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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花海的绿心公园，鲜花烂漫；宽阔洁净的乡村公路，阡陌纵横；美丽富饶的乡村风景，如诗如画……阳春三月，记者走进乐山市市中
区的田野、山坡、村庄，只见到处洋溢着勃勃生机。在这片广袤的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处处跳动着乡村振兴的强劲“脉动”。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近年来，乐山市市中区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突出“农文旅”融合发展，绘就“乡
村振兴”美丽新画卷，努力建设“农文旅融合发展先行区”。

农业+旅游
拓展乡村振兴发展“路径”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天，万物复苏，春意盎然。
沿着宽敞洁净的柏油公路，来到市中区

平兴镇滑石村乐师附小实践基地“星空田
园”和白象谷“热带植物博览园”。几十名学
生在“星空田园”里除草、松土、施肥、播种，
体验劳动的艰辛与乐趣；在白象谷“热带植
物博览园”里，上百种热带植物、水果琳琅满
目，凤梨、木瓜、火龙果、杨桃、释迦果、无花
果……让人耳目一新。

近年来，为助力乡村振兴，平兴镇引进
“社会资本”，积极拓展“休闲农业+研学旅
游”发展新路径。

据介绍，作为以乡村振兴示范建设为重
点的田园综合体，“白象谷”项目占地6000余
亩，总投资30亿元。该项目集“产-学-研”于
一体，规划了热带植物博览园、科普研学区、
花山果海观光区、森林康养度假区、田园民
宿旅居区综合配套服务区等区域。这里既可
以进行多元化产品的引进、开发，也可以出
售苗木、水果，还可以旅游、观赏，并能够开
展研学、科普活动。截至目前，白象谷累计接
待游客已达到5万人次。

滑石村，通过平兴镇农旅融合产业环线
道路（一期）建设项目实施，将该村寨子香农
旅融合项目、金于农种养循环绿色生态园、
白象谷热带植物博览园等重点农旅融合项
目“串珠”成线，着力“产-学-研”于一体，推
动产业环线沿线各村一体联动、抱团发展，
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走进市中区牟子镇苏坪村的古儿坝，其

岷江江心岛山清水秀，岛上种植的上千亩四
季“香葱”一望无际，郁郁葱葱。

“岛上人均耕地面积达到2亩以上，光是
种植四季香葱，一年人均收入就能达到 4万
元，产品远销成都、西安、广州、上海等地。”
谈起“香葱”未来的发展，牟子镇党委书记简
川兵信心满满，这里种植的香葱上千亩，年
产值超2500万元。今年还将在岛上建设葱文
化博览园，打造香葱产业主题“第一岛”，目
前，已从外地引进香葱“观赏”品种。届时，岛
上将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打卡”。

近年来，为实施乡村振兴全面发展，牟
子镇充分利用“国企+村集体+农户”经济模
式，积极探索“观光农业+体验旅游”发展新
路径。

古儿坝地处平羌小三峡和岷东片区
连接点，自然风光得天独厚，平羌文化和
农耕文化底蕴深厚。“因地制宜，古儿坝岛
主打农旅融合的周末经济，建成休闲娱乐
度假胜地，吸引乐山及周边市民前来观
光、体验、游玩，将古儿坝旅游岛打造成为
嘉州乡村振兴‘网红旅游’打卡新地标。”
兴嘉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小岛现已
推出夜间烧烤、月亮湾、星空帐篷、音乐草
坪等项目，越野车竞技、水上运动、竞技钓
鱼、汽车影院、枫叶林等项目建设正在加
快推进。

近年来，乐山市市中区发展现代农业产
业的同时，大力实施“农业+旅游”，拓展乡村
振兴发展路径。依托农旅融合产业环线、岷
东现代生态农业产业环线、荔枝湾乡村旅游
产业环线“三大农业产业环线”，打造平兴镇
白象谷、古儿坝江心岛、悦来荔枝湾、平羌小
三峡、茅桥桃花沅等农业旅游景点，助力乡
村振兴全面发展。

文化+旅游
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底蕴”

走进水口镇龙窝村，满眼是金色油菜花
田。平整敞亮的村道上，三五成群的孩童迎
着春风，或放飞风筝、或嬉戏玩耍；离宋氏祠
堂的不远处，在繁花似锦的掩映下，几位写
生的学子架好画板，挥毫泼墨，或勾画古朴
的宋氏祠堂、或描绘满眼的春色；走进宋氏
祠堂，中式古典的建筑风格，青砖黛瓦、飞檐
翘角，宽敞的庭院、斑驳的廊道、古老的戏
楼，无不让人感受到百年祠堂悠久的文化历
史和昔日的风光。

宋氏祠堂距今有超过 400多年的历史，
是目前四川省唯一一座省级重点保护文物
的古代宗族祠堂。

龙窝村相关负责人表示，古韵祠堂现已
成为水口镇龙窝村乡村休闲游的文化“坐
标”。水口镇将围绕“宋氏祠堂”的保护利用与
特色村落保护开发利用结合起来，挖掘家族
史、家训、民俗风情、优秀人物故事等，不断完
善祠堂文化，并通过举办宗祠传统文化活动，
邀请书画家入祠堂开展家风主题文化创作，
聚力乡风文明，形成“敬祖宗、睦亲邻、尽孝
道、懂感恩”的和美风尚。

以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点”为契机，龙窝
村不仅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提升上下足
功夫，也在文化挖掘内涵提升方面作好文
章。成功举办了以“筑梦乡村振兴 回归诗画
田园”的首届农耕文化节，通过插秧比赛、图
文展示、农产品展销等系列活动，成为展现
民俗风情、农耕文化、乡村旅游的重要载体，
让村民和游客忆苦思甜、回归自然，让更多
的人在田野间看得见文化，记得住乡愁。

二月成片的樱花林傲然盛开；三月百亩
黄花风铃园灿烂绽放；四月千亩油菜花惊艳
呈现；五月蓝花楹如期而至；六月百亩葵园
向阳而生……水口镇结合自身优势和特点，
积极打造田园“花”文化，融入乡村旅游，促
进农民增收。2021年，黄花风铃园接待游客4
万余人次，带动农产品销售5万元，村集体实
现收益 2 万元；百亩向日葵园吸引游客 8 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益10万余元；举办首届“花
园水口 葵花向阳”摄影活动，以摄影热潮带
动乡村旅游热潮……

坚持“一季一色、一域一景”发展思路，
水口镇着力于挖掘文化元素，丰富文化底
蕴，大力弘扬宗祠民俗文化、家风民风文化、
农耕传统文化、乡村田园文化，取得了文旅
融合推进乡村振兴的亮丽成绩。

实施“文化+旅游”，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底
蕴”。2021年，苏稽镇举办首届嘉州美食节，苏
稽跷脚牛肉小镇线上线下的关注人数逾20万
人次，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悦来镇深
挖“文创+业态”，成功举办首届乐山国际自驾
游营地节，年吸引游客60余万人次；平兴镇成
功举办第一届临江鳝丝美食文化节……

不止如此，近年来，乐山市市中区依托“世
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乐山大佛，在大力打
造大佛文化旅游的同时，积极打造乡村文化旅
游，让村民吃上乡村旅游饭，助力乡村振兴。

融合发展绘新卷，乡村振兴正当时。
2022年，乐山市市中区聚焦乐山未来五

年发展“345”工作思路，锚定建设“农文旅融
合发展先行区”目标，大力实施“农文旅”融
合发展，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全力推动农业高质发展、乡
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全面开启市中
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征程。

乐山市市中区：“农文旅”融合“融”出乡村振兴新画卷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蒋培路2021年全省10个国家级经开区

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0.4%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廖振杰）3 月 29 日，四川省商
务厅组织召开四川省国家级经开区和国际（地区）合作园
区工作视频会议。记者从会上获悉，2021 年全省 10 个国家
级 经 开 区 实 现 规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9612.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0.4%。

此外，2021年10个国家级经开区财政收入854.8亿元，同
比下降 4.8%；税收 892.2 亿元，同比增长 5.3%；实现进出口
810.1亿元，同比增长 17.9%，总额全省占比约 8.5%；新批外商
投资企业 10家，同比下降 9.1%；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额 5.99亿
美元，同比增长23.75倍；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2.92亿美元，
同比增长约2倍。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张
诗若 鲍安华）3 月 29 日，四川省
组织开展应对突发事件能源保供
应急演练，副省长罗强参加演练
并讲话。

演练聚焦保民生、保重点、保
运行、保发展，采用桌面推演和合
成实战演练相结合的方式，模拟
某地突发自然灾害造成多地油、
气、电供应中断，通过设置的输配
电线路跳闸主网减供、天然气净
化装置受损发生泄漏、成品油运
输管线受阻、突发山火危及输配
电 4 个演练科目，全面展示应急
响应、应急处置、应急终止过程，
着力检验能源安全保供应急预案
的科学性、合理性、可操作性和有
效性。

演练科目完成后，罗强通过
视频随机抽查成都市、绵阳市、遂
宁市、南充市、眉山市等地演练开
展和能源应急保供准备情况。

总结会上，罗强指出，我省是
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和能源生产
消费大省，加之地形地貌复杂多
样，自然灾害高发频发，能源安全
保供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全省各
地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按照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增强忧
患意识和底线思维，把可能遇到
的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应
对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准备工
作做得更扎实一些，全面提高能
源保供应急处置能力。要坚定践
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对
照本次演练认真总结经验，查找
短板和不足，从监测发现、应急处
置、力量配备等方面不断完善能
源安全保供体制机制。要抓好能
源安全保供能力建设，进一步优
化指挥体系、完善工作流程、补齐
设施设备短板，强化业务培训，不
断提高应对和处置各类能源保供
突发事件的能力。要建立健全责
任体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地方
属地责任和行业管理责任，严格
责任追究，以能源安全保供的优
异成绩，为稳增长、保民生、保重
点提供坚实保障。

本次演练在省政府指挥中心
设主会场，在成都、绵阳、遂宁 3
市和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中石
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中石油四
川销售分公司设分会场，共有 25
个单位出动各类应急力量 500 余
人。

2021年四川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达4012.2亿元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李洋）3月 29日，四川省统计局
发布了2021年四川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情况。经初步
核算，2021 年四川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为 4012.2 亿
元，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7.5%，比上年提高0.7个
百分点。

记者注意到，从内部结构看，数字产品制造业和数字技术
应用业是四川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主体。

2021 年，数字产品制造业和数字技术应用业增加值
分别为 1505.0 亿元和 2112.9 亿元，占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 37.5%和 52.7%；数字产品服务业
和数字要素驱动业增加值分别为 76.1 亿元和 318.2 亿元，
占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 1.9%和
7.9%。数字技术应用业发展最快，增加值现价增速达到
30.8%。

值得一提的是，从地域分布看，四川省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主要集中在成都市及部分区域中心城市，成都市、绵阳
市、宜宾市、德阳市、南充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规模
依次居全省前五，合计占全省的 82.0%，其中成都市占全省
的 64.3%。

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 （记者 杨琦）机
具轰鸣、车辆穿梭、工人繁忙……3月 28日，
康定市第二中学建设工地现场一派热火朝
天。

“年初开工以来，我们以‘起步就冲刺，
开局要争先’的姿态，狠抓项目建设，严抓项
目台账，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的 90%，力争 5
至6月竣工，9月交付使用。”康定市政府相关
负责人介绍道。

康定市第二中学是浙江省杭州市萧山
区对口支援康定市的文化教育项目，也是康
定资金投入最高、建设规模最大、占地面积
最广、招生人数最多、规划设计最为长远的
新型学校。项目建成后，将改写康定城区无
市属高中的历史，更多农牧民家庭的子女能

够就读优质公办初高中。
2021年 6月，浙江省杭州市、金华市、台

州市开启对口支援甘孜州。援建项目在计划
下达时间较晚、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常态化等
不利因素影响下，两地积极组织、主动作为，
采取超常举措，仅用半年时间基本完成对口
支援年度计划任务，累计投入对口支援各项
资金 10.74 亿余元，推动实施对口支援项目
107个。

“为加快项目推进，早日竣工造福当地
群众，我们加强项目监督管控，实行‘三张
清单一张表’，牵引 107个对口支援项目‘加
速跑’，目前，已完成项目 58 个。”甘孜州对
口支援办副主任、州发改委副主任庄伟告
诉记者。

加强项目过程控制。去年，甘孜州发改
部门下发《关于尽快科学制定援建项目序
时进度计划的通知》，对全州 18 个县（市）
以及州级部门实行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
结果导向的项目管理方法，要求各单位制
定“三张清单一张表”（项目责任清单、目标
清单、考核清单和推进时间表），实行挂图
作战，全力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强化项目考核倒逼。甘孜州首次将对口
支援工作推进和完成情况纳入州级和县级
部门的年度综合目标考评，有效发挥考核指
挥棒倒逼督促效能。

严格项目督查整改。联合甘孜州委纪
检督察等部门开展现场督察，对重大项目
进行督导，以“发点球”方式对进度较慢县

（市）下达督察函，落实整改措施；并召开
对口支援项目调度推进会，通报项目进
度。

加强项目资金管理。浙江援甘工作队主
动与甘孜州人行、财政局对接协调，明确各
县（市）在国库开设帮扶协作账户，实现专户
到位，专账核算、专项审计，切实保障项目资
金安全。

据悉，今年，浙江对口支援甘孜工作将
聚焦教育、医疗、产业、数字甘孜、“三交”融
合等重点领域，通过压实责任主体，结合项
目特点，抓实项目前期，完备项目程序，在推
动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科学性、严肃性、积
极性、规范性、创造性”，从而确保项目高质
高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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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年产能超14亿罐

全国最大红牛饮料生产基地
在内江动工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段春秀 记者 毛
春燕）抓项目就是抓发展，抓大项目就是抓大
发展。3月29日，全省项目投资工作暨“十四五”
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推进现场会结束的第
二天，天丝集团红牛饮料（四川）生产基地项目
在内江经开区开工建设。据悉，这是全国最大
红牛饮料生产基地，年产能可达14.4亿罐。

红牛饮料源于泰国，品牌由天丝集团创
立。1993 年，天丝集团创始人在海南创立了
中国的第一个工厂——海南红牛饮料有限公
司。在内江投资建设的红牛饮料（四川）生产
基地，为泰国天丝集团在中国直接投资的第
二个工厂，更是其在中国落地的投资规模最
大、产品产线最多、现代化智能水平最高的外
商独资生产及西部营销项目。

天丝集团红牛饮料（四川）生产基地项目
位于内江经开区，项目总投资20亿元、占地400
亩，将新建5条红牛饮料产线及配套易拉罐包
装产线，设计年产能14.4亿罐，并在内江设立
红牛饮料西南营销总部。项目分三期建设，一
期预计在21个月内建成投产，主要为红牛维生
素风味饮料。项目二期、三期预计在60个月内
全面建成投产。满产后，年产值将达50亿元。

“天丝集团红牛饮料（四川）生产基地项
目建设，必将大幅提升内江食品饮料产业整
体实力和竞争力，有力带动产业更好更快发
展。”内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丹表示。

“三张清单一张表”
牵引“浙甘”107个项目建设“加速跑”

四川经济日报宜宾讯 （宋成均 张
倩 记者 侯云春 文/图）3月 29日，记者
从宜宾市长宁县农业农村局获悉，随着
天气转暖，该县4.8万亩“订单”高粱陆续
进入移栽期。

“一丈开箱，三路高粱，两路大豆，行
距 2尺，间距 8寸到 1尺，大豆、高粱带状
复合种植。”在梅白镇联合村，县农业部
门的技术人员正忙碌在村里的酿酒专用
粮基地，指导农户开展高粱小苗早栽。

据长宁县农业农村局农技站负责人
介绍，目前，全县已移栽种植了 5000 余
亩，其中漂浮育苗带土移栽种植 2000余
亩，直接播种3000余亩，由于部分土地种
植油菜，油菜收获 4 月中旬，预计 4 月中
下旬全面移栽结束。春大豆已播种30000
余亩。

为确保全年粮食生产稳定，县农业
部门定期对酿酒专用粮进行技术指导，
并延续漂浮育苗、工厂化育苗，小苗早
栽、宽窄行错窝栽培等技术，使酿酒专用
粮达到成活率高、产量高等效果，同时，
采用高粱套种大豆，增加土地收入。今
年，预计本地高粱亩产能达 300公斤，杂
交高粱亩产能达400公斤，大豆亩产能达
150公斤，平均亩产值在3400元以上。

近年来，为提高群众参与产业发展
积极性，长宁县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加大优质专用品种、新型肥料、
绿色防控等技术示范推广力度，实施酿
酒专用粮订单生产，通过提前确定销路，
保护价收购，确保农户种得出、有销路，

让农户种植无忧，促进农业产业的增质
提效。同时，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
兴，做深做实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通
过标准化、规模化、景观化的种植模式，
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力推进
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和乡村振兴。

农户移栽高粱苗

长宁：4.8万亩“订单”高粱全面进入移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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