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空中看桂林，漓江两岸的小城镇如一
串黑与白拼色的珍珠项链，并且是那种当下
最受追捧的自然生长的不规则珍珠，而桂林
城则是这珠链上最大的那颗吊坠。

黑与白——黑瓦马头墙、白墙花角窗，尊
重的是桂北建筑风格与历史文化底色，那是
岭南风情与八桂大地上各民族建筑文化融合
的结晶；自然生长的不规则小镇古村，尊重的
是秀甲天下的山水格局。

尊重，是小城镇和村落改造设计的出发
点。尊重天赋小镇的自然形态，尊重历史留
给小镇的文化个性，尊重居住在这小镇里的
人——记者在采访中，没听到桂林的小城镇
规划建设者喊这类的话，但却看到了太多这
样的场景，听到太多这样的故事。

“你看这条小河么，”画家也是参与特色小
镇建设的企业家杜林格站在漓江边一条小河沟
前一脸敬畏地说，“我们一点都不敢动它本来的

路线和样子，只是把它清理得更干净就好了”。
这样的小河沟，在灵川县大圩镇有很多

条。从小镇扩展、现代交通、现代工农商贸等
角度，小河沟都算不得有利条件，但小镇的规
划建设者们从没想到要改造它们，更没想到
要灭了它们。它们已经流淌了几千年了，自
有它流淌的道理，更有它说不尽的历史故
事。杜林格告诉记者，眼前这条小河不仅见
证了大圩镇的千年兴衰，还见过孙中山先生
1921 年底由漓江登陆桂林城，集师北伐、与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进行会晤、着手货币改革
等激荡人心的中华文明复兴史。

高大上的历史要尊重，百姓娱乐的历史也
要尊重。车行漓江西岸由桂林向南，又一个黑
瓦马头墙、白墙花角窗的小镇引得记者停车采
访。与其他小镇不同，这里白色的山墙顶部，
昂首矗立着一只雄鸡——轻灵中透着一股随
时准备投入战斗的精神气儿。“这是斗鸡，我们

六塘镇的特色。”曾在此地工作过的桂林市副
市长彭代元告诉记者，2013年，六塘镇被确定
为桂林市第一批示范小城镇。建设规划过程
中，当地有群众建议把斗鸡文化表现出来，县
镇领导认为“群众的意见有道理，也有可操作
性”，就决定将这只好斗又好看的雄鸡画到小
镇建筑的白色山墙上。没想到，这一独特的地
域标识，不仅让六塘的旅游有了标识、多了游
客，还让养鸡户们的专业水平迅速提高，小镇
还成长出鸡医生和“鸡博士”。选种、育种、培
育、训练、比赛、餐饮、娱乐，一只斗鸡渗入了小
镇的各个经济生活层面，一些养殖户还走出国
门到越南、泰国考察拓展业务。

雁山镇，是漓江西岸的一个交通重镇，水
边山前的小镇寸土寸金。即使这样，在镇口竟
然有一个小广场。有了这小广场，整个小城便
没了那种逼仄感，倒是多了几分开放感。“为了
保留住这几棵古树，也是满足群众的愿望，政
府没卖这片宝地。”雁山区委书记黄洪斌告诉
记者，小镇另一个特点是建筑风格多样化，仅
岭南徽派建筑就有三种，而且还有一栋红顶的

西式小楼站在黑白建筑群里。“本来是想按一
种风格改造旧屋面的，但群众提意见，觉得风
格多些也好，我们就尊重大家的意见。”

建筑风格尊重群众意见，镇名村名表达
方式也尊重群众意见。在临桂区的镇子或是
村头，并不见直愣愣地在一块大石头上写某
某镇、某某村，而是用一幅凤头联，很优雅地
告诉游客这地方叫什么名字，有什么风物文
化。比如“庙临国道往龙胜，坪下江湾到宛
田”，就表示这个村庄叫“庙坪”，而且陆路去
龙胜、水路达宛田。

“这种风俗有几百年了，老百姓喜欢这样
表达，那就应该鼓励引导。”彭代元说。于是，
全县人近乎痴狂地想词寻句，有的镇竟然有
十几幅凤头联，当时的临桂县成了“村名凤头
联”的吉尼斯之最。今天的临桂区，写凤头
联、挂凤头联已蔚然成风，从村镇名字到农家
门神，精妙的对联淋漓尽致地表达着自家的
个性与追求。每当有外来人读懂联头之意，
主人家和在场的当地人都会从心底发出自豪
的笑声。

世人只知道桂林山水甲天下，而不知桂林
小城镇冠八桂。桂林市建委主任黄钦很是为
桂林的小城镇“长在深山人不知”而抱不平，因
为“广西全区 100个示范镇里有 23个在桂林，
全区获批的 89 个中国传统村落，有 49 个在桂
林”。这些小镇古村如一幅幅水墨画，描画在
青山绿水之上。当然，黄钦也承认，大家不了
解也有些道理，因为，“过去并不是这个样子，
大多数小镇跟全国各地的小城镇面貌差不
多。”而且，2012 年底，桂林市城镇化率仅为
42.7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与国
际旅游城市定位不符。

2013 年，桂林启动了特色小
镇示范工程。“我们要解决的是
农业人口进入城镇之后‘干什

么’和‘生活怎么样’的问题，是要实现人的城
镇化，目的是让人民群众在美丽的小城镇里
安居又乐业。”赵乐秦说，既然是关乎人民群
众的事业，那就必须所有的一把手来担当，于
是，示范工程被定名为“书记工程”，从此，在
桂林凡涉小城镇建设的事就被干部群众统称

“书记工程”。
这通俗明了的四个字，让各级干部明白

了责任重大，无可推托；让群众明白了，这是
要动真格的了。

虽是“书记工程”，但市委下发的文
件却是群众听得懂的话。比如，“只

有桂林的环境好了、口碑好了，
桂林才是真正的好了”，比

如“调整产业结构，

使周边农民在乡镇有工可做”。
这类准确又朴素的话，说到了群众心里，

便成为示范镇启动的动力。而很快修整出模
样的示范镇们，不仅建筑鲜亮、镇容整洁、道
路通畅，更兼污水有处理、做饭洗澡有沼气煤
气、看病有医院、上学不用跑远路、跳舞有广
场，最关键的，当然是进了镇子的人“有工可
做”。这一切让人民群众更加相信“书记工
程”是为人民的事业。于是，小城镇建设由

“书记工程”变成人民意愿。
“好多人找我，要求自己集资建这条路，不

等了。”平乐县沙子镇书记凌熙说起当年群众
的建镇热情，激动得眼眶湿润了。因为不是第
一批示范镇，又不在著名的旅游线路上，沙子
镇当地群众有些急，就找到这位年轻的书记，
有捐资的，有出谋划策的。有了人心就不怕困
难，于是，这个唐朝初年湘桂驿道上的古老集
镇，破旧的石板路和数百年的破旧建筑，稍加

修整，便与不远处的现代道路与太阳能路灯一
起，构成一个从历史中走来的鲜亮又多彩的小
镇。与小镇一同改造成功的还有万亩沙田柚、
万亩山药种植和万亩柑橙三个基地。

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小镇建设，也主动爱
护着自己的小镇。

漓江西岸草坪镇外，一个中年妇女正精
心地扫着人行绿道，见一丝茅草，就弯腰捡起
来，那份用心让记者不忍打扰她。问边上正
择菜的人，才知道她并非保洁工，而是饭店的
老板娘，“她每天都是这么扫呀扫的”；灵川县
江头镇，家家门前小溪流，水中鱼儿游，想吃
鱼了就门前捞一条下锅。没有人会往溪里扔
脏东西，也没有谁家的鱼丢过。这景致这民
风为小镇招来了游客，传播了美名⋯⋯

桂林小镇多，小镇故事多。所有的故事，
都奏着一首主题歌——有家有业有归属，自
信自尊自欢乐。

小镇看多了，就总结了几条判断标准，比
如看小镇建设是否成功，关键是看这里的人
有没有归属感与自豪感，再往高里说，就是看
这里的人民是不是有尊严地生活着。

归属感与尊严都不是可以给予的东西，
前者必是发自心底的认同，后者则赖于家业、
职业、知识及生存环境等。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场景：三月的细雨中，
记者走进有着“广西画扇第一镇”的阳朔县福
利镇一栋临街五层楼。当地领导见一层厅堂
有些脏乱，就对六十多岁的男主人说，老哥，
你这屋子也太乱糊些了，好好收拾一下嘛。
主人一愣，立即红着脸加大嗓门说，“这房我
自己买下了，三个儿子全家人都在镇上工作，
都不出去打工喽！”

“老哥”顾左右而言他的语言和脸上的表
情分明是说：在这个镇上我有房有家，一家子
全有工作，这就够了，就足以让我自豪了，至于
乱点脏点儿那实在不影响我的自信与尊严。

这荡漾着自信与尊严的画面让记者想起
桂林市委书记赵乐秦的话：“城镇化不是简单
地把城镇建漂亮，更不是简单地将农民变市
民，关键是让农民进城后能就业，有稳定的收
入，让他们进得来、留得下、过得好、有尊严。

因此，在城镇化建设中不要只注重‘宜居’，重
点要突出‘宜业’。”

宜业，可以说是桂林小镇建设的第一要
务。为此，与小城镇建设同步展开的，是特色
产业培育。水果、蔬菜、竹木、商贸、文化、特
色加工制作，一村一品，一镇一特色。

白沙镇等几个不在漓江岸边的阳朔县偏
远小镇，只三年时间就成了金橘等特色果品
之乡，酸甜可爱的金橘不仅走遍大江南北，还
坐船乘飞机去了欧洲的大超市。果园茶园花
园装点的小镇成了阳朔新的旅游景区，物流、
民宿让小镇充满活力。

有了产业自是不愁就业。于是，外出打
工的男女被吸引回家乡。记者采访的桂林小
镇人，自 50后至 90后，谈起过往经历，几乎无
一例外的都在外地打过工。

“当初要是这么好，肯定不会出去了。”吴
启春的妻子望着窗下绿色的江水告诉记者，
四处打工十几年的兄弟妯娌四人因家乡小城
镇建设而得以团聚，在漓江西岸雁山区新开
发的旅游绿道旁边开了这家客栈，“一家人一
起做，很开心，也安心。”

如果说黑白珠链般的小城镇是桂林的新
景致，那么，各种农家乐民宿客栈，则是桂林

小城镇的新景致。
刘海峰的农家乐开在阳朔县漓江支流遇

龙河畔，与北欧来此开客栈的邻居一样，他安
静地等着游客上门，而不是去河边吆喝拉客。

“以前可不是这样，”他安静地对记者说，前些
年，大家都去撑竹筏，在河边抢客，“不好，很
乱，很没有面子。”2013年政府建设特色小镇，
把河边修整成了干净漂亮的步道，号召“农家
乐回农家”，他非常赞成，就开了这间民宿酒
店。让他没想到的是，安静下来后，他的营业
收入远比吆喝拉客时高，因为“环境变好，建设
得这么漂亮，人家都更愿意来旅游了呀”。

与安静的刘海峰不同，恭城县莲花镇的
人是忙得不着家。镇领导带记者一连进了六
家门，也没有找到一个人——这里的人是不
锁门的，也不关门。直到进了第七个门，扯着
嗓门喊了半天，才从街上跑回一位，而这位叫
苏开镇的老先生说，他正跟人谈月柿的运销
生意呢。“我们这儿的月柿可是全世界最好的
月柿呢⋯⋯”老人家不失时机地给记者推介
他们镇的特产。

黄祥兴从来没跟人谈过生意，因为“镇里有
专门营销腐竹的合作社”，他和乡亲们只是坚守
着六塘镇最古老的腐竹制作技艺，最多知道今
天锅里正做着的腐竹是新加坡客商定下的。

宜业，是桂林特色小镇建设的宗旨，也使
进入小镇的前农民们迅速融入城镇生活、享

受着现代文明。
这边，六塘镇和周围村庄的黄祥兴们只

专注古老手艺，而把房前屋后的保洁与污水
处理等城市叫做物业管理的杂事交给专业人
士去做。那边，夕阳下的芦笛三村，山水画中
走来四位年轻妈妈，她们推着彩色的童车说
着笑着从镇子回家去。“小孩子惯坏了，每天
都要去玩滑梯。”一个说，另一个告诉记者，她
们喜欢每天在镇子与村庄间的绿道上走走，

“像逛公园一样”。
沿着这曲水流觞式的水岸绿道来到镇子

上，十字街边，杨小平正与丈夫支摊卖豆腐。做
豆腐及制品是秀峰区的传统，鲁家村尤其有
名。广东、贵州、湖南等地的游客来桂林，都会
来此品尝这一地方名吃。杨小平和丈夫有工
作，每天傍晚来这里“做点小生意”。“今天是三
八妇女节，女士免费一碗！”杨小平的自信、开
朗，引得路过的人不饿也凑上前品尝一番。记
者想跟她算算收支账，她忙得没工夫答话，边上
的食客笑道，总得有个一二十万。

这个镇子上的人都忙得没工夫多说话，
但开口时嘴里会溜达出几句英语、日语来，因
为外国游客一年比一年多，多得他们料想不
到、应接不暇，不得不学几句外国客套话儿。

宜业的小城镇建设，成为桂林扩内需调
结构的重要抓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
重要引擎。

珠链小镇绕桂林

有业有家多自尊

一条黑白珠链，闪烁三重尊重

有家有业，有归属有尊严

让人民安居乐业的事业，得是“书记工程”

这种风俗有几百年了，老百姓喜欢这样表达，那就应该鼓励引导。

这房我自己买下了，三个儿子全家人都在镇上工作，都不出去打工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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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关乎人民群众的事业，那就必须所有的一把手来担当。

□

隋明梅

周晓骏

童

政

灵川县大圩镇商家一角。

隋明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