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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川西北生态示范区

新时代四川经济地理调研纪新时代四川经济地理调研纪行行

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川西北生态示范区 打好打好““生态牌生态牌””走好走好““振兴路振兴路””
1111

与城市 共美好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扬 蒲薇 黄颖 吕甲 白洋 刘金陈 泽登旺姆 吴雅婷

摄影 吕甲

高原雪域高原雪域 境业境业相生相生

五月，沿茶马古道向

川西北高原行进，天朗气

清。鲜红的玫瑰在高山之

间盛放，牦牛在草地上踱

步，湿地星罗棋布，山川河

湖与万物生灵相伴，这里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雪

域高原，也是长江黄河上

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

涵养地。

从2016年1月开始，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组

织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确定，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宜宾视察时指出：“四川

地处长江上游，要增强大

局意识，牢固树立上游意

识，坚定不移贯彻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筑

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守

护好这一江清水。”

作为四川“五区共兴”

战略部署中唯一的生态示

范区，近年来，阿坝州扎实

推进“七大保护”行动和

“七大治理”工程；甘孜州

主动扛起“上游担当”，把

长江经济带建设、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倒

性任务来对待。

川西北地区如何一边

打好“生态牌”，一边走好

“振兴路”？如何立足资源

禀赋，放大发展优势？5月

上旬，新时代四川经济地

理调研纪行采访组走进川

西北生态示范区，从红军

长征会师之地小金县，北

至九曲黄河第一湾穿流而

过的若尔盖，西达格萨尔

王建立王业的甘孜县，穿

行4000公里，在天蓝如海

的雪域高原寻找答案。

炉霍县的虾拉沱村，泥曲和达曲两条河流在
这里汇聚成鲜水河，从山谷中蜿蜒而过，河谷成发
展农业的一片天然沃土。一个个高科技蔬菜大棚
整齐地排列着，棚里种植着小番茄、草莓等有机农
作物，直供成都超市。去年，这里的小番茄年产量
超过450万斤，产值突破3000万元。过去，这里的
农作物主要是青稞和土豆，“一年到头，除去成本，
赚不了几个钱。”同一片土地，同样的生态环境，产
业的附加值是如何实现大幅增加的？

产业附加值，首先来源于产品的高品质。产
业附加值，还来源于新技术、新信息和新市场。
炉霍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保障了产品的高品质，
但新技术、新信息和新市场，从何而来？

2015 年起，在锦江区援建队的帮助下，炉霍

县开始谋划建立炉霍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
缺投资，援建队引入“众筹模式”，在成都企

业家中共选聘 4 批次 46 名荣誉村长，募集资金
1200余万元；缺技术，援建队带来了高科技大棚，
既解决了番茄因棚顶滴水和紫外线辐射而生病
的问题，又能根据系统参数调出最适应番茄生长
的条件；缺市场，援建队引进了山东农业龙头企
业盛煌公司，充分利用该公司的渠道优势，解决
销售难题。胡军告诉记者，由于产业园的番茄品
质好，零售价差不多可以卖到 15 元一斤，大大促
进了当地村民的就业和增收，“村民在园区工作，
每人每个月可以有 6000 元左右的收入。”胡军难
掩脸上自豪又欣慰的表情。

在炉霍县城的另一边，新信息和新技术让曾

经毫不起眼的奶渣摇身一变成为了金贵的“酪蛋
白”。“奶渣是牦牛奶提取酥油后剩下的物质，以
前大家都是当作零食吃，吃不完的就丢掉，现在
都变成钱了。”厂长格绒高兴地说。

2011年，炉霍县充分发挥当地奶渣原料量足
质优的优势，启动酪蛋白生产项目，成立了康巴
圣德牦牛产业有限公司。但由于设备、技术等方
面的限制，公司发展一度停滞不前。2021 年，在
锦江区援建队的帮助下，公司完成了生产线超滤
系统淘汰更新、锅炉房改建及废水处理净化设施
升级。“酪蛋白的提纯水平一下就提升到了 95%，
达到了国内同行业一线水平。”格绒说。

近年来，甘孜州坚持绿色发展促转型，高水
平设置甘孜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提出更多

“含绿量”“含技量”“含智量”的约束性指标，推动
新发展理念具体化指标化科学化指导发展行为，
提升发展成色；同时，阿坝州也坚持发展创新，生
态经济蒸蒸日上。在川西北生态示范区，绿色产
业正在依托新技术、新信息、新市场，奋力寻找转
型升级的突破口。

一条“含绿”“含智”的转型路
在川西北生态示范区，绿色产业正在依托新技术、新信息、新市场，奋力寻找转型升

级的突破口。甘孜州坚持绿色发展促转型，阿坝州坚持发展创新，生态经济蒸蒸日上。

2000年前，无数马帮商旅在茶马古道留下足
迹，他们从成都出发，翻山越岭，深入高原，进行

“茶与马”的来往交易。
2000年后，一辆辆大货车在中国熊猫大道上

奔行。它们将阿坝州的玫瑰精油等特产，经成都
市新都区运往全国，同时也将甘孜州的高山番茄
等生鲜拉往成都的商超里进行售卖。

道路，见证了川西北地区与成都的协同发
展，也成就了两地繁荣的商贸往来。川西北特
色产品如何用好协同开放的带动效应，放大发
展优势？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有好的产品，但也
需要快捷的物流和更广阔的市场。”四川金山玫

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望慧说。近年来，
小金县的玫瑰产品正是经由全国最大的公路物
流枢纽——新都智慧物流产业园运往全国各
地。该物流产业园位于成都北大门，能够在短时
间内实现物流的高效转运，是甘孜阿坝运送货物
的重要中转站。“我们依托成都的交通枢纽地位，
背靠成都大市场，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站在玫
瑰园里，陈望慧对记者说。

今年五月，陈望慧带着她的玫瑰精油走出国
门，去保加利亚完成了疫情后出口欧盟的第一
单。她告诉记者，目前她正和团队思考未来如何
将“金山玫瑰”进一步优化培育，完善玫瑰精油的
国际标准，走出一条国际化道路。

背靠成都大市场，其吉在依山傍水的瓦达
村，把500平方米的院子改造成了民宿，生意红红
火火。“成都一上旅游热门目的地，我就知道生意
来了。尤其在夏季，有很多从成都来的游客在这
儿避暑。”其吉坐在民宿二楼咖啡厅，神采飞扬地
说，“接下来我准备将自家民宿挂到网上，让游客
在线上就能预订住宿。”

近年来，甘孜州积极向成都平原经济区、川南
经济区的先进市搭建合作平台，加强与同为川西北
生态示范区且毗邻的阿坝州协作共建；阿坝州积极
参加进博会、农博会、川货全国行等展销展会，精心
举办“净土阿坝”农产品产销对接、农商对接等商贸
活动。在川西北生态示范区，特色产业正在以开放
之姿，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一幅产业兴旺、生态优
美、民生殷实的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

生态价值的高质量转化，放大了川西北生态
区特色农牧业的优势，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势能，
不仅守护了长江黄河“一江清水”，更激活了乡村
振兴“一池春水”。

一根“协同”“开放”的牵引线
通过区域协同发展，川西北生态示范区的特色产业正在以开放之姿，走出大山，走向

世界，一幅产业兴旺、生态优美、民生殷实的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

初夏时节，川西北地区的河谷边、山坡上、田
埂旁，被誉为“贡嘎海棠”的俄色花争相怒放，与
土地里刚冒出头的青稞、当地的藏式民居共同构
成了一幅绝美的高原画卷。

“这是什么花啊？我在成都从没有看见过。”
记者惊奇地发出疑问。锦江区第六批支援炉霍
县工作队领队、炉霍县副县长胡军在一旁回答
道：“这是俄色花，在藏语中是‘光芒’的意思。”据
胡军介绍，俄色树仅生长于海拔3000米左右的地
方，是川西北地区独有的植物，集中分布于炉霍。

在川西北，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丰富的
动植物资源，如何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来塑
造当地产业特色？

“因地制宜是关键。”胡军指向不远处的大
山，骄傲地说，“山顶发展牦牛生态养殖产业，山
腰遍种俄色树，山底是‘飞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
园，这座山以后就是炉霍县的‘农业金谷’。”

从锦江区第三批援建队来到炉霍开始，便着
手深入挖掘俄色树资源，帮助当地建厂，开发出了
俄色茶饮、俄色果酒、俄色中药饮片等产品。“如
今，工厂年产值可达 1720 万元，辐射带动 2000 余
名农牧民，实现人均增收3500元左右。”胡军说。

炉霍东南方向数百公里外的小金县美兴镇
下马厂村，清晨，工人小唐早早来到地里，将割下
的饲草背回牦牛养殖场，并用铲子将粪便收集起
来，送到一旁的大棚里制成肥料⋯⋯这个工厂，

是当地在成都市新津区支援下建立的山地种养
循环立体农业示范项目。

大规模养殖牦牛而不让当地的草场过载，是
循环养殖模式最大的优点。牛粪可以养蚯蚓，
而蚯蚓的排泄物又成为有机肥，有机肥可以用
来种蔬果⋯⋯这样不仅减少了污染，还能变废
为宝、产生效益。“近一年来，当地过度放牧问题
得到了极大改善，同时增加了经济效益，工厂销
售产值 600 余万元，盈利40余万元。”成都市新津
区对口支援小金县工作队队员程强说。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
近年来，围绕特色资源禀赋，阿坝州以培育食药菌
类、高原花卉等产业为主攻，提出现代高原特色农
牧产业体系发展思路；甘孜州立足川西北高原农
牧循环生态发展区定位，将牦牛产业集群、藏香猪
产业发展、有机之州建设等作为“州长工程”推进，
做大做强优质粮油、生态养殖、高原果蔬等特色产
业⋯⋯在川西北生态示范区，一批业态特色鲜明、
提质增效明显的产业集群正在成效成势。

一道“既要”“又要”的必答题
川西北生态示范区的发展，既要护好绿水青山，又要做大金山银山。近年来，通过

深挖自然资源禀赋，一批特色鲜明、提质增效明显的产业集群正在这里成效成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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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炉霍高原现代农业

产业园进行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