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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绵竹市九龙镇清泉村，青山如
黛，绿水如眸，宛如一幅水墨画，引来不少
游人寻仙境、慰乡愁。这是该村以乡村振
兴为抓手，大力推动农旅融合发展的生动
注解。

近年来，清泉村结合全域旅游发展、
美丽乡村建设，对全村旅游发展空间布
局、产品特色进行优化调整，推出春踏青、
夏戏水、秋采摘、冬赏雪四季特色乡村旅
游精品线路，推动乡村旅游由量向质提升
转变。今年，清泉村入选第四批省级乡村
旅游重点村。

产业多元拓宽致富门路

夏日时节，清泉村竹笋种植基地里，
连片的竹林郁郁葱葱。村民宋加会带着农
具，一大早就在基地里忙活起来。

早些年，宋加会夫妻俩开始栽种竹
笋，随着乡村旅游发展驶入“快车道”，吸
引了无数游人纷至沓来。她瞄准“绿色生
态”发展契机，将竹笋种植规模扩大至 20
亩，栽种了百日早、楠竹笋、金竹、赤竹等
品种，延长了竹笋采摘时间，每年增收几
万元。

村民李华容的葡萄种植基地里，一串
串晶莹剔透的葡萄压弯了藤条，三五游客
手提果篮，忙着采摘。“最近葡萄上市，来
购买的游客络绎不绝。”前几年，清泉村引
导村民发展葡萄产业，在外务工的李华容
积极投身其中。随着技术和产量逐年提
高，收入十分可观。

产业发展有势头，农民致富有奔头。
近年来，清泉村大力发展生态农业，陆续
建成梨树、黄连、山药、竹笋、葡萄、猕猴桃
等种植基地，并通过积极探索“赏花”“摘
果”模式，拉长多元化产业链条，把“赏花
经济”“采摘经济”和乡村旅游进行无缝对
接，打造出乡村振兴新亮点，美了乡村，富
了村民。

农旅融合绘出乡村新景

农业生态旅游的兴起，不断促进城市
人群旅游消费方式的转变，住农家屋、品
农家饭、享农家乐成为开启清泉村乡村旅
游的“金钥匙”。

傍晚时分，民宿“邂逅”里三五游人把
酒言欢，戏水玩乐。该民宿自去年 5月建
成经营以来，每到周末便一房难求。对于
它的走红，主人黄勇亮并不意外。
“民宿临河而建，一草一木充满了大

自然味道，能让游客感受到舒适和惬意。”
黄勇亮曾在外务工，随着家乡民宿发展的
火热，他毅然选择回乡创业。他的民宿投
资近 50万元，在原有的民居上进行了改
建，打造清新文艺民居风，今年他再次对
休闲娱乐区进行提档升级，给游客带来全
新的旅游、居住体验。

夜幕降临，九龙滑草场里灯光璀璨，
浪漫的乐队表演，畅饮啤酒、美味烧烤，让
游客们沉浸在夏日的欢乐氛围里。“为丰
富游客旅游体验，我们从 7月 8日开始，
举行了夏日啤酒露营节，将持续一个半
月。”滑草场总经理郑翱说。

7月 17日，记者在位于清泉村的龙门
山云溪谷漂流现场看到，由石块砌筑而成
的滑道蜿蜒而下，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坐
着皮划艇，乘风破浪，逍遥自在。“我们每
天接待游客上千人次，接下来还将举办音
乐节，进一步拉动当地消费。”云溪谷漂流
负责人吴志云介绍，他们正在建设民宿，
打造水世界，届时将链接“九龙里”环线，
联动平原滑草、峡谷滑水、空中滑翔全业
态发展，为绵竹发展沿龙门山旅游、创建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注入新的动力。

近年来，清泉村抓住旅游发展趋势由
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游转变的机遇，以新
生代年轻群体作为旅游产品消费的主体，
已经形成了“吃、住、行、游、购、娱”完整的
旅游产业链。

清泉村党支部副书记钟定会告诉记
者，该村将积极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构建
新型乡村产业体系，为乡村振兴赋能添
彩。同时，持续完善服务设施、旅游元素，
实现大景带小景、美景串成线、城乡景互
通，打造宜居宜游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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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馆！成都大运会博物馆精彩亮相
国际大体联代理主席雷诺·艾德出席仪式并担任成都大运会博物馆名誉馆长

7月 24日下午 3时，世界大运历
史上首家在大运会开幕前向公众开
放的大运主题博物馆———成都大运
会博物馆，在世界大运公园东安湖体
育公园举行开馆仪式。国际大体联代
理主席雷诺·艾德出席开馆仪式，并
出任成都大运会博物馆名誉馆长。

开馆仪式在东安湖体育公园主
体育场 D口的大运会博物馆门前广

场举行。
雷诺·艾德在致辞中对成都大运

会博物馆开馆表示热烈祝贺，他表
示，成都大运会博物馆是大运历史上
首家在比赛开幕之前向公众开放的
大运主题博物馆，是成都大运会重要
赛事遗产，这一里程碑事件具有非凡
的意义。成都大运会博物馆所展现的
是历代大运人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

大运历史凝结于此，大运文化体现于
此，大运体育精神闪耀于此。建设成
都大运会博物馆这一无与伦比的创
造性工作，奠定了成都大运会在世界
大运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为成都与世
界永远连接提供了最出色的纽带和
桥梁。

成都市委副书记陈彦夫代表成
都市和大运会执委会对大运会博物
馆开馆表示热烈祝贺，对一直以来给
予大运会博物馆建设大力支持的国
际大体联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建
设大运会博物馆，通过实体展示空间
促进世界大学生体育运动发展，增进
全球青年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是成都
大运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体育工作和文化工作重要指示的重
要举措，也是成都建设世界赛事名城
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标志性事件，将成
为成都大运会和成都这座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的一张靓丽名片。会上，国
际大体联正式授予成都大运会博物
馆为国际大体联官方认证博物馆。

据了解，成都大运会博物馆位于

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主体育场 D区，
紧邻风景秀丽的东安湖，大门正对大
运火炬塔，馆名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
席孙晓云题写。成都大运会博物馆展
陈以大运会成功申办、紧张筹办和精
彩举办为主线，按“时代使命”“责任
担当”“全球盛会”三个篇章进行布
展，整个展陈面积达 3300平方米。截
至目前，成都大运会博物馆已收集各
类实物藏品 1000余件，影像及电子
文档资料近 8万件，除本届大运会的
珍贵实物外，博物馆还征集到世界大
运历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奖牌、火
炬、会徽、吉祥物等重要藏品。国际大
体联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成都大运博
物馆的建设。今年春团会期间，国际
大体联代理主席雷诺·艾德率国际大
体联官员专程到博物馆参观，对博物
馆建设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其为“杰
出的大运遗产”。国际大体联秘书长
艾瑞克·森超还主动捐赠了一批自己
珍藏多年的珍贵藏品，国际大体联夏
季大运会主任赵晶也为成都大运会
博物馆捐赠了藏品。

□本报记者胡斌文 /图

艺术为桥 杭广两地续写东西部协作情

天籁之音奏响广元，艺术为媒共
谱华章。近日，“杭广少年迎亚运 共
沐阳光向未来”杭州少儿艺术团交响
乐团四川广元交流演出活动在广元
市大剧院精彩上演。

以艺术为桥梁，杭广两地续写东
西部协作情。据悉，7月 20日，杭州少
儿艺术团交响乐团的 69名师生走进

朝天区林家坝子进行了一场亚运主
题音乐快闪活动。朝天区优美的自然
环境、深厚的文化底蕴、富集的旅游
资源令师生们深深陶醉，也让他们享
受到了草坪演奏的别样乐趣。
“曾家山的环境很美，空气很清

新，非常凉爽。”杭州少儿艺术团交响
乐团首席韩度说，乐团的伙伴和老师

们都很享受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演
奏，舒适的温度和优美的环境也让交
响乐更“声”入人心。

在广元市大剧院交流演出活动
现场，杭州少儿艺术团交响乐团、广
元市古筝文化演艺中心的 70余名小
演员们为观众带来了十余首中外经
典音乐佳作。激越雄壮的《威风凛凛
进行曲》拉开了交流演出活动的序
幕；轻柔优雅的《第二圆舞曲》奏响，
欢快的旋律让观众心旷神怡，仿佛在
浪漫的华尔兹中翩翩起舞；随后，《乡
村骑士》《加勒比海盗》《在希望的田
野上》《莫吉拓》等音乐把现场气氛推
向了高潮；在古筝五重奏《渔舟唱
晚》、二胡齐奏《赛马》两首国乐经典
曲目的演绎下，浓郁的中国民族色彩
也让观众大饱耳福；交响乐演奏《我
和我的祖国》引发了现场观众的共
鸣，大家一起挥手合唱中，活动画上
了圆满的句号。
“演出十分精彩，每首曲子我都

很喜欢，让我沉醉在其中，感受到了
艺术的魅力。”“交响乐和民乐同台演
出，给人的感觉很震撼。”现场观众纷

纷表示，交流演出活动让他们耳目一
新，感受到了音乐的独特魅力。
“希望能够通过这次交流活动，

增进杭广两地的友谊，加强文化交流
联系。”杭州少儿艺术团团长徐洪告
诉记者，此次活动不仅让广元的青少
年初步了解了杭州青少年音乐艺术
的发展和成果，杭州的青少年们也实
地感受、了解到了广元厚重的地域文
化。下一步，艺术团将在杭州市帮扶
广元市工作队的大力支持之下，继续
开展这样有意义的活动，同时，也希
望广元的青少年能够走进西子湖畔，
两地共同交流共享文艺的美好元素。
“此次杭州少儿艺术团交响乐团

到广元巡演，既是杭州亚运宣传之
旅，也是‘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一项
具体举措，更是两地青少年一次很好
的学习交流机会。”杭州市帮扶广元
市工作队成员，朝天区委常委、副区
长戴灿东表示，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杭广两地青少年能在各领域进一
步加强互动，推动两地文化交流协作
走深走实，真正做到“杭广两地一家
亲”，提升东西部协作帮扶成效。

□冉金鹭本报记者魏彪文 /图

相约大运 成就梦想

《四川省供销合作社条例》
贯彻落实工作座谈会在蓉召开

7月 1 日，《四川省供销合作社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
《条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范
围内规范供销合作社的首个省级地
方性法规。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深入贯彻中央、省关于深化供
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策部署和
《条例》，7月 24日，四川省委农办召
开了《条例》贯彻落实工作座谈会。
四川省委农办专职副主任，省农业
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
员毛业雄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华全
国供销合作总社合作指导部副部
长、法制办副主任韩疆出席会议并
讲话。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四川
省委农办、省人大、省直有关部门、
专家学者、部分市委农办和供销社
代表参加会议。四川省供销社在蓉
的领导和处室负责人、省供投集团
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上，四川省人大法制委副主
任委员贺江华介绍了《条例》出台的
背景意义和特色亮点。贺江华表示，
《条例》从组织体系、服务机制、资产
管理、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方面作

出了规范，有助于规范四川省供销
合作社的组织和行为，理顺经营管
理和运行体制，强化资产管理，保护
供销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
推动供销合作事业在法治轨道上健
康发展。

四川省供销社党组成员、理事
会副主任、一级巡视员杨武秀就近
期学习宣传《条例》工作开展情况进
行了介绍，并对下一步贯彻落实《条
例》的重点任务作出工作安排，为推
动《条例》贯彻落实工作提出建议。

部分市委农办、供销社负责人
围绕推动贯彻落实《条例》情况展开
发言。

四川大学商学院乡村振兴研究
中心主任钟丽霞在会上提出，《条
例》着力解决供销社职能职责缺乏
法律法规支撑的问题，对供销社组
织体系建设进行了规范，着力解决
供销社“三会”（社员代表大会、理事
会、监事会）缺乏法律依据的问题，
为赋能供销助推乡村振兴，强化供
销合作社为农服务功能，着力解决
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对供销合作社

改革发展重视不够、支持不足的问
题。

四川省发改委、省司法厅、省农
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
局、省乡村振兴局等省直部门代表
展开了积极的交流发言，表示将进
一步关心支持供销合作社改革发
展，争取各项支持供销社改革发展
的政策落地落实，推动供销合作社
事业健康发展。

韩疆强调，本次《条例》制定工作，

在与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有机衔接的基
础上，紧扣四川“三农”实际，将依法经
过试点、各方面认识比较一致、受到基
层欢迎的创新经验及时上升为法规制
度，为四川供销合作事业创新发展提
供有力的法制支撑。

会议最后，毛业雄对于《条例》
立法工作的顺利推进，向四川省委
农办、省人大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对
供销合作社的重视和支持表示衷心
感谢。

□本报记者马工枚柳奕阳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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