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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彭州市四川省彭州市：：

产业产业““蔬蔬””畅畅 文旅馨文旅馨““乡乡””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凌晨时分，城市街道上还
是一片寂静，但四川雨润国际
农产品交易中心已经热闹了起
来——销售者麻利备货，满载
着蔬菜的卡车进进出出……一
派繁忙景象。

走进该交易中心办公大
厅，电子大屏上清晰地显示着
市场内的实时动态；另一边的
屏幕上，蔬菜价格“彭州（雨润）
指数”一目了然。

这座交易中心是国家级蔬
菜水果专业批发市场，其所在
地——四川省彭州市是国家级
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国十大蔬
菜生产基地之一，一直承担着
为四川乃至全国“菜篮子”保供
的重任。

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在
彭州采访调研期间了解到，近
年来，该市深入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农商文旅
体融合发展的方式，集中化展
示彭州蔬菜形象，体验化传播
彭州蔬菜品牌。

产业寻求新增长点

春日的彭州，广袤的土地
上铺满青绿。在位于濛阳街道
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上，农
民忙着育苗，农机忙着作业。
和煦的春风中，各种蔬菜欣欣
向荣。

“南有彭州，北有寿光。”从
2010 年开始，中国·四川（彭
州）国际蔬菜博览会落地彭
州。该市也成为继山东寿光
后，国内第二个承办蔬博会的
城市。据介绍，2022年彭州市
蔬菜种植面积82.2万亩（含复
种），总产量达235万吨，产值
37亿元。

在天府蔬菜种苗繁育中心
智能玻璃温室大棚里，中国城
市报记者看到嫩绿的蔬菜从育
苗床上破土而出。“没想到这么

多种类的蔬菜品种可以相互嫁
接，现代化的育种技术真是越
来越厉害了。”来自成都的考
察团正在了解种子和种苗的
专业知识，体验现代农业技术
的魅力。

一粒良种背后，是现代化
的种业体系。近年来，彭州市
围绕创建省级天府蔬菜种业
园，设立科研平台、院士工作
站、人才服务站，与四川省农科
院、四川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
深度合作，开展蔬菜种子种苗
研发、高效绿色栽培技术研究
与示范推广、蔬菜采后生鲜加
工与物流保鲜技术研究、蔬菜
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等全产业链
研究。

任何一种增长模式都无法
一劳永逸。经过多年的发展，
彭州的蔬菜产业也面临成长新
烦恼：区域经济拉动效应弱，缺
乏创新增长点，推进乡村振兴
产业链升级慢……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
振兴。要让特色产业为村民提
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他们
的收入来源。”浙江工商大学文
化和旅游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
易开刚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如果完全依赖种
植业，那么村民的经济能力和
发展能力都会相对较弱；而且
农业本身是“看天吃饭”，脆弱
性较强。所以单靠农业实现乡
村振兴是很难的。“乡村文旅振
兴或者乡村文旅创业，是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很重要的产业路
径选择。”他说。

为此，彭州市积极搭乘农
商文旅体融合的快车，多点齐
发，继续探索优化完善蔬菜产业
链、创新链、价值链的新路径。

因地制宜激发内生动力

夜幕降临，位于彭州市濛
阳街道桂桥村的新晋网红打卡
点——“C+艺术天桥”灯光亮

起。这座天桥以独特的荷叶为
造型，桥体将天府蔬香博览园
内南北各点位串联起来，使得
整个线路完整且层次丰富。

一座造型时尚的天桥在大
城市中本是寻常景观，但到了
村镇就成了新鲜事物。中国城
市报记者在桥上看到，不少村
民化身“网红达人”，拍摄短视
频宣传着家乡的特色景致；桥
下，人们遛娃、K歌、散步、跳舞
……天桥已然成为周边村民及
居民茶余饭后的休闲区域。

“非常喜欢也非常自豪。”
一位本地村民告诉中国城市报
记者，网红天桥提高了家乡的
知名度。“过去我的家乡不为外
界所知，现在外地游客都会慕
名而来。”

这座桥的设计师是乡伴文
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朱胜
萱。2021年底，受彭州市委、
市政府邀请，朱胜萱的团队进
驻彭州，探索以文旅手段助推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型。

“一开始要做彭州这个项
目时，我的团队成员是反对
的。”朱胜萱告诉中国城市报记
者，因为彭州本身并不是乡村
休闲目的地，在此做项目让团
队成员心里“很没底”。但后来
在他的坚持和说服下，大家“妥
协了”。

朱胜萱如此坚持，是因为
他发现，如果项目依托的资源
本底具有稀缺性，那么就难以
形成可复制的商业模式。“在彭
州，我们打造的是一个农商文
旅体融合项目，期望项目做成
后，能够为全国其他地区，尤

其是农业产业技术、种植、交易
已经走在行业前列的地方，提
供一个可学习借鉴的样板。”
他说。

今年3月，彭州天府蔬香
博览园营业，园内形成“蔬菜+
亲子”“蔬菜+文旅”“蔬菜+会
展”“蔬菜+体育”等特色产业集
群，凝聚了品牌活力。

在天府蔬香博览园内，一
座“长”在菜地里的奶白色圆弧
形建筑格外引人注目。这座建
筑名为“菜菜成长中心”，是一
座以亲子为主题的民宿。其中
还搭配了蔬菜主题餐厅、自然
课堂教室、儿童泳池、无动力趣
味互动装置等配套设施。

“功能很齐全，房间有特
色，细节考虑得也很周到。小
孩子肯定会喜欢这里。”在成都
生活的李女士提前过来采风，
她计划年假期间携家带口到此
度假。“周末可以带上家人、邀
请朋友来这里玩。从成都市区
开车过来四五十公里，还是很
方便的。”

朱胜萱虽是做乡村民宿起
家，但在他看来，民宿只是进入
乡村的基础设施。“民宿是推动
乡村发展的一个‘零配件’，就
好比一辆汽车必须要有轮胎，
虽然必不可少，但不能夸大它
的作用。”朱胜萱认为，商业模
式是可以复制的，但在具体做
设计时，要做到与在地文化结
合，因地制宜打造出不突兀、能
与当地相融的项目，不能只是
简单照搬。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天府蔬
香博览园看到，整个园区的建筑

风格沿袭传统川西建筑语言形
式，兼备餐饮、休闲、观赏体验、
会晤等功能；国内首个以蔬菜农
业为主题的乐园也落地于此。

在这里，相关文旅企业及
机构可以利用农业生产、植物
科学、农业文化等资源来设计
一系列研学产品，形成多条独
特的研学路线。与此同时，稻
田菜地、溪流、鸟鸣虫声……乡
间野趣赋予的无穷魅力，都会
使游客收获“归园田居”般的惬

意和自在。

重新认识脚下土地

乡村文旅项目不仅要吸引
城市居民，更要改善本地村民
的生活空间，为他们提供一种
新的生计方式，让其产生归属
感和自豪感。

在位于彭州市蔬香大道北
侧的“C+农创集市”，返乡创业
青年“小朴朴”正忙着招待客
人。这个集市是将原本闲置的
小镇广场进行提升改造，现已
成为集零售、特色餐饮、互动娱
乐于一体的休闲空间。

“我们小团队由5人组成，
大家从小就认识，现在都回来
一起创业。”“小朴朴”说，家乡
的变化不仅让他们感受到了满
满的幸福感，更让他们对未来
充满信心。

乡村经过设计改造后，不
仅让村民重新认识了脚下这片
土地，更让来自城市里的奋斗
者、寻梦者可以找到一块自我
成长之地。

95后女孩贾涵宇自小在城
市里长大，2020年她从英国谢
菲尔德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贾涵宇学的专业是Urban De-
sign（城市设计），毕业后的她
本来一心留在大城市，但“误打
误撞”来到了乡村做设计。

青春活泼、光鲜亮丽、穿着
时尚，刚来到这里的贾涵宇有
些“水土不服”。理想与现实的
碰撞让她产生了很强的抵触
感。但2年多下来，跟着项目
一起成长的贾涵宇发生了很
大变化，用她的话说，自己像
是被打碎又重组了一次。“乡村
带给我的是一次心灵的洗涤，
让我更加包容。我开始去聆
听而非表达，去观察而非马上
去对事物进行定义和判断。”
她说。

“项目已经结束了，接下来
你会回到城市还是继续留在乡
村？”面对中国城市报记者的这
个问题，贾涵宇笃定地回答：

“这二者现在对我来说都一样，
我既热爱城市中的车水马龙，
也热爱乡村里的泥土芬芳。我
对自我生命的接纳程度变高
了，相信将来无论在哪里工作
都会有获得感。”

“在我看来，发展乡村旅游
的意义非常大。”复旦大学旅游
学系副主任孙云龙在接受中国
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人
跟自然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
修复形式；从人跟文化的角度
来讲，它是一种传承渠道；从人
跟人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更
广泛、更平等的交流接触方
式。“对于整体发展而言，一些
问题的答案可能就在乡村。”孙
云龙说。

彭州市濛阳街道桂桥村的天府蔬香博览园内，设计感十足的特色儿童无动力娱乐设施

颇为醒目。

这幢结合了川西林盘风格的复合形式建筑位于彭州市蔬

香大道南侧，包含餐饮、展陈、休闲会晤等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