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广告处 电话 65369288 传真：（8610） 65003109 总编室 65369316 经营部门 65369405 发行部 65369319 零售周一至周四1元/份 周五1.5元/份 周六1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8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153号

2015年2月6日 星期五 专版

废墟上崛起美丽新农村废墟上崛起美丽新农村废墟上崛起美丽新农村废墟上崛起美丽新农村

六年前，汶川特大地震让四
川这片美丽的土地遭受重创，如
今，一座座崭新的村落在废墟中
重新崛起，彭州便是其中的杰出
代表。现在，这座天府重镇正在
形成生态农业、现代工业、休闲
旅游等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的新
格局，演绎着大踏步实现中国梦
的生动故事。

彭州，地处川西平原西北部，距四川省
省会成都市区仅 19 公里，素以优美的自然风
光、独特的地质条件、丰富的物产闻名中外。
彭州山、丘、坝俱全，呈现出“六山一水三分
坝”的自然格局，无霜期长达270余天，气候温
润，素有“天府金彭”、“天然温室”的美称。

长期以来，彭州凭借其优越的自然条件
盛产大蒜、莴笋、芹菜、蒜薹、白菜、萝
卜、黄瓜、茄子、辣椒、青豆、西葫瓜等十
四大类200多个品种的蔬菜，这些蔬菜可以四
季栽培，常年供应，年收入达二十多亿元。
因为生产的蔬菜品质好、营养丰富，菜味香
浓、口感上乘，被形象地称为“大地菜”。

长久以来，每年5月到9月，彭州的菜地
就会变成稻田，这样的种植模式至少有两大
好处：一是一季水稻后，土里的病原菌和虫
原量大大减少，蔬菜病虫害的风险降低；二
是水旱轮作使土壤里的厌氧有氧微生物交替
繁殖，有利于土壤理化性质的改良，更加有
利于绿色和无公害蔬菜的生产。

在农业经济中，盲目生产、信息不畅往
往导致“谷贱伤农”。作为年产量达22亿公斤
以上的蔬菜之乡，如何保证“大地菜”生产
的可持续性和可盈利性便是彭州面临的一个
重要问题，其中，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和信息共享。为此，当地
投资 80 亿元，建立了一个融农产品批发、加
工、物流、进出口贸易和电子商务平台于一
身的四川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

农产品交易中心一诞生就成为了蔬菜营
销的“高端磁场”。目前，该中心日均蔬菜交
易量达 12000余吨、水果交易量达 4000余吨，

一个辐射全国的蔬菜营销格局已然形成。
2013 年底，全国第二个蔬菜价格指数—蔬菜
价格彭州 （雨润） 指数正式上线，成为四川
乃至全国蔬菜行情的风向标，为彭州这个蔬
菜种植面积达 80 万亩的全省最大蔬菜种植基
地的结构调整、农民增收指引了方向。

保证彭州农业的长足发展与农民致富，
还要靠抓质量、树品牌。因此，彭州对农产
品质量从严监管，建成了监管、检测、溯源
体系，创新了“检测视频监控、数据自动上
传、农药条码销售”模式。截至目前，彭州
已拥有示范企业 40 余家，标准化示范养殖场
120个，完成40万亩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和
产品认证，以蔬菜为主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抽
检合格率达98%以上。

现如今，彭州已经成功树立了“龙门
山”大地蔬菜区域公共品牌及“彭州大蒜”、

“彭州莴笋”两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一胜
肴、萱源、广乐等 129 个农产品品牌，“彭州
产”在全国的知名度已经打响。在蔬菜领
域，“北有寿光，南有彭州”的全国蔬菜产销
格局正在形成。

2010 年以来，依托现代农业发展优势和
四川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的载体功能，曾经
不起眼的彭州成功举办了5届国家级蔬菜博览
会。特别是从第四届菜博会开始，利用 3000
亩蔬菜主题公园，举办了田园展销体验式展
会，展示了集种子种苗、基地、生产过程标准
化于一体的彭州大地蔬菜，获得了相关主管部
门的高度肯定，进一步奠定了彭州大地蔬菜天
然生态的区域品牌价值，擦亮了彭州大地菜的
国家级名片。

红蓝相间的欧式别墅，绿油油的猕
猴桃林，整洁干净的村镇街道，走在彭
州白鹿镇的街道上，谁能想到 2008 年的
那场灾难之后，这里曾是一片残垣断
壁。“5·12”地震后，被列入四川省极重
灾镇之一的彭州市白鹿镇，利用自身独
特的文化资源优势，全力打造“中法传
统风情小镇”。

截至 2013 年底，彭州累计新建民居
103795 户 （含改扩建），风貌改造 24461
户，全市新民居 （含无须改造户） 已达
19.6 万 户 ， 占 全 市 总 户 数 20.3 万 户 的
96.8%。与此同时，彭州先后实施了成彭
快铁彭州段、新彭白路、湔江路、通村

公路等道路新建和改扩建 870.9公里；新
增农村天然气入户65163户，完成了农村
电网改造工程。

从面子上看，现代化的新农村已经
在彭州重新崛起；从里子中观，彭州老
百姓的增收也一点儿都不含糊。

猕猴桃、川芎黄连、绿色蔬菜基地
等农业示范基地，为农民人均纯收入贡
献达 5500 元以上，其中国家级川芎 GAP
种植基地和中国道地中药材川芎国家级
农业标准示范区，年收入超过 5000 万
元。

农业现代化不仅包括生产和销售的
现代化，更意味着小农生产模式下的土

地制度被打破，即土地流转后的集中高
效经营。据悉，目前彭州土地流转后集
中经营的面积已占耕地面积的46.6%，新
品种新技术、先进经营管理理念等的进
入，家庭农场、种养大户、专业合作
社、农业企业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形
成，大幅提高了土地的单位收益，迅速
提高了彭州农业的档次，也让农民的腰
包更硬、底气更足。

6年多来，彭州市委市政府同坚强乐
观的彭州人民一起，硬是用自己勤劳的
双手、敏锐的商业嗅觉与坚韧不拔的毅
力，在废墟上重建了一个农业、工业、
旅游、服务业并进的新彭州。

没有产业融合就没有成功的生态农业，而没
有一二三产业的交相辉映就没有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的基石。在这个过程中，彭州人并没有遗
忘第二产业的作用。从成都出发，一路向北，经
过 15分钟车程，彭州“大力发展家纺、服装产业”
的热度便扑面吹来，家纺服装产业已成为当地经
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太平鸟、波司登、歌莉娅、雷迪波尔、水星家纺、
爱登堡……这些时尚名牌林立彭州，国内外名模佳
丽身着知名服装企业新款时装亮相 2014成都时装
周，而这届时装周的东道主，正是彭州。

近年来，彭州作为承接成都市“北改”产业转移
的先锋，一方面与金牛区合作共建“金新彭现代工
业开发区”，另一方面，规划重点加快推进1700余亩
的家纺服装商贸区建设。按照成都“五大兴市战
略”和“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底，彭州将建成中国
西部家纺服装之都，实现销售收入300亿元，拉动就
业20万人，兼具产业、城市、生态功能。

通过“北改”产业承接，彭州将建成 6.6 平方公
里的家纺服装产业功能区，重点发展总部经济和纺
织服装产业加工项目，汇集了纺织服装研发、贸易、
物流、检测、信息、培训等服务中心，融资、法律、营
销、技术咨询等公共服务平台，知名品牌服装、家用
纺织品和面辅料生产加工企业。彭州通过家纺服
装产业的集群发展，将形成“东有南通、西有彭州”
的分布格局。

在打造中国西部家纺服装之都的过程中，彭州
大胆创新园区建设理念和产业发展思路，形成了
具有彭州特色的家纺服装产业发展模式。该模
式着重全产业链打造，在服装产业集群的基础
上，核心是形成完整的服装产业链。正是依托
这种产业集聚模式，彭州工业开发区家纺服装
园区实现了质与量的双飞跃，园区的容积率达
2.0，亩平投资强度达 500 万，亩平就业人数达
50人，亩平年产值可达500万元，仅仅3年时间
就集聚了1000多家家纺服装企业。

彭州将坚持以家纺、服装及面辅料市场
建设完善家纺服装产业链条，加快家纺服装
产业集聚集群，提升彭州这个传统农业重镇
在中国家纺服装产业版图中的地位，为农
民增收提供坚实保障。

截至目前，彭州先后获得了“中国家
纺名城”、“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全国
第三批纺织产业转移试点园区”称号。
2014 年 6 月，彭州正式加入“全国产业
集群转型升级与协同创新联盟”，成为
该联盟的第十二个成员，初步确立在西
部家纺服装产业的龙头地位。一座从
震后废墟走出来的“东方米兰”由此初
具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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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现代农民的幸福生活农民的幸福生活

四川彭州四川彭州四川彭州
罗兰罗兰 王俊岭王俊岭

在传统优势农业的基础上，能
否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和社会效益，将传统农业升级为

“生态农业”，既关乎老百姓的收
入，又决定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对此，遭受地震创伤的彭州给出了
积极答案。

彭州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当地
盛产猕猴桃，目前已发现野生猕猴
桃品种 13 个，龙门山、白鹿、小鱼
洞、通济、磁峰、新兴、葛仙山、
丹景山等地猕猴桃种植面积超过5万
亩，产品远销海内外。除5万亩红心
猕猴桃外，彭州还建设了8万亩川芎
黄连等农业示范基地，国家级川芎
GAP 种植基地和中国道地中药材川
芎国家级农业标准示范区，年产商品
川芎5000余吨，出口达2000余吨。

根据“研发—种植—加工—物
流—博览”的全产业链发展思路，
彭州实现了现代农业链条化、特色
化、高端化发展，形成了具有独具
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彭州还独具创意地将农业与旅游业进行了有
效整合。2008 年地震之后，彭州按照“三年恢
复、五年提升”的规划，从市、镇、村各个层面
都作出了适合本地发展的产业规划，整合乡村特
色资源，挖掘乡村地方文化，将乡村旅游与休闲
产业、农业观光、生态旅游相结合，使资源优势
向经济优势转化，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彭州人提出了“小规模、组团式、生态化”
的发展思路，其核心是推进农村住房建设、产业
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态保护，促进一
三产业相互借势、融合发展。近年，彭州集中成
片建设了磁峰鹿鸣荷畔、白鹿中法风情小镇等农
村新型社区 640 个，全面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环
境。特别是在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幸福美丽新村
综合性载体方面更进了一步。

“离都市不远，离田园很近”，彭州凭借现代
农业产业基础及交通和区位优势等独特条件，着
力规划发展生态观光农业，并将其培育为经济发
展和人民增收的新动力源。2013 年以来，彭州落
实了葛仙山乡村旅游提档升级、种都蔬菜主题公
园、太阳湾风景区等一大批项目，如今，彭州正
在加紧蔬香路新农村综合示范建设。根据规划，
蔬香路两侧将打造2万多亩现代蔬菜产业示范区，
集中展示蔬菜生产的标准化、组织化、机械化成
果，展示美丽新村建设和大地蔬菜示范区有机融
合的田园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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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州白鹿中法风情小镇彭州白鹿中法风情小镇

标准化大地菜基地

标准化猕猴桃果园标准化猕猴桃果园

2014年成都时装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