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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报道

春和景明，人面桃花，乡村遍野，花香
浓郁。火热的“春日经济”奏响了乡村振
兴“进行曲”，“绿水青山”正变成更多“金
山银山”。

其中，地处四川盆地、载誉“天府之国”
的四川，更是谱写出了一曲以花为媒的乡
村振兴进行曲。

汶川 无忧花果山的故事

初春时节，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汶川县威州镇布瓦村的无忧花果山景
区游人众多，站在海拔2000余米的无忧花
果山观景台上，汶川县城和岷江大峡谷的秀
美景色一览无余，尽收眼底；布瓦黄土碉群
云遮雾绕，似在云彩之上，惬意而浪漫。

汶川县无忧花果山旅游景区为国家
3A级旅游景区。该景区依托汶川县大熊
猫家园的优越资源禀赋，以汶川甜樱桃为
主题，融合熊猫元素，打造凸显品牌化的产
业型景区，是集休闲接待、产业观光、农业
活动、产业形象展示于一体的现代化农旅
融合旅游景区。

行走在无忧花果山景区，一幅幅充分
融入甜樱桃等元素的墙绘作品，引得游客
纷纷驻足拍照。景区地处岷江大峡谷谷底
至高半山地带，常年日照充足、雨量充沛，
种植的甜樱桃、脆李子等特色水果果大、香
脆、味甜，深受消费者喜爱。

“近年来，布瓦村复垦荒地2000余亩，
大力发展有机农业，以甜樱桃、脆李子为主
的农产品年产量达425万公斤，产值达2400
万元，带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5 万
元。我们在园区开展景区化建设，大力发
展特色水果采摘游，促进一三产业融合发
展。2023年，入园采摘的游客达50万人次，
实现收入1.5亿元。”布瓦村相关负责人说。

围绕国家3A级旅游景区提质工作，无
忧花果山景区立足一三产业联动，融合发
展，不断优化景观配套设施，以“田网、路
网、水网”等建设为基础，以“公厕、污水、绿
化”等整治为重点，不断完善旅游设施。在
此过程中，该景区先后建设观景道路10公
里、观景平台1处、游步栈道1处；提升村容
村貌32户，美化村内公共区域1.5公里、栽
植花草 50余亩。景区周边以羌族文化元
素为点缀，打造了村民食堂、云上集市、揽
城观月、云李山居等特色民宿，形成以无忧
花果山为主，集休闲观光、康养度假、农事
体验、特产销售、民宿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
游休闲地。

汶川县每年常态化举办甜樱桃采摘
节，以“节”会友、以“樱”为媒，助力樱桃销
售，推动旅游产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汶川
甜樱桃品牌价值已达5.26亿元。该县还创
新采取“线上 5G引领+线下精准引流”的
团队营销模式，打破线下空间壁垒，通过媒
体、网红、抖音、电商平台渠道整合和资源
优化，定制特色采摘线路，仅 2023 年就通
过电商渠道销售甜樱桃 550余万公斤，实
现销售收入1.96亿元。

崇州 让城乡“双向奔赴”

和煦的阳光中，金黄色的油菜花与林
盘、民居相映成景，加上盛开的樱花、李花、
红梅花、樱桃花，遍布崇州“四山一水五分
田”的地域，一幅春意盎然的田园画卷正徐
徐展开……这，是成都人最熟悉的浪漫春
景，也是市民游客流连其中的盎然春光。

农村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吸引着四面

八方的“赏花客”纷至沓来，“赏花经济”也
迎来“春天”，乡村旅游热度持续提升。

近年来，崇州坚持用一朵朵小鲜花撬动
崇州乡村产业大发展，通过有机融合林业、
农田等要素，探索乡村生态资源价值转化路
径，催生出大批新场景、新业态，不仅让城里
的游客流连忘返，也让农民走上了致富奔康
的道路，推动了城乡的“双向奔赴”。

崇州发展赏花经济，从打造“自驾赏
花”品牌到出圈，用了十来年功夫，取得了
显著成效。

原本寂寂无闻的重庆路，成了“中国最
美乡村公路”走红网络，直接催生了崇州自
驾赏花游。2013年崇州自驾赏花季期间，
游客数量一下增至80.57万人次，同比增长
105.7%，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702.49万元。

尝到甜头后，崇州敏锐地洞察到“赏花
游”的独特价值，果断地将其上升为“赏花
经济”统筹谋划。崇州以城乡融合为导向，
将“自驾赏花”作为推介乡村赏花游的重要
抓手，积极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逐步走
出一条“全域旅游、全业旅游、全域景区”的
赏花经济成长之路。

“崇州的赏花经济是一步步成长起来
的！”面对无边无际的满目金黄，崇州市相
关负责人讲述起这些年来崇州“赏花经济”
的发展历程，“一开始农民种油菜是分散种
植，后来，我们从全市层面谋划‘天府粮仓’
核心示范区建设，在高标准农田里成规模
种植，油菜种植面积从10万亩增加到30万
亩。”该负责人说。随着种植规模的逐年提
升，一片片农田变成美丽的大田景观，崇州
油菜花的名气越来越大，慕名而来的看花
客越来越多。

到如今，崇州已发展形成10万亩稻香
旅游环线、重庆路沿线、水木北部旅游环线
三大成熟的经典线路。依托紧邻大都市的
近郊优势，崇州通过农旅融合把“稻花香里
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田园风光转化为
富民惠民的美丽经济。2023 年赏花季期
间接待游客 458.7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1.33亿元。

苍溪 大地尽披“黄金甲”

近年来，苍溪县大力发展粮油产业，推
动油菜种植与农业观光、乡村旅游等业态
结合，打造“油菜花”经济，成为惠民增收的
重要产业。

在元坝镇井岗村油坊内，崭新的生产
线上，一颗颗饱满的菜籽，经过除杂、炒制、
压榨、提纯、精炼等多道工序，变成一股股
金灿灿的菜籽油从出油口流出，纯正浓郁
的油香顿时飘溢坊内外。

“我们引进的这套加工设备，采用的是
物理热榨工艺，榨出的油营养成分流失少、
清澈透亮、味道香醇。整个榨油过程只添加
少许食盐，经权威机构检测，鲜榨油均符合
二级食用油标准，品质和口感消费者都很认
可……”说起油坊工艺，赵荟滔滔不绝。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去年，元坝镇召
集驻村工作队成员、镇包村人员、村“两委”
成员、村民代表开会研讨，同时与在外经商
人士商讨，决定立足实际，兴办榨油坊，推
动油菜种植由“增产”向“增效”转变。

“我们这里有种油菜的传统和吃菜籽
油的习惯，很多年前我们镇上就有榨油厂，
并且非常红火，我的榨油技术就是那个时
候学的。包田到户后，老榨油厂撤了，村民
们每年只能到外面去自寻加工。”榨油坊的
老师傅赵强林说，如今村里的榨油坊又建
起来了，村民以后榨油再也不用跑远路了，
他也能在油坊务工发挥余热了。

榨油坊的兴建，不仅解决了周边农户
榨油跑远路的难题，还解决了周边种植户
油菜籽的销售问题。

从花海经济一路收获到金秋油籽归
仓，老百姓看到了实实在在的高效益。大
家住在“画”里，收在“囊”中，在乡村振兴的
道路上，继续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共同奔
赴美好未来。

青川 踏青赏花好去处

近日，青川县竹园镇清江村的千亩油
菜花竞相绽放，宛如一片金色的海洋，将美
丽乡村装点得如诗如画。这一美景吸引了
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踏春赏花，享受春天
的美好。

走进清江村，满目金黄的油菜花海令
人陶醉。微风拂过，花海泛起层层波浪，与
远处的青山、绿树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绝
美的田园画卷。游客们纷纷拿出手机、相
机，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

值得一提的是，宝成铁路穿村而过，游
客们可以在油菜花海中与绿皮火车合影，
留下难忘的春日回忆。这一“春日限定”景
观，无疑为清江村增添了一份别样的魅力。

“太美了，简直像进入了童话世界！”一
位来自成都的游客兴奋地说。她表示，自
己是被网上的一组油菜花海照片吸引来
的，没想到现场比照片还要震撼。

近年来，清江村因地制宜，积极推动经
济转型，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发展的致富
新路。利用当地平坝优势和适宜的气候条
件，清江村大力发展油菜花种植，打造观光
油菜花海，为游客提供了一处踏春赏花的
好去处。

为了进一步提升乡村旅游品质，清江
村不断完善服务设施，修建了观景平台、安
装了网红路牌、修建了公共卫生间，并诞生
了村里第一家农家乐。这些举措不仅提升
了游客的游览体验，也标志着清江村在农
旅融合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随着赏花热潮的持续升温，清江村正
逐渐成为踏春赏花的网红打卡地。”清江村
村委会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了一个好消
息，“本月 22 日，还要举办清江花田音乐
季。”未来，清江村将继续结合当地实际与
发展特色，打造乡村生态休闲旅游产业，打
响“川北菜花乡 生态清江村”的品牌。通
过完善服务设施、发展优势产业，努力将清
江村打造成为青川县域副中心的后花园，
展现美丽宜居的新清江风貌。

仁寿 村民走上“美丽”致富路

梨花美景、梨园风光……连日来，有着
“百年梨乡”美誉的仁寿县曹家镇迎来梨花
的盛花期，成为成都、重庆、眉山、乐山等地
游客踏青赏花的热门目的地。

“到这里不仅能欣赏梨花盛开的美景，
还能带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梨膏给家人尝
尝。等夏天的时候，我还要带着家人来体
验梨子采摘的乐趣。”来自成都的游客宋先
生周末到曹家镇游玩后高兴地说，当地浓
厚的“梨文化”也非常有趣。

据了解，曹家镇种梨历史悠久，目前已
种植 3万余亩梨树，存活着 1700余株树龄
超过400年的老梨树，已初步形成“春赏梨
花、夏摘梨果、秋品梨宴、冬补梨膏”的梨主
题旅游体验项目。每年梨花花期，该镇可
接待游客约15万人次。

和曹家镇一样，仁寿县青岗乡盘龙村

也依托一片油菜花，发展起了乡村旅游的
“花经济”。

2000余亩油菜花海，每年都能吸引 10
万余名游客纷至沓来，品花赏花，吃农家
饭，住农家屋，享农家乐。

“我们将闲置土地利用起来，通过打造
民宿的方式，不仅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还
能促进农旅融合发展。”盘龙村支部书记蔡
兵介绍，集休闲、住宿、娱乐和餐饮为一体
的民宿不仅满足了外来游客的需求，也助
力当地村民就近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实
现了就业增收。

苍溪 一“花”一“叶”撬动富民产业

在苍溪县唤马镇蜿蜒的龙珠岭上，十里
野樱花花开正艳，百亩茶叶产业园里绿意盎
然，一阵春风吹来，山野间松涛阵阵……把
神秘的龙珠岭装扮得分外引人入胜。

龙珠岭山高 800 余米，以北是海拔逾
千米的九龙山、望天观，嘉陵江主要支流东
河在不远处的山脚下盘旋回荡。借助得天
独厚的地理优势和生态资源，当地以一

“花”一“叶”即野樱花和茶叶，带火了乡村
旅游，也推动了茶产业发展，打造出独具特
色的富民产业，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创新
之路。

三月上旬，随着气温回暖，位于苍溪县
唤马镇龙珠岭的十里野樱花迎春绽放，引
得不少游客前来踏青赏樱，感受美好春光。

一团团、一簇簇或粉白或绯红的野樱
花在山坡上、峭壁旁竞相绽放，白得繁茂如
雪，红得朵朵似绯霞，在云深雾绕的深山尽
情盛开。

“来之前就很期待，来之后感觉这就是
我们想象中春天的样子，目光所至皆是美
景。”来自广东的市民逸可同朋友来到龙珠
岭。看到十里樱花盛开，逸可感到特别治
愈。她不禁拍了一张又一张照片，发到朋
友圈与亲朋好友分享。

位于苍溪县东部的龙珠岭，境内山势
巍峨，群峰叠翠，前为百米悬崖，后为一望
无际的原始森林。而这十里野樱花则隐藏
在悬崖一侧的山谷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为野樱花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这里
由此逐渐形成了十里原生态野樱花谷。

作为隐藏在大山深处的一个乡村旅游
景区，近年来，苍溪县唤马镇通过号召返乡
创业人士，借助龙珠岭独特的地理优势，打
造挂壁栈道景区，凭着一朵“野樱花”，雕琢
出一个集山地户外游玩康养为一体的乡村
旅游景区。

“我们先后投资近 1000 万，在龙珠玲
依山打造山地户外避暑景区，春赏花夏避
暑，还依托险峻的地势修建挂壁栈道，每年
举办樱花节，引入民俗文化活动，让游客到
这里来有看的有耍的。”苍溪县龙珠岭挂壁
栈道景区负责人朱兴文说。

“周边的村民到这里设摊卖一些特色
农产品，平时到景区做一些维护工作，每年
赏花带来的综合收益近百万元，解决就业
1000人次。”朱兴文还表示，持续不断深挖

“花经济”，不仅吸引四方游客纷至沓来，还
让周边山村的农户“近水楼台先得月”，走
出一条靠山吃山的致富之路。

泸县 小梨花带动消费300万元

3月 12日中午 12时许，泸县云锦镇桂
花村的一家农家乐里，很是热闹。一旁农
家乐的负责人张陶忙着招待客人上桌，另

一边刚入座的客人也吆喝着点菜。
“早上八点我就开始陆续接到订餐电

话，今天预计接待客人500余位。”张陶说，
临近花期、节庆前后是最忙的，所以会聘请
周边村民来帮忙，大概可带动近50余位村
民就近增收。

农家乐里的繁忙场景，其实是因为当
天第十三届梨花节文化节开幕，万人闻香
而来，齐聚云锦山的百年梨园。据介绍，泸
县云锦山的百年梨园始建于清咸丰初年，
依山而建，至今存梨树 70余亩，是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我们对外发布梨花节开幕是在活动前
一天下午，没想到还是有很多游客前来。”泸
县云锦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石延平难掩笑
意。据他介绍，云锦镇在2010年举办首届
云锦山梨花节以来，已接连举办13届，云锦
山的梨花每年如约而至，不少游客到了花期
盛开也前来与花赴约。因此，梨花节也成了
云锦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

为花办节，其实是当地延续“花期”，延
长“花经济”的一种方式。

连日来，泸州市多地的油菜花、梨花、
桃花、李花等各色鲜花竞相开放，为了引客
前来，多地以节会友、以文促旅，让众多游
客纷至沓来。赏花热潮，带火了乡村旅游，
也让村民走上增收路。

以旅兴农，“花经济”的综合价值不断
日新月异。“梨花谢了有果子，百年梨树结
出的梨子口感粗糙，但很适合用来酿酒，云
锦镇桂花村的桂花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通过几年的试水，准备在今年推出‘梨花酿
’系列酒品。”石延平透露，除了酿酒，村民
们制作的“梨花糕”“梨花包”等系列食品也
颇受消费者喜爱。

“今年梨花节，我们打造了美食一条
街，另外梨园周边有 5家规模较大的农家
乐，可以解决游客用餐的需求。”石延平
说。初步估算，今年梨花节预计带动消费
300 万元，涵盖了梨花节期间游客的吃住
游行项目，助民增收 10余万元，包括周边
群众务工收入、餐饮等收入。

近年来，泸县云锦镇立足云锦山资源，
着力于深入挖掘云锦文化旅游潜力，加快
旅游产业建设步伐。

泸县云锦镇党委书记杜虎表示，依托
梨花节，发动群众参与旅游服务业，打造云
锦“吃住行游”旅游链，逐步规划云锦由“季
节游”到“周末游”。同时，以图片史料、历
史场景还原、农耕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用
活文博资源，传承优秀文化，探索开发研学
活动基地，开发镇史文化旅游嘉年华系列
活动。

正在建设的渝昆高铁泸州东站就坐落
在云锦镇，预计今年年内能达到通车要
求。“我们的百年梨园距离泸州东站仅1公
里，届时我们将依托高铁开通，规划‘花经
济、田园经济’等农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乡
村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杜虎说。

“乡村旅游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和独特优势。”泸县文广旅局副局
长聂富平表示，近年来，泸县以花为媒，开
展了谭坝菜花节、云锦梨花节等，从空间、
时间、形式等维度拓展花的“颜值”，不仅带
火了乡村旅游，更实现了富民增收。下一
步，将进一步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依
托全县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做好做强“赏
花经济”旅游品牌，激活旅游消费市场，扩
宽农民致富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参与采写：祝雪松、吴兰、李向雨、唐
磊、魏兰、周梦颖、吴威、赵宁、李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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