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北小镇月坝村
一块火烧馍“烤”活乡村经济

阿坝州小金县
“文旅+玫瑰”甜蜜事业富千家

看川剧变脸、喝盖碗茶、打卡潮流
地标……7月1日，来自希腊的5名国际
网络达人抵达成都，开启为期五天的
四川之行。旅行第一天，他们走进人
民公园和宽窄巷子，沉浸式感受成都
的市井文化和烟火气息，在成都璀璨
的夜色中，打卡双子塔等潮流地标。
他们一路走一路拍，在一声声此起彼
伏的“amazing（太神了）”感叹中，切
身体验锦绣天府的安逸生活。

看川剧变脸、体验汉服
沉浸式感受成都万千气象

上午9点，人民公园已经热闹起
来。公园里，不少人正练习八段锦。
一旁的茶馆内，有人早早点好了茶，惬
意地躺在竹椅上小憩。达人们一走进
公园，就被这休闲的氛围吸引，不时拿
出手机拍照记录。

在糖画摊前，糖画师傅用手里的
小铜勺将新鲜熬制的糖舀起，在石板
上迅速地来回游走，不一会儿，一只栩
栩如生的蝴蝶就被绘制出来，围观的
达人拿到糖画爱不释手。

在鹤鸣茶社，达人们观看茶艺表
演后，喝上了地道的盖碗茶。艾莉妮
在希腊一个音乐世家长大，曾在家乡
的弦乐团和合唱团中演出。“公园里，
很多人都在喝茶，这是一种非常健康
的生活方式。”艾莉妮告诉记者。

而最受达人们期待的环节，便是
观看川剧变脸。“第一次看川剧变脸，
通过脸谱能看到很多种表情，有高兴、
伤心、生气，太神奇了！”在鹤鸣茶社，
网络达人玛丽安和索菲亚看到川剧变
脸后，兴奋不已。她们是双胞胎姐妹，

也是希腊旅游形象大使。姐妹俩在中
国生活多年，每年多次往返于中希之
间，积极参与旅游推广、文化交流和品
牌合作等多项活动。

当天下午，达人一行还走进成都
宽窄巷子，体验汉服文化。索菲亚特
别挑了一件代表中国红颜色的汉服。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一天下来收获
满满，特别期待接下来的行程，尤其想
看大熊猫。”索菲亚说。

据悉，接下来几天，5名网络达人
还将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金
沙遗址博物馆等景点开启安逸四川之
旅，沉浸式感受古蜀文明的独特魅力
和四川发展的万千气象。

入川旅行说走就走
四川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

近年来，四川推出一系列入境游
激励政策，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走进
四川。2024年全省旅游接待人次达
7.04亿，同比增长3.53%，入境旅游接
待人数同比增长近1.7倍。

6月30日凌晨1点56分，3U3827航
班从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起飞，标志着
成都至伊斯坦布尔至雅典航线正式开
航。此次5名国际网络达人来到四川，
正是搭乘成都首航雅典的返程航班。

来自希腊的Gerasimos表示，他
用在欧洲申请的本地银联卡在成都支
付非常便利，成功体验了用银联卡购
买冰淇淋、饮料等。

银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银
联重点提升成都等旅游城市境外银联
卡受理体验，广泛覆盖吃、住、行、游、娱、
购等场景。此次来川的希腊网红团队
在宽窄巷子、人民公园等景点和商圈，可
以用欧洲发行的银联卡快速、便捷支付。

目前，成都已推出系列针对入境游
客的便利举措。从飞机落地成都的那一
刻，双语广播、双语指示牌就开始为游客
提供有效导引。在到达口服务站，具有
实时翻译功能的AI智能翻译屏能提供10
种语言翻译服务。此外，成都A级景区、
机场、地铁枢纽已实现多语种导览系统
全覆盖。据悉，成都市正对重点文旅场
所100座旅游厕所进行双语标识改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金
祝 梁家旗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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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至26日，2025年“万千气
象看四川”第二季度主题采访活动记
者团走进阿坝州小金县。眼下，小金
县的万亩高原玫瑰花开正盛，雪山下
的“浪漫”令人流连忘返。在小金县，

“一朵玫瑰”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带动
了3300余户农户年均增收超万元。

6月25日上午11点，在小金县夹金
山清多香野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车间里，工人们正在挑选当日采摘的
新鲜玫瑰花。这些花儿，将被制作成
玫瑰茶、玫瑰纯露、玫瑰精油等30多种
产品销售到国内外。

小金县达维镇冒水村党支部书记、
“玫瑰姐姐”陈望慧告诉记者，村民们一
般是每天凌晨3点左右开始采摘鲜花，
公司派车到各村集中收取，从采摘到进
入加工流程绝不会超过3小时，以保证
产品的质量。交谈间，一辆辆玫瑰运输
车陆续开进公司。玫瑰种植园里，游客
与盛放的玫瑰合影打卡，还有游客沿着参
观路线，了解产品的制作。女士最喜欢的

“玫瑰精油”，从一朵花，到选材、蒸馏、
取精油的全过程，在这里都可以看到。

在小金，“一朵玫瑰”的作用远不
止于此。6月26日，小金县第六届“金
山玫瑰”采摘溯源季在小金县金山玫
瑰基地举行。这是一场融合产业发
展、民族文化体验与红色教育的盛
会。当天一早，在小金县新桥乡共和
村玫瑰花基地里，农牧民身穿嘉绒藏

族特色服饰，手上拿着预示丰收的玫
瑰花籽和玫瑰鲜花，捧着洁白的哈达，
迎接远方来客。

小金县的玫瑰产业基地种植面积
达1.5万亩，覆盖全县13个乡镇46个
村。近年来，小金县运用自身优势，开
始培育观光玫瑰产业，已建成110亩玫
瑰博览园、935亩“玫瑰谷”、90亩“玫瑰
花海体验区”、10个“玫瑰花观赏体验
园”，并形成高原玫瑰“种植、加工、销
售、观光、体验、教研”全产业链。

据介绍，2021年浙江省德清县对
口支援阿坝州小金县以来，德清县以
产业支援方式，投入大量资金、技术支
援小金县发展玫瑰产业。此外，两地
还携手通过“线上+线下”推介小金玫
瑰产品，举办“小金出品”浙江行活动、
在德清广泛开设线下门店等，助力小
金玫瑰拓市场、扩销路，走向世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祥
龙 摄影报道

6月25日，2025年“万千气象看四
川”第二季度主题采访活动记者团走
进广元市利州区白朝乡月坝村。

六月的月坝罗家老街，十二口柴
火灶吞吐着麦香。62岁的白伸花将圆
饼埋入草木灰，钢针扎孔的滋滋声里，
金黄的火烧馍正完成从山间干粮到百
万产业的蜕变。这个曾因贫穷被调侃

“好女不嫁”的川北村落，如今靠一块
馍实现年产值500万元，带动30余户
村民年均增收10万元以上，演绎出传
统手艺激活乡村经济的鲜活样本。

月坝村位于广元市利州区白朝乡
西北部，距广元主城区55公里。在月坝
农耕记忆里，火烧馍诞生于先民“蒸馍易
坏、火烤存鲜”的生存智慧。直径30厘
米的圆饼经揉面、发酵、烘烤、埋灰四道
工序制成，曾是山民外出的“能量补给”。

59岁的袁成连记得，童年书包里
的火烧馍咬下去“咔嚓”作响，麦香能
在嘴里留半天——这份带着草木灰印
记的味觉记忆，如今被解码为可复制
的产业标准。

为了打破旅游淡季壁垒，让“月坝
火烧馍”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村民们主
动参与成立了公司，由当地有名的“老
把式”贺长清把关制作工艺、创业青年
负责销售和配送，从口味研发、包装设
计等各方面进行提档升级。

不仅如此，月坝村还成立了月坝
火烧馍协会，实行了“六统一”管理制
度，将管理、食材、配方、价格、销售、服
装都进行了统一，火烧馍各种口味的
价格也都透明公示出来，让消费者吃
得放心、安心。同时，开发出椒盐核
桃、酸菜等多种口味的火烧馍，真空包

装印上月坝山水图案。火烧馍从农家
干粮升级成为了旅游伴手礼。2024
年，月坝村火烧馍年产值突破500万
元，占村集体经济收入近七成。

袁成连曾在家带孙子，如今在老
街经营摊位，淡季月营业额4000元，
旺季超6000元。像她这样的村民有
30多位，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近年来，月坝村深入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当地利用
1.68万亩高山湿地和古村落资源，打
造康养旅游特色小镇，建设近月湖、罗
家老街等景点；以火烧馍为代表，推出

“一品九碗”等特色餐饮和民宿群。
2024年接待游客35万人次，村集体经
济收入720万元。

“下一步要提升火烧馍口感，推进
农文旅融合。”月坝村党总支书记吴光
成介绍，计划推出游客体验打馍项目，
让游客参与制作。同时还将以火烧馍
为纽带，带动其他农特产品走出广元。

曾经的“穷山村”，如今靠一块火
烧馍“烤”出红火图景。暮色中，月坝
农旅融合的故事正越烤越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彦
谷 摄影报道

万千气象看四川

工人在挑选玫瑰。

月坝村火烧馍。
希腊网红达人被川剧变脸吸引。

希腊网红达人打卡成都宽窄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