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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看四川

“这个草莓看起来好巴适哦。”1月
15日，成都东部新区石板凳街道菜子村
党群服务中心，“一滴甘露”草莓种植专
业合作社摊位前，硕大饱满、鲜红欲滴
的草莓泛出诱人的光泽，吸引不少人拍
照打卡。道路另一边，当地第三届航空
草莓文化季暨“坐在”石板凳肆享田野
漫游草莓消费季活动正在举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注意
到，活动启动仪式上，除了精彩的表演
和有趣的小游戏，石板凳街道还与科研
机构、高校联盟进行了合作签约。同
时，天府国际机场空港经济融合发展片
区党委党建联盟条约也在此签署。整
个活动中，“草莓”始终是贯穿全场的核
心焦点，成为串联起区域发展、文化交
流与民众体验的关键纽带。

种植历史悠久
年产值5800余万元

石板凳街道有着20多年的草莓种
植历史，种植区主要分布在长堰村、菜
子村、观音村，其中菜子村成功申报了
2021年成都市“一村一品”示范村。
2022年，当地新建天府神鸟智慧农业产
业园，注册了“一滴甘露”商标，并进行
有机农产品认证。2024年，“一滴甘露”
草莓品牌进入成都市农产品品牌目录，

获得“天府乡村”公益品牌授权。
不仅种植规模大，石板凳街道种植

的草莓品种也多。据石板凳街道党工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当地种植以红
颜为主，逐渐引进白雪公主、黑珍珠、真
红美玲、建德白露、粉玉、梦之莹、越秀、
太空128、妙香进行试验示范。2024年
有农民经营主体21个，种植大户25户进
行规模种植，草莓生产不断向基地规模
化、栽培设施化、生产标准化、品种特色
化、产品绿色化、服务社会化、经营产业
化转变，以大棚种植为代表的设施农业
已成为街道高效农业中发展最活跃、效
益最明显的主导优势产业之一。

数据显示，2024年，石板凳街道草
莓种植面积达1800余亩，年产量2430

余吨，产值5800余万元。
“哇，快看，我摘的这颗草莓好大好

红哟。”在菜子村叶鲜生家庭农场里，一
行行草莓错落有致，绿叶红果的搭配十
分“养眼”。看准颗大饱满的草莓，轻轻
一掐，草莓便落入掌心，带着甜甜的香
气，晓慧和小伙伴们一边采摘草莓，一
边连连赞叹，“今天不仅感受到现场的
热闹氛围，更享受了亲自采摘草莓带来
的快乐。”

加强品牌建设
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为了做大做强草莓产业，石板凳街
道积极推动草莓产业进一步提档升级。

2024年春节期间，菜子村驻村第一

书记陶勇带着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及农
副产品，走进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参加
一场新春集市活动。据他回忆，活动现
场，菜子村的有机草莓、草莓雪花酥、草
莓软糖深受欢迎。很多游客向他打听
这些产品的购买方式，火爆的氛围也坚
定了他进一步带动乡村发展的决心。

目前，石板凳街道精心策划了草莓
育苗研究中心、草莓冷链分拣中心，研
发草莓果酒、周边文创产品，建立起与
机场长期供应合作关系，进驻天府国际
机场、世园会、农博会、洲际酒店等场所
展销。

同时，当地不断加强“东山农场”
“云下凳上”公共品牌建设，做大做强草
莓特色产业，提档升级“智慧草莓种植+
特色消费场景”“航空主题+体验式农
耕”等产业园区，打造四季农旅特色品
牌——“坐在”石板凳肆享田野文化旅
游季，深耕农商文旅+城乡融合的发展
体系，构建镇域经济一体化协同化发展
新格局。

石板凳街道党工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当地将不断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
以“粮经复合发展示范区·万亩现代农
业产业园区”为目标定位，编制乡村振
兴发展规划，加快打造以菜子村为万亩
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中心村、起步区和
核心示范区，辐射带动周边特色产业发
展，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远扬
摄影报道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叶）“一卡
在手，阅遍川渝。”1月14日，记者从四
川省图书馆获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四川省132家、重庆市42家县级以
上公共图书馆完成所有业务系统对
接，实现川渝两地174家县级以上公
共图书馆馆际读者互认和纸质文献通
借通还。

“读者在四川省图书馆借阅图书，
可以到174家成员中的任何一家去归
还，真正实现了图书多跑路、读者少跑
路。”四川省图书馆工作人员说。

除了“异地借阅”的便利，对书籍
流通而言，读者将图书从成都、重庆、
宜宾这些资源集中地区借阅流通到各
个县级馆，可在当地实现二次流通。
省、市、县三级联动资源共享，将很好
地弥补基层图书馆资源不足的缺陷，
实现“优质图书资源直达基层”。

同时，办卡过程也较为精简。读
者凭自己的身份证或者社保卡，在任
何一家成员馆完成注册后，即可在川
渝两地的174家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
实现通借通还。

川渝阅读一卡通由四川省文化和
旅游厅、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
会牵头，两地3家中心图书馆——四川
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成都图书馆共
同实施。该项目自2021年启动，历经
4年建设。截至目前，川渝阅读一卡通
项目总计产生通借通还达317万余册
次，体验读者达10万余人次。

下一步，四川省图书馆将针对我
省经济圈外的其他县级以上公共图书
馆继续实施该项目，计划2025年底前
实现全省209家公共图书馆全覆盖，
实现川渝两省市251家公共图书馆全
面通借通还。

泸州：密集路网串起革命老区红色遗址 174家川渝图书馆
实现通借通还

时间：1月15日 地点：成都东部新区

产值超5800万元石板凳街道绘就“莓”好蓝图

游客正在采摘草莓。

鸡鸣三省
大桥。

◀

“鸡鸣三省大桥建成通车后，两岸
开车通行时间由原来的两个半小时，
缩短至1分钟。”1月14日下午，看着身
后的鸡鸣三省大桥，泸州市交通运输
局党组副书记曾兴宇感慨地说。当
天，“长征路上看四川”大型宣传教育
活动来到泸州叙永，走进鸡鸣三省大峡
谷，实地感受一桥飞架、天堑变通途的
巨大变化。

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叫做“鸡鸣三
省”，意思是只要村子里的一只鸡叫起
来，三省邻近的村庄都能听见。这里，
曾经是中央红军一渡赤水的行军之地，
召开了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成为中
国革命伟大转折中的重要一环。

泸州是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站，
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这里时，靠着

“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气概，跋涉
在一条条山中小径、泥泞道路上，用
54天书写了红军长征在泸州的革命篇
章。90年过去，如今的泸州，大山之中、
赤水河上，已经修起了公路、架起了桥
梁……长征之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昔日的艰难险阻正变成康庄坦途。

曾兴宇介绍，近年来，泸州积极推
进交通与产业、旅游等统筹发展，特别
是古蔺县、叙永县等红军长征途经泸州
的主要地区、著名的革命老区、原乌蒙
山深度贫困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得
到了极大的提升，“交通+红色旅游”亮
点纷呈。

多年来，鸡鸣三省险峻的地理死角
让相邻的三省来往极为不便。2020年1
月21日，随着鸡鸣三省大桥建成通车，
结束了三地隔河相望不相连的历史。

“我们在叙永县、古蔺县等境内已
建成17座跨越赤水河（含支流）的大
桥。”曾兴宇介绍，鸡鸣三省大桥正是17
座桥梁之一，其不仅解决了三省交界一
带数十万群众的出行难题，促进了经济
发展，也成为乌蒙大峡谷-石厢子景区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重要的省际
通道。

为了将境内红色遗址串点成线，泸
州在交通上下起“硬”功夫。

2019年5月，沿赤水河环线扶贫公
路古蔺段全面建成，项目全长219公
里，总投资约18亿元，串联石宝镇、茅
溪镇、丹桂镇、二郎镇、太平镇等长征旧
址所在地，惠及沿线群众25万人。目
前，泸州正在实施叙永县叙镇路、石林
路、龙厚生烈士墓直连道路等红色公路
项目，打通省际道路及区域路网中的瓶
颈路、断头路。

同时，泸州正在以四渡赤水战役红
军在泸州行军路线为依托，进一步谋划
推进红色旅游示范公路，分别为古蔺太
平经石厢子至叙永县城红色旅游公路、

G352古蔺金兰街道至叙永县分水镇红
色旅游公路，规划实施三级及以上公路
446公里。

从区域通道来看，2020年1月，横
跨贵州和四川两省的赤水河红军大桥
正式通车运行，江习古高速公路全线贯
通，古蔺县有了第一条出川高速公路大
通道，也是连接太平镇、二郎镇红色景
区的对外主通道。2021年7月，叙永至
威信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成为四川南向
云南、贵州的重要出川大通道。2024
年2月，古金高速全线建成通车，该项
目特别加入了以红色文化为主、多种地
域特色文化交织的沿途景观，打造“赤
心绿途”多彩景廊。

此外，泸州还在加快推进泸州至
古蔺、重庆经叙永至筠连、古蔺至仁怀
等高速公路，持续强化与云南、贵州、
重庆三省市的快速连通，进一步织密
支撑区域产业发展、红色旅游的对外
大通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庆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