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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景技艺代代传

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春日的阳光温暖和煦。近日，记
者走进钓鱼村看到，村里两旁错落有
致的盆景品种繁多、形态各异、妙趣横
生，每盆盆景都是一幅散发着诗意的
画面，与质朴低调的乡村相得益彰，令
人赏心悦目。沿着蜿蜒的青石板路来
到被一片绿意葱茏盆景环抱的别墅庭
院中，73岁的罗贵轩正在自家盆景地里
忙得热火朝天。盘扎、修枝、定型……
这些重复了大半辈子的步骤，如今做
起来依然干劲十足。

罗贵轩指着一株罗汉松说：“这叫
‘待春归’，2019 年在北京世界园艺博
览会展出，获得了中国省（区、市）室内
展品竞赛铜奖。别看它个头不大，但
已经有50多年了，它运用了川派盆景
制作的‘方拐’法，弯子是方的‘弓’字
形，制作难度高……”罗贵轩从事盆景
种植已有50多年，现种植了罗汉松、银
杏、海棠等盆景7亩。近段时间，他一
直琢磨着挑选成都世园会的参展作
品。他说：“村上给我们搭建了平台，
我的作品能走向更大的舞台。我们村
的盆景产业也越做越大。”

近几年，钓鱼村加大线上、线下宣
传，拓展销路为盆景产业寻找更大市
场。为了将美丽乡村建设与特色产业
发展结合起来，钓鱼村抓住“盆景产
业”这一主线，通过鼓励种植、提供技
术教学等方式，将盆景产业与广大农
户联系起来，组织盆景盘艺匠人和新
乡贤成立了钓鱼村盆景协会，利用像
罗贵轩这样的特色人才，免费为种植
户提供技术指导，提高产品艺术水平，
培养新一代的川派盆景传承人。

村民们通过盆景协会普遍实现了
在家门口就业的愿望，周边村社约有
800人受益。通过盆景协会的努力，花

川派盆景搭上世园会“快车”
成都郫都区钓鱼村借“东风”兴产业

卉盆景远销北京、上海、广东、云南等
17 个省市，逐渐形成了品牌效应。“家
家摆盆景，人人学手艺。”目前，钓鱼村
有150余户农户专门从事盆景产业，全
村盆景直接从业人数200余人，2023年
全村花卉盆景销售额达5000万元。

小盆景开出“致富花”

村里搭台助力走上“大舞台”

被盆景改变的，不仅仅是村里的
产业结构，还有村民们的生活。在浓
郁的盆景艺术氛围熏陶下，钓鱼村庭
院景观必不可少的盆景在这个普通的

村落早已成为每家每户的“标配”。而
伴随着盆景种植在村里的兴盛，钓鱼
村探索出一条致富新路，实现从盆景
产业到庭院经济的转变，让点缀生活
的小盆景开出“致富花”。

漫步钓鱼村，远处郁郁葱葱的树
木，近处赏心悦目的盆景，令人心情愉
悦。村里家家户户都是推窗见绿、抬
头赏景、起步闻香，还有些“颜值爆表”
的庭院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西
式大别墅、房前屋后和田园紧密相连，
走进村民谢必宽的家，仿佛置身于盆
景园中。提到院落打造，谢必宽表示：

“我们每户都进行了拆墙透绿，利用盆
景将自家院落进行打造。自从开窗见
绿后，来的游客更多了，过往游客都羡
慕自己的生活环境。现在家家户户都
是花园，田园、家院无缝连接。”

钓鱼村党委书记刘云贵表示：“钓
鱼村以产业发展为目标，确定建设‘开
放式盆景乐园’的思路，每家每户利用
盆景打造自家院落，村上再做好整体
布局设计、节点景观打造，串联起农户
的盆景种植园，形成‘小园变大园，园

园有看点’的产业格局。”如今在钓鱼
村，游客可以任意走进每一家欣赏、采
买、拍摄盆景。

盆景给钓鱼村带来了美丽的外
表，也带来了“美丽经济”。近年来，钓
鱼村充分挖掘“罗家御花园”“钓鱼台”
等人文历史典故，结合区域内绿道、湿
地等极具观光价值的生态资源，把盆
景融入庭院设计，大力发展盆景文化
及乡村旅游，设立了精品休闲旅游线
路，营造盆景艺术文化氛围，打造集盆
景文化、生态乡村、休闲旅游于一体的

“庭院经济”。
“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

经。”钓鱼村始终坚持把产业振兴作为
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充分发挥川派
盆景发源地的先发优势，以景引客、以
闲留客，“钓鱼盆景文化艺术村”已逐
渐打响知名度。随着成都世园会的临
近，刘云贵也更加的忙碌。他来往于
村里盆景种植大户家中，商讨确定世
园会展品的数量及种类，力求借助成
都世园会，推广川派盆景文化，提升盆
景产业发展能级。

刘云贵表示：“钓鱼村拥有良好的
盆景产业基础和盆景文化，但缺乏商
业交易和举办大型盆景会展、论坛活
动的载体和商业‘口岸’。”于是乎，
2024 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成为刘云
贵和村民们最大的期待。“世园会将
是川派盆景‘走出去’的绝佳机会，
我们村将积极为世园会做准备，争
取在世园会上拿出最好的作品，展示
川派盆景的独特魅力。”刘云贵说道，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推进集种植展销
为一体的川派盆景交易博览中心，以
及集盆景育苗、造型、认养、养护、寄存
于一体的四川首个盆景全生命周期医
院的打造，让盆景成为全民可‘盘’的
风雅之趣。”

华西社区报记者 李玥林 钓鱼村供图

村民罗贵轩修剪自家盆景。

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柏条河

畔有个村庄名叫“钓鱼村”，但这里

的村民却不钓鱼而是栽种盆景。

“爷爷种树孙儿卖”，在这里盆景产

业靠一代一代传承延续了数百

年。2024年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

的举办给村里带来了新的机遇。

钓鱼村的盆景也将迎来更加广阔

的市场。

春日花开正盛。

错落有致的盆景造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