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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转小雨
偏北风1-2级

小雨
偏北风1-2级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8时）
AQI指数 36 空气质量：优

26日空气质量

AQI指数 80—12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27日空气质量预报

同呼吸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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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40余位诗人大咖齐聚
四川乐至县，共迎“寻找田园的诗和远
方——中国（乐至）第六届田园诗会诗
人采风暨中国蚕桑文化诗歌会”。早在
2017年，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就携手
乐至县委县政府，初尝“乐在蜀中，至善
至美”的独特韵味。此后几年，双方一
直为时代而歌，为发展喝彩，田园诗会
影响力不断扩大，乐至先后被授予“中
国田园诗歌之乡”“田园诗歌创作基地”。

作为“中国桑都”，蚕与桑的主题，
已经在往届田园诗会多次出现。本次
活动，乐至县邀请诗人走进僵蚕产业
园、四川红旗丝绸有限公司，了解入药
僵蚕，触摸丝绸制品。大家在感受不
一样的桑与蚕，体味新“丝”路的同时，
也启迪创作灵感，诗赞大美乐至。

正如诗人王小四（笔名）所讲，深入
了解乐至僵蚕后，才改变了蚕就只是吐
丝的固有印象。他也发出感慨：“乐至的
蚕，既织出美丽衣裳，又守护身体健康。”

40余位诗人齐聚
寻找田园的诗和远方

4月底的乐至，阳光普照，气温适
宜。绿油油的新品种桑树中间，来自
成都、资阳的40余位诗人正式开启

“寻找田园的诗和远方”之旅。
在僵蚕技术中心，展示着从蚁蚕

到干僵蚕的全过程以及僵蚕入药的多
种药品。

“蚕除了可以吐丝，还可以制作成
僵蚕作为药用，真的浑身是宝。”不少首
次了解到僵蚕的诗人，纷纷发出感慨。

除了僵蚕技术中心，乐至僵蚕产
业园还配套建有僵蚕养殖工厂、僵蚕
收储车间和气调库等设施。技术中心
入口一侧，是由成都中医药大学、西南
大学等合作成立的专家工作站。

据悉，僵蚕园区采用“研—学—产
—推”相结合的方式，建成研发、生产、
加工、销售一体化模式，辐射带动县内
的良安、大佛等乡镇发展基地5000
亩，并在省内外合作共建基地5000
亩。2021年，僵蚕产量达200吨，全
部达产则可年产僵蚕600吨，成为国
内最大的僵蚕生产基地。

目前，乐至县已将僵蚕产业创建
定位为全国单项冠军产业，力争到2025
年建成现代化僵蚕基地2万亩，建成
僵蚕特产药企集聚发展区、全国僵蚕
集散交易中心，创建“中国僵蚕之乡”。

丝绸厂再现“桑都记忆”
蚕丝被的丝滑吸引诗人购买

瓷砖外墙的大楼、青砖黛瓦的车
间，走进四川红旗丝绸有限公司，诗人
们便被颇具历史感的工厂吸引。大门
口矗立的“桑都记忆·1958”标语，将大
家带回了那个如火如荼的奋斗年代。

四川红旗丝绸有限公司的前身，
是原国营乐至县红旗丝厂，1958年在
陈毅元帅亲自关怀下建设而成，也是
乐至县第一家现代工业企业。2003
年10月，红旗丝厂改制为民营企业。
目前，四川红旗丝绸有限公司已经发
展为一家集蚕桑生产、高端生丝制造、
高档蚕丝被与桑叶茶开发于一体的省
级重点龙头企业。

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与四
川省丝绸科学研究院合作，建立茧丝
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施技能改造
工程，引进“领航者”等设备17套。目
前，全县6A级生丝达到80%以上，成
为四川省重要的优质生丝生产基地。

展示中心内，诗人们在讲解员的
带领下，了解了蚕丝被的生产过程。
一位诗人在感受过蚕丝被的丝滑温暖
后，当即购买了一床带回家。

乐至县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2022年，全县有桑园面积10万余亩，

蚕农茧款收入2.26亿元。全县共有
蚕桑加工企业15户，主要生产生丝、
蚕丝被、僵蚕、叶绿素、桑葚酒、桑叶茶
等60余种产品。目前，乐至县已形成
集栽桑、养蚕、缫丝、日用品、食品、生
物制药、保健用品等传统养殖与资源
综合开发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蚕
桑综合产值突破15亿元，带动就业3
万余人。

新“丝”路启迪创作灵感
“既织出美丽衣裳又守护身体健康”

诗人王小四是宜宾珙县人，本次
参加活动，是他第一次来到乐至，他知
道了乐至不仅是“元帅故乡”，也是“中
国蚕桑之都”。

“还是第一次接触和了解僵蚕，真
的觉得蚕浑身是宝，不仅吐丝可以纺
织出美丽的衣裳，同时还可以作为药
材，默默无闻却又很伟大。”王小四说，
蚕活着吐丝，做成僵蚕守护我们身体
健康，这趟看下来，也为诗歌创作提供
了新的视野和角度。

成都市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熊焱
已多次参与田园诗会活动。再次来到
乐至的前一个月，他曾经为乐至写的诗
歌《跟随一只蚕返乡》，在《诗刊》2023
年第一期收录刊发。这次来到乐至采
风，看到乐至的蚕桑产业发展带动老百
姓增收致富，让他想起了一句诗。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句
控诉当时现实的诗句，用在现在的乐
至，应该改为‘遍身罗绮者，就是养蚕
人’。”熊焱说，此次的采风让他有了全
新的收获，也启发了灵感。这次回去，
他还会继续为乐至田园、为蚕桑写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祥
龙 陈远扬赵奕

4月26日，中国（乐至）第六届田
园诗会采风活动正式启动。当天，采
风团一行先后来到乐至高寺镇僵蚕产
业园、养殖工厂、技术中心，以及红旗
丝绸厂等地，实地感受乐至引人入胜
的田园风光和蓬勃发展的蚕桑产业。

现代蚕桑产业如何提质增效？乐
至将目光瞄准了僵蚕，推动僵蚕产业
成为全国“单项冠军”。

一天前，2023年四川省蚕桑产业
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在乐至县举
行，来自省内40个市（州）、县（区）的
相关负责人、蚕桑专家、龙头企业代表
等140人共聚一堂，纵论蚕桑产业发
展。这其中，具有祛风泄热、通经活络
等功效，药用价值高的乐至僵蚕，被不
少人关注。

位于高寺镇的乐至僵蚕产业园，
由四川德仁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其核心区有粮桑间作标准桑园
3000亩，配套500平方米小蚕共育中
心、3500平方米大蚕智能饲育工厂、
600平方米僵蚕技术中心等设施，是
目前国内第一家规范化规模生产药用
僵蚕的专业企业。

“公司有专业技术团队，申请了5
项专利，参与行业标准制定。”该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园区吸纳近百名工人
就业，年生产优质僵蚕200余吨，产值
5000多万元，产品畅销同仁堂、和平
药房、四川省医药公司等全国药企。

不久前，四川省智慧科普工作推进
会在资阳市举行。会上，乐至县捧回了

“四川省乐至僵蚕科技小院”牌子。

“僵蚕市场需求大，但培养艰难，
市场上部分僵蚕根本达不到药用标
准。”德仁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2016
年，公司与成都中医药大学共同进行研
究，控制僵蚕体内各类药效成分构成
比例，最终得到防病治病的优质药品。

这是乐至僵蚕产业园发展的一个
缩影，通过院校合作和科技小院等模
式，当地先后与成都中医药大学、西南
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等院校开展多项
合作，成立了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
研发出了药用僵蚕菌株培养、提纯、接
种规范化技术体系，建立了僵蚕规范
化规模化养殖生产、冷链、粗加工、销
售及对外检测平台和技术交互平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远扬
王祥龙 赵奕

培育全国“单项冠军”

乐至打造“中国僵蚕之乡”

诗人看“中国桑都”乐至的新“丝”路：

既织出美丽衣裳又守护身体健康

乐至僵蚕
乐至是四川重要的蚕桑产业大县，被誉为

“中国桑都”。
僵蚕，是一种通过病菌感染而致死僵化，并

在体表长出菌丝体及分生孢子粉后的干燥虫
体，药用和经济价值明显。僵蚕作为一种动物
药，具有祛风止痛、熄风解痉、化痰散结的功
效。其主要用于惊风抽搐、咽喉肿痛、颌下淋巴
结炎、面神经麻痹等病症。其药用历史，最早
文字记载可见于秦汉时期问世的《神农本草经》。

乐至县委十五届五次全会明确提出，将大
力推进僵蚕产业园建设，积极争取“乐至僵蚕”
地理标志，打造“中国僵蚕之乡”，推动僵蚕产
业成为全国“单项冠军”，切实把“中国桑都”品
牌价值转化为经济效益。

目前，“乐至僵蚕”正积极申报国家地理标志
和川产道地药材，力争到2025年僵蚕产量达全
国总产量的30%以上，创建“中国僵蚕之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远扬 王祥龙 赵奕

新闻多一点

采风团在红旗丝绸公司参观采风。

工作人员向采风团介绍僵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