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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柏林沟去避暑！”盛夏的
柏林湖湿地公园飞鸟翔集，游人成
群。古树、古街、古镇、古庙、古楼宇
……静思湖畔多宿眠，来自各地的
旅游爱好者在这里修身又修心，“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景从画中走
出。

近年来，广元市昭化区柏林沟
镇围绕全区“1456”发展战略、锚定
“文旅名镇”建设目标，以“浪漫爱情
古镇·秀美水乡湿地”为发展定位，
推动“文化+”“旅游+”多点开花，开
创了景区旅游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景区勤练“内外功”
好体验赢得“回头客”

“凉爽、舒适、清幽，是记忆里的
乡愁，在这样的季节里来了就不想
走。”现在人们更加注重旅游体验和
品质，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柏林
古镇已成为许多游客自驾游、短途
游的首选。

景区的服务质量是“硬件”与
“软件”的综合载体。柏林古镇景区
建设既在“硬件”上下功夫，也在“软
件”上写好文章。

为激励餐饮、民宿、农家乐、购
物店、旅游综合体等业态全面发展，
当地出台了《柏林沟镇关于加快推
进旅游服务业发展的六条措施》，引
领全镇涉旅商家向品质化、多元化、
功能化抱团发展，实现镇域每处商
家都是游客咨询服务台。

“与此同时，我们还狠抓环境卫
生大整治，对场镇主干道、湿地公
园、步游道、背街小巷、住宿餐饮商
家及其他环卫作业区域进行‘地毯
式’精细清理。”柏林沟镇景区管理
办负责人郑成红介绍，特别是景区
入口停车场、农贸市场、老街、岚桥
广场等重点区域，环境卫生整治必
须做到不留死角。
名气重要，品质更重要。柏林沟

镇投资 2000 余万元高位推进景区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智慧停车场、景
区牌坊、沿线彩化美化等一批项目的
建成让景区质量上新台阶，沿湖旅游
步道、小微景观节点等项目的打造也
给游客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感。
柏林湖水上游线、岚湖爱情时

光步道、传统夯土古镇老街、生态静
美樱花谷……一步一景，目不暇接。
如今，一湖清水出、两岸青山绕的
“柏林”俨然成为一张“金名片”。

“干净、卫生，吃、住、玩都行！景
区服务也很完善，这是我们第二次
来了。要不是有事要办，真想多待一
天！”此番短途游，市民李灵枫有些
意犹未尽。
好口碑的背后，是柏林沟镇多

年来致力于提升景区质量的不懈努
力。除了在“硬件上”发力，该镇还持
续强化景区文明规范建设等“软实
力”，先后开展市场规范经营、岗位
服务礼仪、服务技能理论培训 1000
余人次，组织培育本土导游 7人。

当下，说起柏林沟镇，不少游客

给它贴的标签是“一个去了还想去
第二次的地方”“一个充满乡愁与回
忆的‘老家’”……

产业集群释放乘数效应
景村融合点亮乡村振兴路

趁着假日，走进柏林沟镇长岭
村百余亩沃土生态产业园，一株株
蓝莓树俏生生地站着，一颗颗圆润
饱满的“蓝胖子”，有的隐匿叶间、有
的傲立枝头，清香味儿引人垂涎。

依托景区建设，乡村产业实现
集群发展。古镇景区沿线蓝莓、猕猴
桃、脆桃、脆李等小水果资源被激
活，村与村、村与景有效“串联”起
来，释放“一业兴、百业旺”的乘数效
应。

念兹在兹，该镇以“赏水、戏水、
乐水”为核心做好水上文章，增添水
上游乐设施，配套建设功能完备的
水上游乐停泊驿站，延伸水域游玩
链条，形成农文旅融合旅游环线，推
动旅游发展的同时赋能乡村振兴。
“我们会定期举办樱花旅游文

化节、有机蓝莓采摘季、钓鱼抓鱼
节、新春庙会、长街宴等季节性网红
文旅活动，以节为媒、以节会友，不
断聚集景区人气，提升市场吸附
力。”柏林沟镇党委书记韩林江介
绍，赏樱系列活动已累计接待游客
50余万人次、创收 1100余万元，蓝
莓销售额突破 50万元。

以旅兴农，带动一大批村民居
家创业就业，同时带火了特色小吃、
农特产品，壮大了农家乐、民宿等乡
村经济，“乡愁”成功转化为致富动
力。

增添古镇灯光秀、儿童乐园、山
地越野等一批极具吸引力的项目，
围绕旅游景区星级标准，打造一批
高品质的精品住宿和品牌餐饮，让
乡村旅游多点开花。

东沿八里湾、西拓岚黎寺、北至
樱花谷、南游马蹄滩……现如今的
柏林沟镇景村融合，好似行走在中
国画里的“笔墨乡愁”。

好风景变好丰景
文旅融出新活力

第六届四川省文明镇、乡村文

化振兴市级样板镇、乡村文化振兴
省级样板镇、省级新时代文明实践
示范站……翻开柏林沟镇文旅发展
“履历”，成效显而易见。探寻柏林沟
镇文化根脉，需着眼于该镇以文为
笔、以旅为墨勾勒出的“蝶变图”。

柏林古镇自西汉兴市，迄今已
有 1900 多年历史，是古蜀道分支
利（州）阆（中）道上的重要驿站。
川剧“岚桥祭水”“岚桥相会”演绎
的魏公子与兰小姐“化锦双飞”的
凄婉爱情故事经过千年岁月的流
转，现在听来依然荡气回肠。因其
动人心弦的爱情故事，吸引了不少
游客慕名而来，留下寻爱之旅的浪
漫足迹。

近几年，昭化区积极融入嘉陵
江文化旅游产业联盟，擦亮大蜀道
文化旅游发展联盟金字招牌。下马
看花，以柏林古镇爱情故事为主线，
打造了岚湖爱情时光步道、五岚亭
台、樱花谷等文化小品和景点景观，
多年来蜚声区内外，早已成为婚纱
摄影、情侣约会的打卡地……一系
列美景美色让“浪漫爱情古镇·秀美
水乡湿地”定位更加具象。

传统村落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宝贵“基因库”。鉴于传统村
落蕴含的深厚文化价值，柏林沟镇
不断加强对向阳村的保护和活化利
用，这座古村落才得以“守住根，焕
新生”。

汗水的浇灌下，果实挂满枝头。
向阳村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向阳村、双龙村入选首批四川省
传统村落名录，传统曲艺金钱棍成
功申报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阶段，我们持续深挖川北民

居、国家湿地、红色文化、广元窑等
文旅资源，主推窑文化、湿地科普、
夯土建筑、非遗文化、邮驿文化等精
品研学线路，推进‘旅游+研学’深度
融合，致力打造川北片区研学游品
牌典范。”韩林江说。

延伸文化触角，为旅游加码。该
镇围绕文旅资源，主推泥塑文化、金
钱棍唱跳、红色历史等精品研学线
路 4条。全年景区接待游客 54.3万
人、创造旅游综合收入 3.24亿元。

千古灵秀柏林湖，乡愁浓似水
中天。斗转星移间，柏林古镇以自己
最美的姿态在山水间翩翩绽放。

蜿蜒的透水道路盘旋在树荫之间，一座座海绵型
公园美若油画；芦溪河河畔的垂柳带来阵阵清凉，一
条条海绵型水系呈现“水清鱼欢”“人和景美”的和谐
景象；海绵化建设的小区，“颜值”上升、功能提升，大
雨不积水、小雨不湿鞋，优美宜居的环境赢得了居民
称赞……

海绵城市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以有效缓解城
市内涝、降低城市径流污染负荷、节约水资源、保护并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自广安市入
选“十四五”全国第二批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示范城市以来，广安市前锋区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全力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让城市有“韧性”、会“呼吸”，倾力
打造“蓝绿交织、水润前锋”的海绵城市样板。

让城市像海绵一样“会呼吸”

海绵城市也被称为“会呼吸的城市”，就是让城市
像海绵一样具有良好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
净水，需要时再将存蓄的水释放出来并加以利用。作
为一种新的城市发展理念，海绵城市突破了传统“以
排为主”的雨水管理模式，通过“渗、滞、蓄、净、用、排”
等多种手段，实现城市良性水循环，提升城市安全韧
性，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海绵型城市建设可以将雨水这一资源充分利

用。”前锋区住建局工作人员介绍，不论是屋面雨水、
道路雨水，还是绿地雨水，海绵城市建设中要做的就
是将其尽可能多地收集、净化，努力减少雨水排放量。

该区高度重视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
范工作，建立健全海绵城市建设工作体系，依照《广安
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进行建设。在此基础上，将
海绵城市建设指标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
划、防洪规划、排水防涝规划、地下空间规划等相关规
划控制要求。在加强项目设计和施工管理的前提下，
施工环节中海绵城市建设项目严格按图施工，确保雨
水收水、汇水连续顺畅。此外，前锋区住建局工作人员
还深入项目现场，督促各项目单位在项目建设中按照
规定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保障海绵城市建设顺利
推进。

不仅要在现有项目上“+海绵”，更要注重在新建
项目上推行“海绵+”。按照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前锋区
将海绵城市建设的刚性控制指标落实到海绵公园、海
绵广场、海绵道路、海绵区等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
建设环节，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建设自然渗透、自然积存、自然净化的水网城
市海绵建设示范典型。

从河流水系到公园绿地、干道街巷，前锋区以海
绵城市建设为笔，生动描绘出“生态美区”的底色。“海
绵城市”已经从一个陌生的词语，渐渐融入前锋建设
发展的方方面面，悄然改变着市民生活：芦溪河水系
连通工程通过打造绿色、环境优美、可参与性强的生
态化河岸和水路管网，助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前锋
区玉堂北路的道路改造建设工程，设计理念与海绵城
市建设理念相契合，将路面排水系统与周边麒麟湖进
行管网互通联动，较好地解决了道路积水内涝、绿化
率低和面源污染严重的问题。

让百姓生活更有品质

海绵城市建设，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
市发展。如今，海绵城市建设的理念已经深度融入了
城市有机更新建设过程中。一个产城融合、宜业宜居
的现代化前锋正在拔节生长。

夏木葱茏，前锋区体育运动公园成为市民纳凉散
步的好去处，行走在公园内，原来大片大片的裸地被
分解成一块块“小海绵”，下凹式绿地栽植的草木郁郁
葱葱，两侧的绿化带高低起伏、蜿蜒曲折。

占地面积约 150亩的前锋区体育运动公园紧邻
铁路，以绿色、自然的姿态出现在大众视野中。该项目
以“打造会呼吸的运动公园”为指导理念，因地制宜设
置灰绿结合的海绵设施———雨水花园、植草沟、透水
铺装等，净化雨水。通过渗、排一体管道系统，将收集
到的雨水用于绿化喷洒、喷泉和驿站景观补水，同时
协同城市管网及河道水系削减峰值流量，降低市政管
网压力。“在探索海绵城市建设过程当中，我们依托前
锋工业园区企业完善海绵材料生产链条，将透水砖、
植草砖、盲渗管等材料的外购转化为前锋企业自主生
产，拉动了前锋鑫通、前锋宏图等企业年产值翻番。”
前锋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说。据了解，大批前锋造“海
绵产品”畅销川渝，其中四项产品设计已获得国家知
识产权局专利受理通知书。

海绵城市到底好不好，片区周边的居民最有发言
权。“雨天走在彩色透水铺装的小区里，鞋子都不会
湿，雨中漫步的体验很不错。”在家住大佛寺街道阳光
雅居小区的居民郭鹏眼里，小区进行海绵化改造后不
仅环境变好了，道路还会“喝水”，下大雨时路面没有
积水，甚至是“瞬干模式”。海绵城市项目完工后，大佛
寺片区雨天积水内涝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缓解。

从示范项目到重点片区，前锋区在城市建设中深
入推进“+海绵”举措。截至目前，该区已安排海绵项目
48个。2023年，改造老旧小区 18个，更新城市老旧管
网 52公里；2024年，计划改造老旧小区 6个。
“把海绵理念融入城市建设全过程、各领域，全域

推进海绵示范城市建设工作，让市民群众享受到实实
在在的生态福祉。”前锋区住建局城建股副股长邓明
东介绍说。如今，随着一个个公园绿地加快建设，城市
生态系统得到改善，生态环境进一步提升，“推窗见
绿、开门入园”正在成为前锋市民的生活新常态。

沈仁平谭云华丁彦博文 /图

“报告指挥部，我们已到达现
场，根据监测情况，正在组织受威胁
的群众进行转移……”近日，在位于
江油市西屏镇荣华村的绵阳市
2024 年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演练现
场，多台大型机械设备正驶向“受
灾”区域，营救被困人员。
“大家赶紧向有应急转移路线

标志的安全区域转移……”一阵急

促的鸣锣声打破了乡村的静谧。演
练模拟西屏镇荣华村一处崩塌隐患
点遭遇强降雨，危岩体可能大面积
垮塌，群众被困，同时遭遇电力中
断、通讯中断、道路阻断等“险情”。
“险情”发生后，指挥部各成员

单位和当地政府各司其职，用最短
时间组织崩塌危险区内的 28 名群
众安全撤离，实施防灾减灾避让。

演练模拟了预警信息的发布与
接收、发现险情与临时处置、市级会
商与支援、响应终止与点评等流程，
开展了险情调查监测、应急抢险、群
众转移、交通治安管理、医疗卫生、
后勤物资保障等演练。

演练结束后，在西屏镇召开了绵
阳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推进会，真正
将地灾防治推向一线。会议指出，当前

正值汛期，雨水频繁，土质松软，地质
灾害风险显著增大，各地要密切关注
雨情汛情，加强监测预警、巡查排查，
立足各种极端情况，提升应急指挥、处
置能力，压紧压实责任，强化督导检
查；各地要发扬地灾“早撤快跑”的成
功避险经验，加强预警预报，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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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化改造后的大佛寺街道镇政府家属院

广元市昭化区：

柏林湖畔景色秀青山碧水鸣乡愁

绵阳举行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演练

近日，在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镇正子村的荷塘里，荷花竞相绽放，蜜蜂在荷花间飞舞。
入夏以来，田家镇正子村近 100亩荷塘的荷花次第开放，娇艳欲滴，芳香四溢。蜜蜂、蜻蜓在荷花中飞舞，为夏日田园增添了几分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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