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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脉络瞬间激活
松潘，坐拥岷山主峰与天府之源的川西北茶马古道交通

枢纽之地，自古以来即为川、甘、青三省商贸集散地，地处西
部旅游黄金路线的中心位置，有“高原古城”“川西北重镇”“边
陲重镇”“战略要冲”之称，还有着“天府源，古松潘”的美名。

川青铁路镇江关段至黄胜关段的开通，带来了松潘交
通格局的重大变革，极大地缩短了松潘与外界的时空距离。
人员和物资的流动更加便捷高效，为松潘县打开了通往外
界的快速通道。

“过去，从松潘回一趟成都，开车需要5个多小时。现在，
坐动车 2小时左右就能抵达。”常年在松潘工作的建筑工人
陈阳感慨，因交通不便，他曾三个月没有与家人团聚。“以后
再也不会有这样的经历。”陈阳如是说。

“新开通的铁路段内，除了既有车站镇江关站，还新建
设松潘站、黄龙九寨站和黄胜关站，4个站都在松潘境内，将
串起沿线的经济脉络，激活全县发展动力。”松潘县交通局
局长孙林表示。

2023年 11月 28日，川青铁路成都至镇江关段开通。松
潘县正式步入“动车经济”时代，开启了“动车+”的发展模
式。数据显示，自动车开通运行以来，川青铁路成都至镇江
关段共发送旅客27.62万人，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共发送旅
客1.03万人，运营情况呈现出稳健的增长态势，充分体现出
了铁路交通的便捷性，促进了本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目前，镇江关站点周边直接参与从事餐饮、住宿、零
售、客运等行业的群众就有 40余户，间接提供就业岗位 200
余个，极大地提高了本地特色农产品的销售量，人均收入也
得到了提升。”镇江关镇党委书记唐宁告诉记者，动车的开
通，不仅完善了松潘的综合交通网络，更为沿线村民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黄龙九寨站的设立，对于松潘乃至整个阿坝州的旅游
发展而言，无疑是一大利好。过去，成都到九寨沟车程约9—
10小时，川青铁路开通后，从成都东站坐动车约 2小时可达
黄龙九寨站。经“公铁换乘”后，将实现半小时到“黄龙”，一
小时到“九寨”。

铁路修到家门口，幸福歌声传四方。松潘县随着“铁公
机”立体综合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铁路、公路、机场立体交
通交织成网、四通八达，一个内畅外联、运行高效、安全便捷
的高原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正在加速形成，成为川甘青
交界地区独一无二的交通枢纽。

产业协同

农文旅迎来新机遇
铁路的贯通，不仅引客来，还铺就了一条产业路，助力

松潘“走出去”。
位于松潘县青云镇的四川青藏高原农畜产品加工集中

区（松潘高原农特产业加工园）过去一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

“园区紧邻川青铁路松潘站，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目前
园区内有各类企业 19家，主要从事中药材、牦牛食品、松潘
本地农业产品精深加工等。”松潘县镇江关生态产业园区管
委会副主任余强洋告诉记者，川青铁路开通到松潘以来，到
园区考察的客商也逐渐增多，今年园区已成功招引了5家企
业入驻。

“短短的 20天，我们公司一期生产项目就已建设完成，
目前正在进行生产设备的安装调试，预计9月份就能顺利投
产，实现年产值 2000万元。”四千米亚客（阿坝）食品有限公
司负责人彭大林指着正在建设的二期项目告诉记者，之所
以选择松潘，看中的是其区位和交通优势，川青铁路将势必
为公司的牦牛产品打开更广阔的市场。

“由于强劲的发展势头，松潘县正在积极发展现代物流
产业，在园区旁规划建设物流园区和配送中心，提高物流效
率，降低物流成本，让更多的‘松潘造’销往世界各地。”余强
洋表示，园区一定“筑好巢、引好凤、护好航”为更多的企业
入驻园区提供便利。

“川青铁路的开通对松潘乃至阿坝的文旅发展具有重
大意义。”松潘县文广体旅局局长车铃表示。面对动车带来
的机遇和挑战，松潘文旅将在多个方面下功夫，包括巩固旅
游基础、提升旅游资源配套、丰富旅游业态以及塑造旅游品
牌等。

“当前松潘已培育 17 个 A 级景区，在全省 183 个县
（市、区）里位列第一，实现了乡乡有景区。同时，松潘有
580 多家民宿，围绕酒店民宿培育工程，今年还新培育了
74 家民宿酒店。”在车铃看来，培育旅游景区、培育新业
态，就是要让旅客更深入地体验松潘不同的民俗文化、自
然风光。

“今年川青铁路的开通预计将吸引千万游客，松潘有信
心、有能力接待好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松潘县委书记王
世伟信心满满。在他看来，松潘将开启加速发展模式，为松
潘实现高质量发展带来难得机遇，社会主义现代化松潘建
设必将迈入快车道。

以路惠民

松潘步入新时代
“从黄龙九寨站出来，到我们村就只需要几分钟。”在松

潘县川主寺镇元坝子村党支部书记万生足的指引下，川青
铁路黄龙九寨站旁，记者看到了一个融合田园、牧歌、风情、
物产、民俗等多元主题的原真性藏寨。

这个距离黄龙九寨站不到 1公里距离的村落“精准”捕
捉到了“以路惠民、以路兴业、以路映景”这一发展机遇。“我
们引进外来投资超 4亿元，打造了‘梦回松州·遇见松潘’项
目，动车开通到黄龙九寨站以后，村民也能吃上‘旅游饭’。”
对于未来，万生足信心十足，“算上房屋出租、保底分红等，
村里一年固定收入预计可以达到180万元。”

走出“幸福藏寨”梦入“松州古城”。川青铁路带来八方游
客，与古城内藏、羌、回、汉多民族同胞一起感受千年松州文化。

随着夜幕降临，各式各样的花灯如繁星般点缀在古城
的每一个角落，将古城装扮得如梦似幻，吸引了来自四面八
方的游客。这些精心制作的花灯，不仅展示了松潘独特的民
俗文化，也融入了现代创意元素，让古老的传统艺术焕发出
新的光彩。

“我们专程来这里避暑，松潘古城晚上气温只有 15℃，
简直太凉爽了！”来自成都的游客余女士表示，川青铁路镇
江关至黄胜关段开通以后，明年夏天还会再来。

诚然，川青铁路镇江关段至黄胜关段的开通，为松潘县
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松潘
县委、县政府积极谋划，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充分发
挥铁路带来的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打造更多的旅游精品线路和特色旅游项目，吸引更多的游
客前来松潘旅游。另一方面，加大农牧业产业化扶持力度，
培育龙头企业，提高农牧业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同
时，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来投资，加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
合作，共同推动商贸业的繁荣发展。

川青铁路通松潘，开启发展新征程。交通建设的多样
化，不仅改变了老百姓的出行方式，也大幅提升了松潘县的
城市形象和吸引力，这条钢铁巨龙也必将承载着松潘人民
的梦想，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松潘县境内还将有三条高速公路
开工建设，补齐松潘县交通路网“毛细血管”，将更好地让

“快进慢游”变为现实，让游客更快到达旅游目的地，用更多
时间停下来感受川西北地区浓厚的民族文化。

（严易程 李洋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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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脉动”新乐章 千年“松州”绽新颜
8月30日，川青铁路镇江关段至黄胜

关段正式开通，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注定将
被阿坝州松潘县铭记。这条钢铁巨龙蜿蜒
而来，为这片古老而美丽的土地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开启了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崭新篇章。

从此，山不再高不可攀，路不再遥不可
及。

正在联调联试的动车

黄龙景区

松州古城门

鸟瞰松潘县城

动车穿梭在高山峡谷

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