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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蔬菜博览会，你会想
到什么？是摆满传统农产品的
单调展台，还是专业严肃的农
业技术介绍？近日，在四川省
彭州市召开的第十三届中国·
四川（彭州）蔬菜博览会（以下
简称菜博会）有点儿不一样。
几天时间里，不仅有一系列展
览展示、产销对接、行业研讨等
传统环节，而且通过“蔬菜跨
界”，成就了蔬菜主题乐园、音
乐节、露营节、研学嘉年华、艺
术摄影展等精彩体验，为不同
人群提供了广阔参与空间。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菜博会
采访期间了解到，本届博览会
以“专业会展+永不落幕的蔬式
生活季”为思路，以“好蔬菜，从
彭州出发”为理念，持续擦亮川
菜金字招牌，助力建设中国西
部菜都，巩固发展“北有寿光、
南有彭州”蔬菜产业格局。

“好蔬菜，从彭州出发”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
四川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
却热闹非凡。菜商备货不停
歇，满载蔬菜的卡车进进出出，
一片繁忙。

走进交易中心办公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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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供
应果蔬超万吨。其所在地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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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蔬菜流通协会常务副
会长陈明均在接受中国城市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彭州的蔬菜
产业凭借规模大、经验足、品质
优、重市场流通以及人才储备
雄厚等多方面优势，在相关农
业产业领域得以持续稳健发
展，并在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

北有寿光、南有彭州。从
2010年开始，菜博会落地彭州。
而其也成为继山东省寿光市后，
第二个承办菜博会的城市。

“蔬菜产业是彭州市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是
促进农业持续增效、农民持续
增收的重要途径。”彭州市相关
部门负责人表示，该市常年种
植蔬菜超5.46万公顷，种类涵
盖叶菜、瓜果等13大类，产量
235万吨，是四川省最大的露
地蔬菜产销基地。

虽然成绩喜人，但需正视
的是，农产品长期以来在市场
中处于附加值较低的境地，虽
为生活必需，却难以创造高额
的经济收益。

当融合的风吹过，一场深
刻的变革悄然降临。

据了解，近年来彭州以菜
为媒，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拓展农业功能链，深
入挖掘利用彭州农业在文化、
科教、研学、美食、旅游、运动、
康养等方面的潜在价值，高质
量发展农业会展、亲子研学、民
宿康养和创意农业等融合经
济，一三产业互动共享，打造农
文商旅跨界融合新IP。

蔬菜跨界 潜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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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边的田园风光相映
成趣。

桥的一侧，连接着本次菜
博会的举办地——中国南方蔬
菜种业创新中心。建筑体名为

“菜立方”，其中集中展示蔬菜
种植的新技术、新模式、新品
种；而另一端，则通向热闹的文
旅天地。

在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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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感受着现代
农业与商业、旅游业的无缝
对接。

这座桥的设计师是乡伴文
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朱胜萱，
他此次也参与了菜博会的策划
与执行工作。朱胜萱在接受中
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接
到任务之际，我们在思考，怎样
才能使专业的菜博会突破专业
圈层，走进‘寻常百姓家’？如
何让大众清晰知晓优质蔬菜源
自彭州？我想唯有借助跨界合
作，以创新形式呈现专业内容，
才是破题之道。”

中国城市报记者踏入商业
街区，看见特色农产品店、创意
潮玩铺、主题书店、品牌服装店
等整齐排布，游客漫步其间，尽
享惬意时光。

值得一提的是，菜博会引
入安踏儿童品牌，并首次联合
采用蔬菜主题IP研发定制“蔬
式”生活主题系列产品。相关
产品在西南地区多家门店同步
销售，为广大消费者带来了全
新的购物体验和时尚选择。

街区不远处，音乐节乐声

激昂，人们随着旋律摇摆。舞
台的背景、周边的装饰中，也巧
妙融入了“天之‘椒’子”“活得

‘茄’意”“‘葱’明伶俐”等蔬菜
主题的标语，增加了活动的多
样性和趣味性。

“来份彭州板鸭，再加个锅
盔。”成都市民柯先生带着女儿
刚从音乐节出来，便被香味吸
引，迫不及待地准备享用这颇
具当地特色的美味组合。

“在农产品主产区举办这
样的节会，其意义远超节会本
身。”陈明均自菜博会首届起便
参与其中，持续跟进至第十三
届，其间从未缺席。据他回忆，
菜博会初期的举办形式较为单
一，主要以常规会议形式开展
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组
织形式与内容设置上发生了显
著变化，其内容版块不断得到
丰富拓展。如今的菜博会顺应
了消费的个性化趋势，为人们
描绘出一幅充满魅力的田园生
活新图景。

“本届菜博会将各类信息
流、智力流以及人才流汇聚交
融，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强大的动力源泉与创新引
擎。同时，它也是区域招商引
资的一块金字招牌，凭借其广
泛的影响力与丰富的资源整合
能力，有力推动城市品牌的塑
造进程。”陈明均说。

会议落幕不散场
“蔬式”生活开新篇

尽管本届菜博会已落下帷
幕，但其播撒的“蔬式”生活种
子似乎才刚刚发芽。

“这里最终将构建出以‘菜
立方’为种业创新中心、‘彭派·
蔬香集’为艺文商业中心、‘清
江社区’为乡村文化中心的三
大核心引擎，助力实现生产、生
活、生意的‘三生’融合，做‘永

不落幕’的菜博会。”朱胜萱如
是说。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彭州市
天府蔬香博览园内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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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菜博
会上，“行走的绿乐园”“蔬式”
研学路线产品也正式揭晓。业
内人士称，接下来，相关文旅企
业及机构可利用农业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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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期待的是，稻田菜地、
溪流、鸟鸣虫声……乡间野趣
赋予彭州的无穷魅力，都会使
游客在这里收获“归园田居”般
的惬意和自在。

“博览会结束后，商业街区
和内设店铺将持续运营，为活
动铺设的草坪也不会拆除。
未来计划在婚礼举办方面进行
创意策划，将婚礼与蔬菜元素
深度结合，让蔬菜以温馨浪漫
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朱胜
萱说。

在将要离开菜博会现场
时，中国城市报记者看到农产
品展销店铺内，主播依旧在热
情满满地展示介绍着产品；商
区街道上人流如织，家长们带
着孩子在潮流服饰店前驻足挑
选；而那些充满创意与特色的
菜博会专属表情包依然被传播
着，让菜博会的记忆在人们的
日常互动中不断延续。

彭州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在
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本次菜博会的举办，不仅为
彭州蔬菜产业的创新发展注入

了强劲动力，也为全国蔬菜产

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借鉴

和启示。

四川省彭州市四川省彭州市：：

端出端出““一盘好菜一盘好菜””        开启开启““蔬式蔬式””生活生活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文图

第十三届中国·四川（彭州）蔬菜博览会引入安踏儿童品牌，联合采用蔬菜主题IP研发定制“蔬

式”生活主题系列服装。图为相关展区。

第十三届中国·四川（彭州）蔬菜博览会举办地——中国南方

蔬菜种业创新中心“菜立方”建筑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