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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赋能生态价值转化
四川彭州市龙门山镇共治共富建设乡村表达样板

坚持规划先行
让资源整合活起来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龙门
山镇在全市“大盘子”规划中找准自
身定位，坚持做到规划先行。

以片区规划为引领，坚持产镇
一体的发展思路，扎实构建“一廊两
心三区四创”产业发展格局，夯实龙
门山发展骨架，描绘山水相融、田林
交错立体山水田园画卷，重塑宜居
宜业宜游的乡村形态。

以统筹发展为前提，探索“居住
在城镇，产业在乡村”的城乡统筹融
合模式，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做好土
地综合整治，为后续高质量发展预
留空间，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并重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

以核心区域为带动，抢抓大熊
猫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建设机遇，启
动以宝山旅游度假区为依托的大熊
猫国家公园入口社区“领头雁”建
设，积极争取大熊猫国家公园一般
控制区特许经营权试点，加快打造
宝山村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
样板，创建全国乡村振兴和共同富

裕示范村。

探索一条新路径
“多举措”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近年来，龙门山镇坚持把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作为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有力抓手，全面谋划、全程
保障，通过政策项目扶持、党员能人
带动等举措，为集体经济发展注入
了“源头活水”。
做实集体经济组织联营制建

设。整合镇域集体经济资源，提升集
体经济竞争力，积极推动“1+C+N”
集体经济发展模式。联合全镇村级
集体经济组织成立镇级乡村发展有
限公司，统领全镇集体经济发展，鼓
励“跨村联营”项目开发，成立“N”
个乡村旅游发展项目公司，重塑镇
域集体经济发展形态。

推进镇级集体经济企业制改
革。推行集体经济组织构建现代化
企业管理制度，建立市场化运营管
理机制，持续提升其经营管理水平。
厘清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镇级公司
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监委会权
利与义务，形成“一级公司 +二级公
司 +项目公司”总体架构，科学实施

三级管理。
创新党建引领“五长共治·邻里

共富”村级发展治理模式。通过层层
推选家长、邻长、里长、理事长、监事
长，组成“邻里共富共治单元”，构建
村集体、群众、外来资本层层联动的
邻里共富共治格局，全面激发群众
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与主动
性，实现经济发展和社区治理的有
效衔接。

深化多元场景营造
加快实现生态价值转化

夏日里，生态观光、山地运动、
温泉度假、高山滑雪，龙门山镇景区
更是人气爆满，一批又一批游客在
这里体验生态旅游，寻找向往的休
闲方式。依托生态资源发展生态旅
游，是龙门山镇创新生态价值转化
的路径之一。

诠释公园城市乡村表达。坚定
践行“两山理念”，利用良好自然资
源禀赋，有效转换自然、文化、功能、
经济四个价值，形成绿道成网、康养
成品、公园成形，生态有价、环境有
价、资源有价的秀美乡村。其中宝山
村荣获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天府旅游名村，渔江楠村、龙源
村荣获第二批四川省乡村旅游重点
村等称号。

搭建场景丰富业态。建成国家
AAAA级景区宝山旅游区、熊猫生
态谷、鱼凫湿地等 6个核心景区，囊
括生态观光、山地运动、温泉度假、

高山滑雪等丰富业态。其中宝山旅
游区获得四川省体育旅游示范基
地、四川省级生态示范区、四川省级
旅游度假区等荣誉。打造特色餐饮
200余家，乡村民宿 1000余家，绿野
星辰、半盏山房等精品民宿 18家，
宝山温泉酒店等高标准酒店 2 家，
精品露营地 13家，其中半盏山房荣
获天府旅游名宿、成都市精品民宿
等殊荣。2022年龙门山镇游客接待
量超 400万人次、年旅游产值超 10
亿元。

打造特色农旅文创品牌。以
“1+5”特色农业为牵引，开发“鱼凫
龙门”特色农产品牌和“龙门云”茶
叶品牌，聚焦冷水鱼、中药材、竹笋、
茶、猕猴桃等特色产业，推出“鲟龙
盒”“蜂蜜泉饮”“龙门黄茶”等特色
产品。新培育半盏山房等 4家规上
和限上企业，推动磨刀石冷水鱼庄
入选“彭州市老字号”。

共建共治共享
打造宜居宜业秀美乡村

干净整洁的巷道、房前屋后的
绿植，村头巷尾的垃圾分类收集点
……龙门山镇的另一番景象，同样
见证了龙门山人民不断提高精细化
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加快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实施
“村村通”和道路排险工程，对辖区
各道路隐患点进行排查整治；实施
点亮场镇工程，对场镇主要道路的
路灯进行改造，不断完善场镇基础

设施配套。
风貌改造提升场镇“颜值”。围

绕道路零破损、污水零直排、绿化
零杂乱等十个方面，开展“日巡查、
周通报、月排名”制度，大力开展环
境秩序整治“清零”行动。持续推进
“龙门山乡宿美化提升”行动，策划
太子里沿线农家乐提档升级，以鱼
窝子、泰子·鱼凫为试点，示范带动
沿线及周边 30 余家农家乐积极主
动提升，高位打造“宜居宜游宜业”
环境。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开放鱼凫
文化中心、冷水鱼体验馆、农家书屋
等文化设施，为群众提供便利可及
的公共文化服务。常态化开展“龙门
讲堂”“龙门阵里·问效问廉”等文艺
活动，高品质向群众提供文艺演出、
陈列展览、艺术培训等公共文化服
务。

营造一种氛围
充实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龙门山镇充分结合自身实际，
多举措群发力，积极创新服务方式，
营造一种浓厚的生活氛围，丰富居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增强了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融合打造宣传阵地。整合镇集
体经济项目、文旅产业场景、社区美
空间等，将鱼凫湿地、宝山村庄发展
学院、涵舍书吧、龙源乡村会客厅等
建设成“产业 +”活动阵地，以“宣讲
+活动”“志愿 +文艺”等开展各类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持续提升文明风尚。宣讲小分

队深入小区、企业等重点区域，开展
各类理论学习。每年开展“遵纪守法
户”“五好家庭户”“双文明户”等“最
美”评选活动，以宣扬道德模范事迹
为抓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现代乡风文明。

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各村（社
区）分别成立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
会、道德评议会等自治组织，健全完
善村规民约，制定群宴管理办法等
各类自治章程，配备专职干部组成
移风易俗宣传队，通过组织开展文
化文艺、党员服务等活动，深度融入
移风易俗工作。

繁荣发展文化体育。组织开展
“我们的节日”系列群众文化活动、
送文化下乡等系列活动；结合产业
发展，举办“春笋生态季暨大熊猫美
食文化活动”“蔷薇花节”“冰雪温泉
嘉年华”等文旅促销活动；常态化开
展社区运动会、广场舞比赛等群众
体育赛事。
“近年来，龙门山镇坚持以新发

展理念为引领，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在提高村民的经济水平的同时为乡
村振兴提供强大动力。”彭州市龙门
山镇党委书记郭坤龙如是说。

坚持聚焦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品
牌价值转化、古蜀探源的文化价值
转化、绿水青山雪山的生态价值转
化，全力打造公园城市乡村表达样
板。如今的龙门山，乡村旅游发展正
走在提质升级的快车道上。

鱼凫湿地 熊猫香山 天府旅游名宿、成都市精品民宿半盏山房

□张俊华本报记者高明山文 /图

九月的龙门山镇，苍翠的群山间，镶嵌着独具特色的农家小院，
镇域拥有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河国家级森林公园、龙门山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四川龙门山国家级地质公园等四大国家级景区，在群山
逶迤间，透过阴影的勾勒渲染，俨然是一幅精妙绝伦的山村油画。

龙门山镇隶属于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位于彭州市湔江河谷生
态旅游区腹心地带，森林覆盖率 86.7%，常年负氧离子含量达到 1.5
万个 /cm3，全年空气优良天数 95%以上，素有“天然氧吧”“避暑天堂”
之称，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国家级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镇、
国家级生态乡镇等荣誉称号。

龙门山镇依托大熊猫国家公园入口社区“领头雁”建设，始终坚
持“两山理念”，依托厚实的“绿色家底”、四大国家级生态品牌优势、
底蕴深厚的古蜀文化名片，大力发展绿色产业，进一步将“凉资源”变
“热产业”、用“好风景”换“好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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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做好资金平衡

政策目标管理精细化。逐项明确
政策实施总体目标和分年任务目标，
并将其作为未来政策绩效评估的考核
依据，实现动态调整。比如：实施重大
科技专项政策，明确六大优势产业重
大科技专项的分年度实施计划，严格
“打表”推进政策落地实施。

实施方式管理精细化。逐项科学
细化政策的实施方式，避免政策间的
效能冲突，最大限度提高政策实效性。
比如：在细化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
项目、重大技术装备“一条龙”项目、一
体化攻关重大技术装备项目等政策

时，统筹考虑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
等存量政策，形成系统化的政策体系。

资金来源管理精细化。逐项梳理
分年资金额度、来源，作为财政资金预
算管理的刚性约束。政策实施期内，相
关专项资金优先用于保障政策落实。

针对性做好政策实施

坚持把六大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作为政策支持重点。坚持聚焦
重大项目、重点产业、重点区域，加快
细化实施重大产业项目提能增效、省
级重点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高新区
和经开区发展激励重大政策，助力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

精准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转变财政“一竿子”插到底的
产业项目分配方式，推动实施数字化
转型智能化升级政策，精准把握政策
的支持重点、资金分配、绩效管理、协
同方式，集中资金“切块”下达地方，支
持企业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改造。

聚焦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补短板。
推动实施强链补链、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揭榜、重大产业创新平台政策，加快
补齐制造业产业链短板领域。

前瞻性做好政策储备

持续加强宏观经济形势的研判分
析。四川省财政厅时刻关注宏观经济形

势变化，加强研究分析，聚焦重点领域、
重点行业、重点项目，对民营经济、县域
经济、科技创新、产业促进等财政支持
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分类分层、集成运
用，超前谋划储备一批政策举措。

加强对产业发展短板领域的关注
度。建立财政运行分析研究专班，开展
“全面提升财政支持产业发展政策效
能”课题研究，赴成都、绵阳、宜宾、南
充、凉山、眉山等市（州）实地调研，邀
请发改、经信、科技等省级部门座谈讨
论，梳理出政策体系、资源整合、需求
把握、支持方式、政策评估等方面存在
的突出问题，研究制定突破常规管理
模式和传统思路办法的新路径。
（四川省财政厅经济建设处供图）

精细化 针对性 前瞻性
财政精准发力支持构建四川现代化产业体系

近日，记者从四川省财政
厅经济建设处了解到，四川省
财政厅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
安排部署，聚焦新增出台支持
政策、现有政策提标和现有政
策优先支持三个维度，按照“整
合资源、突出重点、创新机制”
思路，研究提出支持六大优势
产业财政政策，系统重塑财政
产业政策架构，精准发力支持
加快构建四川现代化产业体
系，推动政策落地落实。

□本报记者 赵蝶

□谢晨曦本报记者李鹏飞

9月 5日是我国第八个“中
华慈善日”。当天上午，“携手参
与慈善·共创美好生活”中华慈
善日宣传活动暨德新镇“夕阳
梦”长者关爱项目启动仪式在四
川德阳市旌阳区德新镇五星村
举行，旨在推动旌阳区慈善事业
的良好发展，引导相关爱心企
业、居民积极参与慈善活动，提
供优质的慈善平台，关心关爱特
殊群体，营造良好的互帮互助氛
围。

当天，五星村、星光村慈善
基金揭牌成立，正式启动“夕阳
梦”长者关爱项目。启动仪式上，
旌阳区慈善总会为德阳鑫科木
业有限公司、德阳四海金达机械
热处理有限公司、旌阳区德新镇
王木匠木材厂、德阳和庄农旅农
业观光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旌阳
区德新镇五星村股份经济合作
联合社等 5个爱心企业和杨必
林等 7名爱心人士代表颁发证
书，以此表达对那些无私奉献、
关爱社会的企业和爱心人士的
敬意与感谢。

活动现场，德新镇魅力舞蹈
团等社区社会组织带来了精彩
的歌舞表演。义诊、义剪，爱心志
愿者们忙得不亦乐乎，前来测血
压、理发的老人们络绎不绝。志
愿者们纷纷表示，能为慈善事业
贡献一份力量，自己心里也有着
特别大的成就感与获得感。

据旌阳区慈善总会会长王
剑锋介绍，旌阳区慈善总会自成
立以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推
进扶危、济困、助残、乡村振兴、
社会治理等各项公益事业发展，
2023年，旌阳区慈善总会共成
立了 30多支社区慈善基金，募
集资金 100多万元。下一步，将
合理、合法、有效利用慈善基金，
助推五社联动和社会治理迈入
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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