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昌发祥地，中国两弹城。”绵
阳梓潼，一个典型的丘区农业县，
2021年GDP突破160亿元，这份成绩
来之不易。

盛夏五月，走进梓潼。农村，是
一片抢收、抢种的繁忙景象；城里，塔
吊林立、机声隆隆，很难相信这是一
个小县城的景象。

定位准，思路清，才能方向明。
梓潼提出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紧扣“一主一副、东西协同”发展
布局，锚定“一个目标”，依托“两条路
径”，补齐“三块短板”，加快“四地建
设”，涵养“五种品质”工作思路和“作
战图”。面对“十四五”，梓潼喊出了
全面建成“四川丘区经济强县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梓潼”的响亮口号。

农业
蜜柚水稻生猪蛋鸡“全省有名”

农业是梓潼的靓丽底色，也是
梓潼的“金字招牌”。2021年，梓潼
现代农业标准化基地有29万亩，蜜
柚基地18.2万亩，水稻制种基地5.1
万亩，生猪出栏量达55.98万头，高
品质蛋鸡存栏达260万羽。蜜柚、
水稻、生猪、蛋鸡的规模和销量均排
在全省前列。

如今，梓潼围绕“6+9”产业体
系，加快补齐农业园区短板，推动河
谷优质粮油现代农业园区晋升省四

星级农业园区等。建立蜜柚（柑桔）
新品种和品质提升示范基地5个、
优质粮油品种示范园等示范基地3
个，科技试验基地6处。

梓潼还制订了品牌农产品地方
标准，构建“区域公用品牌+产业
（产品）品牌+企业自主品牌”体系，
培育打造“文昌贡”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近年来，梓潼绿色优质农产
品正走出四川、供给全国。

文旅
建设成渝双圈旅游目的地

“梓潼特色最亮的是文旅，文昌
祖庭荣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
地，‘两弹城’红色资源保护开启新
纪元，‘文昌发祥地·中国两弹城’的

城市影响力和美誉度显著增强。”梓
潼县文广旅局负责人介绍说，为建
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目的
地，梓潼县将深入实施A级旅游景
区培育、精品线路拓展、全域旅游示
范三大工程，积极创建天府旅游名
县和全域旅游示范县，让梓潼成为
一座“近者悦、远者来”的美丽城市。

工业
建设丘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地

梓潼深知，要建设四川丘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示范地，必须围绕工业强
县，持续优化三产结构，着力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实施工业园区倍增工程。

梓潼县通过实施工业园区倍
增、现代农业延链、服务业集聚“三

大工程”，开展“八大行动”，围绕食
品加工、生物医药两大主导产业，着
力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实现产业集聚发展，让“园区
提质、企业满园”。目前，工业园区
健康食品产业总规模达到30亿元，
规上食品工业企业达到15户。新
增千万税收工业企业2户，工业税
收突破亿元大关，主导产业集中度
达到87%。预计到2025年，5亿元
以上工业项目达20个以上。

民生
建设幸福美好生活宜居地

梓潼县提出，建设绵阳高品质
幸福美好生活“宜居地”。

一座城的发展，关乎一城人的
幸福感。梓潼秉承“城市让生活更
美好”的理念，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统筹抓好城市业态提升和乡村振兴
两大基本面，深入实施美丽乡村建
设，让生态空间相宜、自然经济社会
相融，形成“人、城、境”高度和谐统
一的高品质幸福美好生活形态。

同时，当地在就业、教育、医疗、
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基础设施建设
等方面，重点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更多、更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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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发祥地中国两弹城”

梓潼：加快建设四川丘区经济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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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梓潼。

抢抓机遇 乘势而上

泸县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位于四川盆地南缘，长江、沱江

交汇区的泸县，始建于汉武帝建元
六年（公元前135年），是全国“千年
古县”之一。在这片历经风雨沧桑
的土地上，不仅养育过三国蜀汉礼
部尚书董允、近代国画大师蒋兆和，
还留下了苏轼、黄庭坚、杨升庵等文
人墨客的浅唱轻吟。近年来，泸县
依托自身文旅资源优势，抓住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战略机
遇，主动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从
实际出发，走上了一条以建成“天府
旅游名县候选县”为目标的高质量
文旅产业发展之路。

资源富集品牌鲜明
创建“名县”底气十足

创建“天府旅游名县候选县”是
一场“亮家底、展实力、比发展、拼质
量”的角逐，这对于文旅资源富集、
品牌鲜明的泸县来说，既底气十足
又恰逢其时。

泸县区位优越，位于长江、沱江
两江交汇处，地处成渝经济区四川
环渝腹地，交通便捷，有着泸州唯一
的民用机场——泸县云龙机场。泸
县拥有文化资源2781个，其中国家
级（一级）资源118个，省级（二级）
资源 160 个；拥有旅游资源 1045
个，其中五级（最高级）旅游资源点
13个，四级（次高级）旅游资源点56
个。泸县特色突出，是原文化部唯
一命名的“中国龙文化之乡”。泸县

还被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文化旅
游名县”，荣获“中国曲艺之乡”“全
国文化先进县”“全国文物工作先进
县”等诸多国家级荣誉。

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
脑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雨坛
彩龙等资源，泸县联动推进龙舞道
具制作和表演技艺接续传承。建立
泸县第一个国家AAAA级旅游景
区——龙桥文化生态园，建成“两道
六园一区一中心”，集休闲、观光、餐
饮、娱乐、购物、运动为一体，是外地
游客的观光游览地和本地住户的休
闲后花园。推出龙文化国宝游、度
假养生游、渡槽观光游、古镇文化游
等旅游线路，完善“逛龙桥、赏龙舞、
品龙餐、住龙宿、游龙城”等服务体
验，挖掘“龙城特色”，深化“龙城记
忆”，全力打造全省龙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的样板区和全国龙乡旅游的
目的地。今年5月11日，泸县成功
入围第四批天府旅游名县候选县初

审名单。

机制规划多管齐下
夯实“名县”创建保障

2021年 12月，泸县正式启动
创建第四批天府旅游名县候选县工
作。健全定期研判、跟踪督办、协调
落实等整套工作推进机制，把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纳入党政领导班子和
干部综合考核评价体系。

为了让创建工作保障力度更
强，泸县编制了《泸县“十四五”文化
旅游发展规划》和重点区域、重点景
区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围绕泸县特
色资源做好专项规划，将文化旅游
发展规划与国土空间、生态环境、乡
村振兴等规划融合，建立科学完善
的规划体系。

与此同时，泸县坚持创建工作
全民参与。搭建“线上＋线下”宣传
矩阵，充分利用报纸、广播、“三微一
端”等媒体平台，刊发新闻稿件，扩

大宣传外延，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

积极优化持续提升
打造“名县”要素齐备

发挥全域旅游创新发展规划指
导作用，着力构建“一心两核、三区
一环”全域旅游空间布局。即做精
一个中心：大玉蟾山城市服务中心；
做强两个核心：休闲度假核—玉龙
湖生态文化旅游区，特种旅游核—
云龙特种旅游区；做特三大片区：宋
韵龙城都市田园区、南部滨江环城
游憩区、北部山水休闲度假区；做活
一条旅游环线：宋韵龙城川南田园
全域自驾环。

以旅游要素为核心，全面完善
泸县“吃住行游购娱”等功能。推出
九大碗、观音月母鸡汤、粉蒸泥鳅、
盘龙黄鳝、太伏火腿等特色餐饮品
牌数十个；建成星级宾馆、主题酒
店、乡村度假酒店等特色住宿40余
家；“铁公水空”立体交通运输体系
全面形成，在全省百万人口大县中
率先实现“社社通”水泥路和“村村
通”公交全覆盖；打造玉龙湖、道林
沟、谭坝菜花基地、东林观等成熟旅
游点位数十个，推出“一日游”“二日
游”线路20余条；开发刘氏泡菜、海
潮李花生、黄八香肠等特色旅游商
品30余种，建立特色旅游商品服务
场所3家；打造玉蟾温泉旅游度假
区，集休闲娱乐、观光体验为一体，
全面满足游客的各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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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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