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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徐竞瑜何晓容本报记者魏彪文 /图

为喜迎新春佳节，丰富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营造欢乐祥和、喜庆热烈
的节日氛围，近段时间，四川省德阳
市罗江区陆续开展了“蛇舞新春 情
满万安”2025 百姓村晚、“德邻一家
亲 美好零距离”———万佛村邀您回
家吃团圆饭等活动，为辖内居民带来
一场场丰富的文化盛宴。

万安镇举办“蛇舞新春
情满万安”2025百姓村晚活动

近日，万安镇在八景苑广场举办
“蛇舞新春 情满万安”2025 百姓村
晚系列活动，吸引超 4000余名群众
参加活动。

在“春联送福”主题活动中，10
余名罗江区文联、区书画家协会的会
员通过写对联、画福字等方式，描绘
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和对百姓的新春
祝福。现场书写春联等 300余副，受
到群众热烈欢迎。

在“百姓村晚”文艺汇演活动中，
歌曲、川剧、小品、诗歌朗诵、舞蹈等 10
余个节目轮番上演，将活动氛围一次
次推向高潮，现场掌声雷动，欢呼不
断。一曲《咱老百姓》唱出了老百姓的
心声，川剧《变脸》让大家感受到传统
文化的独特魅力，诗歌朗诵《守望万

安》唤起大家内心深处的万安情愫，小
品《保健品》寓教于乐地宣传了保健品
安全知识，团体舞《携手奋进新时代》
表达出对新时代的憧憬与热爱，以及
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趣味亲子运
动会、民俗套圈、有奖问答、反诈宣传
等活动，现场群众积极参与，气氛欢
乐祥和。
据悉，此次活动为群众打造出一

场百姓文化盛宴，充分展现了万安人
民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
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
浓厚的节日氛围。在新的一年里，万
安镇将继续致力于为群众提供更多
优质的文化服务，不断提升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千人同吃坝坝宴
热热闹闹迎新年

品年味，看表演，耍闹热……近
日，白马关镇万佛村共富农事服务中
心广场上，一场以“德邻一家亲 美好
零距离”———万佛村邀您回家吃团圆
饭为主题的千人坝坝宴在村民和各
界代表的欢声笑语中热闹开席，220
桌宴席坐得满满当当。

上午 10时，万佛村共富农事服

务中心广场上响起欢快的音乐，开场
舞蹈表演《报新年》立刻吸引了大家。
歌曲、舞蹈、川剧变脸、古筝演奏……
一个个精彩又接地气的表演，赢得了
台下热烈的掌声。

餐桌上，金面子、传统烧白、糯米
糖饭……各种特色美食陆续登场。在
这里，亲情、友情、热情互相“烹煮”，
散发着浓浓年味，客人们共同举杯，
共享新春欢乐。
“这个活动办得非常好！大家都

是万佛村的村民，在一起吃席过节，
摆龙门阵，看表演，很热闹！”村民刘
善明今年已经是 75岁高龄，“人岁数
越大越喜欢热闹，看到热闹的活动心
里就很高兴。”
“看到大家吃得开心，看得满意，

玩得开心，我们的辛苦就没白费。”万

佛村党委书记金利琼表示，“近年来，
白马关镇万佛村深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大力发展集体经济，通过整合
土地资源、引进特色产业、提升农业
附加值等措施，实现了‘自己干’‘合
作干’到‘创新干’的巨大转变，人均
纯收入由 2019年的 1.8万元增长至
2024年的 2.6万元，村级集体经济收
入由 2019年的 50万元增长至 2024
年的 380万元。不仅带动了村民增收
致富，也为村级集体经济注入了强大
动力。”

此次活动是由罗江区白马关镇
万佛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罗江区
万佛邻里乡亲互助会、爱心人士们共
同出资举办，通过农村坝坝宴的形
式，将村民聚集在一起，让村民们感
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集体的力量。

近年来，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坚持“生态
康养旅游名县”品牌定位，依托得天独厚的红
色文化和生态旅游资源禀赋，充分发挥区位优
势，全力打好“生态牌”，走活“旅游路”，倾力打
造生态旅游康养名县，加快推进苍溪县文旅康
养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两天，苍溪县黄猫垭镇高台村迎来了一
波“旅游热”，不少来自汉中、乐山等地的游客
走进乡间，感受农家与城市不一样的风光。
“这里的森林覆盖度非常高，生态环境很

优美。这里的红色底蕴非常浓厚，我们感受到
了深厚的红色文化。”游客郭剑英说。

近年来，当地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以
黄猫垭战斗遗址为中心，改造提升了境内 10
多处革命遗址旧址，推出红色旅游与生态旅
游、民俗旅游、乡村旅游等深度融合的线路，成
功打造为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首批
红色美丽村庄。2024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 54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8300余万元。

在游客孙永兴看来，黄猫垭镇的村落规划
很有序，休闲设施非常齐全。他和几位好友在
此品地道美食，住特色民宿，空气也很新鲜，整
个人都沉浸放松在田园风光之中。

苍溪县黄猫垭镇高台村副主任李春艳表
示，景区带来了人气，也为当地老百姓带来了
发展机遇，“大家有开小卖部的，有卖农特产品
的，还有办民宿的，受益村民 400多户，户均增
收 1500元左右。”

红色美丽村庄的旅游效益日趋显现，而
绿色生态村庄正在加速建设。作为临河而兴
的小乡村，浙水乡山水村便瞄准了滨河生态
优势，以沿河滩涂、岛屿为核心，打造了生态
康养、休闲娱乐、农文旅融合等 12 个特色乡
村旅游项目。
“运营后可同时接待乡村旅游住宿 80余

人，研学、垂钓、露营等 600余人。”四川苍溪文
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山水村农文旅项目
负责人吴杨介绍。

项目建设“加速跑”，引燃文旅新引擎。
沿着陵江镇和浙水乡交界处的沙溪浩逆流
而上，在上游 3 公里外的漂流驿站施工处，
这两天，挖掘机、推土机来回穿梭，工人们正
在垒砌堡坎、浇筑混凝土，进行外墙装饰作
业，为漂流驿站打造方便群众出行的人行园
路基础设施。

据悉，苍溪扑船山森林公园项目（一期）所
在地，水资源丰富，景色优美，主要建设长达 3
公里左右的“沙溪浩漂流”。该项目总投资
4680余万元，其建设内容及规模为服务中心 2
处约 1300 平方米，车行道和步行道约 2700
米，拦水坝 5座，玻璃滑道 560米，桥梁 1处，
广场及停车场约 7000平方米，漂流航行道约
2200米，及配套绿化工程，建成后休闲娱乐自
成一体。

该项目于 2023年 11月开工建设，目前已
完成项目总体的 90%，拦水坝、漂流驿站、人行
园路、景观桥、玻璃滑道等 9个项目陆续收尾，
河道段漂流预计于 6月正式对外营业。

苍溪还全面推行“旅游+”融合发展模式，
以打造“好运苍溪不夜城”为例，总投资约 2.2
亿元，加快发展体验游、康养游等“不夜城”旅
游新业态，以“文”化城，推进旅游与文化、农业
等产业全领域融合发展，不断推动文化旅游产
品提档升级。
“目前，已完成总投资 70%。在定位上，好

运湾不夜城整体以‘嘉陵江文化主题’为主线，
依托苍阆南一体化发展格局，打造集文旅产
业、文化演艺和夜间经济消费于一体的城中之
城，全面助推苍溪的夜经济和文旅融合发展。
项目首批交付，预计今年 5月完成。建成后，将
带动 300个就业岗位。”四川苍泰置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董杰说道。

2024年，苍溪县多措并举，加大资源招
引，做强文旅品牌。狠抓苍溪县天九现代农业
园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区）、鳌鱼山度假
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等项目建设，吸引社会资
本投资近 10 亿元。积极向上争取专项资金
580万元，建设 6个乡镇全民健身中心、2个
“口袋”体育公园、9个乡镇多功能运动场。进
一步深化业态融合，培育文创演艺、旅游产品
购物等文旅业态，现有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2
家。用活节会营销，大力对外推介苍溪文旅资
源和文旅发展成果。强化服务体系建设，全县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31个乡镇综合文化站以
及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免费开放率
100%。全年不断呈上丰盛文化“大餐”，所指导
的群众文艺团队在“全国健身秧歌舞（鼓）大赛
（四川·广元站）”荣获“一等奖”。在推动全县文
旅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有效提升了群众的
文化获得感。

苍溪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党
组书记、局长莫冬明表示，新的一年，将继续
在文旅产业发展、文化保护传承、广电体育
惠民等方面不断发力，让文旅产业发展迈上
新台阶，取得新突破。

□肖蒙 本报记者王金虎文 /图 近日，在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中山
镇邹岗村柑桔新品种“阳光 1 号”桔柚
引种基地，经过四年多精心栽培，“阳光
1号”桔柚挂果并迎来首次收获。

在柑桔新品种“阳光 1 号”桔柚引
种基地，记者看到，一棵棵“阳光 1号”
桔柚树上缀满黄澄澄、沉甸甸的果实，
业主正组织村民采收果子。
“我们是郑老板请来采果的，每天

采果 2000斤左右，一天工资有 200多
块钱。”村民陈开国告诉记者。

据了解，“阳光 1号”桔柚是近年来
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以爱媛 28
为母本、春香为父本，选育出的柑桔新
品种。2020年，由业主方———“天生成”
农业有限公司在邹岗村丘陵地带栽种
1000余亩，今年是第一年挂果。

业主郑炳泽告诉记者：“新品种‘阳
光一号’桔柚，今年是第一年挂果。我们
请了八九十名工人，采摘已有一个多星

期。从今年的产量来看，平均 1 亩有
2000斤，估计明年产量会更高。”

据介绍，该桔柚采用无公害种植，
果实自然成熟，品质优良，吸引了不少
客商上门收购。
“我是通过朋友介绍到这个园子收购

的，这里的种植方式我很喜欢，特别是土
壤的团粒结构，就像我们小时候种菜一样
的。‘阳光 1号’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品
种，口感脆甜、果香味特别浓郁，而且没有
经过任何的早熟方法处理，我就把园子的
果子基本上都订下来了，并且在水果加工
厂里打包，然后发往广东跟山东两个地
区。”客商熊林介绍。

引种成功后，“阳光 1号”桔柚已成
为果农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郑炳泽说，“新品种‘阳光 1号’桔
柚第一年挂果、收获，市场反响很好，供
不应求。按现行价格计算，预计每亩产
值 13000多元。”

“唤醒”土地展生机 激发乡村新动能
———成都市大邑县打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路径的创新实践

回眸 2024·奋进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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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入市路径
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自 2023年 3月以来，四川有 19
个县（市、区）进入全国深化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名单。大邑
县作为试点县之一，结合自身实际，
坚持边探索、边实践、边总结，审慎推
进试点工作，建立完善入市规则、路
径和机制等，在入市前、中、后全周期
流程中坚持“三个原则”、紧盯“三个
环节”、处理“三对关系”，畅通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路径。通过
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建成稻乡渔歌现
代农业产业园、南岸美村田园综合体
等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助力村集体经
济壮大和农民增收。

2023年，全县集体经济收入超
过 100万元的村（社区）达到 14 个；
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

比增长 6%，全县农村集体经济总收
入超过 7000万元。

创新入市举措
确保工作有力有序

为推进试点工作，大邑县坚持审
慎稳妥原则，严守土地所有制性质不
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
受损底线，摸清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底
数，做好土地入市规划布局，明确和
规范入市规则、制度，健全土地收益
分配和权益保障机制，推动试点工作
有力有序开展。

入市前坚持“三个原则”。坚决贯
彻本轮深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试点提出的“两项前置条件”“三项
负面清单”“两项重点机制”等工作要
求，结合实际细化制定《成都市大邑
县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试点工作具体推进方案》等，明确

试点工作中必须坚守的“三个原则”。
一是以规划为指引，中心城区城镇开
发边界内的土地不允许入市；二是以
产业为核心，单宗面积小于 1亩不利
于发展产业的或产业策划运营逻辑
不清的土地不允许入市；三是以耕地
保护为前提，无进出通道或建设使用
过程可能侵占永久基本农田的土地
不允许入市。

入市中紧盯“三个环节”。一是
入市决策环节，充分尊重村民和村
集体自主决策权，入市方案必须经
过村民集体决议同意，并引入公证
机构全程公证摄像，相关镇（街道）、
主管部门到场见证旁听，防止村民
“被代表”“被同意”。二是土地定价
环节，健全土地成本核算、土地价格
专业评估和政府定期更新基准地价
工作机制，入市土地定价按照不低
于成本价、评估价、基准地价的“三
不低”原则，由村集体组织议定。三
是合同签订环节，为避免供后监管
缺失，严格出让合同与监管合同签
订审查，项目业主交纳成交价款
20%作为履约保证金，按建设进度
分批次退还，倒逼项目业主按约动
工达产，避免产生闲置用地。

入市后处理“三对关系”。着眼长
期可持续发展要求，处理好国家、集
体、农民在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
的关系。一是做大收益“蛋糕”，本轮
基准地价更新平均上浮约 20% （从
最低 36.67 万元/亩涨至 47万元/亩，
平均达到国有商业用地基准地价的
90%），增加了国家、集体、农民在集
建用地入市中的可分配利益。二是合
理使用国家收益，制定《大邑县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

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县财政
按土地成交总价 20%固定比例征收
调节金，将其中的 90%专项用于乡村
基础设施，10%专项用于农户耕地保
护或林盘保护补贴。三是引导集体收
益合理分配，制定《大邑县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指导
意见》，引导将入市收益用于集体经
济组织壮大、乡村基础设施配套及村
容村貌治理，鼓励将不超过 40%的收
益，以现金或股权方式直接分配至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

盘活土地资源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据了解，试点工作进行两年来，
大邑县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试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一是
创新制定了《大邑县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等 13 项入
市政策制度，形成一批可供复制推广
的制度成果。二是充分激活了农村土
地资源要素，新入市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 32宗，亩均成交单价较试点前
提高约 16 万元，其中最高单价达
133万元/亩。三是培育了农业农村发
展新动能，依托入市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打造了一批乡村民宿等农商文
旅体融合项目，支撑农村产业高质量
发展，带动当地村集体经济壮大和村
民增收致富。

下一步，大邑县将继续总结经
验，加强政策宣传，拓宽试点范围，依
法依规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试点工作，为城乡融合发展和
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邹颖梁乐然

成都市大邑县围绕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和全国
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改革任务，聚焦入市全
周期全链条，创新形成“入市前坚持‘三个原则’”“入市中紧盯
‘三个环节’”“入市后处理‘三对关系’”的工作经验，打通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路径。

自 2023年以来，大邑县已探索形成《大邑县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等 13项入市政策制度成果，新入市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32宗 62.49亩，亩均成交单价较试点前提
高约 16万元，其中最高单价达 133万元 /亩，并依托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打造了一批农商文旅体融合项目，有力带动
当地村集体经济壮大和村民增收致富，助推了乡村振兴和城乡
融合发展。

眉山市洪雅县“阳光 1号”桔柚引种成功迎首次收获

“金果果”俏枝头 一派丰收好光景

德阳市罗江区一场场丰富的文化盛宴不断上演

“百姓村晚”为幸福生活再“加码”
□欧金林高明山本报记者李鹏飞文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