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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州市廖家镇
红色引领乡村“蝶变”绿色筑牢产业根基

两环两轴、快进

慢游，崇州市廖家镇

地处大青城古镇文

旅产业区，紧邻崇州

城区 15 分钟生活

圈，与温江和盛镇隔

河相望，成都第二绕

城高速、水木北部旅

游环线、成街快速

路、中崇路穿境而

过。五河穿越全镇，

孕育了茂林修竹的

生态本底，生态价值

多 元 转 化 路 径 宽

广。依托优势区位

和丰富资源，廖家镇

发展起花卉苗木、粮

油种植、木雕家具、

红色研学和水木康

养等优势产业。

廖家镇“军魂永恒”主题公园。

2022年，“廖家木雕”成功
入选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作为一
种起源于清代的川派建筑和
家具加工技法，廖家木雕在成
都平原的古建筑修复、家具定
制和工艺品制作等方面，有着
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
经定位调研和综合分析研判，
廖家镇确定以木雕技艺产业

为核心，聚焦品牌打造和非遗
传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发
展道路。

“品牌是参与市场竞争的
重要途径，它带来的产品溢
价，越来越受到重视，要擦亮

‘廖家木雕’金字招牌，品牌建
设是关键。”廖家镇党委书记
杨婷告诉记者。近年来，廖家
镇在宏观层面上对“廖家木
雕”这一区域品牌进行了建设
和提升。一方面，通过建设崇
州市古建艺雕博物馆和举办
木艺手工雕刻大赛等方式，吸
引游客前来参观体验，提升品
牌效应和传承艺雕文化。目
前，已组织非遗研学活动 20
余场，成功举办5届木艺手工
雕刻大赛，助力民和村获评四
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成都市

百佳示范社区。另一方面，持
续开发“非遗+”“+非遗”的特
色文创产品，不断提升“廖家
木雕”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顺
应新形势、聚焦新业态，依托
电商服务站，链接龙马艺雕
厂、楠庭蜀匠家居公司等资
源，开展古建木雕、特色餐饮、
创意家居等主题产品线上直
播，有效破除视野局限、转换
发展思路，助力非遗产业发展
壮大。在廖家镇的不断探索
和努力下，廖家木雕产业已

“羽化成蝶”，成为带动产业发
展的“助推器”。

廖家镇党委书记杨婷表
示，今后，廖家镇将持续做好

“非遗+”“+非遗”品牌文章，不
断完善基础设施和公服配套，
招引一批特色鲜明的引领性

擦亮名片 塑造非遗产业“廖家IP”

目前，廖家镇从事木雕工
作的从业者多达一千余人，但
木雕非遗传承人仅有 4 名。
为进一步转变木雕人才缺乏
现状，廖家镇聚焦传统工艺振
兴，坚持从产业优势、平台优
势、技术优势发力，不断做深
做实木雕非遗人才培育工程。

一方面，廖家镇探索“集
体经济公司+社会资本+农
户”经营模式，启动“廖家木
雕”非遗村落施工建设，建成
营收突破百万的“和木·百乐
来”集体经济项目。另一方
面，创新“艺雕党支部+行业
协会+大师工作室”体系，建
立师徒结对工作机制，吸纳百
余名新生代木雕艺人进入培
养小组。聚焦崇州市古建艺
雕博物馆提档升级，廖家镇积
极谋划建设非遗人才工作站，
聚贤引才，与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等高校建立双
育双培校地企合作平台，为产
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近期，
以非遗文化交流酒店年内建
成投运为契机，积极招引社会
资本对周边张家林盘、蒋家林
盘进行资源整理，打造大师工
作室、共享办公聚落等多元场
景。目前，廖家镇木雕企业参
与成都锦里、崇州罨画池、新
都桂湖公园等古建维护工程
30 余个，为千余名木雕工匠
的技能施展提供广阔空间；引
入艺术家、文化创客等 34 人
开展创意摆件、文创产品等“非
遗+”主题产品研发，助力全镇
木雕产业年均产值突破亿元。

下一步，廖家镇将聚焦加
快生态价值转化、促进乡村全
面振兴、壮大集体经济等中心
任务，以党建引领在治理中
促发展、在发展中优治理，擦
亮大青城连接大成都门户窗
口形象，奋力谱写大青城古
镇文旅产业区建设的廖家新
篇章。

华西社区报记者 杨铠

平台支撑

助力产业建设长效发展

近年来，廖家镇紧扣崇州
市委“1357”工作总思路，着力
抢抓大青城古镇文旅产业区
发展机遇，立足城市和古镇有
机衔接区位优势，坚定“整镇
推进、片区开发、全体动员、全
面振兴”发展理念，积极构建
以成街快速路为产业经济带
动线，奋力把“川西水乡·木艺
廖家”美好愿景转变为现实图
景，为崇州建设绿色生态、宜
居宜业、智慧韧性的郊区新城
展现廖家作为、贡献廖家力量。

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廖家镇党委结合发展定
位，锚定绿色发展理念，持续
完善镇村总体规划、产业发展
规划、基础设施规划及公共服
务规划。在社区治理上，聚焦
共 建 共 治 共 享 ，健 全“9 ＋
133＋327”三级网格体系，动
员党员群众群策群力，顺利启
动“君渡里”小区人居环境整
治、“周家院子”和“彭家上火
地”林盘微更新等项目，切实
激活治理能力，为高质量建设

“川西水乡·木艺廖家”营造平
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在
绿色道路探索上，开展退树还

稻和砂石整治攻坚行动，突出
政治首责和“一盘棋”思想，构
建由党政主要领导为组长，巡
查、整治、执法等专班全面推
进的联动工作机制，完成还耕
任务三百余亩。在产业提档
升级上，奋力抓好 3.8 公里生
态绿道、老旧场镇改造、非遗
文化交流酒店、“军魂永恒”主
题公园等项目建设；聚焦做优
非遗文化在地活化与保护传
承，释放“非遗+”“+非遗”产
业集群发展活力，持续完善利
益联结机制，带动群众参与产
业、分享收益、共同致富。

红色引领 激活产业“蝶变”内生动力

文旅项目，全力推动“木艺传
承地、川西小江南”的形象气
质尽快呈现，不断提升群众

“三感”。

崇州市古建艺雕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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