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真村：“环境 +旅游”助力特色田园乡村建设
□ 记者 孔令玲

乍暖还寒的三月，漫步在清真村的乡村道
路上，处处皆风景。黄绿相间的田野一望无垠，
白墙黛瓦的村居鳞次栉比，村民们的欢笑声在
春风里回荡……近年来，菱塘回族乡清真村立
足乡村资源禀赋优势、生态环境优势、产业特
色优势、人文历史优势，重点围绕人居环境提
升和产业结构调整，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之
路，为实现“强村富民”奠定了基础。近日，记者
走进这座千年古村落，看村貌变化，听致富故
事，感受百姓的幸福生活。

村庄美，环境改善生态宜居

驱车行驶在民族大道上，宽阔的道路两
旁树木葱茏。穿过富有民族特色的牌坊，就进
入了清真村。

“我从二十岁起就住在这里了，以前这里
的道路都是土路，现在一条条马路四通八达，
去哪都方便。”今年 78岁的宋德中老人指着
村里的道路高兴地说。除了门前这一条条四
通八达的道路，清真村还为村民们配齐了生
活“装备”，实现了道路通、灌排水系通、自来
水管道通、电力线路通、通讯线路通等“五
通”。“我们村的路灯晚上 11点才会熄灭，村
民们晚上回家再不用‘摸瞎’了。”菱塘回族乡
统战委员、清真村党总支书记吴庆才说。

今年1月，菱塘回族乡清真村被确定为
“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第三批试点村
庄”，成为我市首个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试
点”。为鼓励支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试点”工
作的开展，我市为清真村配套了 120万元专
项资金用于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我们在落实

民居改造中，有重点地对张庄、尹庙等自然村
庄的民居进行保护性修缮。”吴庆才说，通过
引导和帮助村民对原有住房进行修缮、改造，
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民居建筑传统风格。

沿着尹庙庄台一路向东，吴庆才边走边
向记者介绍，随着外出务工青年人的人数增
加，部分自然村庄出现了“空心”现象。清真村
在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中，侧重示范庄台整治
建设，不断加大零散村庄撤并和集中居住力
度，同时不断增强村级便民服务中心配套功
能。“现在村便民服务中心、村卫生室、居家养
老服务站、残疾人康复中心成了‘邻居’，几大
功能整合，产生了‘1+1＞2’的效果。”吴庆才
欣喜地告诉记者，2017年，清真村创成全国
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2018年，清真村“生态
宜居”的发展实践被列入乡村振兴“生态宜
居”案例选编。

为了让环境变得更加宜居，清真村还新
建了生态休闲公园和生态停车场，满足村民
生产生活和产业发展需求。村内 3个公共厕
所均按照星级化标准建设，垃圾清扫收运处
理机制健全，河道、水塘定期保洁；同时实行
农业清洁生产，集中治理农业环境突出问题，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前一些村民有往
河里乱扔垃圾的习惯，现在河水这么清澈，环
境这么好，再也没人乱扔了。”吴庆才说，看着
村容村貌日新月异，村民们都开始自觉维护
起环境来。

据统计，近年来，清真村已累计投入 500
余万元，完善了道路、亮化、绿化、污水处理和
环卫设施。随着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公共服务
更加便民、村容村貌越发整洁，清真村的“颜
值”越来越高。

产业兴，旅游助推乡村经济

把田园风光的自然环境、农村生态的景
观布局、乡土风格的建筑式样、配套完善的基
础设施进行统筹规划，清真村在富民产业项
目建设上狠下功夫。

走进清真村，民族特色随处可见。这座位
于全省唯一的少数民族乡———菱塘回族乡境
内的古村落，文物遗存众多。国家3A级旅游
景区古清真寺曲径通幽，古朴而典雅，前方牌
楼门楣上方刻写着的“开天古教”四个大字，
仿佛在静静地诉说着历史。

每当三四月份春暖花开的季节，大巴车
载着一车又一车的游客前来游玩。他们的到
来为周边的服务业带来了商机，不少村民瞄
准了旅游市场，纷纷开始兴办富有回乡特色
的“农家乐”。记者了解到，菱塘回族乡每年约
有 8万人次的游客量，古清真寺 是其中一处
重要的旅游胜地。

在距离古清真寺景区不远的清真村草根

园内，一棵棵树木正悄然吐露着嫩芽。
这座占地 50亩的生态园区内，栽植了
清真村特色林业树种———榉树。林内
不仅有成片的榉树，树下还有一只只扑
腾的土鸡。“这是我们专门饲养在园中
的散养鸡，土鸡吃林中的青草和虫子，
不仅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还能够节省
养鸡成本。”养殖户曾庭干告诉记者，每
天都有慕名前来的游客购买他养的土
鸡，其中有不少都是回头客。

曾庭干的老家就在清真村。2015
年秋天，他萌发了林下养鸡的创业主
意，便立即与村里的工作人员联系。得
知他的创业想法后，村里立即为他物
色土地，办理相关手续。有了村里的支
持，草根园很快就走上了发展的“快车
道”。“经过几年的经营，草根园现在每
年可出栏土鸡 2万多只，收益 20多万
元。”在园子里，曾庭干边走边向记者介绍说，
现在他正在着手增加养殖品种，以满足多样
化的市场需求。

通过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清镇村创新创
业活力不断增强。目前，全村8000多亩耕地
已流转 85%以上，其中近 3000亩栽植了花
木。土地流转出去，每年都有固定收益，农民
则腾出双手，拥有了更多的创业就业机会。

去年，清真村瞄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
土地适度经营进行了中长期产业规划，新建
了 50多亩的石榴园、100多亩的枇杷园，落
实了1200亩的稻虾共作项目基地，培育出更
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2018年
清真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近 245万元，其中
经营性纯收入 95万元，村集体合作社全体社
员累计分红4万多元。

“旅游 +”战略的实施，使清真村牢牢抓
住了“产业富民”的“牛鼻子”，探索出农旅结
合的发展之路，推动乡村产业进一步发展。群
众既有了财产性收入又有了工资性收入，“腰
包”渐渐鼓了起来。

乡风美，留住乡愁留下记忆

“要让乡村旅游真正成为‘看得见变化，
留得住乡愁，富得了百姓’的富民增收产业。”
吴庆才在谈及乡村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前景
时表示。他告诉记者，最近，他正在忙着菱塘
回回习俗风情馆的建设。

“这里放的是大型浮雕《回回湾迎客图》，
这里将展示回族传统节日内容，那边还有汉
族传统文化的展示。”在正在布展的风情馆
内，吴庆才向记者介绍着。

将更多的文化元素融入到田园乡村建设
之中，使村庄更有灵魂、更具特色。清真村是
元代古村落“回回湾”所在地，是菱塘回族乡

回民人数最多的聚居地，全村 70%的人口是
回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回民一直在传承
并恪守自身的观念形态、生活方式和文化传
统。随着回汉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回民在恪守

“清真”特色的同时，逐渐与汉民随喜同乐，体
现出“和而不同”的理念，演绎成民族融合的
和谐交响乐。

吴庆才说，清真村不仅有回族习俗风情
馆，还建设了文化广场、生态休闲公园、村史馆
等，力求通过村史馆和“回族习俗”风情展示馆
建设，打造清真村闪亮的民族文化名片。清真
村还将对农耕文化有关资源进行收集、整理、
开发和推介，留下一片乡村记忆。同时，将其作
为又一张独特的名片，展示给前来观光的各地
游客。

清真村注重传承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
化，大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建设邻里守望、诚信重礼、勤俭节约的文明乡
村，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为促进乡村乡风文明
建设，在推进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中，清镇村充
分挖掘民族村人文元素，从农民反映强烈的
村庄垃圾整治、河塘清理、道路通行条件等方
面着手，不搞大拆大建，努力保持乡村特色和
集体情感记忆，让田园乡村成为老百姓追求
美好生活的依托。

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国人
居环境整治示范村、江苏省特色景观旅游名
村、江苏省休闲观光农业示范村等一块块奖
牌、一项项荣誉相继落户菱塘回族乡清真村。
“相信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实施，我们
清真村会越来越美，我们老百姓也会越来越
幸福。”吴庆才信心满满地说。

乡村振兴·高邮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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