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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创新应用能力建设服务项目中标结果公告

长江流经宜宾34公里后，突然90度
拐角，形成一个“几”字形大湾，长约24公
里，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湾”。

11月6日下午，“万千气象看四川”四
季度集中采访活动走进宜宾市南溪区，聚
焦“万里长江第一湾”的和美乡村蝶变。

田园变景区
开业8个月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

欢乐田园景区是南溪区在高质量建
设“人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中，探索“聚
产”路径的代表性点位之一。

从今年3月28日开园至今，欢乐田
园景区已经成为南溪区的全新文旅地
标。景区占地约720亩，保留山谷、树
林、梯田等自然面貌和景观，充分结合游
乐、戏水、意境、萌宠、野宿5种田园主题
元素，呈现6个主题游玩区。“开园至今，
景区接待游客已超20万人次。”南溪产
业发展集团总经理张益介绍。

景区的开园，带动乡村更活跃：今年
5月，大地流彩·第五届全国“和美乡村健
康跑 ”在这里鸣枪起跑，吸引了3000余
名参赛选手参与；9月，2024第二届长江
社区文化节（中国·宜宾）“乐徒宜宾”活
动在这里举行……

南溪区走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既
促进了长江边村落的产业发展，也改变
了当地群众的生活方式。

长江边的“菜篮子”
蔬菜种植经验全省推广

地处万里长江第一湾的长江村，地
貌以冲积坝和浅丘为主，属亚热带湿润
性季风气候，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土地
肥沃，支柱产业以种植蔬菜、粮食、水果
为主。

当天，记者在蔬菜种植基地看到，村

民们正忙着种植油菜。
据长江村党委副书记刘礼芬介绍，

村里蔬菜种植面积达9000亩（含复种），
成功探索出“春季蔬菜、夏秋稻谷、秋冬
蔬菜”水旱轮作“菜-稻-菜”绿色高效种
植模式，并在全省推广。

61岁的村民刘云阳种植了约8亩蔬
菜，今年已经种植了三季，收入十多万
元。“像刘云阳这样的种植大户，我们村
有五六十户，有的种植户一年可以种出
四季的蔬菜。”刘礼芬告诉记者，这两年，
每年村人均可支配收入3万多元。

长江村，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村，
变成了农文旅融合发展样板村，是“全国
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基地”。长江第一
湾荣获“全国十大美丽乡村”称号。

滨江绿道
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毗邻蔬菜基地，便是万里长江第一
湾的生态绿道。傍晚，村民们喜欢沿着
绿道散步休闲，游客们也在这里跑步、
骑行。

据介绍，近年来，南溪区持续对长江
生态进行综合治理和保护，始终坚持原
生态、原地貌、原文化、不开山、不填沟、
不伐树“三原三不”理念，统筹实施了宜
宾市长江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南溪段。该
项目投资13.41亿元，建成33.49公里。
漂海楼、花园式婚姻登记处、湿地公园
等，都是绿道上的标志性景观。

目前，南溪区正依托长江第一湾乡
村振兴示范片建设项目，对该区域进一
步提升。据南溪区仙源街道办事处主
任邓成祥介绍，该项目总投资5524.75
万元，“项目将充分提升长江第一湾核
心区的农业价值，与欢乐田园等项目一
并形成地区聚集效应，成为长江第一湾
省级旅游度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伍雪梅

在万里长江第一湾，开启绿色生态之旅

空中俯瞰地处“万里长江第一湾”的长江村。南溪区委宣传部供图

精心做好一碗面
努力实现“三个效应”
内江人的一天从一碗麻辣鲜香、色

泽浓郁的牛肉面开始，这碗面不仅仅是
地方美食，更是承载着地域文化、风土
人情的城市IP。11月6日，在“万千气
象看四川”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内江专
场上，内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毕胜就如
何做好这碗面回答记者提问。

内江美食众多，而内江牛肉面最具
代表性，具有“绵柔弱碱、香辣鲜爽、汤
宽红亮”三大特点，深受广大食客的喜
爱。2021年成功入选首批省级“天府名
菜”，并载入了《川味小吃》《中国小吃》。

据不完全统计，仅内江市区就有牛
肉面店超过2000家，从业人员超过1
万人，年营业额近14亿元。目前，北京
已有内江牛肉面门店10个，成渝两地
门店超过500个。

毕胜提到，为了做好这碗面，内江
将努力实现“三个效应”：把牛肉面产业
打造成群众发家致富的一项实用技能、
内江农产品聚合成链走出去的一条产
业链条、内江城市对外宣传交流的一个
有效载体。

在资源整合上，内江计划将东兴
区紫皮大蒜、永福生姜、顺河牛肉，威
远县七星椒等特色农产品，整合到牛
肉面产业链，在北京、成都、重庆等
地，建设一批集中配送中心，帮助商
家降低成本，保障内江牛肉面的“正
宗味”“地道味”。

目前，内江自营出口的首批3万余
桶“川香念·内江牛肉面”已出口到泰
国，后续还将销往东南亚、中东等地区，
开启批量化走向海外市场的序幕。

“我们热忱欢迎广大朋友品一品、
尝一尝内江牛肉面，在汤浓味美、口齿
生香中，感受内江独特的美食文化，相
信您也会爱上这碗面。”毕胜发出诚挚
邀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黄晓庆

进入11月，攀枝花市米易县新山傈
僳族乡中山村，地里的晚熟芒果即将成
熟,很快将开园采摘。

11月5日，“万千气象看四川”四季度
集中采访活动报道组，来到位于中山村的
米易县芒果产业园，在“海拔最高、纬度最
北、成熟最迟、品质最优”的晚熟芒果基
地，探寻冬天里的芒果是如何长成的。

“试”出来的晚熟芒果
种植面积达8600余亩

中山村，海拔在1400米至2030米之
间，属南亚热带干热河谷气候，地理、气
候、土壤等优势明显，是发展晚熟芒果的

“风水宝地”。
在中山村党支部书记李国田看来，

晚熟芒果产业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一个
字——“试”。2008年，中山村派人前往
云南学习芒果种植方式，在得到村里适
宜种植芒果树的评估结果后，开始在低
海拔地区试种。2013年，这批果树挂
果，“1年1棵树就能卖到1000多元。”

低海拔地区种植芒果成功后，高海
拔地区也开始尝试。令人惊喜的是，
2015年，高海拔地区的芒果开始挂果，
芒果个大皮薄、肉厚汁多、香甜可口，品
质比低海拔地区更好。

新山傈僳族乡党委书记严明发说，
经过反复试种，得到了适合芒果种植的
一个“海拔区间”：最高能在海拔1975米
正常生长并挂果。之后，中山村开始推
广晚熟芒果。目前，全村从最初仅有16
户芒果种植户，发展到现在的235户，村
里约72%的农户都在种芒果，种植面积
达8600余亩。

省时省力的智慧农业
三分之一以上种植户年收入超10万元

村民张国梅种植芒果已有14年，她
感慨，相比于以前种烤烟、甘蔗、柑橘等，
种芒果节省了很多劳动力。

严明发列出一组数据：目前芒果产
业园区新增了现代农业设施水肥一体
化灌溉系统6套、轨道运输系统13套、农
情检测物联网系统3组、绿色防控杀虫

灯100盏，实现亩均节
本增效2000元以上。
仅水肥一体化灌溉系
统而言，以前1个人需
要3个小时才完成的工
作，现在仅需20分钟。

晚熟芒果多在12
月前后成熟采摘，果
农们最担心的就是遭
遇霜冻等极端天气。“芒
果园的水肥一体化既可
以灌水施肥，还可以防
冻。”张国梅介绍说，当

气温发生变化时，园区内的数据分析系统将
会把信息传送给果农，果农则可根据自己
的判断，通过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喷上
一层薄雾，借助水蒸气达到防冻的效果。

数据显示，中山村全年芒果产量约
1600余吨，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户芒果产
业年收入超过10万元，全村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2023年产值达
9443.5万元。

农文旅融合的新探索
田园旅游环线逐渐成型

“这棵树是游客认购的，等芒果成熟
了，我们就通知他来采摘。”严明发说。
今年，园区开始尝试芒果树认购活动。
游客可通过当地合作社，以每棵树800
元到1000元不等的价格认购，最终树上
的芒果全部归认购者所有。游客若不能
来，也可代为采摘、邮寄到家。

芒果树认购活动，是中山村发展探
索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村整合优势
资源，优化布局芒果观景台、芒果文化
馆、童趣园等文旅设施，打造集标准化生
产、科普示范、农耕体验、生态观光等为
一体的芒果文化主题公园。

同时，基于中山村芒果产业园的优
势地理区位，当地着力推动“产区变景
区、农田变公园”，打造农文旅融合、景村
一体的田园旅游环线，积极拓展村民增
收渠道，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冷宇罗石芊

聚焦城乡融合

采访点位：攀枝花市米易县

近2000米海拔种晚熟芒果 是如何做到的？

采访点位：宜宾市南溪区

采访点位：内江

米易县新
山傈僳族乡中
山村的晚熟芒
果即将上市。
米易县委宣传
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