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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桤泉粮油食品加工园区，
艾家食品有限公司的炒料车间蒸汽
氤氲，30余种香料在巨型炒锅中翻
滚，麻辣鲜香直扑鼻腔。“这条生产
线每小时能产出 1 吨火锅底料，今
年一季度订单同比增长30%！”董事
长吴丹介绍。园区内，岷江米业、莫
小仙等37家链主企业聚集，形成从
种植、加工到销售的粮油全产业链。

桤泉园区不仅布局预制菜、方
便食品等精深加工产线，还依托环
川农大研发总部科创走廊，研发低
GI大米、气泡米酒等创新产品；稳糖
米通过欧盟认证，出口东南亚市场；
蜀九香火锅底料贴上“崇州造”标
签，远销欧美。2024 年 1 月—8 月，
加工园区 12 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
产值约7.97亿元，同比增长85%，带
动就业超2000人。

生态与产业的融合甚至“飞上
云端”。在豪芸航空运动基地，游客
可乘直升机俯瞰崇州——下方是棋
盘格般的稻田、蜿蜒的桤木河与星
罗棋布的林盘，远处则是智能家居
产业园与康养旅游小镇的现代轮
廓。“这就是崇州的魅力，传统与现
代、自然与城市和谐共生。”基地负
责人鲁涛说。

从马拉松赛道上的奔跑者，到
花田火锅旁的饕客，再到崇州特产
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崇州用生态资
源作分母，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为乘数，将绿水青山转化为文旅吸
引力、农业生产力与产业竞争力，绘
就了一幅生态富民的新画卷。
刘雨薇 华西社区报记者 杨铠 张丽

崇州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一片花海引爆全域旅游
崇州市创新探索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有效路径

3月9日，4500名跑者迎着春风，在崇州半程马拉松的赛道上穿越金色油菜花田与青瓦白墙的林盘村落。这场以“花
海串联”为特色的赛事，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崇州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转化的生动注脚。几天前启幕的“过完春节
过春糖·天府酒村集市”活动，以花田火锅、非遗市集等场景，将生态流量转化为消费热潮。数据显示，仅3月的前四日，崇州
已吸引游客超30万人次，文旅消费同比增长25%。

作为成都平原的“后花园”，依托“山、水、田、林、湖”生态基底，崇州正以“一片花海引爆全域旅游、一粒稻谷串起产业
链条、一座园区催生产值倍增”的创新路径，探索生态价值转化的有效路径。从古镇林盘间的消费新场景，到万亩良田里
的智慧农业，再到粮油园区的国际生产线，这座“天府粮仓”核心区的生态产业化实践，为城市近郊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
制的样本。

田园变赛场

乡村旅游激活“沉睡资源”

土产闯世界

精深加工打造粮油“国际味”

“跑过五星村时，油菜花海像金
色的波浪一样铺展到天际，空气里
都是春天的味道。”这些天，崇州半
程马拉松准备工作开展得如火如
荼，市民沿线路试跑时不禁感慨。
崇州半程马拉松的21公里赛道，串
联起白塔湖、竹艺村、桤木河湿地等
生态地标，让参赛者在奔跑中感受

“一步一景”的田园美学。
这条赛道背后，是崇州“以赛营

城”的巧思。白头镇五星村，曾因空
心化严重面临发展困境，如今凭借
万亩油菜花田和川西林盘风貌，成
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当地将闲
置农房改造为精品民宿，引入咖啡
馆、花田火锅等业态，打造“田园综
合体”。2024年，该村接待游客超80
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 4 万
元。

隆兴镇梁景村，一场“花田火
锅”成为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火
锅沸腾的麻辣鲜香与金黄花海形成
视觉与味觉的双重冲击，游客围坐
田间，举箸间仿佛将春天煮进锅
中。“至少要提前三天预订，周末档
期全满！”负责人介绍，今年新增
30%餐位仍供不应求。

竹艺村则以国家级非遗“道明
竹编”为核心，将竹林资源转化为文
化 IP。游客可体验竹编制作、打卡
竹艺美术馆，甚至入住竹林主题民
宿。竹编产业年产值已超 5000 万
元，带动周边千余人就业。崇州市
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生态资源
的价值，在于找到与产业、文化的连
接点，让风景变成‘场景’，让游客成
为‘留客’。”

科技护良田

智慧农业筑牢“天府粮仓”

好稻田里出好米。崇州市土地
集中连片、土壤肥沃，水质良好、水
源充沛，是四川省粮食的主要产
区。在杨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田
间，农业职业经理人王伶俐轻轻操
纵手柄，无人机随即升空播种。

“去年，我们合作社实现了从种
到收的全程机械化，小麦亩产大概
增收了30公斤！”王伶俐讲到，合作
社采用“农业共营制”，农户以土地
入股，职业经理人负责科学育种、智
能管护和机械化收割，稻谷直供烘
储中心进行烘干加工，避免传统晾
晒的损耗。王伶俐也因带领三个合
作社年营收超千万元，获评“全国粮
食生产先进个人”。

科技赋能是崇州农业的另一张
王牌。“空天地”立体感知网络实时
监测土壤墒情，无人机巡田、物联网
灌溉成为常态；中国农科院人工智
能农场内，700 多个水稻品种的株
高、成熟期等数据通过田间标牌一
目了然。崇州还联合中农大等 15
家科研院所，建成粮油中试熟化基
地，推动优质稻、功能稻品种全省推
广；中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提供

“耕种管收”全托管服务，推动水稻
种植成本下降15%。

作为成都的“米袋子”，崇州粮
食年产量稳定在22万吨以上，隆兴
大米更是通过舞东风超市直供市民
餐桌。

在奔跑中感受“一步一景”的田园式美学。

机械化的田间管理。

工作人员操控无人机播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