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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讲好大川故事 促进文旅融合

——芦山地方志服务旅游发展典型案例

编者按：李克强总理指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

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贵在史识，重在致用”。修志是手段，

传承文明、教化育人、资政辅治是目的。编纂出版只是完成了地

方志工作的前半篇文章，传承文明、教化育人、资政辅治这后半

篇文章与前半篇文章同等重要。为此，2018年，四川省地方志办

提出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打破闭门修志格局，走出“深闺”，投

身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主战场，服务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服务人民群众，积极推进地方志事业转型发展。为此，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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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了《四川省地方志系统贯彻落实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实施意见的工作方案》《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贯彻〈建设文

化强省中长期规划纲要（2019—2025年）〉措施》《四川省地方

志工作办公室关于地方志服务乡村振兴的意见》等文件。芦山县

地方志编纂中心认真贯彻省、市地方志部门要求，在抓好志鉴编

纂的同时，努力服务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并充分利用“芦山

地方志”微信平台，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的宣

传弘扬和地域文化、地方特色产品的宣传推广，其做法值得学习

借鉴。

2020年“五一”前夕，在芦山县大川镇旅游景区多个重要景观

节点上，增添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符号，这是芦山县地方

志编纂中心组织打造的“大川故事”历史文化景观。

大川镇是距成都市最近的原始森林区，森林覆盖率 98%；山

川壮美，气候宜人，历史厚重，风情万千。大川镇是大熊猫栖息

走廊带，具有“熊猫小镇”“特色气候小镇”“七彩大川·康养胜地”之

美誉，是人们观光游玩、休闲养生的最佳选择地。

大川古为羌民游牧之地，是茶马古道的重要支线和驿站，明

代中期为六番辖地。1935年 11月至 1936年 2月，南下红军一部

屯驻大川。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秀美山川交相辉映，成就了这

块独具魅力的风水宝地，演绎了无数精彩的人间传奇。

为深入挖掘乡土历史文化资源，服务乡村旅游发展，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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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大川镇党委、政府出台了《大川镇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利用工

作实施方案》。大川镇老年协会闻之颇受鼓舞，主动请缨，利用

社会阅历丰富、对本土文化十分了解之优势，毫不犹豫地承担起

了这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善举。芦山县地方志编纂中心闻讯

后主动作为，对大川镇老年协会挖掘大川历史文化资源工作给予

倾心指导和积极支持。近一年来，这一群老年人以对故土的深深

眷恋之情，不惧艰辛，不计得失，翻山越岭走访调查，夜以继日

伏案创作，用心血与汗水谱写了一串串精彩的大川故事，为大川

的山山水水注入了浓郁的文化气息。

年老有大志，功德润山川。截至今年 4 月中旬，大川镇老年

协会已挖掘整理 68个大川历史文化故事，内容极为丰富，涵盖自

然地理、历史事件、人物传奇、神话传说、民风民俗、特色美食

等方面，可谓异彩纷呈，精彩连连。这些成果已由“芦山地方志”

微信公众号、官方头条号、官方抖音号和喜马拉雅政务电台等新

媒体平台悉数发布推送，取得了较好宣传效应，大川的知名度、

美誉度和影响力在这些精彩故事的熏陶下不断提升。

为促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近日，芦山县地方志编纂中

心又摘选部分大川故事展示于相应景观节点，为游客奉上了一道

精美的文化食粮。

“大川故事”历史文化景观首期打造 7处，共 15个故事。其中，

旅客中心布展 2 篇导览式文、图，白石河观景台布展 4篇故事文

章，三棵树、两棵麻柳树、天主教堂、渔泉酒坊分别布展 1篇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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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文章，杨开村农家乐聚集区布展 6篇故事文章。这些故事，点

缀着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娓娓道来，让人如

痴如醉、流连忘返。

这些故事，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传奇，有古朴生态造福一

方的回味，有红军在大川战斗的硝烟，有驼峰航线穿越大雪峰的

悲壮，有戴维发现大熊猫留下的足迹，有年羹尧私开铜矿反叛朝

廷的铁证，有万千鱼儿跃渔泉的奇观，有渔泉之水酿五谷的美

酒……无尽人间风情似云卷云舒，迷幻了游人，醉美了山水，成

为景区一道靓丽风景。

下一步，芦山县地方志编纂中心拟将这些故事提炼升华，一

是适时打造第二期、第三期“大川故事”历史文化景观；二是结集

出版，留存于世；三是转化为歌舞、小品、相声、花灯等文艺作

品，开展景区群众性文化活动。如此，以形成“大川故事”立体化

融入旅游景区之格局，发挥整体化、最大化利用价值。

（芦山县地方志编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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