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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犍为新兴世纪酒店，一
场以寻找“茉莉花仙子”为主题的文化
节在这里落幕，一群如花似玉的茉莉花
仙子盛装亮相，“中国茉莉之乡”的知名
度迅速提升。

几年前，犍为新兴世纪酒店的地址
上还是一家以生产陶瓷为主的新兴建
材厂，面对未来机遇，企业选择双轮
驱动，跨界发展。从事酒店经营，虽然
年产值比建材厂略有减少，但50%以上
的入住率，文旅产业前景可期，让酒店
业主看到转型后的希望。酒店负责人
告诉记者，公司正在酒店附近打造“尚
品汇”餐饮休闲特色街区，将来可为游
客提供吃、住、行特色服务。

从“黑色”转“绿色”，从“二产”转
“三产”，不独有新兴世纪酒店一家，沉
犀秋月度假酒店、海南风情度假酒店都
是其中的代表。

从“黑色”转“绿色”，从“二产”转
“三产”，犍为县委、县政府深思熟虑，将
打造“西南地区新的文旅目的地”作为
重要举措，出台系列政策措施，激发企
业家的投资热情，探索出转型升级绿色
发展之“犍为实践”。

立足优势“转身”

犍为县曾是全国30个重点产煤县
之一，煤炭储量丰富，可开采量大，原煤
储量1.25亿元。煤炭交易活跃时期，县
内煤炭企业达40余家，提供了30%以
上的税源，以煤炭产业为主的“黑色经
济”成为支撑犍为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柱。

近年来，随着政策调控和市场竞
争，煤炭等传统能源产业日趋式微，煤
炭产业已不能支撑县域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国家、省、市层面对科学发
展、转型升级的部署愈发明晰。由“黑”
转“绿”，进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共
识。

转型升级，等不得、慢不得。
审视县情，犍为也有着应“转”、宜

“转”的“本钱”。
农业和文旅产业优势明显——犍

为是乐山农业大县，地处四川盆周丘陵

地区，农业资源丰富，茉莉花、茶叶、犍
为姜三大特色农业产业优势明显。

文化旅游资源富集——“百年火
车、千年庙镇、万年湖泊、亿年桫椤”，县
境内有以犍为文庙为代表的儒家文化、
以嘉阳小火车为代表的近代工业遗产
文化、以罗城古镇建筑为代表的西南民
居古镇文化、以同兴桫椤湖为代表的生
态自然风光、以新民温泉为代表的休闲
养生文化。

区位优势明显——北靠乐山大佛、
峨眉山两大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
南接国家4A级旅游景区蜀南竹海，是
乐山全域旅游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乐宜高速通车，成贵铁路、仁
沐新高速以及岷江航电犍为枢纽重大
项目工程的实施，犍为即将成为乐宜凉
自接壤地区域性中心城市、成渝经济区
水陆交通枢纽重要节点。

坐拥资源、区位优势，犍为转型之
路着眼“绿色经济”，意在挺进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第一圈层”，力争到2017年，
基本建成川南工业重镇、综合交通枢纽
重要节点、区域性中心城市和西南地区
新的文旅目的地。

“绿色”引领发展

转型升级怎么转，才能确保“换挡
不失速”？面对稳增长与促转型的双重
任务，县委、县政府明确绿色发展的突
出方向，跨界融合，多轮驱动，全力打造

“绿色经济”。
融合发展“增绿”：四季花开，“工业

活化石”嘉阳小火车鸣笛而来，奏响二
产、三产融合的华丽乐章；清溪茉莉花
基地，一群茉莉·花仙子旖旎前行，现代

农业观光园景色倍增，茉莉精油、茉莉
茶芬芳扑鼻，跨界融合的“绿色经济”在
犍为越做越大。

传统产业“染绿”：针对城市规划区
范围内的工业企业搬迁，犍为县出台鼓
励政策，针对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工业
企业搬迁、工业企业转向三产出台鼓励
政策，鼓励工业企业“退二进三”，发展
第三产业。在政策的激励下，按四星级
标准修建的犍为新兴世纪酒店去年初
运营，以往的城乡结合部迅速成为新的
城市中心，附近地价增值。

同时，诸多煤炭企业也加快转型，
寻求新的发展空间。犍为县新南兴实
业有限公司曾是一个煤炭企业，公司将
投资约4.5亿元建设新南兴物流园区。
该项目选址清溪镇南岸村，占地面积约
300亩，将新建犍为首个集仓储、中转、
配载等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物流

园区，项目全部建成运营后，可实现年
经营收入3.5亿元，年创利税0.8亿元，
提供就业岗位300个。

新兴产业“添绿”：以文旅产业为龙
头，犍为县积极培育物流、养老、电子商
务等新兴服务业，推动传统服务业向现
代服务业转变。积极引导特色商品加
入电商平台，努力拓展销售渠道，今年
全县注册新增5家电商企业，电商销售
额将突破千万元。

今年4月举办的“2015中外知名企
业四川行乐山投资恳谈会”上，杭州华
龄集团有限公司签约乐山，计划投资
30 亿元建设智能化养老实验基地项
目，拟选址犍为县清溪镇，新建集休闲
养生、生态农业体验观光、养老公寓等
于一体的智能化养老综合开发项目。
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入住人数达到
3500人以上，并通过养生度假带动一
条集交通、住宿、餐饮、购物为一体的

“旅游消费链”。与此同时，颐园养老度
假中心、颐和港湾老年公寓也在加快建
设，养老休闲产业正逐步形成规模。

发展思维“转绿”。绿色发展需要
“绿色”思维，县委中心组学习会多次邀
请专家讲解，向全县干部讲解绿色发展
的思维，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同时，依
托资源优势招商，注重环境保护招商，围
绕休闲度假型旅游模式招商，从而构建
起与绿色发展相匹配的产业结构。

“绿色”成就犍为

立足悠久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旅游
资源和日益凸显的交通区位优势，犍为
县提出打造“西南地区新的文旅目的
地”。以文旅产业为龙头，实现现代农
业、现代工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成为犍为探索“绿色经济”新的着力点。

刚刚结束的犍为首届茉莉花文化
节暨农耕网“茉莉花仙子”评选活动获
得广泛关注，是近年来犍为县文旅融
合、农旅融合发展的缩影。

犍为产茉莉花，产茶，也产茉莉花
茶，这样的产业优势在全国绝无仅有。
为此，犍为县明确了打造“两乡一都”的
目标：在已创“中国茉莉之乡”基础上，
打造“中国茶乡”、“中国茉莉茶之都”。
如今，犍为县茶叶和茉莉花面积分别达

15万亩、8万亩，犍为茉莉花茶年加工
能力达6000吨，占全省高档花茶市场
份额的70％以上，成功创建省级现代
农业产业强县。

小小茉莉花的潜能不止于此。在
“茶用、天然香精、盆栽观赏、城市绿化”
的茉莉花产业同步推进下，茉莉花茶、
茉莉花精油、茉莉花酒等一批以茉莉花
为原料的特色商品应运而生。

一条结合了“花茶游”的产业链逐
渐明晰：大力培育茉莉花产业成为农村
特色产业支撑，并依托花茶历史文化和
茶园生态资源，深挖茉莉花文化内涵，
培育集花茶文化、观光体验、休闲度假
为一体的花乡茶海养心休闲旅游。

以花为媒，农旅结合，不仅成为传
统农业新的增长点，更成为犍为县一张
旅游新名片。

按照全域旅游思路，通过整合“百
年火车、千年庙镇、万年湖泊、亿年桫
椤”等特色旅游资源，犍为加快构建“一
心一环三区三镇”文旅产业发展格局。

乡村旅游“多点开花”。融合漂流
探险、住宿餐饮、休闲观光、茉莉花采摘
体验与观赏于一体的四星级乡村酒店

“蜀南茉莉香都”，一到旺季“一床难
求”。双溪乡柳溪新居依托县内清溪历
史文化名镇和万亩茉莉花海，发展起集
休闲、观光、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型
新村聚居点。寿保乡500百亩荷花竞
相盛放，引发乡村旅游赏花热潮。

旅游基础设施持续提升。桫椤湖
旅游干道全线通车，利元海南风情四星
级度假酒店竣工开业，城南游客接待中
心投用，桫椤湖旅游开发一期等项目即
将竣工，沉犀秋月度假酒店加快推进。

不断加深文化植入，充分挖掘地域
特色。“古犍之旅”、“花季之旅”、“成人
礼”等特色文旅活动成为犍为旅游的独
特品牌。围绕地方特色元素，清溪茉莉
花茶、罗城牛肉、希贵饼家、犍为泡粑、叶
儿粑等特色旅游商品为犍为增色不少。

2014年，犍为县共接待游客351.3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0.2亿元，
收入总量和增速分别居全市第3位、第
1位。

如今，“绿色”已成为犍为发展的主
色调。在这场由“黑”转“绿”的嬗变中，
犍为用绿色发展的实践为新常态下转
型升级作出生动解答。

“黑色”转向“绿色”
——转型升级绿色发展之“犍为实践”

夏末秋初，犍为县寿保乡邓坝村的
荷花别样红。经过媒体、微信、朋友圈
传播，邓坝荷花迅速“发酵”，引得四面
八方游客蜂拥而至。每天接待游客上
千人，最高峰达到2500人左右的游客
规模，4户农家乐的饭菜供不应求，乡
村旅游异常火爆。

犍为县委书记陈长明认为：大量游
客涌向乡村，群众体会到参与“两乡一
都”打造和“文旅成就犍为”带来的实
惠，建设全面小康的步伐加快。

在偏僻的山村，仅仅因为荷花娇艳
欲滴，便吸引众多游人光临，其深层次
的原因何在？记者近距离走近邓坝村，
探寻背后的缘由。

“乡愁”的吸引力

在钢筋水泥浇筑而成的城市，人们

渴望回归田园生活，乡村旅游的大幕由
此展开。成都三圣乡打造的“五朵金
花”，已是久负盛名的休闲之地。邓坝
村既无交通优势，又无旅游资源，如何
成为赏花观景的“山居图”？

邓坝栽荷还得从 3 年前说起。
2013年，犍为县委、县政府实施以“四
新一改”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在新农
村聚居点建设新居。邓坝村民积极响
应，在县、乡两级的支持下，在村“两委”
的带动下，建起了邓坝新村。每家每户
拿出积蓄，建起了新房，搬进了新家，但
包里也掏空了。该出去务工也出去了，
留在村上的仍然还是那些人。如何为
邓坝寻求可持续、长远发展的产业？

此时，犍为县委、县政府响亮提出：
打造西南地区新的文旅目的地，加快

“两乡一都”建设。广大干部迅速领会
到“文旅”将成为犍为未来发展的新兴
产业。因此，在乡党委、政府的支持下，
村“两委”与村民们合计，探索“山上茶、

山下花、积水田种莲藕、田边土埂种水
果”的立体农业发展模式，通过土地流
转的形式，规模种植荷花500余亩，是
目前为止乐山市内最大的成片荷花莲
藕种植地。

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在梯田中错
落有致，别有一番风味。邓坝山上是坡
改梯一望无际的茶园，山下改造冬水
田，建成集莲藕观花一体的绿色村落，
茶叶成为群众收入的主要支撑，莲和藕
以及观花赏茶旅游等第三产业成为新
的增长点。

如今，游客纷至沓来，前两年建成
的邓坝新村为乡村旅游提供了必要的
条件。8月9日，犍为县首届茉莉花文
化节暨农耕网寻找“茉莉花仙子”活动
之荷花季活动在邓坝拉开帷幕，更是

“炒热”了邓坝赏荷。原生态的山村，赏
荷挖藕采莲，回味年少时的农村生活，
让城市精英回归田园。正如前去赏荷
的都市白领张菁所言：周末休闲不想去

热闹繁华的景区，而是想寻求心灵的归
属，真正地感受乡村的宁静。

新华网四川频道记者黎涛说，“像
邓坝荷花这样规模的赏荷之地在全国
各地并不少见。如果给邓坝荷花赋予
更多的内涵，比如在荷塘放上几盏灯，
营造如梦如幻的氛围，打造荷塘夜色的
美景，从而带动乡村旅游的发展。”

旅游扶贫新思路

寿保乡目前有贫困户468户、1022
人，还有包括邓坝村在内的四房村、旺
家村等5个村仍然属于市级贫困村，乡
党委书记范敏深感扶贫工作的压力。

贫困村邓坝的转型，为犍为旅游扶
贫提供了新思路：借力乡村旅游发展，
分类精准扶贫。

在县上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寿保乡
结合实际情况，科学规划，决定将四房
村、邓坝村、旺家村三村连片发展乡村
旅游，发动3个村的贫困户积极参与乡
村旅游发展。范敏表示，要在对贫困户
入户走访，弄清贫困原因和具体诉求的
基础上，解决好“扶什么”的问题。

今夏的“魅力寿保，荷你相约”乡村
观光游，大量游客纷至沓来，邓坝村民种
的菜、养的鸡被一抢而空，并且比市场价
高。由此证明：乡村旅游直接增加对土
地、农产品、劳动力的需求。乡党委、政
府结合乡村旅游规划，针对贫困户的实
际情况，分类制定扶贫措施。比如：根据
贫困户的劳动能力，无偿支持优质水果、
蔬菜种苗或家禽家畜，让贫困农户按照
传统方式种植或者饲养，为乡村旅游提
供“产销”服务，同时保证农产品的价
格。针对有一定劳动力，缺乏较高文化
知识和技能的贫困户，通过培训自办农
家饭、在景区按规划摆摊设点、到农家乐
务工、到旅游商店就业等，实现就地就近
务工收入，解决“怎么扶”问题。

寿保既无旅游资源、又无旅游优
势，转型发展特色乡村旅游，并且取得
了最初的成效。在市、县两级的支持
下，寿保最大限度争取上级部门和社会
力量共同打造特色乡村旅游，以点带

面，成片推进乡村旅游发展。通过旅游
业的关联带动，使贫困乡村的交通、饮
水、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同
时转变群众的思想、习惯等，从而增强
了农村的“造血功能”，加快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的步伐，持续惠及当地所有群
众，解决“扶不久”问题。

解决好“扶什么”、“怎么扶”、“扶不
久”的问题，邓坝村力求通过乡村旅游
扶贫，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增强贫困户的“造血功能”，促进农村多
样立体农业模式的迅速发展，增强贫困
户思富思发展的意识，实现由被动扶贫
到自觉参与的转变。

“邓坝现象”背后是什么？

■本报记者 陈兴鑫 付小惠

一片荷塘引爆火热的“乡村游”，是花的魄力？还是人的动因？或二者有之，或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本报记者 罗学锋 陈兴鑫

“荷花季”启动仪式

邓坝荷花别样红

民俗文化为乡村旅游添彩

“茉莉花仙子”与嘉阳小火车 黎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