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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因境内有世界
茶文化圣山———蒙顶山而得名，因茶产业
而闻名，是世界有文字记载最早人工种茶
的地区，被誉为“世界茶文明发祥地、世界
茶文化发源地”。去年 8月，名山区获评四
川省第五批“天府旅游名县”。一年来，名
山区发生了哪些变化？近日，雅安市名山

区委书记余云峰接受了专访。
“一年来，名山以蒙顶山创建 5A

景区、百丈湖国际旅游度假区建设龙头
项目为引领，7 个重大文旅项目建设提
速推进，近一年已完成文旅项目投资
22.44 亿元，带动全域旅游品质提档升
级。据初步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区共接

待游客 370.46万人次，旅游产业综合收
入 29.5亿元，与 2023年同期相比分别
增长 14%、31%。”采访中，余云峰用一份
亮眼的成绩单总结了“天府旅游名县”这
块金字招牌给名山带来的变化。

文旅品牌更加响亮、产业动能更加
强劲、经济效益更加凸显。名山以蒙顶
山茶闻名，在茶旅融合方面名山探索出
不少质效并行的亮点措施。余云峰介
绍，近年来，名山实施茶文化遗产“理
论+实体”双保护，以“五茶文化”为内核
的蒙顶山茶文化系统获评中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完成全国唯一遗存的“茶马
互市”官衙茶马司遗址提升改造，举办
“故宫贡茶回蒙顶山”系列展览，蒙山茶
传统制作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此外，名山还打造出 150公里中国
至美茶园绿道，串联 7个茶乡组团、6条
旅游路线。建成 46家精品民宿、230余
家乡村旅游接待点，截至目前，民宿已累
计接待游客 50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约
1.9亿元。

未来名山将重点从哪些方面推动文
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余云峰从三方
面作了介绍。

一是深化以茶促旅。以中国至美茶
园绿道为主轴牵引，以“一山一湖”为核
心支撑，带动牛碾坪、月亮湖、清漪湖等
重点景观景点共同发力，形成多点突破、
全面开花的全域旅游态势。

二是深挖文化内核。坚持做好蒙顶
山茶文化这篇“大文章”，聚焦文化保护
和传承这条主线，通过精心举办“蒙顶山
茶文化旅游节”系列大型活动、研发系列
主题文创产品、实施系列保护利用项目
等诸多方式，加强文化内涵发掘和文旅
品牌推广，让“千秋蒙顶·中国名山”文旅
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持续攀升。

三是深耕业态融合。坚持“旅游+”融
合发展战略，提档升级特色街区、民宿露
营、游乐演艺、研学体验四大主业，培育
发展观光农业、智慧旅游等新业态，丰富
焕新“春采茶、夏纳凉、秋骑游、冬喝汤”
四季旅游活动，让更多、更新、更优的业
态成为吸引游客、促进消费的“流量密
码”。 沈仁平叶林文 /图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几年，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围绕特色产业
富民，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
禀赋，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目前，该
区已发展猕猴桃种植基地镇 11个，
建成猕猴桃产业园 7万余亩。

从猕猴桃的种苗繁育到种植与
采收，从一颗鲜果到果干、桃果汁再
到果酒……该区依托优良的猕猴桃
产业资源禀赋，不断做大做强猕猴
桃“绿色”产业链，念好了一颗猕猴
桃里的“富农经”。

标准化生产
龙头引领壮大发展规模

元坝镇紫云村是该区最早发展
猕猴桃产业的地区之一，“紫云猕猴
桃”至今已有 30年规模种植历史，
主要以红阳、翠玉、徐香、川猕等品
种为主。

最是秋日硕果丰。连日来，秋风
吹散了热浪滚滚，也吹熟了紫云村
300亩连片猕猴桃。漫山遍野的绿

果挂满了藤蔓，一团团一簇簇，丰收
在望的景象令人欣喜。

随着产业“延链补链强链”不断
推进，紫云村猕猴桃产业示范园已
初步形成了集种植、销售、加工于一
体的产业化发展格局。今年，全镇猕
猴桃预计挂果 1500 吨，产值可达
2000余万元。

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使得
“紫云猕猴桃”走向更远。

昭化区紧扣猕猴桃全产业链发
展关键环节，分设生产管理、精深加
工、营销推介 3支服务队，护航猕猴
桃产业全链条发展。
“为了推进猕猴桃标准化生产，

我们与省农科院园艺所共建专家工
作站，攻坚高抗性品种研发，培育猕
猴桃无病毒苗木花粉，在全区推广
避雨大棚种植和绿色防控技术。”昭
化区现代农业园区推进中心副主任
张梧介绍。
“紫云猕猴桃”在“标准化、产业

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过程中屡
获殊荣，凭实力出圈。如今，该产品

直供全国 20多个大中型城市，获得
中国猕猴桃行业中首个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先后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
标、全国绿色食品 A级认证……

截至今年，全区猕猴桃种植总
面积达 7万余亩，建成猕猴桃避雨
大棚 1.5 万余亩。从品种看，红心
猕猴桃 （红阳） 占种植面积的
93%；全区猕猴桃标准化种植示范
园高达 80%以上，良种普及率达
95%以上，绿色食品生产达到
100%。昭化区成功跻身全国猕猴
桃标准化示范区和全省红心猕猴
桃产业重点县。

科技赋能
传统农业走向智慧未来

19日，走进昭化区双凤现代农
业园区数据中心，只见几乎占据一
整面墙的综合信息平台正实时监控
着园区动态，园区业主则根据该平
台收集到的二氧化碳、墒情、空气温
度等直观数据对猕猴桃进行科学管

护，实现高效绿色种植。
数字化手段方便了村民生活，

也带来了农业生产方式的新变革。
依托大数据技术建立起的“数字农
场”，让这座省级五星级现代农业园
区的农业生产管理变得更轻松、更
智慧。
“我们配建了红外线检测及冷

链分选的万吨猕猴桃采后处理中
心、猕猴桃基地库及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示范基地，每年吸纳务工 150
多人、人均年收入超 0.8 万元。”昭
化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亮介绍。

智慧农业改变了传统农业靠天
吃饭的模式，依托物联网等新技术，
让农业生产管理更高质高效，为产
业振兴“锦上添花”。
“全靠园区的现代化种植技术

支撑，让我少走了弯路。”业主孙和
平在双凤现代农业园区有 800亩的
果林，主要种植红阳猕猴桃等水果。
在科学技术的加持下，猕猴桃产值
一年高过一年。

近几年，昭化区按照“园区带

动、科技支撑、主体培育、品牌打
造”思路，着力推进产业延链升级，
建成万亩科技示范园 2 个、8000
亩新技术推广示范园 2 个、100 亩
无病毒花粉园 1个、以猕猴桃为主
导产业的市级以上现代农业园区
5个。

拉长产业链
果香芬芳铺就助农增收路

“我发展的猕猴桃有 10 亩，产
量连年增加，昨年产值就已经突破
了 7万元。”元坝镇紫云村村民胡
守贵是当地具有代表性的种植大
户之一，发展猕猴桃产业已多年，
产业的高效益早已改变了一家人
的生活。

昭化区猕猴桃产业作为增收致
富的“金蛋蛋”“钱串串”，在助农增
收上，屡出实招。

位于昭化镇朝阳村的 200平方
米农特色产品展示展销中心，柜台
上用猕猴桃制成的深加工产品一应

俱全。产品协同效应不断提升，先后
吸引“沃尔玛”“810”等连锁超市和
零售经营主体发展起“订单农业”。

放眼全区，投产园产量突破 3
万吨。除了销售鲜果，还通过精深加
工，制成了果脯、果酒、果饮等 30多
种猕猴桃产品，拉长了产业链条，提
高了猕猴桃产业的综合效益。

全区从事猕猴桃生产和销售的
企业有天垠、润和城邦、慧兴、朕玮、
智富、港丰、鸿瑞、昌恒等 20余家，
组建紫云猕猴桃行业协会 1 个，培
育猕猴桃专业合作社 57家、家庭农
场 200余家。
小小猕猴桃，拓宽乡村“增收

路”。全区 1万多名农民走上了猕猴
桃产业发展之路，年人均增收超
3500元。

一望田园千里秀，无边果蔬四
时新。如今，昭化区正在深耕猕猴桃
产业，融合传统农耕文化，将其打造
成集绿色采摘、种苗培育、观光休
闲、研学拓展为一体的特色产业，努
力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把“红心”日子过成诗 把“甜猕”岁月酿成酒
———广元市昭化区 7万余亩猕猴桃迎来丰收

□王菲菲本报记者魏彪

以茶促旅 做好蒙顶山茶文化“大文章”

初秋时节，四川省华蓥市禄市镇凉水井村在
紫薇花点缀下，恰似一幅恢宏绚丽的锦绣画卷。

近日，禄市镇在凉水井、姚家塝、六水沟等村
利用撂荒地、山坡地发展起来的 2000余亩紫薇花
相继绽放，灼灼其华的花儿把乡村点缀得分外和
美。

特约记者邱海鹰摄

8月 19日，四川省巴中市南
江县红光镇玉堂村高标准农田中
泛黄的水稻陆续成熟，丰收在望。
从空中俯瞰，黄绿相间的梯田层
层叠叠，与道路、沟渠、民居、青山
等构成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

特约记者肖定怀摄

田园泛秋韵
水稻迎丰收

紫薇花开乡村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指出，以高质量发展为目
标强化粮食生产能力建
设，高质量提升粮食安全
保障能力，成为粮食安全
领域发展新方向。今年以
来，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
依托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
粱研究所植保中心的技术
支持，在新中镇桂花村和
白河村试点种植了节水抗
旱稻，为探索农业节水增
效新路径、保障粮食安全
迈出了坚实步伐。

8月 19日，走进新中
镇桂花村 200亩节水抗旱
稻试验示范基地，只见绿
油油的稻苗在微风中轻轻
摇曳，长势极为喜人。目
前，节水抗旱稻已进入孕
穗至抽穗的关键生长期，
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粱研
究所的栽培团队正穿梭于
稻田间，细致观察并记录
着节水抗旱稻的生长情
况。
“节水抗旱稻是一种

兼具水稻和旱稻特性的新
型栽培稻，具有极强的耐
旱性和适应性，能在水源
不足的条件下保持稳定的
产量，同时显著减少灌溉
用水和化肥农药的使用
量，有助于降低农业面源
污染，减少甲烷排放，保护
生态环境。”四川省农科院
水稻高粱研究所植物保护
研究中心副主任郭晓艺
说。

据悉，节水抗旱稻试
验示范基地由四川美丰的
全资子公司———四川美能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流转土
地建立，今年 5月中旬首
次试点种植，现生长态势
良好，为节水抗旱稻在丘
陵乡镇的推广提供了有力
的实践依据。

郭晓艺表示，通过这
次试点种植，能够全面深
入地了解节水抗旱稻在丘
陵乡镇的适应性和丰产
性，并找到提高丘陵乡镇
水稻产量和效益的有效途
径。希望这一绿色农业技
术在更大范围内得到逐步
推广和广泛应用，为我国
的农业绿色发展、乡村振
兴及粮食安全作出更加显
著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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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强本报记者李鹏飞文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