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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流转给业主的120亩土地已经基
本完成采收工作，内江市市中区史家镇方田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友美开始准备
9月的油菜种植事宜。

“今年我们首次尝试季节性流转土地，
以每亩250元的价格将土地流转给业主单
季种植西瓜，西瓜采收后再将土地归还给
村集体。”张友美说，季节性流转让土地实
现二次增值，带来额外的土地租金收入。

而两年前，这片广袤平整的土地还是被
荒废的薄田碎地。

改变源于村干部和村民“合伙开荒”的
大胆尝试。2022年，方田村以探索村集体
经济组织在稳粮保供中作用发挥机制试点
任务为契机，编制方案、整合资源，当年便
将100亩撂荒耕地整改为标准化农田。因
农村缺少劳动力，便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托
管经营，探索实现撂荒地复耕复种之道。

一时间，一块块土地响起了挖掘机的
轰鸣声，一条条生产道路通达农田，一座座
蓄水池林立山间……寒来暑往，过去杂草
丛生的土地上，或长出了粗壮的玉米，或结
出了饱满的豆荚。

张友美介绍，两年以来，方田村已经盘
活撂荒土地复耕种植230亩左右。全村累
计建成高标准农田80余亩，新增生产道路
3公里、蓄水池4个、排水管98米、灌溉管网
3189米，粮食种植基本实现旱可灌、涝可
排，有效解决了“缺水源、路难走、产业发展
靠天吃饭”的问题。

同时，该村创新种植模式，通过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机械化种植、套种间作、

“订单式”、季节性流转土地等方式，种植油
菜、大豆、玉米、高粱、土豆等粮食作物，提
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

附近的村民也有了多份收入。据统计，

通过撂荒地复耕复种，去年方田村吸纳农户
就业约5000人次，并为农户支付流转土地
费用，实现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超12万元。

在张友美心里，曾经的撂荒地被复垦
成片片良田实属不易，怎样保护和利用耕
地，她有着更长远的打算。“这些年，我们村
还通过发展稻虾、百香果、桑葚、洪湖藕等
特色农业产业，实现了‘农村变化大、乡村
气象新’。未来将探索推动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改革释放发展活力。方田村的改革实
践，是内江市市中区扎实推进全国第二批
农村改革试验区任务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2014年，内江市市中区获批全
国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先后承担国家试
验任务14项，完成13项，待验收1项；承担省
级试验任务11项，完成10项，正在推进1项。

开展改革试验以来，该区探索的“三

化”模式入选中国改革案例，“三换”模式入
选中国农村改革十大案例，“三生”模式获
得农业部和省、市级媒体广泛推广，《构建

“三个体系”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体制》入选
《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案例集》。先后获评
2017年、2018年全省重大农村改革任务推
进示范县（区），2018年四川省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突出单位，2021年全省农村改
革工作先进区。通过深化农村改革，充分
释放农村发展活力。

一连串农村改革在内江市市中区锲而不
舍地低调试验、务实推行，使这里成为中国
农村改革一块耕作不息的“试验田”。下一
步，该区将持续推进“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改
革试点”等试验试点任务，并充分发挥农村
改革试验区平台统筹协调作用，把各方面
的力量充分凝聚起来，形成改革创新合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贾娇

内江市市中区：种好改革“试验田”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连日来，一则“峨眉山景区最惹人讨
厌的不是猴子，而是昂贵的景区观光车
费”投诉信息引发关注。该信息称峨眉
山在景区大门到雷洞坪段实行交通管
制，收取160元/人的门票费用后，还收取
90元/人的全山段往返观光车费。

投诉者质疑峨眉山景区观光车票价
偏高，认为门票不包含任何景区服务不
合理，建议峨眉山落实《关于加强景区价
格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8月7日至8日，记者从峨眉山景区多
个售票点、车站和景区旅游文化局获悉，
非节假日等客流高峰期，景区零公里以
下路段未设交通管制。峨眉山山脚、中
山区零公里处和高山区雷洞坪处设有多
个车站，观光车按距离分别制定不同的
车价。其中，从山脚的旅游客运中心或
游客中心至雷洞坪，往返全程100余公
里，价格为90元/人。

投诉 1
实行交通管制

再强行售卖观光车车票
景区回应：非客流高峰期，

零公里以下路段未设交通管制

投诉信息于7月中旬发布在四川一
网络问政平台，截至8月13日，已有超过2
万人阅读。投诉称，峨眉山景区实行交
通管制，然后向游客强行售卖观光车车
票，并追问景区此举“过分不过分”？

对此，峨眉山景区旅游文化局回应
称：“非节假日等客流高峰期，峨眉山景
区零公里以下路段未设交通管制，游客
可以驾车前往零公里换乘景区观光车到
达雷洞坪。”

8月7日，记者按照景区的回复，驱车
从山脚的旅游客运中心，经游客中心，行
驶28公里左右，抵达半山腰的零公里停车
场，其间未遇见交通管制。到达零公里，
景区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游客驾车继续上
山，游客需在此处购买观光车票前往雷洞
坪。据工作人员介绍，零公里至雷洞坪
路程约23公里，往返价格为50元/人。

峨眉山景区旅游文化局介绍，零公
里至雷洞坪路段为峨眉山景区自建公
路，受地形条件限制，该路段为双向单车
道，通行能力较差；加之弯道多、坡度大、
冬季易形成冰雪道路等情况，对车辆性

能及驾驶技术具有极高的要求，“为保障
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提高通行能力，除
景区观光车和景区工作用车外，禁止社
会车辆在该路段通行。”

同时记者注意到，除了乘车上山外，
峨眉山景区还设置了步行道，游客可以
根据游览规划，自行选择路线徒步登山。

投诉 2
车程不算很远

其费用是否严重偏高？
景区回应：往返112公里，严

格按照游览观光车票价标准执行

投诉者称，他购买的是90元的全山
段往返观光车票，从山脚乘车上山的车
程并不算很远，“时间才1小时多一点，其
费用是否严重偏高？”

投诉者还称：“四川省发布《关于加
强景区价格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其中
明确说明，‘从严核定配套停车场到景区
大门交通服务价格，有效遏制景区不合
理外移游客接待中心、配套停车场，增加
游客配套交通费用负担等行为’。”

记者注意到，《关于加强景区价格管
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是四川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今年6月20日发布的，其中除上
述内容外，还提到“制定或调整实行政府
指导价的景区内交通运输服务价格，要
坚持有利于保护资源和环境，维护消费
者和景区经营管理者合法权益的原则”，
以及“对偏离成本、价格过高、群众反映
较大的景区交通工具票价要予以重新核
定，降低价格，不得通过景区交通工具谋
取过高利润”。

对此，峨眉山景区旅游文化局回应，
峨眉山观光车全程往返112公里，景区严
格按照乐山市发改委制定的游览观光车
票价标准执行。

记者注意到，该道路沿山而建，海拔
落差达2000米左右，从山脚乘车前往雷
洞坪单程耗时1.5小时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游客中心至零公里路
段为县道峨洪路，全长28公里，景区在该
路段设有单程观光车，票价为20元/人。

投诉 3
18点收车太早

故意留人在山上住宿？
景区回应：此举是为确保

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投诉者称，他是下午上的峨眉山，
“等我们打卡完金顶，想顺便去别的寺庙

的时候，已经5点过了，由于怕赶不上最
后一班车，只能匆忙下山结束行程。”

投诉者称，景区规定的最晚入园
时间为下午5点前，而观光车收车时间
是下午6点，景区是故意将游客留在山上
住酒店，“先让你爬到山顶，再及时收车，
半强制让你花钱。”

对此，峨眉山景区旅游文化局回应，
此举的目的是保证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并称收车时间的规定是请示各级管理部
门后作出的，“且景区观光车收、发班时间
在各售票点、峨眉山管委会官网及各大平
台均有发布。在旅游旺季或游客高峰期，
我公司客运中心将根据客流量适当延长
收班时间，确保游客乘车需求。”

据介绍，峨眉山景区海拔较高，夜晚
山间雾大，加之树木遮蔽，能见度低，夜
间行车危险性高。

8月7日下午，记者在零公里停车场向
附近多个酒店商家表达想上金顶游玩的
打算，多位酒店老板提醒记者，下午上山
不能按时返回，需要在金顶留宿，价格较
高，并告诉记者：“如果不看日出的话，可
以在山下住宿，便宜点，早上再上去玩。”

投诉 4
景区门票160元/人

却不包含任何景区服务？
景区回应：依照相关规定

执行，不包含景区服务

投诉者还称：“也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把
大门修那么远，到雷洞坪只能坐观光车，多
花钱不说，等车排队还耽误游玩的时
间。”并质疑：“景区门票160元/人的价格已
经不算低，却不包含任何景区服务，类似
观光车、索道、停车费等，合理不合理？”

对此，峨眉山景区旅游文化局称，景
区严格按照川发改价格〔2018〕406号的
门票价格执行，文件规定峨眉山景区门
票价格为160元每人，且不得将门票与游
览服务、保险等捆绑销售，不得价外加价
或强制代收其他任何费用，“因此，峨眉
山景区门票不包括景区服务。”

同时，针对投诉者称景区大门修得
远一事，位于山脚的旅游客运中心和游
客中心工作人员均告诉记者，他们那里
可以无票通行。“我们这里只是针对乘车
游客检票，不乘车的游客可以自行上
山。”工作人员说，徒步的游客一直走到
中峰寺附近的中山区才会检票，自驾的
游客可以驾车到零公里，才开始检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卓滨
摄影报道

在零公里停车场，游客须换乘景区观光车才能继续上山。

峨眉山观光车价格公示牌。

游客投诉峨眉山景区：

先交通管制，再强行售卖观光车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