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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州“启濛争优”项目进入“3.0”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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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上午天气寒冷，却挡不住
“城市农民”的热情，在东启梁田的开
心农场里“农场主”们正享受着丰收的
喜悦……

跳进水塘捉鱼、到田间采摘蔬菜、
听“土专家”讲水稻的一生……这是成
都市龙泉驿区东安街道蒲草村充分发
挥文旅融合优势，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精心培育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的有
益实践。近年来，蒲草村以和美乡村
为引擎，在城市近郊打造劳动实践教
育基地，不断完善配套设施，丰富研学
项目，把曾经的村民文化广场改建成
以“文旅+研学+观光+微度假”为特色
的农文旅融合创新项目。“好多娃娃五
谷不分，希望能通过田园里的研学项
目让娃娃些回归大自然。”东启梁田负
责人许强说，他是蒲草村民，退役后一
直想在村里做点事。

2024年建成的乡村振兴项目——
东启梁田占地90亩，集荒野课堂、田园

2月7日，彭州市濛阳街道举行“启
濛争优”项目现场分享交流会。与会
者来到9个“启濛争优”共建共治项目
现场了解项目打造过程、多元力量参
与情况、资源整合情况……新春伊始
铆足干劲，用行动回应居民期待。

现场会第一站在春泉村。春泉村
清泉安居苑是“5·12大地震”灾后重建
小区。大年初九，小区里灯笼高挂，依
然洋溢着年味儿。走进小区，农具房
外的电表格外醒目，这是春节前新安
装的。“农具房方便居民存放农具，但
近些年大家纷纷购置电动车、三轮车，
需要充电怎么办？过去，飞线充电带
来安全隐患，去年我们为每家农具房
接通电源、安上电表，这样家家户户在
农具房里充电，更安全。”春泉村党委
书记钟品全表示。近年来，小区里“有
车一族”逐渐增多，停车难逐渐显现。
去年，清泉安居苑治理过程中又新增了
34个停车位，解决了居民的“烦心事”。

罗家大院文化广场位于普华村罗
家院子。走进院子，一派干净整洁，居
民健身、休闲自得其乐。普华村党总
支书记张华彪告诉大家：“这块地方早
已有之，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是村里的

晒坝，后来村民陆续搭建了一些农具
棚存放农具，环境糟糕、味道难闻，附
近村民也多有抱怨。”去年8月，普华村
启动罗家大院改造，平整了院子，安装
了健身器材，还增添了椅凳方便村民
闲坐。打造过程中，村民更是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自筹资金不
说，还有居民“贡献”了自家的椅子，供
村民共享。如今，文化广场从过去“避
之不及”的地方成了大家爱去的地方，
幸福感也“就地升级”。

金凤村唐柏林院子是当地较大的
林盘院落。过去院子的围墙“蓬头垢
面”，没有美感。去年，院里村民筹资
30000 余元，投工投劳，粉刷美化院落
墙面 1100 平方米，绿化庭院 300 平方
米，打造文化墙600平方米，将孝亲敬
老、村规民约、健康运动和绿色环保等
理念“搬”上围墙，不仅美化了人居环
境，还在潜移默化中涵养文明之风，营
造出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

当天，与会者还走进凤凰石社区

“转角相遇·共度时光”项目、泉沟村
“暖心食堂”项目、竹瓦社区赵家院子
环境提升项目、宝石村翻修扩宽小区
至白龙桥道路项目、星月社区恒大翡
翠龙庭党群服务站项目和东塔社区南
新街有机提升“彭派生活——濛懂之
夜”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各个项目的

“东道主”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大家
一路看、一路听、一路学，收获颇丰。
各村（社区）书记纷纷表示，此次分享
会是一次扎实的“思想充电”，接下来
将用好“他山之石”，蓄积“攻玉之力”。

“启濛争优”是濛阳街道党建引领
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品牌项目，2023 年
正式启动，当年实施了 10 个项目。
2024 年再接再厉实施了 20 个项目。
2025 年，“启濛争优”现场分享交流采
取自愿报名形式开展，与会者对照“启
濛争优”共建共治项目建设工作方案，
对参与现场经验分享交流项目进行评
比打分，评选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3名。

“‘启濛争优’项目已经进入第三
个年头，我们将持续激发村（社区）、社
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居（村）民等治
理主体参与共建共治的积极性，拓宽
共建共治路径，撬动多元力量主动参
与社区发展治理，营造多元齐治浓厚
氛围，携手开创濛阳社区发展治理新
局面。”彭州市濛阳街道相关负责人
表示。
华西社区报记者 李玥林 供图 王利琴

生态美、百姓富、产业旺、乡村兴
文旅融合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采摘、非遗体验等多种研学项目于一
体。“之前只知道这里有开心农场，今
天过来后发现还可以带小朋友体验手
工民俗，夏天还有稻田摸鱼等项目。”
游客杨绪女士说。

据了解，该项目自去年建成运营
后已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解决在地村

民就业7个。目前，为村集体带来分红
收入40万元左右。“我们构筑一个开放
的空间，实现与村民共建、共生、共享，
鼓励村民来这里就业，实现村集体、村
民多方受益。”许强说，当得知村上的
文化广场准备改造后，他与蒲草村书
记唐洪梅一拍即合。

“以前村里人多，文化广场上相当
热闹。后来，拆迁征地很多人都搬走，
这个广场也就越来越冷清。”唐洪梅
说，村里正商量要如何进行改造时，许
强主动找到她。他带着资金和团队，
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情况下发展“研
学+观光”为特色的农文旅融合项目，
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更带动村民
共同发展。

据悉，近年来蒲草村在集体经济
发展、非遗传承、人居环境建设等方面
取得显著成果，实现“投资收益+股权
分红+租赁收入+运营收益+夜市分
包”的预期盈利。“下一步，我们将结对
联动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物尽其用让
闲置资源再添生机。”唐洪梅说，一定
要利用好村上的资源让群众共享集体
经济硕果，让蒲草村真正实现生态美、
百姓富、产业旺、乡村兴。

华西社区报记者 沈悦
受访者供图

品尝农家菜。

打造共享菜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