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箭塔村，我回来了！

引子

名片

伍茂源，成都吾乡乡村创业孵化器执行董事，今
年6月获评“2022成都非遗十大人物”“‘蓉城先锋’党
员示范标兵”。为蒲江、邛崃、金堂、新津、泸定、名山
100 多个乡村提供专业的社区营造和创业支持服
务。支持数十名返乡青年成功创业，并被新华社、央
视等主流媒体报道。推动蒲江箭塔村从寂寂无闻的
边缘村落向文创社区转型；推动藕塘村乌木泥水稻
传统种植技艺成功申请“非遗”；“以塘坞为文化枢纽
的营造计划”撬动铁牛村引进70位新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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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伍茂源，网名猫太郎，因为在村
里做了两年的第一书记，村民们都喜欢叫
我‘猫’书记⋯⋯”这是曾被 CCTV 农业农
村频道报道的纪录片——《村里来了“猫”
书记》。看着记者手机中的这个视频，伍茂
源的眼眶渐渐红了起来。

这部纪录片，伍茂源每次看都有一种
想哭的冲动和无声的感叹。哪怕到了今
天，他早已经不是箭塔村的第一书记了。

看着视频，他的思绪渐渐飘散，来到了
5年前⋯⋯

那是2018年9月底，那时的伍茂源已被
失眠困扰了两个多月，每晚躺在床上，辗转
反侧，总是难以入睡，一闭上眼睛，就是箭
塔村的山水、田园、村民，还有之前的两年
时间里，箭塔村肉眼可见的改变。

窗外的夜已经深了。他拧开卧室的灯，
戴上眼镜，坐到了书桌前，深吸了一口气，开
始奋笔疾书。写到一半，又停下了手中的笔。

他写的是一封辞职报告。他要放弃
的工作——成都市政协办公厅主任科员，
而在不久前，他才被评为“成都市优秀第
一书记”。

“如果我妈知道我要辞职，肯定得闹翻
天！”伍茂源蓬乱的头发被昏暗的灯光映在
墙上，如野草般杂乱且倔强，也契合他此时
的心情，杂乱而烦躁。一边是稳定的工作，
一边是对乡村一线工作的热爱，交战在心
头，百味杂陈。

“如果在现有岗位上继续干下去，我还
能干多久？三年？五年？十年？”伍茂源不
断在心底与自己对话。“十年后箭塔村会是
什么模样？之前的年猪祭、幺妹灯还在
吗？大家还会像现在这样，把村当家，积极
参与村内事务吗？”

想着想着⋯⋯伍茂源又动笔了。“那就
辞吧！”

辞职，对伍茂源来说实在是一个艰难
的决定。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两年任满后，
他想留在箭塔村。回到成都两个多月，曾
经睡眠质量很好的他，每晚熬到两三点才
能浅浅入睡。

写完辞职报告，他仿佛卸下了千斤重
担。

这一晚他睡得很香。
当 然 ，辞 职 报 告 交 上 去 后 就 炸 开 了

锅。领导、同事、亲戚、朋友，不理解、不支
持。母亲一次次与他谈心、争吵，希望他放
弃这个“不理智的决定”⋯⋯

2018 年 10 月 10 日，伍茂源在朋友圈晒
出一张照片，上面是两份文件，一份是五年
前的公务员录取通知书，一份是离职证明，

“不再担任市政协办公厅主任科员职务及
公职”。

他背着那个略显陈旧的背包又站在了
箭塔村村口，村民们纷纷放下手中的事，迎
向那个熟悉的身影。这时的伍茂源也伸开
了双臂：“箭塔村，我回来了！”

乡村非遗孵化记7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亦铮 余力 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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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都市区向西南一
路前行，周边景色渐渐从
平原变成起伏的浅丘，从

林立的高楼变成葱茏的林盘，从来去匆匆的行人变成安
闲的村民⋯⋯距离成都市区90公里外，与雅安市名山
区仅一山之隔的这座小小村落，名叫箭塔村。

箭塔村遍布青绿的茶园、挂着沉甸甸猕猴桃的果
园，村边竹林影疏、清溪浅浅，三五民宅掩映在树林间，
保存着纯正浓郁的川西田园风。站在箭塔村口向北眺
望，视线尽头是苍莽的群山、缭绕的云雾，大雪山神秘巍

峨，仿佛一道坚实的屏障，守护着方圆几十公里的居民，
百年、千年⋯⋯或许正因为大雪山的守护，山脚下这片
热土才会形成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诞生无数美好的
故事。

从名气来说，箭塔村相比邻村“明月村”可谓远远不如。
明月村从2008年开始变身，短短数年聚集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众多文艺人才，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高地，还入选“十
大中国最美乡村”。箭塔村却一直没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
向，眼见着与邻居差距越拉越大，箭塔村村民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直到2016年，村里来了一位“猫”书记，这成了箭

塔村蜕变的“起点”。
七年过去，箭塔村变了。
就在今年的成都市第七批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名单中，箭塔村的曾燕芬（曾姑妈）成为幺妹灯的市级代
表性传承人，而箭塔年猪祭成功入选四川省第六批省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调动本土文化记忆写村歌、建村歌合唱团，村民自
拍小电影；蒲草编织研习班、“幺妹灯”暑假班⋯⋯来的
不仅是箭塔村民，还有隔壁镇、隔壁县甚至成都市区的
游客。是的，箭塔村的非遗文化活动简直停不下来。

2020 年，伍茂源和一众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在
箭塔村创建了成都吾乡乡村创业孵化器，为周边
村子进行“社区营造”，根据当地的文化特点，规划
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可行性发展路线。

“社区营造”这个词听起来有些抽象，伍茂源
在实践中有了新的理解：“汇集社区内的各种资
源，群策群力共同打造更富活力的社区、更适合社
区发展的经济模式。”

“再简单点说，就是大家一起齐心合力，找到
赚钱方法，把日子过得更好。”懵懂的村民听到伍
茂源这么解释就明白了过来，竖起大拇指说：“猫
书记，你说啥子就是啥子，我们听你的！”

“不要光是听我的啊，要大家一起想办法，一
起做事情！”村民的淳朴让伍茂源很开心，这也是
他留在箭塔村的原因。如今，村民们逐渐不再需
要他“搀扶”着前行，他们学会了独立运营公众号、
拍网络短视频，还会通过互联网销售农产品⋯⋯

在“猫”书记的带动下，大学生曾程耀从重庆
一家制药厂离职回乡，把自家住宅改造为民宿，取
名“山茶花舍”，还在临溪河边种植了几亩生态茶
叶，植茶，制茶，亦品茶；

心灵手巧的编织能手罗仪梅成立了织女艺美
织绣农民合作社，带领一帮姐妹恢复并创新了传
承千年的蒲草编织技艺，她们编织的蒲草茶席，曾
受邀到澳门参加“亚洲嘉年华”展出；

祖传中医周先才，在家里的林间地头栽种中
草药，把家变成一个百草园，他自己成为一部植物
百科全书，经常前往成都，以中草药为切口建立城
乡连接；

多年来一边卖水果一边坚持写作的卢树盈，
十年来获奖无数，现在她建起了乡村作家工作室，
以家乡人、家乡事为题材，自写剧本、拍手机电影，
邀请村民和外来客人当演员，以生动活泼的形式
宣传家园。村民爱去她的书屋看书、听讲座，这里
成了十里八乡的文化“高地”⋯⋯

不仅箭塔村的“非遗”全面开花，在伍茂源团
队的主导或参与下，隔壁藕塘村的乌木泥水稻传
统种植技艺、王店村的牛儿灯也完成了非遗的申
报，这些附带文化属性的特色项目，将成为当地乡
村振兴路上极具活力的发展节点。

羌族陶器、羌族银饰是伍茂源引进的非遗项
目，此外还引进了成都漆器、海安剪纸等非遗在箭
塔村异地传承或驻留创作，策划金山坡非遗双创聚
落、构建非遗青年创业主题社区，联动社会各界，关
注非遗发展。这一切，为这一带的村庄带来了新的
流量，也为当地的文化生活增加了新亮点。

摸着“2022成都非遗十大人物”奖状，伍茂源百
感交集。

七年前的他来到这里，人生地不熟，面对的是
落后的乡村、村民的怀疑、千头万绪无从下手的扶贫
工作。七年过去，他的头上悄悄染上了白发，身形更
为瘦削，但换来的是越来越好的乡村，是村民的信
任，还有亲身参与这个过程的成就感与满足感。

“有人问我，你后悔不后悔？我的答案是，目前
的生活，是曾经的我向往的生活，这里有我的诗和远
方，也有我的事业与使命。”

“有人问我，想不想城市的生活？我的答案是，
身处乡村，扎根乡村，很安心也很舒心，至于城市，有
时间回去体验一下就够了。”

“还有人问我，未来怎样？我的答案是，我们的
乡村保存有最纯粹的文化，这里能感受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随着对乡村文化底蕴的不
断发掘，相信乡村生活会更加美好，城里人也会在这
里寻找到曾经失去和遗忘的记忆。这种对于文化的
奔赴，是双向的。”

采访结束，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现在你的家
人还反对你扎根乡村吗？”

伍茂源脸上笑容更浓了。“现在他们已经规划
来箭塔村养老了，今天才带他们去村里新村民家里
做瑜伽、针灸。家人群里我常回复他们幺妹灯表情
包，这是我们开发的非遗文创新产品，你也可以下一
套哦！”

箭塔村地处蒲江县西部，之所以得名
箭塔村，是因为有一座古塔，据考证可能是
唐宋时所建。古塔塔形似箭，附会诸葛亮

“桥是弓，塔是箭”，称为箭塔，老百姓俗称
“蛮塔子”。箭塔高4米、宽两米，原为七级，
现残存四级，每级四面均设小窗三个，圭形
龛1个。堪称奇迹的是，这座呈“倒三角”形
状的箭塔看上去摇摇欲坠，却历经千年岁
月，数次地震都不倒。

2015 年 8 月，第一次在微博上看到箭
塔，伍茂源就被吸引并留言：“有机会一定
要去看看。”没想到随意的留言，却在冥冥
中让他与箭塔村产生了某种牵绊。

2016年6月，成都市推行第三轮第二批
精准扶贫帮扶，伍茂源来到这个成都市最
边远的村落，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在跟土
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民眼里，28 岁的伍
茂源长相稚气，说话斯文，完全像个学生。
伍茂源热情地向村民建议选择肥料、土壤
改良，有人回应：“你说你是推广技术的，我
们觉得你是卖肥料的。你说这样施肥更简
单、效果更好，卖肥料的都这样说。”

好心推广农业技术，却被村民误认为
推销化肥，这让伍茂源有些挫败感。但他
没有气馁，开始了自己的“田野考察”。

大 夏 天 的 太 阳 明 晃 晃 地 照 着 ，很 毒
辣。村民们在树荫下纳凉，看见伍茂源骑
着自行车，在田间地头打转。如果只是打
转，村民们最多觉得“这娃有点‘神’”，怪异
的是，这娃好地方不去，最爱往古坟堆里
钻，一钻就是一天，有时候大晚上还看见他
在那里抄抄写写。

村民私下议论：“这个啥子书记是不是
歪的哦？像盗墓的贼娃子！”

伍茂源当然和“盗墓”八竿子打不着。
作为岳池县文科状元、暨南大学中文系毕
业生、四川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他发现
隔壁明月村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主打的
就是“文化牌”。箭塔村作为成都市的相对
贫困村，缺的不是钱，是信息，是思维观念
的更新。村民普遍认为自己这地方边远、
穷，隔壁“富邻居”让他们“羡慕嫉妒恨”。

他们老想着有个大老板来投资，一下子改
变这里的面貌。

伍茂源觉得，必须从培养村民的文化
自信入手，激发他们爱自己的家园，有热情
来建设，同时必须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要
抱团发展。

伍茂源梳理考证了箭塔村的文化资
源，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沉淀的地方：
隶属蒲江县甘溪镇，地处南方丝绸之路节
点、曾是唐代重要军镇、陆羽亲点的茶叶产
地、宋代的国家铸币厂所在地、明清时期有
着“南丝路阳关”之称的官方驿站，村里还
有明代古井、清代水利工程等历史遗存。
最重要的是还有一座千年箭塔。“这些隔壁
子可没有哟。”村子周边，还有大片马尾松
林、茶园，村里还有传承千年的蒲草编织手
艺人、中草药世家和制茶手艺人。

守着这样一块宝地，如何才能让绿水青
山变成金山银山呢？伍茂源决定，先把村里
的人才找出来，大家聚拢来想办法。他每天
都在村里转悠，找人聊天。村民的浓重口音
让他发蒙，3个多月后才算听得懂。

就这样，伍茂源找到了很多村民的特
长和潜力，当中有养猪能手曹春枝、手巧善
编织的罗仪梅、知名中医周先才、农民作家
卢树盈、唱“幺妹灯”的曾燕芬以及返乡企
业家宋伟⋯⋯这些原来在自己领域“小打
小闹”的散人，伍茂源给他们规划了一个

“搭伙求财”、共同推动村子发展的愿景。

2 这娃会不会是个盗墓的？

3 “年猪祭”？得行！能整！

4 “非遗”全面开花
带来乡村新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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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村民渐渐混熟的伍茂源开始思考前
方 的 路 具 体 该 怎 么 走 。 乡 村 经 济 发 展 有
很多现成的参考模板，比如打造村集体经
济、干部通过自身资源为乡村商品找销售
渠 道 ，或 者 是 借 助 优 美 环 境 、发 展 特 色 化
民宿等。

“这些路子适合箭塔村吗？”虽然有成功
的先进经验摆在眼前，伍茂源总觉得还欠缺
点什么。“缺点什么呢？”伍茂源苦思良久，终
于得出了答案，那就是“个性”！

如果大家都走相同的路，最终只能是同
质化的“卷”，而且当资源和渠道逐渐衰减，这
种模式也难以持续发展。

“怎么走出一条自己的特色化乡村经济
发展道路呢？”伍茂源最开始想的，是举办一
场“腊肉大赛”来吸引人气。腊肉对中国人来
说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一份记忆、一份
乡愁。而在中国腊肉的谱系中，川西腊肉更
以滋味独特而闻名。

当伍茂源兴致勃勃地将新点子与村委会
商量时，大家反应冷淡。搞了半天宋伟才说：

“腊肉比赛本质上是个比赛，要分出个三六九
等，谁愿意比别人差呢？”

伍茂源这才认识到了自己的狭隘，同时
也认识到，举办一场有特色的活动来吸引人

气和流量，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那到底举办什么活动呢？

这时老支书高永强说了一个新
思路：“以前每家每户都要养
猪，过年会杀猪祭祀，结束后还
会吃年猪肉，吃不完的再做成
腊肉⋯⋯”

“年猪祭！”伍茂源的脑海
中立刻浮现出了这三个字。他
曾在日本岐阜县参加过一次

“高山祭”，当地将本地文化巧
妙融入祭祀活动，形成了独特
的文化旅游资源，具有相当高

的影响力。
“将箭塔村的历史文化底蕴借着年猪祭

的形式呈现，如果做成了，个性化目标不就达
到了吗？”

“年猪祭”的点子一提出来就得到了大家
的认同：“得行！能整！”

于是，伍茂源和箭塔村的干部、村民们开
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你出 500 元，我出
1000元⋯⋯

2017 年 1 月 21 日，第一届箭塔村“年猪
祭”正式拉开帷幕。那天计划邀请 200 位城里
客人，结果来了 1000 多人，当中有一位乡村旅
行作家，游记发到网上，有 7 万多人次的阅读
量。之后咨询“年猪祭”的成都人、外地人络
绎不绝。

首届“年猪祭”的成功让箭塔村一炮而
红，拉动了其他农产品的销量，最重要的是让
村民发现，不靠大老板，用村里自己的资源就
能行！

到今年，箭塔村的“年猪祭”已经成功举
办了七届，从最初请 200 人吃饭 1000 人参加，
到请 350 人吃饭上万人参加，“年猪祭”已成
箭塔村的品牌，成为省级“非遗”。如今的年
猪祭不仅有地道的乡村“九大碗”，还有赏幺
妹灯、吃泡汤、逛集市、玩趣跑等传统文化旅
游项目，当地的生态猪肉、雷竹笋干、柑橘、鸡
蛋等乡土特产销量也节节攀升。2021 年箭塔
村入选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村民们的日
子越过越好，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了
家乡。

伍茂源渐渐从台前走到了幕后。7 年前，
他是年猪祭的发起人，现在他说：“这场盛大
的活动，是箭塔村村委会和社区发展中心的
骨干们群策群力搞出来的，我在里面的作用
越来越小，却越来越高兴。这是我最渴望的
状态。只有村民成长起来，自我治理，才是真
正的乡村振兴，村民也能过上有尊严可持续
的美好生活。”

““非遗双创聚落非遗双创聚落””金山坡的慢时光金山坡的慢时光

“幺妹灯”表情包

伍茂源与非遗伍茂源与非遗““幺妹灯幺妹灯””传承人曾姑妈传承人曾姑妈学学““幺妹灯幺妹灯””，，孩子们更活泼开朗孩子们更活泼开朗

箭塔村的乡村读书会箭塔村的乡村读书会 非遗传承人罗仪梅家里的蒲草传习课非遗传承人罗仪梅家里的蒲草传习课

体验植茶体验植茶、、制茶制茶、、品茶等茶文化品茶等茶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