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秘
一张值得递向世界的名片

作为一颗镶嵌在川滇两省交界处的“高原
明珠”，泸沽湖三分之一在云南，三分之二的湖
面和主要的景区景点均在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
境内。这里，有天赐的高原湖泊，更神秘的“东方
女儿国”。

“目光所及皆图画，步履所至尽仙源”。一句
诗，概括出泸沽湖天工开物的山水之美，也勾起
了采风活动嘉宾们无限的向往。

“哇，天蓝、水清、草海黄，油画般的世界。”
当日中午时分，辗转奔波数百公里，嘉宾们终于
与泸沽湖见面了。当车辆驶入四川泸沽湖景区
的大门，天蓝白云悠，阳光跌进温柔的湖，映得
草海一片金黄，在让人惊喜的美景中，嘉宾们开
启了此次泸沽湖调研探秘之旅。

自然生态和历史人文，成为大家关注的焦
点。

探寻自然生态，嘉宾们从细节入手。乘“猪
槽船”驶入湖心深处，湖水清澈见底，一朵朵白
色的海藻花随波舒展，慵懒的芦苇摇曳生姿，成
群的海鸥围着船飞翔。

绵阳日报采访中心副主任文宇说：“泸沽湖
的生态让人印象深刻，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里
体现得淋漓尽致，清亮的水没有一点腥味，让人
感觉掬一捧喝也很放心。”

调研自然生态，嘉宾们也着眼全局，走进赵
家湾，见证了一幅“青山远黛，近水含烟”的山水
诗画。

青山秀水之外，泸沽湖的历史文化更是引
人遐想联翩。其中，摩梭文化和“末代王妃”尤为
让众人津津乐道。

泸沽湖畔的四川省盐源县境内，世居着
8000多摩梭人，至今仍保持着“母系大家庭”和

“走婚”习俗，被专家学者称之为世界上唯一的
母系部落和人类社会“活化石”。

在探寻了解神秘的摩梭文化的行程中，嘉

宾们重点走访了摩梭博物馆和走婚桥。
在世界唯一的摩梭博物馆，嘉宾们认真了

解了摩梭族源之谜、香格里拉之谜、摩梭母系家
庭和走婚的起源、摩梭人的饮食、摩梭人的节
庆，以及象形文字等。

其中，最令嘉宾感兴趣的是神秘的“走婚”
习俗。

在走婚桥，嘉宾们亲身踏足长 300 多米的
木桥，在草海相拥的木桥上，感受“天下第一爱
情鹊桥”的浪漫风情。

而在王妃岛，嘉宾们还在博物馆中“经历”
了传奇女子雅安人氏肖淑明背井离乡远嫁左所
末代土司后跌宕起伏的一生。

亲身体验后，嘉宾们纷纷感慨泸沽湖的发
展让人过目难忘。

“凉山建州 70年，变化翻天覆地，从文旅角
度，非常注重生态保护，泸沽湖就是最好的例
子，几十年来，我来了泸沽湖数十次，但来多少
次都不会腻，因为它在不断‘成长’，每次都有新
体验。”作为凉山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四川省报
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凉山日报副总编辑何万
敏，见证了泸沽湖的发展，还把它写进了自己的

《凉山纪》一书中。
四川省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乐山日报

副总编辑陈宏杰则是第一次来泸沽湖，但他同
样被这里深深吸引：“这里的自然景观得天独
厚，而且结合独特的摩梭文化，走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生态发展、绿色发展之路，我认为四川泸
沽湖是一张值得递向世界的名片。希望继续加
强特色文化挖掘，加快交通建设，吸引更多世界
各地的游客。”

解码
一条生态立县的绿色发展之路

一路行来，嘉宾们感叹四川泸沽湖之美，更
感叹这份美丽背后的精心呵护。

“在这里看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美丽画
卷，我们能体会到当地政府守护开发这一方山

水的坚定决心和良苦用心。而且，从这里也看到
了凉山依托文旅产业走上了乡村振兴康庄大道
的生动实践。”调研四川泸沽湖后，山西经济日
报首席记者郝薇如是说。

“生态立县、产业强县、文化兴县。”当日，在
与嘉宾们的对话交流中，盐源县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周厚屺的话掷地有声。

周厚屺表示，近年来，在四川省委、省政府
和凉山州委、州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盐源县大力
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州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及环境保护的系列决策部
署，科学推进泸沽湖保护与发展，加强整治景区

“两违”，保护改善湖水水质，恢复核心景区风
貌，打造泸沽湖5A景区。

经过多年坚守和保护，四川泸沽湖自然生
态和摩梭传统村落基本没有受到破坏，国家和
省级传统村落 5个散落其间得以保存，母系大
家庭、阿夏婚姻等古韵犹存，泸沽湖亮海水质稳

定保持国家地表水Ⅰ类，7条入湖河（溪）流及1
个出水口水质均达到国家标准。泸沽湖核心景
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76%，景区空气质量全年保
持优良天数达到100%，是名副其实的西南地区
不可多得的“天然氧吧”。

通过近5年的努力，摩梭家园建设保护工作
进展顺利，景区管理服务水平全面改善，摩梭文
化得到有效保护与传承，游客和群众的满意度大
幅提升。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题写馆名的
摩梭博物馆、主要展示摩梭末代王妃肖淑明生平
与事迹的王妃府遗址博物馆、摩梭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习所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为前来观光的游
客又增添了一处别样的“风景”。

据了解，泸沽湖只是采风活动调研点位的
开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采风团还将走进盐源
县兴隆镇苹果现代园区、西昌市海南乡大石板
村、彝海结盟纪念馆等多地，以“实地调研+现
场采访+互动交流”的形式，感受凉山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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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四川省委、省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凉山州盐
源县高质量推进文旅产业发
展，泸沽湖正逐渐成为凉山州
乃至四川省的文旅产业新名
片。

10月26日，为展现凉山州
成立70年的历史性变化，由凉
山州委宣传部、四川经济日报
社联合举办，以“感恩奋进铸
就七十载辉煌·牢记嘱托书写
新时代华章”为主题的全国经
济媒体暨四川省报纸副刊凉
山采风活动走进盐源县泸沽
湖，解码凉山这张文旅新名片
的发展路径。

泸沽湖上的人与自然（叶敏 摄）

四川经济日报讯 10月 31日至 11月 3日，
以“三茶融合·绿色共享”为主题的第11届四川
国际茶业博览会将在成都举办。享有“中国绿茶
之都”美誉的乐山市作为本届大会主题市，首次
设置了面积达 3000 平方米的乐山专馆，以“峨
眉山茶·世界共享”为主题亮相茶博会，集中展
示峨眉山、犍为、夹江、沐川、马边等地特色茶叶
及竹叶青、峨眉雪芽等知名企业品牌，全面展示
乐山茶产业发展优势和悠久茶文化，进一步擦
亮“峨眉山茶”金字招牌，促进招商引资，向全国
茶业发展强市迈进。

据了解，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的乐山市，是
名优绿茶的适宜区域。通过持续聚力发展，茶产
业已成为该市优势明显、市场效益持续、农民收

益稳定的主导产业。近年来，乐山市围绕全省现
代农业“10+3”产业体系建设，紧扣“旅游兴市、
产业强市”发展主线，始终把加快精制川茶产业
发展作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提纲挈领、纲举
目张的重要抓手，推动了全市茶产业迈上农业
现代化发展之路。

2021 年，乐山市茶园总面积稳定在 139 万
亩，干毛茶总产量14.5万吨，干毛茶总产值85亿
元，茶产业综合实力位居全省第一。全市成功创
建省级茶叶重点县5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1个，省级五星级现代农业园区1个，入选中国茶
叶百强县2个，四川茶业十强县2个。峨眉山市成
功创建全省首个国家级现代农业（茶叶）园区。当
前，“峨眉山茶”已成功入选首批中欧地理标志协

定保护名录，品牌价值达41.76亿元。
在本届茶博会乐山主题市活动中，乐山馆共

设“序馆+区县馆+企业馆”3000平方米的布局。
序馆 400 平方米为综合展示区域，通过展台展
板、图片实物、视频音响及声光电科技手段凸显
乐山特色，展示优良生态环境、优势产业发展和
悠久茶史文化；在区县馆1800平方米中，五个茶
业重点县各360平方米，重点展示峨眉山高山绿
茶、犍为茉莉花茶、夹江出口绿茶、沐川紫茶、马
边彝茶等区县茶产业发展特色优势；企业馆800
平方米，“竹叶青”公司和“峨眉雪芽”公司各400
平方米，突出企业产品展示和品牌推广。

展会期间，乐山市人民政府和省农业农村
厅还将举办“高端绿茶高峰论坛暨峨眉山茶地

方标准发布”，并与中国茶叶研究所签订《“峨眉
山茶”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科技战略合作
协议》，颁发茶产业发展顾问和茶产业品牌顾问
聘书，共商“峨眉山茶”品牌打造，推动乐山茶产
业高质量发展之大计。

据悉，“十四五”期间，乐山市茶园面积将稳
定在 140万亩，干毛茶产量达 15.5万吨，打造现
代茶叶标准化基地 100 万亩，培育千万产值茶
企100家，实现毛茶产值110亿元，综合产值350
亿元。继续深化“全国高山绿茶产业核心区”“全
国名优绿茶发展核心区”建设，将“峨眉山茶”打
造为国内外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培育一批国内
外知名的企业品牌，为川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贡献新的力量。 （林立）

探寻凉山文旅新名片
四川泸沽湖的发展路径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黄晓庆 胡智 陈国盼 李霁玥

乐山：擦亮金字招牌 向全国茶业发展强市迈进

1—9月四川外贸整体平稳增长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鲍安华）据成都海

关统计，今年 1—9月，四川外贸进出口实现平稳
增长，进出口总值 7349.6 亿元，规模位列全国第
8，同比（下同）增长 9.8%，增速位列全国第 19。其
中，出口 4438.3 亿元，增长 13.6%，进口 2911.3 亿
元，增长4.5%。同期，全国进出口增长9.9%，其中，
出口增长13.8%；进口增长5.2%。

1—9月，四川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 2359.5
亿元，增长 48.3%，高于全省平均增速 38.5个百分
点，拉动同期四川外贸增长11.5个百分点，占同期
四川外贸进出口总值的（下同）32.1%，较上年同期
提升 8.3个百分点。以市场采购方式出口 173.9亿
元，增长118.8%。

1—9月，四川外贸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更加深
化，与四川进出口超过 1亿元的国家（地区）增加
至113个，较去年同期增加14个，贸易伙伴更加多
元化。其中，对新兴市场进出口增长较快，对东盟、
拉丁美洲和非洲分别进出口1380.7亿元、288.1亿
元 和 205.2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11.0% 、62.1% 和
122.3%。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2321.1亿
元，增长15.2%。

今年以来，四川民营企业发挥经营灵活度
高、市场适应性强的优势，迎难而上、攻坚克难，
外贸活力有效激发。1—9 月，四川民营企业进
出口 2391.4 亿元，增长 41.5%，高于全省外贸平
均增速 31.7 个百分点，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 7.3
个百分点至 32.5%。同期，四川有进出口实绩的
民营企业达 5807 家，较去年同期增加 702 家，民
营企业的快速增长进一步增强四川外贸内生动
力，提升四川外贸自主性，成为拉动四川外贸增
长的主要动能，1—9 月对四川外贸增长的贡献
率达 106.6%。

前三季度
南充地区生产总值1900.43亿元

四川经济日报南充讯 （记者 李国富）10月
27日，南充市统计局发布2022年前三季度主要经
济指标情况。根据市（州）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结果，2022 年前三季度，南充市地区生产总值
1900.43亿元，同比增长0.5%。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88.59 亿元，增长
3.5%；第二产业增加值 659.51亿元，下降 3.0%；第
三产业增加值852.33亿元，增长1.7%。

前三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
降 9.3%；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9.6%；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99.33亿元，同
比增长 2.5%，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消费品零
售总额 333.08亿元、增长 9.8%。分城乡看，城镇消
费品零售额 764.24 亿元、增长 2.4%，乡村消费品
零售额 335.09亿元、增长 2.6%。分消费形态看，餐
饮收入 192.61 亿元、增长 2.3%，商品零售收入
906.72亿元、增长2.5%。

采风嘉宾在摩梭博物馆合影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乔薇摄

前三季度中国吸收外资破万亿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 谢希瑶 潘

洁）商务部 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至 9月，
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037.6亿元人民币，按可
比口径同比增长15.6%（下同），折合1553亿美元，
同比增长18.9%。

从 行 业 看 ，服 务 业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金 额
7414.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7%。高技术产
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32.3%，其中高技术
制造业同比增长 48.6%，高技术服务业同比增
长 27.9%。

从来源地看，德国、韩国、日本、英国实际对华
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14.3%、90.7%、39.5%和 22.3%
（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

从区域分布看，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
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3.3%、34.8%和33%。

2022年5月起，根据新修订的《外商投资统计
调查制度》，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包含银行、证券、
保险领域的全口径数据，同比为不含上述领域的
可比口径。

中国贸促会：三季度中国市场对
外资依然保持较强吸引力

据新华社电 中国贸促会27日发布今年第三
季度外资营商环境调研报告。报告显示，三季度，
中国市场对外资依然保持较强吸引力，近八成外
资企业维持了现有生产业务规模。长三角和珠三
角地区是吸引外商投资的主要区域。

“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对中国营商环
境和宏观经济政策总体评价良好。”中国贸促会新
闻发言人孙晓在中国贸促会当天举行的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说，近九成外资企业对获取经营场所、市
场准入和纳税评价“较满意”以上；近九成外资企
业对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政策、《鼓励外商投资产
业目录》实施情况、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减税降费政
策满意度较高。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 1至 9月，全国实际使
用外资金额10037.6亿元人民币，按可比口径同比
增长15.6%。

全国经济媒体暨四川省报纸副刊凉山采风活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