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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兴农

一江春水铺就发展画
卷，一城好水筑巢引凤来栖。

从“李冰治水”到“天府好
水”，都江堰市因水而兴。依
托水资源优势，都江堰市抢占
新赛道，产业巨头纷纷聚集。

时间回到2021年，随着
都江堰市第十五次党代会的
召开，都江堰市拉开了做活

“水文章”、打造“天府好水”产
业品牌的大幕，规划建设2平
方公里“天府好水集聚区”，为
项目落地打下“强心针”。

2023 年 1 月 17 日，农夫
山泉与都江堰市签约，投资
11 亿元在都江堰市建设生
产基地。截至目前，该生产
基地1号、2号生产车间已完
成主体施工，三条饮用天然
水线及一条无菌饮料生产线
已全部安装、联调完成，具备
生产能力，预计下月投产。
项目建成后预计产值达到
20亿元，税收2亿元。

都江堰市农夫山泉饮料
生产基地负责人表示，当初
选址都江堰市，主要是看中
其优质天然山泉水源，“通过
长达 6 年的水质检测证明，
都江堰市稀缺的优质天然水
源能为产品奠定坚实的品质
保障。2025年，我们将与都
江堰市一道，促进‘天府好
水’生态价值转化，发挥链主
企业示范带动作用，打造水

生态价值多元转化的示范。”
走进同样位于四川都江

堰经济开发区的元气森林都
江堰工厂，只见三条生产线
满负荷运转，调配、灌装、包
装等工序正在有条不紊地进
行……

去年，元气森林产量达
2600余万箱、销售额约4.4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40%、37%；
今年还将上马一条新产线。

“目前我们正开足马力、全力
以赴冲刺一季度开门红，为打
造产业资源集聚、品牌全国闻
名的‘天府好水涵养地’贡献
力量！”公司总经理冉兵表示。

眼下，“天府好水”产业
已然成势——截至目前，四
川都江堰经开区已聚集农夫
山泉、元气森林、山东大树等
食品饮料产业链企业65家，
其中规上企业15家、高新技
术企业7家。这些项目落户
都江堰市，有自然的馈赠，更
有当代人有效打通“两山”理
念转换路径的努力。

在都江堰市这片热土上
崛起的一座座自动化、数字
化、工业旅游相结合的崭新
工厂将持续助推该市生态好
水与经济活水的深度融合，
让生态资源成为都江堰市科
学复兴的绿色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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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山绿水”底图上绘制“冰雪经济”热力图
不断破题生态价值转换新密钥

最近，都江堰市持续在社交媒体“出圈”——有人晒出熊猫
电车与雪山的同框图，直呼“不愧是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有网友
在这里找到了燃爆全球的电影《哪吒2》中无量仙翁的黄金树原
型……

一直以来，拥有得天独厚生态本底的都江堰市坚定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精心谋
划产业布局，不断深耕产业赛道。

实现“天府好果”自营出口、推动冰雪经济成为新的增长点、
打造“天府好水”产业集群……在都江堰市，一个个阶段性成果
次第呈现，生态优势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为高质量
发展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选果、装盘、称重、吹尘、贴
标……经过十几道工序，一盘
盘个头匀称、色泽饱满的猕猴
桃打包封箱，开始了它们的海
外之旅——新春开工首日，都
江堰市猕猴桃迎来“开门红”，
自营出口海外60吨货品启航。

“此次出口品种主要为金
艳和东红，这些品种性状稳定、
维 C 含量高，深受外国朋友喜
爱。”都江堰市猕猴桃协会秘书
长雷彬介绍，2025 年是都江堰
市猕猴桃实现自营出口的开局
之年，此次出口阿联酋40吨、越
南20吨，共计60吨。

好山好水育好果。都江堰
市是国际专家公认的猕猴桃最
佳生态种植区，得天独厚的自然
气候条件孕育出品质上乘的猕
猴桃，都江堰市也因此成为四川
省首批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到
目前为止，都江堰全市的猕猴桃
种植面积已达10.3万亩，年产量
12 万吨左右，产值连年增长。
2024年，都江堰市猕猴桃的品牌
价值达到40.46亿元。

猕猴桃只是都江堰精华灌
区粮果产业园发展的一个切片。

作为岷江流域的精华灌区
核心示范区，都江堰精华灌区
粮果产业园已纳入成都市“3+

22+N”园区体系，并按照成都
市“立园满园”行动要求，创新
走好园区建设发展这步“关键
棋”。

借智借力专家智库，都江
堰市充分发挥青城山研究院、
猕猴桃博士工作站等在地智库
平台，邀请高校、科研院所、专
业机构专家学者深入园区实地
调研，研究指导形成《都江堰市
猕猴桃全产业链发展报告》，确
定都江堰精华灌区粮果产业园

“一心一轴三区五园”的空间布
局，拟定园区“立园满园”行动
计划和五年发展规划。

目前，该园区以建设猕猴
桃科技示范园区和猕猴桃种业
示范区、争创国家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区、梯次培育国家
级和四川省现代农业园区为目
标，以提升发展猕猴桃全产业
链、粮菜粮药产业、农商文旅体
康融合为主攻方向，在招引培
育上同步发力，实施“镇园之
宝”和“有根企业”培育行动，加
速“校地企”合作、科技成果转
化等，推动都江堰精华灌区粮
果产业园塑品牌、增效益，构筑
现代化专业化特色化农业园
区，持续写好生态价值转换这
篇大文章。

这个冬天，“冰雪”成为都江堰
市的高频标签。

社交媒体上，“雪山电车”不断刷
屏，火爆出圈。照片中，远处的雪山若
隐若现，有轨电车缓缓驶来，妥妥的宫
崎骏漫画风，清新治愈又美好。现实场
景中，青城山的雪脊在天际勾勒出淡白
轮廓，有轨电车以雪山为背景轻盈入
镜，自然风光与现代交通工具组成一幅
和谐的画面。网友直呼：“秒出大片”

“不愧是雪山下的公园城市”……
大年初八，青城山迎来蛇年首场

降雪。雪中的青城山更显幽邃，三十
六峰裹素、七十二洞藏寒、石阶蜿蜒
如游龙隐现，道旁古柏垂挂冰晶，风
过时泠泠作响，恍若仙人遗落的环
佩。天师洞前，香炉青烟与雪霰共
舞，三清殿檐角悬着冰凌，在晨钟暮
鼓中随风抖落一串碎琼乱玉……

假如说青城飘雪是中式美学的
极致体现，那么作为亚洲最大室内滑
雪场的成都热雪奇迹则完全是活力与
动感的代表。雪道上，男男女女、老老
少少都在激情畅滑，大家尽情享受着
驭雪飞驰的速度与激情，这里俨然成
为全民参与冰雪运动的“热”舞台。

除了吸引市民和游客前来体验
炙热的冰雪运动氛围，成都热雪奇迹
还接待了多支专业队伍来此集训，包
括奥运冠军谷爱凌、苏翊鸣等。

冰雪赋予都江堰市与众不同的城
市调性，而都江堰市则以“雪山下的公
园城市”品牌为引领，依托优质冰雪资
源，致力打造“大冰雪”IP，积极搭建“冰

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转化载体，持
续发展冰雪运动、冰雪旅游、冰雪文
化。截至目前，冰雪经济营收同比增长
约20%，接待游客同比增长34.8%。

依托“绿水青山”叠加“冰天雪
地”的自然本底，都江堰市不仅做好

“地上的文章”，还广拓低空资源、写
好低空经济新篇。这个春节，上千
名游客在都江堰市享受了飞越青城
山景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快乐。

“在飞机上看都江堰市又是另外一
种感觉，满眼都是绿色，岷江水穿城
而过，非常壮观。”游客在空中飞

“阅”了都江堰市后感叹。
下一步，都江堰市将系统推进

世界旅游目的地“山、水、空、雪”运
动旅游产品体系建设，重点做好冰
雪运动的推广普及、产品供给、赛事
打造、产业融合工作，着力引育冰雪
领域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构建完善
冰雪产业链，不断丰富多层次多元
化冰雪赛事活动供给，推动冰雪运
动向纵深普及发展，促进文体旅深
度融合发展，进一步擦亮都江堰市
冰雪运动旅游金字招牌，为成都推
动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
经济活力贡献都江堰力量。

题记

“天府好果”自主出口“香飘海外”

两千年古堰，八百里青城。都江堰市拥有得天独厚
的生态优势和底色，守护好、利用好、转化好这里的绿水
青山、冰天雪地是这座城市新时代的目标与愿景。探索
答好生态价值转化的宏大答卷，以奋进之姿全力拼搏，
都江堰市着力谱写县市新城高质量发展新篇。

后记

雪山下的公园城市。 摄影 杨才福

成都热雪奇迹。

都江堰市

以雪为媒
冰雪“冷资源”不断释放“热活力”

以水兴市
“天府好水”引聚“经济活水”集群成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