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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省商务厅印发《四川
省高品质示范步行街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2023-2025 年）》（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提出从 2023年起，力
争通过三年时间，打造 30条在全省
乃至全国具有领先水平、多元融合、
业态丰富、绿色智慧、消费引领作用
突出的高品质示范步行街。

2018年商务部启动步行街改造
提升试点，成都宽窄巷子步行街纳入
全国首批试点并于 2020年获批全国

首批示范步行街。四川省于 2020—
2022年实施“步行街改造提升三年行
动计划”，共改造提升成都春熙路、南
充 1227等 32条试点步行街，同时重
点培育雅安茶马、成都东郊记忆等
200余条步行街，实现 21个市（州）全
覆盖。通过三年改造提升，四川省步
行街在吸引客流、增加营收、吸纳就
业、激发消费活力等方面取得良好效
果，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高。

在前一阶段改造提升基础上，

四川省商务厅启动高品质示范步行
街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旨在更好发
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更好助力建设富有巴蜀特色
的国际消费目的地。
《行动计划》聚焦品质提升、场

景融合、数字赋能等重点，提出优化
规划布局、提升环境设施、提高功能
品质、提升智慧水平、规范服务管理
等五大建设任务，并在加强组织领

导、强化政策保障、优化营商环境等
方面作出要求。

四川省商务厅还同步制定了《四
川省高品质示范步行街评价指标》，
分别从规划布局、环境设施、功能品
质、绿色消费、智慧水平、管理机制、
综合效益七个方面开展评价。新制定
的指标体系在原改造提升指标体系
基础上，更加凸显高质量发展要求，
更加突出高品质、数字化、绿色低碳
引领，并新增社会治理作为加分项。

□鄢怀林 本报记者 魏彪 文/图

这段时间，四川省广元市青
川县沙洲镇青坪村“白叶一号”
茶园进入到夏季管护的关键时
期，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正在茶
园除草。
“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茶园

除草的方式，只除掉有害的杂
草，保留下不抢肥、能遮阴的
草。”近日，沙州镇青坪村“白叶
一号”基地里，青川县茶产业发
展事务中心技术人员正在给村
民现场讲解茶园夏季管护的技
术要点。茶山上，镰刀割草的清
脆声、施肥的窸窣声和着村民们
不时传来的说笑闲聊声，呈现出
一派忙碌喜悦的景象。

茶园管护关系着来年茶叶
的产量、品质和效益。为保证基
地茶树健康生长、茶叶出厂品质
上乘，青坪村还聘请专职工作人
员长期驻守基地，管理茶园。
“一天除草、施有机肥，有 80

块钱，现在的话，天天都在基地
里干，老了，干这个活挺好。”茶
园里，当地务工群众宋朝林高兴
地说。宋朝林是土生土长的青坪
村人，家庭收入一直靠务农，收
入单薄。自从村里发展白茶产业
以后，宋朝林除了每年能收到固
定的土地流转费以外，还能长期
在基地务工补贴家用。
“我们每天都组织村民在

‘白叶一号’茶基地务工，主要是

在家里面照顾老人和小孩的村
民，他们在基地务工既增加了家
庭收入，也助推了产业振兴。”青
坪村党支部书记王永明说。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片
茶园带动一村百姓增收。青坪村
“白叶一号”基地每年出产的茶
叶一经上市便被抢购一空。行走
青坪村，“一片感恩叶 携手振兴
路”的标语处处可见。村民强锡
香告诉记者，今年她承包的 200
亩茶园，共采摘鲜叶 4000多斤，
销售额达到 70多万元。
“2018年 10月，饱含浙江亲

人深情厚谊的白茶苗落户青川，
截至目前，浙江安吉先后两批共
向青川县捐赠“白叶一号”茶苗
1220万株，我县已建成捐赠茶苗
基地 3274.5亩。”青川县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该县将聚力
主体培育、全链提升、茶旅融合、
数字赋能、价值再造、机制创新，
持续推进茶园管护、茶叶加工、
产品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和品
牌、科技、人才等全要素支撑，努
力实现“青川白茶”年产干茶 20
万斤以上、年产值达到 4.2亿元
以上的目标。同时，充分发挥“白
叶一号”的引领作用，让全县茶
园规模达到并稳定在 30 万亩，
干茶年产量达到 1.4 万吨以上，
年总产值达到 40 亿元以上，推
动全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进入盛夏，葡萄迎来采摘时节。在四
川绵竹市各个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绿似
碧玉、红如玛瑙、紫像水晶的葡萄悬挂于
翠绿的枝蔓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
着采摘、销售，处处弥漫着丰收的喜悦。

近年来，绵竹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积极发展生态观光农业，采取“党支部
+合作社 +农户”、发展培育家庭农场等
方式，示范引领农户种植葡萄，打造出了
一条“甜蜜产业链”。

在九龙镇双土村殷凤的葡萄种植园
里，葡萄架错落有致、整齐排开。套着纸袋
的葡萄挂满枝头，打开一看，颗颗葡萄紫
黑发亮、晶莹剔透，散发出浓郁果香。慕名
前来的游客穿梭在葡萄园里，尽情享受采
摘的乐趣。
“我们的葡萄从 6月下旬开始陆续成

熟，通过入园采摘和摆摊销售，每年都有
六七万元的收入。”殷凤告诉记者，为提升
葡萄品质和产量，去年，她将 3亩地葡萄更
换了新品种，更好地满足大家“舌尖”上的
需求。

双土村种植葡萄已有 10年历史，随着
产业规模的壮大，每年葡萄成熟季，市民
纷至沓来，不仅拉动了经济消费，也推动
了乡村农旅一体化发展。
“目前全村葡萄种植面积有 480余亩，

我们将继续发挥致富领头雁传帮带作用，
引领更多的村民发展葡萄产业，推动品种
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双土村文书

李春梅说。
记者在紫岩街道谷王社区葡萄种植基

地看到，一串串饱满的葡萄压弯了枝头，果
农杨长发在葡萄藤架下忙着拆袋、采摘、打
包。不远处的大路旁停靠着一辆大货车，正
准备将装好的葡萄运送到省内外市场。
“我种植了 5亩多地的葡萄，主要批发

销售，仅用三天时间，就可以全部卖完，收
入最少有七万元。虽然苦点累点，但心里甜
啊。”杨长发算着账，笑得合不拢嘴。

自 2000年开始，谷王社区（原谷王村）
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导农户大规模
种植葡萄，并建立起绵竹市优质葡萄种植
协会，定期开展技术培训，组织村民外出学
习种植经验等。经过 20余年的发展，如今，
谷王社区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葡萄特色产业
村，葡萄种植面积达 1600余亩，种植户达
800余户。针对近年来葡萄种植普遍化、同
质化问题，谷王社区按照“基地化建设、科
学化管理、规模化经营、产业化发展”的思
路，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条，吸引了成都、重
庆等多地客商前来批发采购，解决了村民
销售的后顾之忧。

近年来，绵竹市以促进“农业提质增
效、农民增产增收”为着力点，加大农村产
业结构调整力度，围绕特色产业做文章，充
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和优势采取“以点带面、
辐射周边、规模发展”的模式，种植葡萄
6000余亩，吸纳不少群众在家门口务工，
让小葡萄成为了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探访邻水“地摊经济”
城市里升腾烟火气

路边的奶茶摊、美食街的
炒粉车、广场的凉虾……这些
街头巷尾的“小摊儿”，从最微
缩的视角展示着城市最接地
气、最具烟火气的一面。今年以
来，成本小、门槛低的“地摊经
济”爆火，在四川省广安市邻水
县迅速掀起了一股“摆摊热”。

夕阳西沉，华灯初上，邻水
县宏帆广场夜市街的小摊小店
主们在一片霓虹闪烁中火热进
场，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
蛋包洋芋、烤串、冰粉……摊主
的叫卖声、顾客的交谈声、锅碗
瓢盆的碰撞声此起彼伏，交织
出一幅热气腾腾的生活画卷。

市民张女士提着满满当当
的小吃说：“今天逛宏帆这个夜
市，买了好多好吃的，那边那个
鱿鱼，还有冰汤圆，还有酱香
饼，我真的觉得这种夜市很有
我们邻水的烟火气息，还有这
个烤榴莲，巨好吃！”

地摊商品既能满足大家随
心随地、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
需求，也能为很多小微个体商
户提供更多创业和就业机会。
为了让地摊经济有序长足发
展，今年 6 月起，邻水县商务

局、综合行政执法局严格规定
了经营标准，促进夜市规范有
序经营。

邻水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副大队长刘应来向记者介绍，
综合行政执法局严格制定了各
个摊位、摊点的经营位置，并要
求各经营户每日必须清理地面
的油污，“除此之外，我们还严
格督查食品安全，并且为了确
保夜市经营不扰民，还加强了
夜市执法整治，确保及时发现
和纠正违法行为，为实现长效
管理，我们在行政执法过程中，
将实行柔性监管服务措施，为
‘夜经济’保驾护航。”

一个个热闹的夜市街区除
了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火热
的邻水夜生活，更是折射出了
“地摊经济”蓬勃发展的活力。
“地摊经济”成为了助力消费和
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同时规
范化管理也让消费者更放心。
“政府统一管理，我们也都

比较自觉，把自家经营的地方
打理得干干净净，市民看着舒
心，客人就餐放心，大家都开
心，生意也长久。”商户张先生
开心地笑了。

□廖雪伲 本报记者 沈仁平 文/图

“白叶一号”茶园管护忙
茶农增收致富有保障

聚焦品质提升 激发消费活力
四川印发“三年行动计划”，将打造 30条高品质示范步行街

□本报记者 赵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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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 24届中国·青海绿色发
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下简称：青洽
会）举行，班玛藏雪茶在青洽会上亮
相，并受到群众的广泛关注。

走进会展中心 B 馆果洛展区，
一抹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原来是
青海省果洛州班玛县藏雪茶的味
道。在不大的展台上，各类品种藏雪
茶整齐摆放，古色古香的茶具配上
各式茶叶，喧闹嘈杂的展馆有了一
丝宁静致远的味道。

班玛县藏雪茶负责人一边为每
位游客倒茶，一边亲切地介绍：“班
玛藏雪茶生长在海拔 3500米的原始
森林中，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
养成分，欢迎你们品尝。”

2015 年，在班玛县政府的推动
下，藏雪茶产业规模逐渐扩大。多
年来，班玛县藏雪茶多次参加青洽
会，受到商家和老百姓的一致好
评。成立了集藏雪茶树种植、生产
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班玛县藏雪茶
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公
司 +基地 +农户”的经营模式，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走出了一条自然
保护区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的
特色发展道路。

藏雪茶茶叶均以花叶嫩芽为原
料，历经多道复杂工序加工制作而
成，汤色金黄透亮，闻之清香带甜
香，品之鲜醇甘爽。“我在青洽会上
多次看到班玛藏雪茶，也买了几盒，
确实不错，随着技术的改进，味道也
越来越好了。”市民李先生说。

据悉，班玛县已连续五年举行
了以“打造藏茶有机高地、助推乡村
产业振兴”为主题的“三色班玛”藏
雪茶采摘节，目的就是以茶为媒，充
分结合班玛得天独厚的绿色生态、
民族文化、红色旅游等特色资源优
势，把藏茶产业发展做成富民增收、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柱产
业。

班玛藏雪茶凭借高原高海拔、
纯天然、无污染、无添加、有机等优
势，曾多次获奖，目前，班玛县藏雪
茶系列产品已达 20多种。“在今年
的青洽会上，我们继续推介藏雪茶，
让更多的人了解青海茶叶，同时也
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下一步，我们
将不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断推进班
玛县藏雪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班玛
县藏雪茶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经理井
国梅说道。

□刘志强 本报记者 胡斌 任禹兴 嘉悦

□周韵 尹翔 本报记者 高明山 李鹏飞 文/图

四川德阳绵竹市：

葡萄“串”起村民
甜蜜生活

近日，工人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贯洞镇美娥社区一家刺绣车间忙碌。
连日来，美娥社区的多家企业有序组织工人在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的提前下，加紧生产，满足市场需求。 通讯员 卢忠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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