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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沧桑巨变“全域凉山”书写奇迹

从“前有荒滩，后有荒山，有女不嫁峡口湾”的“穷窝村”到豪言打
造攀西康养旅游第一村，力争2023年实现年产值3.5亿元，这个村寨的
豪气和底气缘何而来？

10月 29日，在凉山州建州 70周年之际，由凉山州委宣传部、四川
经济日报社联合举办的全国经济媒体暨四川省报纸副刊凉山采风活
动一行走进位于大凉山深处的冕宁县复兴镇建设村，探寻其豪气和底
气，感受其发展巨变。

汽车驶入建设村，“创天府旅游名县，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红
色标语格外显眼。马路两边，一边是一大片碧波粼粼的鱼塘，另一边，
一个现代风格的建筑群正加紧建设，目前初具雏形。一条崭新的木质
栈道从马路边一直延伸到鱼塘对岸。采风嘉宾们一下车，第一件事就
是沿着栈道走上一圈，感受这座村寨的山水乡愁与发展生机。

“这个鱼塘叫‘幸福鱼塘’，去年投放了50多万尾鱼苗，上市后预计
增加产值500万元。建筑群则是以田园牧歌度假酒店为主的田园牧歌
综合体，村民占股80%，村集体占股20%，明年投入使用后，将成为村里
又一大经济增长点。”村文书朱小虎说，近年来，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
建设村随着冕宁县“旅游+”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推动农文旅融合叠
加发力，不断提高发展能力，在新项目“大干快上”的同时，全村加快发
展特色农业项目，已建成优质果蔬大棚3800亩，2022年农业特色产业
收入突破1.5亿元。

朱小虎介绍说，过去的建设村，群众思想保守，生产结构单一，道
路泥泞狭窄，住房一半都是茅草房，全村没有一栋楼房。而现在的建设
村，已呈现出“花争艳果飘香，开小车住楼房，有女争嫁建设郎”的新气
象，先后荣获“国家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庄”“四川省首批乡村振兴示范
村”“全省集体经济十强村”“四川百强名村”“国家 3A级旅游景区”等
称号，预计今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达到4万元以上。

“这样的农民人均收入应该算是富足的水平了，你们是如何做到
的呢？”嘉宾们问道。

“做好四篇文章，盘活资源促产村融合。”朱小虎说，在2020年“两
项改革”中，如今的建设村由原复兴镇建设村与林里乡丰收村合并而
成，两个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 1.2万元以上，是典型的强弱合并，其
发展的关键在于资源的整合。

一是盘活撂荒地、集体建设用地、河滩地，发展果蔬，建成田园牧
歌度假酒店，发展集观光、采摘、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生态旅游业，预计

2023年旅游业年收入将达3000万元以上。
二是将合并后闲置的村委会活动室等改建为农特产品仓储室等租

赁给企业经营；将水电路房屋等资产作为抵押用于银行贷款，发展设施
农业和乡村旅游，预计2022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将达到500万元以上。

三是整合闲置资金，动员村民自愿入股合作社，投资电站、砂石加
工场，入股成立田园牧歌旅游公司等。

四是突出党建引领，将年轻党员吸收进村集体班子和村集体经济
组织，引进农业职业经理人、经纪人，回引返乡创业就业大学生、退伍
军人，扶持培养乡村工匠、“田秀才”“土专家”等。

未来，建设村将在凉山州委、州政府的指导下，冕宁县委、县政府
的规划布局下，稳步推进乡村振兴，以“七大板块”将红色文化、农耕文
化、水文化有机融入该村的山、水、田、林、路，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攀
西康养旅游第一村。

“以前总是在新闻里听到凉山脱贫攻坚的动人故事，没想到通过
此次采风活动，竟然能在大山深处亲眼看到建设村这样年产值过亿元
的村庄，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凉山农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其发展模式
值得更多地方借鉴学习。”江西日报首席记者郑荣林说道。

巍峨雄城，琼楼玉宇,光影变幻下飞阁流丹。10月27日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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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一行走进建昌古城，一睹明清时期军事要塞、商贸重镇的历史风华，感受西昌这座六
百余载历史古城的蝶变“重生”与新时代“城长”的脉动。

在建昌古城，嘉宾们了解到这里是西昌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重要承载，是西昌民族
精神的重要寄托，更是历史留下的宝贵遗产。时间倒回至一年前，那时候的建昌古城城墙
遗址因为散乱，“淹没”在老城居民区中。至2021年下半年，西昌全面启动建昌古城保护更
新项目，整体性推进建昌古城复原打造，通过古建保护带动文旅商融合新业态，形成“上
有古城、下有邛海”的文旅新格局，为打造国际生态田园历史文化名城打下坚实基础。

“建昌古城是目前西昌保存最完整的古城遗迹，四川最大的木结构城市群落。古城
延续了明清时期以来‘扇形城郭、十字为轴、直街曲巷’的传统空间布局，以充分保护现
存遗址遗迹为核心，力争复原古城风貌，重塑城市肌理。”跟随西昌市文物管理所所长马
玉萍的步伐，嘉宾们穿过建平门，走过四牌楼，看翘角飞檐、廊亭台柱，与古城的一砖一
瓦共同见证自明代以来西昌发展的历史沉淀和文化底蕴。

据马玉萍介绍，建昌古城共有大通、安定、建平、宁远四门，东南角因屡遭东河水溢
之灾，几经培修，边角略成弧形，故有人把建昌城形容为“一把展开的折扇”。目前，古城
现存面积约130万平方米，大通、安定、建平城门三座尚存。本次建昌古城保护更新项目
就包括“三门二街一楼一墙一园一中心”（三门：建平门、安定门、大通门；二街：涌泉街、
十字大街；一楼：四牌楼；一墙：城墙二中段；一园：城墙遗址公园；一中心：游客中心）。

“我们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加强管理，合理利用’的文物保护方针，在最大程度保
留传统建筑的基础上进行修缮。如果已经损毁或者完全不能继续使用的，则尽可能在原址
上按照原有格局恢复旧观，力争让游客感受到建昌古城往昔的人文盛景。”马玉萍告诉记
者，目前，涌泉街一期项目已经结束，7处已完工的不可移动文物建筑分别开设了蜀绣、茶马
古道、唐卡等博物馆。针对符合条件的历史建筑，开设了建昌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

为了推进西昌文旅商有机融合，建昌古城利用原西昌铁工厂旧址，建设城墙遗址公
园，引入了言几又、稻鸿书院、千里走单骑民宿、角楼咖啡等国内知名品牌，在“国庆”试
营业期间，吸引游客29万余人次，旅游收入超3.48亿元。

“目前，建昌古城保护更新项目除有机更新项目非临街区域外，其余已全面建成。”
马玉萍说。

80多年前，冕宁县因刘伯承司令员和彝族果基家支首领果基约达（小叶丹）在彝海
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为红军顺利通过百里彝区以及此后的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赢得了宝贵时间，谱写了民族团结的壮丽诗篇。

80多年后，作为凉山州唯一的革命老区县，先后打造了红军长征纪念馆、彝海结盟
纪念馆、红色冕宁纪念馆、陈家大院纪念馆、红色文化草地公园等一个个红色文化旅游
景点，正演绎着新的时代传奇。

10月29日，在凉山州建州70周年之际，为突出展现凉山大地的巨大变化，全国经济
媒体暨四川省报纸副刊凉山采风活动一行深入一个个红色旅游景点，见证冕宁县如何
以红色传奇打造文旅新高地。

嘉宾们首站来到彝海结盟纪念馆。纪念馆内保存的彝海结盟时期的珍贵文物，以及
大刀、党旗、草鞋、步枪等一件件展品，让采风嘉宾们对红军长征路上“彝海结盟”的那段
故事肃然起敬。

从纪念馆出来，嘉宾们沿着石阶来到彝海边当年“歃血为盟”的取水点，大家仿佛也
被带入到1935年5月，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的场景。

走进冕宁，嘉宾们不仅重温了这片土地上的红色历史，也见证了彝海结盟新的传奇。
在彝海结盟纪念馆几公里之外，曾经的贫困村“彝海村”已经变成了面貌一新的彝

海村结盟新寨。
这里，属于典型的高寒二半山区，曾是彝族聚居村落的贫困村。2016年，在中国人

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的对口援建下，依山而立、错落有致的 36栋民房、1栋幼儿园综
合体和 4栋彝家乐及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在美丽的彝海湖畔落成，这里被群众亲切地称
为“结盟新寨”。同时，在四川能投集团的支持下，彝海村被纳入彝海景区旅游开发总
体规划。

在彝海村村委会副主任毛金全的带领下，嘉宾们在房屋亮堂、家家小洋楼的新寨与
色彩灰暗、墙体破败的土屋旧址对比中，深刻感受到了村子发生的巨大变化，见证了新
时代的“彝海结盟”的传奇。

“近年来，村里大力发展花椒产业，如今种植规模已达 600亩，拓宽了群众增收渠
道。”毛金全说，“今年，我们又乘着乡村振兴的春风，投资3000多万元发展民宿，让百姓
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近年来，冕宁县委、县政府加快建设攀西地区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和安
宁河谷综合开发示范县，以红色旅游为引领，着眼全域旅游发展新方向，把旅游产业确
定为首位产业大力发展，已锁定了打造“凉山旅游新高地，四川旅游新地标”两大目标。
目前，冕宁投资建设了以彝海为核心、“彝海结盟”为灵魂，以结盟新寨、结盟泉、相望树、
相识湿地、彝海书屋、结盟井、小海子、红军湿地等为主要参观点的彝海景区，打造集党
性教育基地和民族团结教育基地为一体的红色旅游目的地，旅游业发展呈现增长态势，
旅游“首位产业”效益日渐凸显。

冕宁
以红色传奇打造凉山旅游新高地

本版稿件由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黄晓庆胡智 陈国盼 李霁玥乔薇 陈泽龙采写

冕宁县复兴镇建设村 加快打造攀西康养旅游第一村

西昌建昌古城
带你感知西昌蝶变“重生”与“城长”脉动

冕宁宏模优胜社区油橄榄基地
“绿橄榄”成为农民致富“金果”

连续7次荣获国内金奖，在全球最大规模的橄榄油竞赛上获得金
奖，一颗小小的绿橄榄，结出了农民致富的“金果实”。10月29日，全国
经济媒体暨四川省报纸副刊凉山采风活动一行来到冕宁宏模优胜社
区油橄榄基地，探寻元升集团“公司+科技+农户+基地”经营模式带动
冕宁百姓增收的“致富经”。

“油的颜色好清亮啊，还有淡淡的青苹果清香。”走进基地生产车
间，只见工人们将一颗颗嫩绿的油橄榄倒入先进的榨油机器，通过除
叶、清洗、粉碎、搅拌、固液分离等一系列工序后，鲜香的橄榄油被冷榨
出来。随后，嘉宾们还品尝了元升集团生产的生饮级橄榄油，以及他们
用橄榄油制作的饼干和冰激凌。

“我们结合本地气候特点，严格参照世界优质冷榨橄榄油果实采
摘标准，在果子颜色10%青色、70%黄色、20%紫色时采摘，当天手工采
摘的青黄色初熟橄榄鲜果在24个小时内压榨完成，生产出的橄榄油达
到了全球不到2%产量的生饮级别品质。”元升集团董事长林春福向嘉
宾们介绍说，基地生产的“Aoilio澳利欧”特级初榨橄榄油，从2015到
2021年，连续7次获得“中国（广州）国际食用油及橄榄油产业博览会
金奖”，2018年，更是获得全球最大规模橄榄油竞赛——洛杉矶特级初
榨橄榄油竞赛金奖和包装设计铜牌。

“为何选择冕宁发展油橄榄种植业？”嘉宾们提出疑问。林春福表
示，冕宁县地处安宁河谷中上段，因其气候因子和地中海最为相似，是
我国油橄榄生长的一级适生区。而且，冕宁县的油橄榄基地采果时间
是当年的9月份，生产的橄榄油是北半球最早、最新鲜的橄榄油，这为
橄榄油市场销售抢占了先机。

为此，2012年，林春福来到冕宁试种橄榄。经过11年的发展，当初
的600亩“试种果”如今已拓展成为25000亩的油橄榄庄园，成为东南
亚地区最大的油橄榄连片种植基地，种出了世界顶级的优质油橄榄。

林春福表示，随着油橄榄基地投产面积的逐年增大，元升集团还
打造了集产品深加工厂、油橄榄品种科普展示园、油橄榄文化展（销）
览馆等为一体的生产研发基地。

于冕宁县而言，林春福带来的是改善冕宁百姓生活的“致富果”。
“当初反对意见最大的村民，现在已成为油橄榄庄园最勤快的农

户之一。”宏模镇镇长王剑告诉记者，元升集团在当地流转了农户的土

地，除相关流转费及分成外，按照农民的劳力情况，优先保障其在基地
的工作量及劳务收入。如今，油橄榄产业发展年用工量达10万多人次，
已带动宏模、泸沽、河边、漫水湾镇6800多户农户实现增收。

目前，庄园的 25000 亩油橄榄挂果率仅 20%，当全部进入丰产期
后，预计年产值将达到5亿元。未来，冕宁县油橄榄产业计划扩展到10
万亩，对农户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

同时，瞄准油橄榄这颗“致富果”，冕宁县以油橄榄文化特色为主
体，将油橄榄基地建设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把园区周边山林、景观综
合规划利用，着力打造集观光体验、绿色生态旅游、休闲康养等于一体
的“产业园区型”森林小镇。其中，优胜村荣获全国首批国家森林乡村
称号。依托油橄榄现代林业园区打造的“油橄榄小镇景区”已于2020年
12月接受了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创建验收。

“油橄榄是一个朝阳产业，既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还能产生很好的
生态效益。”山西经济日报首席记者郝薇说，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这么大
规模的油橄榄园区，她对油橄榄产业的前景非常看好，相信未来会有
越来越多的人品尝到来自冕宁县的橄榄油。

采风团在油橄榄基地合影

建设村村干部向嘉宾们讲述村子的发展故事

10月24日-30日，在凉山州建州70周年之际，作为州庆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载体之一，由凉山州委宣传部、四川经济日报社主办的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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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嘉宾们以“实地调研+现场采访+互动交流”的形式，走进西昌建昌古城、冕宁红色文化
旅游景点、冕宁县复兴镇建设村、冕宁宏模优胜社区油橄榄基地等点位，丈量凉山土地，讲述凉山故事，传播凉山声音，深入探寻凉山历史之美、山川之美、文化之美。

安宁河畔的建设村期待更美好的未来（蒋志康 摄）

嘉宾们走进建昌古城

嘉宾们在彝海结盟纪念馆重温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