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段时期，位于四川省广元市
苍溪县陵江镇龙梁村的鸿万缘家庭
农场迎来了今年的第一轮捕鱼。5
月 6日上午 9时，拱桥沟溪流水面
在微风的吹拂下，碧波荡漾，鱼儿不
时跃出水面，船工师傅驾驶着小船
向溪流中心的捕捞点驶去。该家庭
农场负责人刘已杰在岸边和工作人
员分工协作，将一条条肥美的大鱼
从船上调运到路边的鱼罐车上，准
备拉往遂宁进行销售。
“我们主要养殖的是草鱼、白

鲢、花鲢、鲫鱼四个品种，生长周期
都在一年左右，这次是 2024年第一
次捕捞销售，以草鱼为主，能捕捞
10000公斤左右，产值 15 万余元。
全年一共能捕捞约 20万公斤，产值
约 120万元。”刘已杰介绍。

据介绍，苍溪县鸿万缘养殖家
庭农场于 2022年建立，投资 150余
万元，承包当地溪流水域和堰塘
150余亩，养殖草鱼、花鲢、白鲢、鲫
鱼等鱼类，目前已投入鱼苗 20余万

尾。在养殖过程中使用拱桥沟自然
流水，主要采用青饲料喂养，实现生
态养殖，产出的鱼受到了消费者的
喜爱。
“我们是遂宁过来的收购商，这

里产出来的鱼口感好，肉质细腻，营

养价值高，很受我们当地消费者的
青睐，所以我们和这里签订了长期
的订单，定时来收购，这次计划收购
10000斤左右。”收购商伍文说。

在苍溪县大坝口家庭农场甲鱼
养殖塘里，工人们正忙碌着在淤泥

里翻寻甲鱼，一只只壮实、生猛的甲
鱼很快被翻出来，放入桶中洗净淤
泥后，经过分拣打包，快速发往周边
的水产市场。
“我们农场总共 33亩，主要养

殖苍溪鳖、乌龟、大鲵，目前农场有
苍溪种鳖 1000只，本地龟 500只，
大鲵 1000 只，年销售苍溪鳖苗
20000余只，商品鳖 1000只，大鲵
1000只，年利润达 30 万元。”大坝
口家庭农场负责人赵会琴说。

近年来，苍溪县积极探索发展
生态渔业，着力在成鱼养殖、鱼苗生
产、设施渔业建设、生态放养等方面
下功夫，以科技赋能促进传统渔业
向设施化、智慧化、生态化转型升
级，推动生态资源变现，实现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截至 2023年
底，全县培育水产养殖企业 4家，联
合社 1家，专业合作社 15 家，养殖
场户 4000多家，全县水产养殖面积
7.25 万亩（含塘库堰），水产品产量
1.98万吨，产值 5.9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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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贤虎本报记者李祥文 /图

近日，荷兰知名儿童品牌“芬
妮 &特恩”主题农场签约落地四
川省成都市双流区空港花田。该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西南首家 IP
内容驱动的儿童友好亲子主题农
场”和全龄段家庭娱乐目的地，预
计于明年 5月对外开放。

空港花田运营总监刘毅告
诉记者，“芬妮 &特恩”这个品牌
是荷兰知名的主题农场品牌，它
包含了自然教育、主题农场和特
色的亲子体验板块，空港花田作
为川航集团与双流区政府共同
打造的项目，其启动区以“成都
近郊旅游目的地”为定位，已形
成低头观花海、抬头看飞机的特
色消费空间。“芬妮 &特恩天府
农场”的建成运营将为空港花田
再添特色临空文旅新场景，助力
双流研学教育蓬勃发展，也将成

为成都文化旅游的一张新名片，
一个重要的对外文化研学交流
新窗口。

在签约文件交换环节，荷兰
方代表表示，中荷双方将协力投
入“芬妮 &特恩”主题农场开发，
努力打造“公园城市，美好人居”
的项目样本。

据悉，“芬妮 &特恩”品牌经
过 20余年发展，已在欧洲成为家
喻户晓的人物形象。“芬妮 & 特
恩天府农场”项目占地总面积约
300亩，拟投资 5亿元，将基于
“芬妮 &特恩”故事线索打造亲
子主题农场，以玩耍、探索、互动、
学习为主设计特色鲜明的文化课
程和实践内容，鼓励孩子对大自
然充满好奇，勇于探索，寓教于
乐，在趣味的体验中获得知识与
成长。

□周韵廖辉 本报记者高明山李鹏飞文 /图

五月枇杷黄似橘，谁思荔枝
同此时。眼下，四川省绵竹市汉旺
镇白溪河村千亩枇杷相继成熟，
黄澄澄的果子挂满枝头，果农们
忙着采摘销售，感受丰收的喜悦。

5月 6日上午，记者走进白
溪河村枇杷种植基地，只见漫山
遍野的枇杷树枝繁叶茂，一串串
金黄的枇杷缀在绿叶之间，煞是
诱人。微风拂过，果香四溢。

果农林英一大早就在园子里
忙活，她的背篓装得满满当当。
“我们这里的枇杷品质好、口味
好、个头大，回头客很多。现在刚
进入采摘期，我每天都能卖出二
三十斤，采摘时间预计持续到 6
月上旬。”虽然天气炎热，但看到
自家果园的枇杷喜获丰收，林英
脸上笑开了花。如今，随着白溪河
村乡村旅游驶入“快车道”，她将
家里的水果种植面积扩大至 10
亩，栽种了樱桃、李子等多种水
果。通过开展入园采摘活动，年收
入比过去增加了不少，现在她发
展水果种植的信心十足。

在白溪河村村道旁，摆摊售
卖枇杷的果农一字排开。村民
郭静将刚采摘的枇杷放入篮
子，引来不少游客品尝采购。
“今年枇杷的甜度高，价格也不
错，零售价在 7 元至 15 元每
斤。”郭静家种植枇杷已有十多
年了，为更好地提升枇杷的产
量和品质，她还积极参与果树
田间管理等培训，让枇杷实现
绿色种植、科学管理。
“村里空气好，环境也不错，

今天特意带着家人来采摘枇杷，
享受乡野乐趣。”正在采摘的游客
王丹说。

在白溪河村村集体枇杷种植
基地，新品种白玉果子硕大，在阳
光的照射下令人垂涎欲滴。记者
摘下一颗品尝，果肉厚实、汁多味
甜。“这是我们 2022年引进的新
品种，除了果子大外，产量还很
高。”白溪河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近几年，村民种植的枇杷树部
分树龄老，导致果子品质下降，挂
果率低，收益不高。经过学习和考
察后，村上引进了优良品种，部分
果树实现更新换代。同时，通过采
用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邀请农
业专家到田间指导等方式，提升
了枇杷的产量和品质，不仅壮大
了村集体经济，还能为果农们提
供技术支持。

目前，白溪河村枇杷种植面
积已达 1000余亩，有大小基地和
采摘点数十个，除了枇杷外，还有
樱桃、李子、梨子、桃子等水果，每
年从 4月开始进入采摘季，可持
续到当年 10月份。为助力乡村振
兴，白溪河村瞄准游客休闲需求，
不断加强“花果白溪”特色化改
造，修建了骑游道、登山道、文化
小广场，同时对山坪塘、卵子塘等
小景点进行维修改造，形成了集
农业发展、观光旅游为一体的产
业链。另外，还积极引进各类优质
水果品种，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
道，延伸产业链，村民借机办起了
农家乐，开起了商店等，不断拓宽
增收致富渠道。

擦亮“苔子茶”名片
推动北川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总投资 5亿元 明年 5月对外开放

荷兰知名儿童品牌主题农场
落地双流空港花田

绵竹市汉旺镇白溪河村：
千亩枇杷迎丰收
村民致富甜心头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
生态养殖产业旺 水绿鱼肥迎丰收

□张俊王韬詹磊本报记者魏彪文 /图

近日，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
俯瞰空山镇中坝村在森林中发展
的魔芋、紫苑产业，与青山、民居
构成了一幅优美的乡村产业振兴
生态画卷。

据了解，中坝村是该县海拔
最高的行政村，该村充分利用高
海拔、森林覆盖率高、植被覆盖良
好的优势，发展魔芋、紫苑等产
业，助推一二三产业结构优化，推
动农文旅融合，提高绿色资源效
益收入，让老百姓的荷包鼓起来，
不断为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赋能。 通讯员程聪摄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北川发布国家级茶树新品种

近日，北川发布了“苔子茶 1
号”新品种。

记者了解到，北川“苔子茶 1
号”是四川省绵阳市首个通过农业
农村部品种登记的国家级茶树品
种。该品种获得农业农村部品种登
记，意味着拿到了市场准入证，为北
川羌族自治县茶产业发展提供了种
源支持和科技支撑。

北川种茶历史悠久，在唐代即
属有名的茶区，至今已有 1300多年
的种茶制茶历史。北川茶叶产区地
处高山深谷地带，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昼夜温差大，茶叶具有香高、味
醇、耐泡、安全的优质特征。

据介绍，“苔子茶 1号”属于小
乔木，早生种，其内含物丰富、耐冲
泡，与一般茶叶相比，茶多酚、游离
氨基酸、咖啡碱含量较高，适宜制作
绿茶、红茶，并且加工绿茶和红茶均
品质优良。日前，在农业农村部发布

的第 742号公告中，北川“苔子茶 1
号”获国家级茶树新品种登记，成为
绵阳市第一个通过品种登记的国家
级茶树品种。这填补了北川苔子茶
群体种资源利用的空白，丰富了无
性系茶树良种资源，对带动北川茶
农增收、茶企增效和做大做强北川
苔子茶产业意义重大。
“苔子茶 1 号是利用原有的苔

子茶树，找到性状表现优良的进行
繁育。”精制川茶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主任唐茜表示，苔子茶 1号系单株
选择，系统选育而成，发芽期比一般
苔子茶群体品种早 10天以上，产量
也比较高。“目前我们还在繁育阶
段，一到两年后就可以扩大成规模
进行种植。”

全方位促进北川茶产业发展

据北川羌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杨晓坤介绍，北川被列为全
省 30个重点茶叶县之一，成功创建
省三星级茶叶生猪种养循环现代农

业园区。
近年来，北川围绕“茶产业、茶

科技、茶文化”，大力推动茶产业高
质量发展，实施茶产业链长制，完
善“园区 +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
“公司 + 基地 + 农户”等利益联结
机制，结合通航产业园区低空经济
带动茶产业新质生产，全方位促进
北川茶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
化发展。截至目前，全县建成茶叶
基地 9.2 万亩，现有加工营销企业
27 家，省级龙头企业 2 家，县市级
龙头企业 10 家，茶叶加工厂房面
积 6 万余平方米，茶叶加工产量
1650 余吨，茶叶年综合产值达
6.05亿元。
据介绍，北川依托川农大、省茶

研所等茶叶专家团队开展“北川苔
子茶”种植、加工、包装等质量体系
建设，建立茶叶博士工作站 2个，批
量试制高端茶产品“旗羌”，开展茶
叶技能人才茶艺师专题培训、茶叶
职业经理人培训等各类技术培训，
建立技能培训基地、非遗工坊等，培

育制茶、评茶与茶艺的高技能人才。
与此同时，北川持续推动茶产业与
文化、旅游、生态等领域的深度融
合，每年吸引 10 万余人次参与采
摘、制茶深度体验，全方位展示中国
古羌茶文化的独特魅力。《北川亲子
研学精品茶旅路线》入选全国茶乡
精品旅游路线。

2024 年，北川计划通过提质扩
面，改造提升茶园 0.5 万亩，全县
茶叶面积达到 9.5 万亩，培育链主
企业 1-2 家，茶叶加工产量 1650
吨，深度挖掘羌茶文化资源，预计
北川茶叶综合产值将突破 7.5 亿
元。下一步，北川将继续推动茶产
业融合发展，不断优化茶叶生产结
构，培育龙头企业，扩大品牌影响，
提升茶叶品质，在品牌打造、产业
提质、体系建设等方面不断完善标
准体系建设，将茶产业打造成为北
川的绿色生态产业、特色优势产
业、乡村振兴产业，助力北川经济
高质量发展。
（图片由北川县委宣传部提供）

□张延本报记者吕婕

近年来，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围绕省现
代农业“10+3”产业体系布局和市现代农业“6+10”产
业体系布局，将北川苔子茶确定为“五大产业链”之一，
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截至目前，北川 41
个茶产品获评“三品一标”认证，2023年茶产品先后在
国际茶叶博览会、中国斗茶大赛等顶尖大赛获金熊猫
奖、红茶金奖等 77个奖项。北川苔子茶复合栽培系统
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北川苔子茶”入选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