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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友好厨房”启动

娃娃们感受川菜烹饪魅力

华西社区报讯（记者 沈悦 实习生
邓诗琪）“‘儿童友好厨房’是个神奇的
课堂，对娃娃来说可以尽情体验、探索、
感知和创造，在操作中体验美食乐趣。”
11月19日上午，“儿童友好厨房”锦城
社区启动仪式暨“四川省川菜对外交流
实践基地”授牌仪式，在成都簇桥街道
锦城社区国际儿童食育中心举行。

现场的“创意厨房”课程迎来了第
一批小学员，大家在川菜对外交流促
进会代表邹麒的带领下制作鱼香煎
蛋，由此开启了愉快的川菜烹饪之
旅。课程中，食品安全知识、川菜文
化、动手操作、团队协作语言表达等内
容让整个实践过程惊喜频出。

据悉，锦城社区拥有全国首个社
区儿童食育中心。该中心是簇桥街道
推动国际儿童友好社区的重要抓手，
被纳入武侯区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
项目。为撬动多级资源，建设儿童友
好关爱基地，社区整合了13家辖区单
位和民政、卫健、教育、妇联等部门共
同参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用1000
余平米的公共服务空间，引进社会企
业将社区建成了娃娃们的“科普乐
园”。这里涵盖有12个儿童教育功能
分区和5个公共活动区域的妮妮环球
国际儿童食育中心。

武侯区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希望辖区孩子及家庭通过川菜的
社会实践，学会基本的家庭饮食烹饪
技巧，提高劳动技能和生活自理能
力。社区也将在儿童友好社区建设
中，通过传承优秀文化，开发儿童创造
性思维，让辖区儿童得到文化滋养。

聚焦林下经济 立体农业助推乡村振兴
在过去不久的金秋十月，成都市

温江区和盛镇李义村十里西畴稻田喜
获丰收，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秆，微
风拂过，稻浪翻滚、机器轰鸣，村民们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喜悦。收割完水
稻，大伙儿短暂休整后又全身心投入
到鱼苗的培育中来，利用田地非种植
档期，发展观光垂钓。

今年以来，和盛镇聚焦温江区委
第十五次党代会“做精做特都市现
代农业”“大力培育新经济、新业态、
新模式”等要求，依托花木林地良好
的生态环境，以残次林腾退改造为
手段，以“林菌、林粮、林蔬、林花”种
植为重点，全面推广复合经营为主
要特征的生态友好型林下经济。全
镇林下种植农作物共计 880 余亩，其
中大球盖菇、羊肚菌、竹荪等 80 余
亩，林间大豆、玉米、土豆等 800 余
亩，涵盖柳岸、渡桥、兰亭、石坝等 9
个村社区、23 家花木企业、12 个农民
专业合作社、780 余户农户，促进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
结合。

“我们结合地块规模、花木种植、
生态环境以及水系资源等情况，分类
指导立体农业发展。”据和盛镇副镇长

黄远介绍，和盛林下经济的具体做
法主要分为三大板块：一是推动林
下“菌菇”间种。根据林下空气湿
度大、光照强度较低、氧气充足、温
差相对较小等特定条件，以川雅园
艺等花木企业为龙头，与柳岸宏德
等合作社签订订单协议，组织29户
农户进行林下大球盖菇、羊肚菌、

竹荪等菌类作物间种。截至今年9
月底，渡桥益佳等 3 个农民专业合
作社平均规模达到26亩，累计产菇
16 万余斤。二是促进林旁“粮农”
轮种。按照“地块+时令作物”方
式，以林间闲置地块、残次林腾退
地块为主，引导 9 个村社区、9 个合
作社、248 户农户进行林下“粮农”

时令轮种，实现林间闲置地块耕种
526亩，残次林腾退轮种355.94亩。柳
岸社区、东宫寺社区水稻、大豆轮种
90 亩，亩均产值 0.6 万元；李义村通过
低湿漕田改造，腾退残次林70余亩实
现稻鱼共生。三是打造林间“花蔬”套
种。探索“传统农业+花木+生活美学
元素”种植方式，在綦临社区引入“繁
花盛景”“探花巷”项目，投入 570 万
元，按照“定制+订单”农产品经营方
式，联动周边村民 35 户，结合 24 节气
的植物特点，实施花木和时令农作物
套种，筹建葵花粮食、瓜田李下、木绣
球餐厅等示范园子，由传统花木、地表
蔬菜（白菜等）、纤杆作物（茄子等）、
棚架南瓜以及灌木、乔木等呈现出多
样化的层次效应。

“通过‘林下经济’作物套种发
展，有效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循
环相生，实现农地增值赋能、村民增
收致富的共赢。同时，立体农业的发
展模式改变了苗木种植景观的单一
化，形成了错落有致、色彩丰富的景
观‘天际线’，一个个精品‘蔬菜花园’
也让农村居住环境不断提升。”黄远
介绍道。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刘俊 和盛镇供图

打好民富村美“组合拳”
让“兰花经济”根深叶茂

11月20日，当记者走进彭州市丽
春镇，随处可见的兰花映入眼帘。为
了将兰花文化融入“产城融合”顶层设
计中，丽春镇打造了许多可感可及的

“新场景”，其中，“川兰艺谷·美学花
园”被四川省兰花协会评定为四川省
兰花产业示范园区。近年来，“兰花经
济”在丽春镇根深叶茂，成为当地的

“金字招牌”。

打造靓丽名片
擦亮兰花交易“金字招牌”

“这盆兰草现在4个头，开春就能
发4苗。再分盆，精心养一年，很有可
能会变成20苗。一年后再出手，经济
效益还可以。”盘算着种养兰花的收
益，“川兰艺谷·美学花园”的兰商唐大
妈满是欣喜。

据悉，丽春镇采取“集体土地入
股+社会资本引入”模式整合用地400
亩，打造“川兰艺谷·美学花园”，招引
外来兰商65户，发展壮大本地兰商33
户，以“前店后坊”模式运营45个兰花
工作室，园区常年保有兰花40余万盆，
四季供应不断，无空窗期。“除了基地
线下的交易外，他们还通过网络、直播
带货等现代营销手段，把彭州的兰草
卖到全国各地，让兰花走入寻常百姓
家。”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展示交易大厅、兰草培育室、茶歇
洽谈室……除了简单的兰花种植，这
里还涵盖了兰花产业从选种、培育、交

易、文化交流等全产业链，俨然一个
兰花产业的综合体。

带动经济发展
打好民富村美“组合拳”

像唐大妈这样通过兰草种植交
易致富的，只是兰草带动当地经济发
展的其中一种模式。在丽春镇，还有
很多发展“兰花经济”的模式——丽
春镇联合党员致富能手、本村兰花种
植户等成立景林丽景兰花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构建“企业+联合社+兰
农”的联合体经营机制，依托兰园建
设和兰花交易，吸纳村民参与场景建
设、运营维护、交易管理等环节，带动
创业就业近300人，实现89户农户人
均增收，有效促进了集体经济增长和
农民增收致富。此外，丽春镇还在村

集体内开展“最美园丁”有奖评选等
活动，引导村民主动认购、培育栽种
兰花。

“我们是第二次来到丽春镇的
游客，这里的‘兰花文化’比前几年
又有了质的提升。”游客刘先生表
示。近年来，丽春镇设计构建“逛兰
花公园、品兰花美食、悟兰花文化、
购兰花玩具、住兰花民宿”链条式创
新生态，累计吸引游客10余万人次。

丽春镇的兰花产业，已经形成
了一个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品
牌化的种养、交易、培育、研究和文
化交流基地，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
兰花交易市场。在带动当地百姓增
收致富的同时，也成为了丽春镇一
张靓丽的名片。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张丽
丽春镇供图

林下种花。

顾客选购兰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