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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密的森林、千年的古树群、热烈的
阳光、地中海风格的建筑……今年春节，
位于凉山州德昌县的海花沟大地公园阳
光康养国际度假区（以下简称海花沟）成
为了不少游客的好去处，银发游客也成
为了这里春节消费市场的主力军。

今年省两会期间，“银发经济”成为
代表和委员们争相探讨的关键词之一。
丰沛热烈的攀西阳光，让大凉山成为中
老年人“康养”的好去处。“加快建成国际
阳光康养度假旅游目的地”成为凉山文
旅发展的方向之一，而踏出的第一步，就
是抢占“银发经济”的先机。

2月6日，2025年“万千气象看四川”
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海花沟，探寻这里如
何从曾经的荒石滩蜕变成康养度假区，
实现“银发候鸟”成群而来的秘密。

占据地理气候优势
健全设施留住“银发游客”

三面环山一面傍水，年均气温
18.1℃，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沟内百棵
古树逢春、万亩高山杜鹃盛开……即使
是在冬日，海花沟依旧阳光灿烂。这
里，也成为不少“银发候鸟”们的旅居新
目的地。

而此前，这里还是一片荒石滩。
2020年，当地政府和企业开始打造海花
沟，以康养为主线、文旅做支撑、产业做
补充，将这里打造成集生态康养、健康疗
愈、自然旅居、休闲度假为一体的大型文
旅康养综合体。经过4年规划发展，如
今海花沟逐渐成型。

“这里山清水秀，气候很好，阳光又

充足，适合我们老年人养生，明年我们想
在这里旅居，过一整个冬天。”重庆游客
彭华带着母亲一路从攀枝花北上游玩，
刚到德昌，便被当地优越的气候吸引。

同样因为气候优越，选择在这里过
冬的还有成都游客王超群。为了享受更
长时间的阳光，2023年，王超群在海花
沟买了房，今年春节，他带着家人和朋友
一起在德昌过年。

海花沟目前已形成运动、文娱、休
闲、亲子、商业、医疗等九大康养配套项
目，2025年春节期间还组织了主题烟花
秀、海花运动、海花娱乐、海花美学等40
多场活动，吸引游客达12万人次。

针对目标客户，海花沟还特别推出
了溯溪慢道、古树环形步道、负氧离子松
林步道、山谷骑行道、螺髻山遗迹古道5
条线路供游客散步游玩，“2025年我们

将加快建设温泉民宿，体育公园等基础
设施，促进当地银发经济、文旅经济高质
量发展。”海花沟康养度假区总经理李涛
表示。

德昌春节接待游客31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1.4亿元

海花沟的蜕变，只是德昌县康养产
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德昌县围
绕“文旅强县”的发展战略，以建设生态
宜居的攀西最美凤凰城为目标，推动文
化旅游农业各领域、多方位、全链条的深
度融合发展。同时，编制《德昌县全域旅
游发展规划》，积极推动旅游规划与康养
相关产业规划统筹协调。

如今，随着新成昆铁路、京昆高速、
国道108线等多条交通线路的贯通，德
昌已成为不少“银发游客”向往的打卡
点。仅2025年春节期间，德昌县接待游
客31万人次，同比增长20.95%；实现旅
游收入1.4亿元。康养旅游成为了推动
德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目前，德昌县正积极探索“春赏花、
夏避暑、秋品果、冬暖阳”四季阳光森林
康养的全季节全天候康养产业发展模
式。打造了一批国家森林乡村、省级森
林康养小镇、四川省森林康养基地、四川
省气候康养小镇、四川省森林人家等康
养品牌。全县共有星级农家乐、乡村酒
店和民宿共125家，角半、大坪、安宁、半
站营四大康养基地基本雏形，可满足
3000余人的康养需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石芊
摄影报道

西昌礼州镇整“花活”
年销售额达2.7亿元
提及西昌市的礼州镇，不少人的

第一反应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一大
驿站、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古镇和红
军长征时路过的地方。但鲜有人知的
是，花卉正成为这里的经济风向标。

2月7日，2025年“万千气象看四
川”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礼州镇，探访这
里一年产值达2亿多元的花卉园区，如
何带动小镇经济发展。

回忆起2004年选择落户西昌种植
大花蕙兰，西昌鲜绿种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谢平说没想到能有今天的成就。

走进公司的大棚，800亩的厂房
里，有着100多个盆花品种，数十万盆
大花蕙兰整齐摆放在花架上。“我们的
大花蕙兰主要是用于年宵花，春节前
大多销往成都、广州等城市，是春节期
间家居装饰的热门选择。”谢平说。阳
光好、水质好、气候好，让谢平选择在
礼州种植了20多年的大花蕙兰。如
今，该公司每年花卉产量可达80万盆，
其中大花蕙兰的品种数量和销量位列
全国前三。

谢平说：“我们现在不仅卖盆花，
也有鲜切花。”产量高、品种多，品质口
口相传，销路也逐渐打开。如今，这些
产自西昌的大花蕙兰不仅能销售到昆
明、广州和长三角地区，5万盆大花蕙
兰还远销越南、泰国、俄罗斯、韩国等
国家。

此外，公司还注重大花蕙兰的研
发和创新，与世界顶级花卉公司合作，
引进新品种、新技术，不断提升大花蕙
兰的品质和附加值。“西昌的气候条件
好，一盆花的出花率一般在四支到五
支，有时候七八支，每盆花我们能卖80
元左右，2024年公司销售额约2500万
元。”谢平说。

像西昌鲜绿种业有限公司一样，
落户礼州的花卉企业一共23家。2014
年，礼州镇开始打造西昌市现代花卉
产业园区，占地约1万亩，规划形成

“一轴、两心、三片”的产业发展布
局。经过11年发展，如今这里已形成
了从育种、培育、生产再到销售的花
卉产业链。

“目前我们园区投用了4500亩土
地用于鲜花种植和销售，以中高档盆
花和鲜切花为主，共计30多个品种，是
目前西昌最大的花卉产业基地。”西昌
市现代花卉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王
燕说。2024年，园区生产销售中高档
盆花3200万盆，花卉组培苗4500万
苗，销售收入2.719亿元，出口20余个
国家和地区。

花卉，也成了当地村民致富增收
的“香饽饽”。59岁的谢光珍是土生土
长的礼州镇田坝村人，10多年前，她将
土地流转给产业园区后，便在西昌鲜
绿种业有限公司工作。她说：“每天主
要的工作就是施肥、浇水、除草，相对
农活来说更轻松，每年除了土地流转
费外，还能有3万多元收入。”

每年农历的十月、冬月、腊月，是
西昌市现代花卉产业园区最忙的时
候。50岁的边华成只要空下来，都要
到花卉公司来做零工。他说：“一天工
作9小时,收入100元，三个月能挣一万
元。”

“园区带动了附近三四千人的就
业，人均年收入可达3万元到4万元。”
王燕说，2025年，园区计划继续加大基
础设施建设，搭建企业合作平台，借助
当地旅游文化资源融合发展，扩大产
值，促进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石芊

有门店终端销量是往年同期3倍

国补点燃“换新潮”泸州春节消费旺

从荒石滩到康养度假区

德昌如何让“银发候鸟”成群而来？

消费者在泸州一家中国电信门店内选购电子数码产品。徐庆 摄

游客在海花沟内拍照。

2025年春节假期，家电与数码产品
市场表现如何？2月8日，2025年“万千气
象看四川”主题采访团走进泸州市江阳
区电信门店和家电商超探访。

记者了解到，在“国补”政策推动下，
“以旧换新”成为消费亮点，在各项政策
持续加力下，泸州掀起“换新”潮。

门店成交量火爆
春节期间店员加班售卖

在中国电信水井沟讯宏旗舰店，门口
醒目的海报张贴着优惠信息，很是吸睛。
下午1点过，店内人流不断，前来咨询政
策、下单新机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该店店
长曾蕾雨说，得益于新一轮“国补”政策，
门店电子产品在春节期间销售火爆。

曾蕾雨介绍，目前国产品牌均是门
店热销的机型。“我从除夕到大年，只休
息初一初二。”促销员周德先说，春节期
间，她一天成交的手机、平板等数码产
品，最多的时候有10台。看着热情不减
的消费者，周德先主动加班，休息起码要
到大年以后了。

为了进一步吸引客流，泸州电信还
推出了企业补贴，实实在在让利消费
者。企业补贴如何实现？曾蕾雨随手拿
起柜台上的华为mate70（512GB）型号
手机举例：“这款手机官方零售价是5999
元，消费者选择99元的电信套餐，可以享
受中国电信企业补贴2160元，叠加以旧
换新补贴800元，再叠加‘国补’优惠。三
重补贴下来，这款手机只需要3339元。”

为了服务不方便来市区提货的乡镇
地区消费者，该店首创共享仓模式，在泸
州7个区县均设立共享仓——乡镇“便

民取货点”，搭起了高效的供应网络。多
重政策叠加催生的消费热度，看数据或
许更为直观，“今年‘国补’政策实施后，
线上平台咨询量、浏览量和互动量大幅
增加，线下门店客流量也持续增长。终
端销售量成效显著，与去年同期相比提
升了3倍。”曾蕾雨说。

补贴政策仍在持续
提振消费惠及更多市民

除了销量翻倍的数码市场，家电市
场一样火热。“2025年新一轮‘国补’开
始以来，客流量和销售金额同比均有较
大幅度的增长，尤其是春节期间，我们的
家电销售增幅达27.50%。”据泸州汇通
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匡圣文
说，今年元旦春节期间，在旗下汇通电器
购置家电，除了可享受“国补”外，还可叠
加商场补贴、厂家补贴、旧家电补贴等多
重福利补贴，最高可享受到50%的优惠。

泸州市商务会展局副局长易华介

绍，2024年，泸州抢抓国家“两新”政策
机遇，争取中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三批
次）共计2.4亿元，统筹地方财政资金
1200万元，先后出台6轮消费品以旧换
新补贴政策。全市以旧换新申请量达到
18.68万/台（套），共带动汽车、家电等大
宗商品消费近21亿元，全年汽车消费同
比增长9.5%、家电消费同比增长9.5%。

“在国省市以旧换新政策引领下，泸
州还整合行业协会、龙头企业、上游供应
商等资源，加大惠民促销力度。”易华介
绍，截至2月5日，泸州家电以旧换新1.4
万台，3C电子产品以旧换新1.7万台。

今年，泸州还将实施提振消费专项
行动，高质量精准推进汽车、家具、家电、
3C数码产品等以旧换新工作。“特别是
在汽车以旧换新方面，泸州将筹集资金
3400万元，对新能源汽车分别给予1000
元-2500元地方补贴，与国省政策叠
加。”易华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庆 罗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