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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上漂舟，渔翁蓑笠；古树森森，小桥流水；磨得发亮的青石阶梯旁，黑瓦
木楼蜿蜒成街。在保护传承文化当中，成都的众多古镇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古镇文
化，如安仁的公馆民俗文化、五凤溪的码头文化、洛带的客家文化、平乐的川西
水乡文化、新场的农耕文化等等。

不过，除了立足传统文化的古镇，当下成都其他类型的“特色小镇”同样星
罗棋布，风格上各有千秋。淘宝小镇、智慧小镇、医药小镇、休闲旅游小镇……
成片发展的“特色小镇”正如繁星般点缀着成都平原，体现着“新型城镇化”发
展的理念。

现代农业小镇 凸显“三产融合”

春分时节，尽管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茶树还未吐翠，
但成都平原西南边缘的绵延山地间，采茶姑娘的双手已
经在芽尖欢快地舞动……嫩绿的芽叶经过千年传承的制
茶技艺，便成就了扁平挺直的明前“雀舌”。轻取一匙
放入老成都盖碗之中，以茶盖为天，茶船为地，沸水入
杯，清幽的茶香随着氤氲水汽升腾……确有几分“天地
人和”之境。

位于成都平原西南边陲的蒲江县成佳镇是一个因茶
而焕发光彩的美丽小镇，2万余亩茶园随着山丘起伏向
远方延伸，茶海之中配套齐全的新村更显得宁静安逸。
记者从正在采茶的茶农那里得知，每棵茶树一年四季可
采摘40多次，3月到10月都是采茶期。镇内新建的西部
茶都商贸市场内交易繁忙，以绿昌茗、嘉竹、蜀涛等省
级龙头企业领头的数十家茶企每年在此创造出数亿元的
地区生产总值。

在成都郊区，以现代农业发展为特点、注重实现
“三产融合”的特色小镇数不胜数。这种模式给当地带
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让他们凸显了个性发展的亮点。

例如在温江区万春镇一个叫“土豆传奇”的基地，
一颗颗小土豆正演绎着传奇。以前种植普通土豆，每公
斤售价不到2元，而现在种紫土豆，每公斤价格能达到
12-20元；经过加工投产后，每亩还可增加3万-5万元

的附加值；再加上游客
采摘体验，算下来一年
能实现 10 万/亩的综合
效益。

在新津县安西镇，这
里的葡萄依靠先进的种
植技术，可以卖到每公斤
40至 60元。再加上围绕
葡萄种植的生态养殖、农
业观光、采摘体验、骑游
休闲、葡萄精深加工等系
列产业，这里从单纯地种
植葡萄转型升级为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在特色
生态农业的发展上走出
了一条新路。

与种土豆的创新相
比，大邑县韩场镇的传
统菌农们早已尝到了工
业的甜头。这个蘑菇种植大镇，天天都有游客在田间挎
着篮子采蘑菇，市场价 5 元/公斤的草菇，采摘价一律 8
元。一年种3亩蘑菇，轻轻松松就可赚到两万多元。

在产业深加工的带动下，“韩场蘑菇”在整个西部
已成为一张响当当的金字招牌：目前该镇已引进 14 家
食 （药） 用菌工厂化栽培企业，实施食用菌智能工厂化

栽培面积3.2万平方米，带动农户年露地栽培5000亩以
上；还引进一批企业进行食用菌精深加工，带动食用菌
种植品种从单一的双孢蘑菇，发展到现在的金针菇、大
球盖、鸡腿菇、香菇、姬菇、海鲜菇等 20 余种，延长
食用菌产业链并提升了附加值。目前，全镇工厂化栽培
和精深加工年产值已超过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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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建委负责人向记者
透露，2010年，成都市启动174个
乡镇第一轮小城镇改造，计划用
5到 8年时间全面完成第一轮改
造工作。通过市、县、镇合力推
进，只用了 6 年时间即完成了改
造工作。6 年来，全市共完成小
城镇改造项目2300个，完成投资
243亿元，174个乡镇全部顺利通
过综合验收。

通过 6 年的小城镇改造，成
都市小城镇面貌焕然一新。大
邑县董场镇自 2012 年实施场镇
改造以来，共计引入社会资金
1.8亿元，完成场镇危旧房改造2
万平方米，对主要街道建筑立面
整治达43210平方米。新津县安
西镇克服“千镇一面”的弊端，在
场镇集中安置区建设中充分挖
掘本土元素，打造民国风情建筑
群20余万平方米，同时对主要街
道节点实施绿化工程，新建绿地
3600平方米。

改造过后，小镇产业支撑
明 显 加 强 。 崇 州 市 三 郎 镇 充
分 利 用 自 身 生 态 资 源 引 入 高
端度假酒店，已建成并投入运
营 的 五 星 级 酒 店 项 目“ 山 生
院”及正在建设中的“裸心·欢
喜半岛度假酒店”有力地促进
了该镇旅游产业的提档升级，成功地吸引了高端消
费群体。

改造中，成都市全面探索实施个性化、专业化、功
能化和品牌化策略，金堂县淮口镇、蒲江县寿安镇等小
城镇探索出了一条可借鉴、可复制的小城镇发展建设
之路。金堂县淮口镇紧紧抓住以工业园区建设为契
机，着力打造产城一体，宜业宜居的山水实力之城，促
进淮口城乡统筹跨越式发展，全面形成了以工促农、以
城带乡的良性机制，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四化同
步”之路。

这6年间，成都市重点支持建设特色镇。2013年首
批启动的 30 个特色示范镇建设累计实施项目 298 多
个、完成投资85亿元，2014年，80个特色示范镇建设共
实施重大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774个，完成投资333亿
元；2015年68个特色示范镇建设实施基础设施项目476
个，完成投资117.4亿元。大邑县斜源镇通过实施全域
土地增减挂钩项目来动员群众搬迁入镇，对闲置的原
新源煤矿 306亩国有土地进行盘活，破解了资金难题，
目前新的场镇上的住房建设主体都已封顶。

在打造天府古镇品牌方面，成都市印发了《关于提升
成都市重点历史文化名镇品牌竞争力的实施意见》、《成都
市历史文化名镇精细化服务指导意见》两个指导性文件。
2014年成功举办了首届天府古镇（五凤）艺术节，2015年
在邛崃市平乐镇举办了第二届天府古镇艺术节。

成都市确定都江堰市青城山镇、邛崃市夹关镇2个镇
为成都市历史文化名镇；彭州市升平镇昌衡村，崇州市三
郎镇凤鸣村、文井江镇大坪村，金堂县五凤镇金箱村，蒲江
县朝阳湖镇仙阁村5个村为成都市历史文化名村。

此外，洛带镇、平乐镇、元通镇、五凤镇等进一步加
大古镇整治力度，增添旅游配套设施，提高服务功能，
天府古镇文化特色更加彰显，乡村旅游快速发展。

特色小镇特色小镇
““繁星点缀繁星点缀””锦官城锦官城

本报记者 陆培法 柴逸扉

医疗养生小镇 到处“生机勃勃”

从成都中心城区向西驱车8公里，就可以抵达温江区
永宁镇，成都国际医学城就坐落在这里。记者初次到该
镇采访，便感受到生机勃勃的场景。

来到温江区投促局，记者一进门便看到一片忙碌的
景象，工作人员正忙着跟上海、北京，甚至美国的投资商
通电话、发电子邮件、打印协议。区投促局负责人告诉记
者，“温江马上迎来一批项目，我们这几天都忙着与投资
方沟通以及草拟协议。”

“上海美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春节前就派人来
温江考察，结果十分满意，他们回去后召开了董事会，当
即决定来医学城投资，今年春节后就向我们提交了投资
计划书，表达了要来温江投资的诚意。”该负责人介绍说，
这批项目正在积极起草协议，争取马上达成合作。

在泰康之家·蜀园养老社区项目的施工现场，成都海
峡两岸科技园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分两期开
发，总投资40亿元，一期投资22亿元，建筑面积约18万平
方米，将建成以高端医疗和活力养老为核心，集持续关爱
社区、活力养老公寓、商业、文化、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医
疗健康养老综合体。

另一重大项目——干细胞产业科技园项目就在附
近，这里的主体建筑已经形态初显。记者看到，目前在建

的三栋大楼中，两栋大楼主体已经封顶，另外一栋大楼正
在加紧施工中。该项目一期投资约6亿元，总建筑面积为
11万平方米，包括建设干细胞总冻存规模为100万份的技
术服务中心、干细胞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科技
创新中心、具有干细胞科普教育功能的营销推广中心。

温江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干细胞产业科技园
项目和泰康之家养老社区项目均为温江的重大项目，这
些项目的有序推进是温江项目推进工作中的一个缩影。

温江药博园，是温江国际医学城芙蓉长卷的一小部
分，也是种植超过100种中药植物的药园世界。

芙蓉长卷占地约 3000 余亩，有 4 大功能板块：神龙
田、本草园、千金方、纵横经。神龙田是以原生态药田打
造独特的本草养生风光带，集药田观光、生态休闲、科普
教育、科学研究于一体，亦可作为中医药材研究基地。本
草园一个以李世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为文化线索来规划
院落园区，品尝各种特色中药膳食，体验手工制药、听驻
园专家讲述养生之道。千金方以《千金方》为文化依托，
名医荟萃的医学之地，集名医名馆、药膳食疗、院落客栈
为一体；在此处寻医问诊，更能体现生之可贵。

现在，这里生机勃勃，春意满园，玉竹、仙茅、绣线菊、
透骨散、枸骨……多得数也数不清。在这里边洗肺边学
习医药知识，成为温江踏青新去处。

2008年，温江就开始谋划建设医学城，目前除了即将
竣工的医科总部基地，医学城已拥有华西医院、八一康复

中心、博奥生物、新生命干细胞等多个高端医学医
疗项目建设投运，为温江区生物医学产业发展奠定
了良好基础。

记者获悉，按照成都市生物医药产业规划，温
江成都医学城将以建设对标全球的“生物医学技术
转化中心、全国领先的新型医药医疗产业创新创业
基地、西南最大的全链式生物医学产业集群聚集
区”为目标定位，突出医疗、医药、医学“三医融合”
生物医学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跨界融合”的核心
理念，在生物类药、中药现代化、医疗器械、第三方
专业服务、精准医疗精准医疗、、移动医疗等领域精准发力移动医疗等领域精准发力。。

休闲旅游小镇 营造“幸福田园”

平整的村道两侧是高大绿树掩映，一条小径延
向数栋川西民居小楼，路旁是用小石板划分的菜
地，田间一块牌写着“幸福菜园认养指南”。走进川
西民居小楼群落才发现里面别有天地——两棵 20多
米高的青杠树和几棵皂角树自成一景，小桥、栈道
和一大片湿地让人以为来到了公园……当走进温江
区万春镇幸福村“幸福田园”二期新农村综合体建
设示范项目时，第一次来的人都会感叹一句“太美
了。”

以田园、林盘、水系、花木为依托，“记住乡
愁、留住乡情”，集成打造融农业观光、生态游憩、
文化体验、田园度假功能为一体的主题旅游度假村
落，这是本报记者在温江区万春镇体验到的幸福生
活。

“幸福田园”二期项目成立了自己的资产管理公
司，建立专业旅游公司，社会企业建立乡村酒店，大力
发展花木、有机农业等现代都市农业产业。“我们这里还
在打造湿地公园、乡村体验旅游项目、绿道健康运动项
目，发展乡村酒店、健康骑游、婚纱摄影等休闲度假产
业，从而实现一三产业互动。”幸福村相关负责人对记者
说，这里一开始就是朝着主题旅游度假村落规划的。

“万春是古蜀文化发源地之一，有 4600 余年历史的
宝墩文化中心聚落遗址——鱼凫遗址。”万春镇相关负
责人介绍，除了文化，万春的花木也是一个特色。“万
春的花木拥有 3个‘全国之最’：产业链最齐全、产量最
大、市场最大。万春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花木之乡，处
处呈现出‘天府桃源千般美、田园花木万户春’的生态
美景。”

成都天府新区太平镇的紫颐香薰山谷，是一个以法
国熏衣草为主的香草种植基地。该基地目前拥有200余种
香草。在这里，七彩花海令人赏心悦目，餐厅、咖啡馆
等设施一应俱全等设施一应俱全，，在许多市民眼里在许多市民眼里，，这里不仅仅是农作这里不仅仅是农作

物的种植、加工基地，它更像郊游的景区或公园。
同样，记者来到崇州市白头镇五星村时，首先看到

的是五星村段桤木河湿地公园。这里以绿道串联镇域产
业和新农村聚居点、林盘、湿地景观，形成翡翠项链般
的景观生态系统，打造桤木河畔的水韵田园小镇，也成
为另一个聚集人气，带动增收的亮点。村委会主任告诉
记者，五星村已经是一个集小规模农家酒店、微田园农
业之乡、生态化健康小镇于一体的新村。通过建设，村
里把生态农业基地景观化、新村建设标准化、农业产业
品牌化，实现了“农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
房、产品变礼品”。

此外，还有像彭州市的白鹿镇也颇有特点，具有浓
厚的法式风情。这里的白鹿天主教堂与领报修院均有着
百年历史，附近的欧式风情小镇经过重建，在保留原始
法国风的基础上更显法式浪漫情怀。每到节假日，许多
成都市民都驱车来到这里成都市民都驱车来到这里，，徜徉于小镇的街道徜徉于小镇的街道，，品尝着品尝着
法式西餐法式西餐，，体验家门口的体验家门口的““欧陆风欧陆风”。”。

成都郫县三道堰镇青杠树村，游客在骑行。 资料图片成都郫县三道堰镇青杠树村，游客在骑行。 资料图片

成都彭州白鹿镇的法式风情小镇。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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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风景如画的成都天府新区太平镇的紫颐香薰山谷图为风景如画的成都天府新区太平镇的紫颐香薰山谷。。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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