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意渐浓的时节，乡村处处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

9月24日，走进位于广元市朝天区曾
家镇中柏村八月瓜种植园，一排排整齐
搭建的水泥钢丝网架上，翠绿的藤蔓下
挂满了一串串淡黄、嫩绿、浅紫的八月
瓜，散发出淡淡清香，令人垂涎欲滴。

瓜架下，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箱，
一派繁忙的景象，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
的乡村画卷。

优质农产品“跨山出川”

“平时我们在园子里干点除草、施
肥、修枝、采摘等活儿，一年下来不仅能
挣些零花钱，还能照顾家里的小孙子，
比在外面打工奔波安逸多了。”村民张
成方高兴地说。

“目前八月瓜种植面积已达二十余
亩，产量可达一万多斤。”种植园负责人
张桂英介绍，曾家山得天独厚的土壤和
生态环境非常适合八月瓜生长。经不断
摸索和精心培育，今年，果园采用嫁接技
术培育出的改良品种——少籽八月瓜也
进入了采摘期，实现了产量、效益双丰
收，也为增收致富开拓出一条新路子。

分拣、包装、称重……前不久，曾家
山蔬菜直供国机集团专车首发仪式在
曾家山蔬菜冷链物流中心举行。一袋
袋刚从当地农户处收购的甘蓝、辣椒、
茄子等曾家山高山露地新鲜蔬菜，装上
冷藏运输车，运往外地。

“这次首发将进一步拓展曾家山特

色优质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提高市场知
名度，促进农民群众增收致富。”朝天区
农业技术推广站负责人李兴成介绍，前
期，朝天区与国机重装就朝天农特产品
直供国机集团等事宜进行了多次磋商，签
订了蔬菜及蔬菜制品意向性购销协议，拓
宽了曾家山优质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朝天区农产品种类多、质量优，出
口潜力大、发展后劲足。”据广元市朝天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该区还将在特
色农业产业发展上精耕细作，在促进朝
天农产品“走出去”上不断创新，以创新
举措支持蔬菜种植基地、农产品企业和
仓储冷链物流企业发展，进一步优化监
管模式，为朝天农产品销售提供更优
质、更便捷的服务和保障，力争更多的

朝天特色优质农产品“跨山出川”。

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近年来，广元市朝天区立足曾家山
独特的气候特征、资源禀赋和生态优
势，按照“稳面、提质、创牌、增效”的发
展思路，着力建基地、强科技、搞加工、
创品牌、重融合，持续做大做强“曾家山
蔬菜”名片，探索走出了一条西部盆周
山区发展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新
路子。

新引进甘蓝、辣椒、茄子、黄瓜、西
葫芦等蔬菜品种30个，推广高产优质优
良蔬菜品种20多个，蔬菜种植面积达
22.3万亩，总产量突破24万吨。

聘请14名科技专家，通过“专家大

院+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方式，
建起120亩的山地蔬菜科技创新与成果
转化示范基地。

安装40公里单轨运输线，引进和推
广大型拖拉机、精量播种一体机、无人
机等新型农机具，提高蔬菜生产效率和
质量；依托冷链物流体系，实现高山蔬
菜的跨区域配送，年销售额近亿元。

“辣椒+玉米”“辣椒+大豆”“甘蓝+
辣椒”等菜粮双收新模式，推动农业生
产提质增效，助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
农村添色。

……
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为高山蔬

菜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也为产业发展注
入了新活力。

辣椒、甘蓝、西葫芦瓜等70余个农
产品获得国家绿色食品、有机产品、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曾家山蔬
菜”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高山露地蔬
菜规模和产量居全省县区第二。

通过定点直供、订单销售、产销对
接等多种方式，曾家山高山露地蔬菜逐
步走向全国各大城市商超和市民餐桌。

“过去我们卖蔬菜，现在还卖‘生态’。”
如今，朝天区还大力推动农旅融合，配
套种植优质番茄、水果黄瓜、西甜瓜等
精品果蔬品种，以产业基地为载体，发
展康养度假、休闲观光、采摘体验等“后
备箱”经济，助农增收致富，奏响乡村振
兴新乐章。
冉金鹭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彦谷

广元市朝天区：

秋收“丰”景 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曾家山甘蓝丰收。广元市朝天区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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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
彰大会上，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石椅
村村民委员会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光荣称号。
这一荣誉的取得，是对北川羌族自

治县在民族团结、共同繁荣上不懈努力
的肯定。

近年来，北川以民族团结为发展进
步的基石，极大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
展。2023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迈上百
亿台阶，经济总量稳居全省51个少数
民族地区第7位，在全省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监测中跃升至183个县（市、区）
第8位。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百亿”北
川再出发，阔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农特产业“绿色”赋能

9月22日，第十届四川农业博览会
组委会秘书处发布天府粮仓·第十届四
川农博会最受欢迎农产品及品牌公示
名单，北川“羌食荟”入选天府粮仓·第
十届四川农博会最受欢迎农产品及品
牌公示名单，成为北川推动生态产品价
值转化，促进地方经济绿色高质量发
展，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平台。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
中心公布《2024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名录》，“北川白山羊肉”成功入
选，成为继“北川苔子茶”后，北川第二
个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的
农产品。

用“绿色”赋能“特色”，让北川特产多
次从全国众多县域特色农产品中“突围”。

北川立足独特地域优势和资源禀
赋，抓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创建、质
量安全监管，促进全县农特产品品牌
化、优质化、产业化发展，推动绿色县域
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逐渐将北川打
造成全国羌族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示范
区，走出了一条县域特色农产品的绿色
发展之路。

“+旅游”激发新活力

“农业农村+旅游”“羌族文化+旅
游”，让曲山镇石椅村有了“更好的样
子”。作为绵阳北川石椅羌寨乡村振兴
先行区核心区域，石椅村以其特色的羌
族文化、优美的自然风光以及丰富的农

产品吸引了大量游客，不仅提供传统的
乡村旅游体验，还推出了集观光、体验、
康养为一体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游。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9月，今年累计接待
29.75万人次，收入4096.65万元。

把资源禀赋用好，以“+旅游”激发
新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
动力。9月2日，四川省2024年度文化
遗产保护“双试点”建议名单公布，北川
石椅片区羌族文化连片区域入选；9月
19 日，《中国县域旅游竞争力报告
2024》公布了2024中国县域旅游综合
竞争力百强县市，北川成功入围2024
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连
续3年荣登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百
强县市榜单。全县今年1-9月接待游
客10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86.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8%、24.2%。
如今，绿色经济、“+旅游”新模式，

已经开始为北川的工业产业发展赋能。

“新赛道”闯出新优势

9月27日上午10点42分，随着塔
台发出指令，一架载人飞机从达州金垭
机场起飞，于12时40分稳稳落地北川
永昌机场，完成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首条联通5A景区的低空旅游航线前期
试飞。

“通航产业+旅游”的探索，为北川
增添了新“玩法”，而基础在于北川通航
产业的发展。2023年，北川通用机场全
面完工。同年，新增川协7号无人机试
飞空域，开辟北川—金堂首条航线；在
2023首届中国科技城北川通航（无人
机）产业峰会上，7个重大项目集中签
约，签约金额逾50亿元。今年3月，北
川出台《促进低空经济发展十条政策》，
最高给予低空经济企业1000万元的单
项奖励，组建设立10亿元的通航及无
人机产业基金；4月，绵阳北川发布低空
经济应用场景清单；5月，中国科技城
（北川）无人机综合测试基地启用，为省
内外相关院所、企业提供无人机概念验
证、测试试飞、应用试验等多方位服务，
吸引20余家企业（单位）入驻……

从无到有，从有到精，北川以通航
等高端产业为突破口，围绕“工业富县”
发展思路，在北川的天空中飞出了通航
产业“新赛道”。如今，加速发展的通航
产业，让“云朵上的民族”名副其实。
张延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祥龙

“百亿”北川再出发阔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北川通航产业蓬勃发展。北川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