚至是夜里头响动的打更

声，一切都没有改变”。走过了那

么多村庄，他在高椅村寻到了久

违的乡愁与激情。

但孙君也看到了一些刺眼的

东西——比如巫水河边的垃圾

堆，比如村子里不时可见的脏乱

差。于是，他请来北京绿十字主

任孙晓阳和著名环保专家叶榄为

村支两委成员和群众做关于资源

分类和乡村环境治理的培训，并

建起这个极具特色的分类中心。

自此，高椅村的垃圾有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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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农重本，国之大纲。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奋斗的号角已然吹响。如今的三湘大地，乡村已不再

是城市发展的背景板，而是人们追逐诗意的栖息地——围绕“乡村振兴”这个充满激情与温度的时代课题，我们的记者深入广大湖南农村，持续推出“乡

村相见”专题报道，挖掘饱含泥土芬芳的乡村故事，关注投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巾帼力量，为大家讲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

态振兴、组织振兴中那些闪光的、温暖的、智慧的人和事。

编
者
按

村民成“直播达人”，垃圾站获赞“中国最美”——

古村高椅：活出“年轻态”

高椅的美，是由内而外的美，

是文化熏染的美。为了让村庄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高椅古村恢复了一些合

理的农村习俗，祭天贡祖、修

复宗祠，“三月三”及“四月八”

等传统活动持续开展，树清白

家风，倡家国情怀；整理编撰

出40多万字的《高椅的故事》，

打造出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高

椅一台戏”；积极引导动员傩戏

“杠菩萨”、高椅傩堂面具雕刻、

剪纸等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挑选

适合的年轻人进行针对性培训，

组织开展技艺展演传承活动；

与湘潭大学合作，对高椅古村

民俗风情和侗族历史文化进行

深入研究；完成高椅传统村落

数字博物馆建设，并成功入选

住建部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

为高椅成为游客“前世今生的守

望，轮回寻觅的故乡”打下基础。

会同县县委书记杨陵俐自

发当起了高椅村的宣传大使和

策划大师，与北京绿十字一道

研究制定了高椅古村“5：2：3”

发展规划——50%的人从事农

业生产、20% 的人从事旅

游业、30% 的人进行配套

服务，提出了“让古风留存，

让绿色重现，让年轻人回

家”的目标和理念。

“老铁们早上好！今天

我带你们赶集去。”高椅村“网

红”农民“江南哥”黄新良身

穿侗族服装，挎包里备好充

电宝，举着手机穿梭在古村街

头，从当地赶集的民俗介绍到

各种土特产，只要是好看的好

玩的，都是他网上直播的内容。

“通过网络向网友介绍家

乡，让我很自豪。”黄新良说，

“直播”开通以来，高椅黑泡馇、

高椅黄牛肉、红坡贡米、火塘

腊肉等土特产通过网络走出了

深山，古村老资产变现新资源，

带动了村民增收。不久前，远

在天津的一名大学美术老师

看到他的直播，打算带 60 名

学生前来高椅采风，电话联系

要他帮忙安排行程。黄新良说，

他正计划着把村里的年轻人

组织起来，成立一支网络直播

小队，收集古村古宅故事，借

助网络传递古村面貌和生活。

随着高椅村整体保护与利

用项目的推进，也吸引了许多

像黄新良这样曾经在外打拼的

游子回乡创业。

“为消灭‘空

心村’，让高椅‘活’

起来，我们从 4 个方

面加大了对高椅发展传统特色

产业的支持力度。”会同县副

县长梁玉香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他们加强了原种产业

和黑泡茶、黑米饭、大山茶、

特色蔬菜等原种工艺的品牌打

造，加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传承力度和传统匠人的

培养力度，高椅剪纸、傩戏、

竹雕已成为游客必看的“景点”

和购买的首选物品。同时，在

保持老百姓生产生活风貌的

基础上，高椅正在发展以吃黑

米饭、打糍粑、杀年猪、做醮

粑为主的农家体验游等延伸产

业。“我们还在探索股份制互

助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一栋栋没落衰败的古宅

“复活”了，一个个新建或改

建的冲水公厕干净卫生。房好

住了，路好走了，日子美了——

高椅传统村落整体保护与利

用项目建设给村民的生产生活

带来了实惠，更促使居民积极

思索古村的明天。

湍急的巫水河穿山绕岩而

来，蜿蜒至山脚，又精巧地一

“弓”，如同一条银光闪闪的玉带，

缠绕起世外桃源般的高椅古村。

村子对面，是被著名环保专

家叶榄称为“中国最美资源分类

中心”的高椅村资源分类中心。

这个美轮美奂的资源分类中

心建在与村子隔水相望的一个

山坳里，斗拱飞檐、白边黛瓦，

侗族特色浓郁的建筑和背后的青

山相得益彰。中心分为上下两层，

有分类间、管理员住室、厨房和

卫生间，还有水池、景观拱桥、

排水渠和花圃等。

高椅村村委会主任杨连城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这个资

源分类中心，是北京绿十字进驻

高椅古村后建立起来的。

2014 年，会同县委县政府

邀请中国乡建领军人物、北京绿

十字创始人孙君对高椅古村进行

整体规划修复，并组建了以保护

利用好高椅古村为主的三原色文

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

4 年后，回忆起第一次来到

高椅村的情形，孙君依然激动，“站

在村头，仿佛能一眼看到这个

村子 500 年前的模样——水渠、

5月22日，黑饭节长桌宴开

始前，杨耀文拿着抹布，把摆好

的长桌和条凳擦了又擦。作为高

椅村爱心志愿者服务队发起人之

一，身着“红马甲”的杨耀文和

其他的爱心志愿者们已成为村子

里的一道靓丽风景。

“乡村振兴，离不开党和政府

的支持，但关键还得自强。”杨耀

文说，在返乡青年的影响下，去

年年底，高椅村成立了爱心服务

团队，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01

处——能分类的分类，不能分类的

填埋，有毒的进行无害化处理，能

堆肥的堆肥，让整个垃圾处理过程

循环起来，形成“资源——产品——

垃圾——资源”的闭环模式，改变

当下广泛存在的“资源——产品——

垃圾”的抛物线模式。

与此同时，高椅村还大力开展“三

清五改”（即清垃圾、清路障、清淤泥，

改水、改电、改厨、改厕、改栏）运动，

实行乡村卫生网格化全天候保洁管

理，完成了生活污水处理管网铺设和

污水处理池建设，对村内池塘、农田、

水井等进行清理整治。如今的高椅

村，街头巷尾也愈发干净整洁。

爱心志愿服务队的“红马甲”02
活富裕”开展志愿服务。

志愿者团队自成立以来，就

经常开展环境保护及垃圾捡拾分

类活动，助力古村振兴。今年正月，

志愿者们又排练节目，前往敬老

院给孤寡老人拜年，还凑钱给敬

老院更换洗衣机和电视机……志

愿活动开展不到 2个月后，团队

成员就达到了50人。

“我虽然人在外地，但家乡

建设也不能撂担子。”高椅村爱

心志愿服务者、远在北京开篮球

培训学校的杨春发多次向志愿者

活动捐款。

如今，高椅村的志愿服务向常态

化、规划化、项目化发展，服务范

围不断延伸。乡亲们也纷纷“点赞”，

称他们是一群忙碌的“红蜜蜂”。

产业振兴，为乡村唤回年轻力量03

■链接

唤醒传统习俗，留住醇美乡愁

古村里的“中国最美资源分类中心”
颜值高，用处大，

棒棒哒——高椅青

山绿水间毫无违和感

的垃圾分类站。

腊肉、河鱼、
黑饭，

百余张八仙桌搭着肩

儿，邀你来品乡野味

十足的黑饭节。。

“网红”农民“江

南哥”的直播事业，

生长在乡村的活力与

发展之上。

扫一扫，分
享高椅古
村 的“ 美
丽秘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