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2025年6月23日 星期一 编辑谢颖 版式易灵 校对毛凌波 四川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近日，四川省首单民营企
业超短期乡村振兴债券——某
公司2025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
资券（乡村振兴）在兴业银行成
都分行的牵头主承销下成功发
行，规模达5亿元。这不仅是四
川首单民营乡村振兴超短期融
资工具，亦标志着兴业银行成
都分行在乡村振兴债券领域实
现零的突破。

5亿资金精准滴灌生猪产业链
本期乡村振兴超短期融资

券发行总额5亿元，期限为270
天。根据规划，其募集资金的
30%（即1.5亿元）将专项投入某
公司和其子公司于生猪合作放养
育肥模式的关键环节。资金用
途明确指向饲料采购、兽药疫苗
保障及最为核心的农户代养费
用支付，确保金融活水直达农业

生产一线，稳固农户合作根基。

“公司+农户”创30亿惠农收益
这家龙头公司长期秉持“为

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使命，依
托高效产业链资源，构建起互利
共赢的“公司+农户”合作养猪模
式。截至2024年末，该模式已
覆盖全国23个省份，合作农户超
3400户，累计上市肥猪889万
头，为农户创收达30亿元。该

公司更通过与地方政府共建养
殖合作社等帮扶项目，持续激活
乡村致富内生动力，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总分联动破解民企融资新路径
兴业银行成都分行在此次

发行中深度响应客户需求，精
准分析业务结构，深入研究交
易商协会政策，通过高效总分
联动机制，成功打通民营企业发

行乡村振兴债券的创新路径。
这不仅显著降低了这家公司的
融资成本，亦是兴业银行践行金
融“五篇大文章”、深耕“三农”服
务的切实体现。该行将乡村振
兴深度融入擦亮“三张名片”、布
局“五大新赛道”及打造“数字
兴业”的战略框架之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冉志敏

兴业银行成都分行落地四川省首单民营超短期乡村振兴债券

甘孜州民族博物馆馆
长康棋介绍，该馆于2010
年开工建设，2016年10月1
日正式面向公众免费开
放。馆内展厅共三层，面积
近6000平方米，分为圣境—
甘孜州生态资源陈列、印
迹—甘孜州历史遗产陈列、
传承—甘孜州民俗文化陈
列、信念—甘孜州红色文化
陈列等四个基本陈列展厅
和两个临时展厅。

尤其是红色甘孜展厅，
因甘孜所具有的红色文化
基因，而格外受到观众青
睐。该展厅详细介绍了当
年红军在甘孜经历的历史

场景，全面地展示着当年红
军的英勇足迹。同时通过
场景复原、幻影成像技术、
电子沙盘等多种现代声光
电的展陈方式，真实再现甘
孜州的红色历史文化，记录
下甘孜州民众在各个革命
历史阶段重要的里程碑，是
感悟红色文化、接受革命教
育的重要阵地。

凭借其丰富的馆藏和
优质的教育功能，博物馆
已成功获评省级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基地、省级科普教
育基地、省级法治教育宣传
基地和市级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热血浸染的革命红
红军长征时期，丹巴在甘

孜州创下多个“第一”：第一个
建立县级党委；诞生了第一支
以少数民族命名的成建制部
队——丹巴藏民独立师；更是
全州参加红军人数最多的县，
是名副其实的“红色热土”。

19日上午，细雨蒙蒙中，
参与活动的5支队伍来到了位
于甲居镇甲居二村的红五军
团政治部旧址。这座由四层
藏式民居与十五层碉楼组成
的四合院，曾是红五军团政治
委员李卓然驻防、生活之地。

“这座碉楼是当地巴旺土
司主动让与红军使用的。碉
楼易守难攻，既可防御，也可
储粮。”丹巴县红军旧址陈列
馆讲解员王乾枫介绍，红五军
团在丹巴驻防期间，在此建立
了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南下
红军的中转基地。政治部则
肩负起领导群众筹粮支前、保
障部队供给、开展对敌斗争的
核心指挥重任。

据统计，红军驻防丹巴近
一年间，当地各族民众不畏国
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势力的威
胁与报复，不仅有2000余名
青壮年投身红军，更筹集了粮
食200万斤、各类牲畜近万
头、肉油数万斤，可谓是尽其
所能、倾其所有，为红军主力
北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枝头摇曳的丰收红
丹巴的红，亦映照在枝

头——那便是红彤彤的“美人
脆”苹果。“美人脆”本名“秦
脆”，是丹巴县2018年从陕西
引进的优良品种。

“当时赴陕考察，他们切
了一个果盘，我们尝过之后一
致相中了秦脆。”在甲居镇聂
拉村的苹果基地，丹巴县高级
农艺师刘兴丽说：“因为丹巴
又叫‘美人谷’，在此孕育的苹
果，自然就叫‘美人脆’了。”

雾气缭绕的果园里，套着
纸袋的果实挂满枝头，沉甸甸
地预示着丰收。果农们正抢
抓农时为苹果套袋，确保其甜

度、脆度和品相更上一层楼。
刘兴丽补充说，“美人脆”

果肉脆爽多汁。套袋果成熟
后果皮呈鲜明条纹红，未套袋
的则呈现深红色。因此。在
每年“美人脆”成熟的10月前
后，丹巴漫山遍野被红色浸
染，景色热闹又喜人。

据丹巴县农牧农村科技
局局长谢仕英介绍，目前丹巴
全县“美人脆”苹果种植面积
超8000亩，2024年产量达178
万斤，地头价约8元一斤，主销
江浙粤等地。2025年，预计
产量将突破400万斤。

葡萄美酒的产业红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

气候条件，丹巴不仅孕育了珍
品“美人脆”，还滋养了优质的
酿酒葡萄。这第三种红，便是
由这些葡萄酿造而成的红酒。

成立于2016年的丹巴女
王城堡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是
一家集葡萄种植、酿造、灌装、

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葡萄酒
企业。步入生产车间，浓郁酒
香扑鼻而来，展厅内陈列着的
各系列干红葡萄酒让人目不
暇接。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丹巴地处大渡河峡谷前端，拥
有青藏高原独特的季风气候：
年日照超2300小时，昼夜温
差大，湿度小，干燥度高；加之
土壤富含有机质和矿物质元
素，极其适宜培育优质酿酒葡
萄。公司在当地建立高山葡
萄基地，引进先进工艺，酿造
出高品质的高原葡萄酒。
2019年11月，“女王城堡莫洛
庄园”干红葡萄酒入选首批

“四川特色果酒”，成为丹巴特
色产业的亮丽名片。

“我们的干红系列市场反
响热烈，远销澳大利亚，年产
值稳定在500万元以上。”该
负责人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王越欣

走进“美人谷”
邂逅丹巴三抹“红”

甘孜州民族博物馆外景。图据博物馆

丹巴的底色是什么？是那一抹炽热耀眼的红。6月19日，“长征路上看四川”大
型宣传教育活动走进素有“美人谷”之誉的甘孜州丹巴县。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在红色遗址间、乡村田园中、本土企业里，遇到了三抹靓丽的“红”。

走进甘孜州民族博物馆：

馆藏文物近万件
红色基因与多彩文化融合

位于丹巴县的红五军团政治部旧址。王越欣 摄

甘孜这片壮美的雪域高原，是红军长征的重要节点，
具有独特的风土人情与丰富的文旅资源。想要一站式深
度了解甘孜的历史文脉、民族瑰宝与自然奇观，甘孜州民
族博物馆不可错过。

6月20日，“长征路上看四川”大型宣传教育活动走进
甘孜州民族博物馆，通过这“一馆”的丰富展陈，生动感知
甘孜的红色基因与多彩文化。

作为甘孜州的综合性文化地标，甘孜州民族博物馆集
收藏、研究、展示、保护、教育功能于一体，截至目前，馆藏
文物近万件，珍贵文物达1488件/套，涵盖出土文物、民族
文物、红色文物等多个门类。

当前，甘孜州正积极推
进“全域博物馆之州”建
设。作为州内面积最大、馆
藏最丰、综合性最强的博物
馆，甘孜州民族博物馆如何
发挥引领作用？

“核心在于全面提升公
共服务能力，深化文旅融合
体验。”康棋馆长给出了明
确方向。为此，博物馆正在
紧锣密鼓地进行展陈提升
工作，目标是将其打造为集
文化展示、教育研学、休闲
体验于一体的文旅融合示
范点。

“一楼拟设置文创产品
展售区，让游客能把甘孜记

忆带回家，促进文化消费；
二楼则规划打造多业态休
闲娱乐区，提升参观舒适度
与停留意；三楼重点建设非
遗体验区，让观众亲身参与
互动，深度体验甘孜独特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魅力，这也
是文旅融合的重要实践。”
康棋介绍，提升工程预计今
年底全面完成。届时，甘孜
州民族博物馆将以全新的
面貌迎接八方来客，成为游
客深入了解甘孜风土人情、
感悟红色精神、体验非遗的
重要窗口和目的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王越欣

三层展厅展陈丰富再现甘孜州红色历史文化

融入“全域博物馆之州”建设助力文旅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