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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机声隆隆、农业生产热火
朝天、文旅市场不断升温……时下的蓬
安县，处处充满着生机与活力，高质量发
展的脚步声响彻嘉陵江畔。近年来，四川
省南充市蓬安县坚定“实施八大攻坚行
动、建设浪漫宜居繁荣的现代化蓬安”发
展思路不动摇，把大抓产业、大兴产业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用心用力提升产业
发展能级，不断增强县域经济造血功能，
一幅强县富民的美好画卷正徐徐展开。

智能机械臂挥舞
工业“破茧”闯新路

“实际 SPM、批次实际、班次实际
……”走进位于蓬安工业园区的四川博
萨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大型机
床生产线上的数字显示屏映入眼帘，每
一项指标的数据实时跳动更新。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公司集车身
设计、模具研发制造、车身和底盘组件、
冲压焊接等业务于一体，产品广泛运用
于国内一线汽车品牌生产企业，提质增
效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如今，企业
已形成模块化的自动化生产链。”

自动焊接生产线上，火花四溅，焊接
机器人挥舞着“长臂”，在生产线上不停
地忙碌。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一台
机器人能顶上四个高级焊工的工作效
率，且不受体能、经验等人为因素的影
响。相比传统焊接，焊缝更平稳、更美观，
具有更高的稳定性。”

踏入旺达饲料厂区，智能机械手臂
精准而迅速地堆放着一袋袋饲料，随后
叉车高效地将它们运往成品区域。“原本
车间需要 25人，现在仅 7个人就能完成
全部工作。”现场工人介绍说。

该企业建立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产业学院，拥有发明专利 10项、实用新
型专利 24项。并采用目前国内外最先进
的饲料成套加工设备，实现从饲料进料、
配比、磨粉、混合、出料到装袋的生产过
程全自动化。据悉，“旺达饲料”主要产品
为生猪、禽类饲料，设计产能为年生产饲
料 50万吨。

大抓创新才有希望。南充佳美食品
工业有限公司持续实施技改扩能，目前
拥有水果浓缩汁、水果罐头、果皮烘干等
13条生产线，年加工能力从 8万吨提升
至 30万吨，实现 10余种水果全品类加
工。目前，产品远销海外。

工业兴则经济兴，工业强则发展强。
近两年，蓬安大力实施“工业大跨越”攻
坚行动，推动蓬安工业呈现出新的发展
之势。去年，全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工业
用电量、工业投资、技改投资四项指标增
速全市第一；今年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
值、制造业投资等主要指标增速居全市

前列。
“蓬安将抓住机遇抢占工业发展新

赛道，密切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
展趋势，努力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抢得
先机。”蓬安县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接下
来，该县将统筹发展传统产业、新兴产
业、未来产业，持续推动数字产业、农产
品加工、能源产业、机械汽配主导产业加
快发展成势。

同时，为吸引更多企业入驻，蓬安县
将积极开展招商引资行动，利用以商招
商、沿链招商等手段，持续强化主导产业
的产业链建设。同时，加快园区建设步
伐，推进标准化厂房建设，完善园区内的
产业综合体、人才公寓、停车场等配套设
施，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此外，蓬安县还将加大企业培育力
度，大力实施“1510”梯次培育计划、小微
企业“升规”培育计划、重点企业“创新”
培育计划等，加大企业“智改数转”“技改
扩能”支持力度，力争培育更多创新型企
业和“专精特新”企业。

科技赋能
智慧农业结硕果

近日，蓬安县 2024年油菜品种展示
评价、稻水象甲防控及柑橘病虫害防控
技术现场培训会在该县睦坝镇现代粮油
产业园如期举行，各乡镇（街道）农业服
务中心负责人、乡村植保员及部分种子
经销商、柑橘种植大户参加培训。

现场会上，与会人员先后来到油菜
品种展示、稻水象甲防控及水稻带药移
栽、植保无人机喷洒农药等农事活动现
场，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负责人适
时进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并根据现场
互动提问，就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防
控、农药减量控害、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及农药使用量调查等相关工作提出建设
性意见。
“今天的现场展示和培训，让我收获

很多，不仅提升了种植技术，也学到了解
决农事问题的实用技能。”参加现场培训
会的徐家镇种植大户赵青明表示，将把
此次培训会上学到的知识带回去，用于
实际生产当中。

在随后的柑橘病虫害防控技术培训
会上，来自四川省农科院的农技专家围
绕橘园农药的科学使用技术、柑橘夏季
田间管理关键技术、柑橘园农药药害现
状及解决对策三个方面作了专题培训，
案例详实，讲解生动，大家纷纷表示收获
颇丰。

如果说开展实用农业技术培训是夯
实农业发展之基，那么党员干部进稻田
抢抓农时助生产则体现出干群一心保粮
仓的决心和信心。

眼下正是水稻移栽好时节，连日来，
蓬安县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户抢抓农
时忙插秧的劳动场景，田野间同时也活
动着一抹抹鲜艳的“红马甲”。
“村里招引了 5家种粮大户，流转土

地 1300余亩，为解决农忙时节劳动力短
缺的问题，我们组建了一支 20多人的党
员志愿服务队，帮助种粮大户移栽秧
苗。”平头乡沙坝村党支部书记李跃军
说，除了种植大户，村里还有个别农户因
劳动力不足，不能及时插秧，党员干部也
会协助解决，让党旗飘扬在田坎上。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蓬安县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4 年，蓬
安县计划完成粮油播种面积 120.4 万
亩，实现粮油总产量 38.37万吨以上，其
中，大春粮油播种面积 75.9万亩、总产
量 27.57万吨以上。

近年来，蓬安县全面落实“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以耕地保护为立足
点，以科技进步为着力点，不断夯实粮食
安全根基，建成省市星级农业园区 5个，
主要农作物机械化率 73.6%，拥有农产
品加工企业 30余家。

作为农业大县，接下来，蓬安将深入
实施“乡村大振兴”攻坚行动，以“六个全
域”为抓手，全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全域推进绿色农业发展、全域推进农业
机械化、全域推进农业产加销一体化、全
域推广羊角嘴村发展模式、全域推进和
美乡村建设，加快建成南充乃至四川特
色农业的重要基地。

擦亮文旅名片
蓬安文化活起来

一场小雨过后，位于嘉陵江畔的蓬
安县相如故城显得格外安静，湿湿凉凉
的青石板路，古色古香的建筑物，极具民

族特色的店铺，让这个早已闻名的旅游
景区“神采奕奕”。

2021年，相如故城开城迎客，相继
举办了“我们的节日·七夕”“凤求凰浪漫
夜游”“司马相如诞辰纪念”等多场文旅
活动，用“展陈+演绎”的方式，还原汉代
的武气、文气、烟火气，让游客沉浸式体
验大辞赋家司马相如生活的时代。
“五一”期间，景区推出相如故城“凤

求凰”夜游活动，传统民俗表演、沉浸式
体验、5D光影秀等多种形式接连呈现，
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往体验游玩。“蓬
安是一个自然风光优美、历史文化厚重
的地方，每次来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来
自巴中的游客袁程武说。

蓬安拥有一江、一城、一人的文旅资
源。一江，就是嘉陵江最柔美的身段，并演
绎出世界生态奇观“百牛渡江”；一城，即
相如故城，蓬安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一
人，即辞宗赋圣、蜀学开创者司马相如。

如何把文旅资源转化为发展优
势，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文旅活力？近年
来，蓬安以重大文旅项目、文旅活动为
抓手，加快发展文化旅游产业，致力打
造全国知名的山水人文旅游目的地。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的
发展思路，推进景区提质、文旅提能、
消费提档，2023 年，蓬安接待游客 920
万人次。
“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要充分发

挥文旅优势，深入实施‘文旅大火爆’
攻坚行动。”蓬安县相关负责人说，下
一步，蓬安将深入实施“文旅大火爆”
攻坚行动，以组团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
景区为引领，重点提升“百牛渡江”、相
如故城、周子古镇三大核心景区品质
内涵，不断擦亮“赋圣故里·浪漫蓬安”
文旅名片，加快建成南充文旅发展的
重要支撑。

南充市蓬安县：
全方位锻造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硬核力量”

第十三届四川国际茶业博览会在成都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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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走进四川省广元市朝
天区李家镇永乐村晓山青民宿，独特
的川北民居风格建筑格外引人注目，
白墙青瓦、青石板、木栅栏等设计让
人眼前一亮，不少游客在办理入住间
隙拿着手机打卡拍照。该民宿是朝天
区曾家山特色系列民宿之一。

近年来，朝天区立足生态优势，
围绕康养主题，将民宿产业作为拉动
经济消费的新引擎，以“民宿垣旅游”
带动全域旅游健康发展，不仅为游客
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体验和休闲
度假的新选择，还助推了乡村经济增
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民宿以生态、休闲、度假、

养生为主题，推出疗休养、亲子研学
体验等不同种类的产品。近段时间，
已经有许多游客打电话预订七、八月
份的客房。”晓山青民宿负责人介绍，
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房间爆满。

为了提升游客体验，朝天区坚
持多元化发展，全力打造风格各异
的特色民宿，构建“民宿+餐饮”“民
宿+研学”“民宿+文化”“民宿+森林
康养”“民宿+医疗健康”等新业态
综合体的“民宿+”体系，为游客提
供更多选择。

目前，朝天区打造了云顶美宿、
晓山青、畔云简舍等一批特色鲜明、
配套完善、服务优质的中高端民宿，
文化氛围浓郁，不仅是民宿，也是网
红打卡点，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
培育了地龙坝、滑石沟等农家乐集
群，重点面向重庆、西安、兰州等老年
市场群体，以夏季一个月以上长期租
住为主，让游客享受曾家山清凉气
候，体验田园休闲生活。

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该区还
打造了林家坝山庄、林海雪苑、镜
湖山庄等一批特色森林民宿，配套
森林拓展、森林瑜伽、森林露营、森
林步道等体验产品，建成曾家山慢
运动疗养基地，配套曾家中药养生
馆、曾家养生苑民宿、门球中心、
318 房车营地等业态产品，推出中
医理疗、汤池、按摩、养生膳食等中
医药疗养产品。
“旅游住宿业是旅游业的重要支

柱，也是提高旅游服务质量的关键领
域。”朝天区文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说，
朝天区制定出台了《朝天区促进旅游
民宿高质量发展的奖励扶持办法》，
对当地居民新建、改扩建民宿，民宿
村落打造、民宿品牌创建、民宿专业
人才、民宿企业上限入库等，分别给
予不同额度的奖励，全面激发民宿产
业发展活力。

目前，朝天区新（改）建民宿、酒
店、农家乐 460家，共计 1300余家，
总床位数突破 20000张。通过“民宿+
旅游”的发展模式，朝天区不仅丰富
了游客的体验，也为当地经济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展现了全域旅游的
巨大潜力和魅力。

□刘旭本报记者魏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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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9日，以“茶源天府·共享未来”为主
题的第十三届四川国际茶业博览会（以下简
称：茶博会）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开幕。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祝春秀出席
并致辞，副省长胡云出席并宣布开幕。

开幕式上进行了第三批“四川最具影响
力茶叶单品”授牌仪式、“川行天下·川茶出
海”启动仪式以及系列区域合作、购销合作签
约仪式；后续还将举办“同心帮扶·茶香四海”
重点帮扶县域川茶产销对接专项活动、首届
全国绿茶产区发展大会等。

据悉，茶博会已连续成功举办 12届，现
已发展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春季茶展，集中展
示了来自全国多地的茶文化、茶科技、茶旅
游等领域上万种新产品、新业态，为四川乃
至全国茶界搭建起一个开放合作、共赢共享
的交流平台。本届茶博会设置了达州主题
馆、川茶品牌馆、川渝合作馆、全国名茶馆、
境外交流馆、产业融合馆等主题馆以及全国
供销名茶展区、茶包装机械展区等特色展
区，共有 18 个国家和地区、全国 20 余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参展。其中，全国共 66个
产茶县（市、区）参展，创历届新高。

四川省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蔡
邦银出席开幕式并参加“川行天下·川茶出
海”启动仪式，四川省供销社党组副书记、监
事会主任肖小余出席开幕式。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茶博会首次设置“供
销茶业专区”，展览面积 1200平方米。四川省
供销社主管的四川省茶叶流通协会是本届茶
博会主办单位之一，设置的“供销合作专区”，
旨在为省内外供销茶产业的供应商和采购商
提供直接交流、洽谈合作的平台，进一步推动
供销社系统茶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与发展。

开幕式结束后，祝春秀、胡云等领导来到
“供销茶业专区”巡馆，并对供销社近年来助
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给予了高度赞赏。

据了解，“供销茶业专区”共有来自重庆、
湖南、福建、浙江、广东、新疆、陕西、江苏、云
南、贵州、山东、湖北、河南、海南 14个省份的
供销社，以及省内 21个市（州）供销社所属共
计 78家茶企参展，集中展示来自全国各地供
销社的优质好茶，让更多消费者认识并爱上
“供销社的茶”，推动供销社系统茶产业转型
升级和提质增效，共同擦亮“供销社的茶”这
一亮丽名片。

第十三届四川国际茶业博览会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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