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文化为主题

四川省第三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
竞演大赛启动以来，成都赛区17个涉
农区（市）县踊跃报名参加本届赛事。
从多姿多彩、喜庆热闹的民俗活动，到
风光旖旎、引人入胜的乡村美景，再到
扎根乡村、认真创作的非遗手艺人，各
参赛地区在线上线下掀起了一波特色

“乡村热潮”，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截至目前，成都赛区在四川“乡”

当潮平台共上传短视频1800余条，热
度值近200万。17个涉农区（市）县以
乡镇群众为演员，以乡村文化为主题
进行竞演，形成了近 200 个线下竞演
节目，参与演员达 2000 余人，覆盖群
众 200 万余人次，有力推动了民间文
化艺术的传承发展和广泛传播。

昨晚的嘉年华活动紧紧围绕做优
公园城市乡村表达、城乡融合发展、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乡村振兴文化
内涵开展，以“四川‘乡’当潮”为主题，
借助“那山—乡韵流芳”“那水—乡富
民强”“那人—乡美人和”三个篇章有
机串联 17 个涉农区（市）县推选的优
秀节目进行综合展演。

“那山—乡韵流芳”篇章，主要展示
优秀乡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那水
—乡富民强”篇章，用热气腾腾的烟火
气息秀出乡镇魅力，铿锵有力的喊山歌

谣、茶韵袅袅的陈家茶语，节目再现农
民劳动的艰辛、丰收的喜悦、生活的幸
福，将日常劳作生活用欢快的歌声谱写
出斗志满怀、富裕收获的田园交响曲。

“那人—乡美人和”篇章则以一个个产
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
兴、组织振兴的现实典型案例作为改编
原型，展现新时代乡村文化发展新气
象，描绘新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生活富裕的美好画卷。

三个篇章将乡村振兴的“中国故
事”与本地传统舞蹈、非遗、民歌等形
式相结合，集中展现了文艺工作助力
乡村振兴的创作成果。

“非遗”亮相乡村集市

自首届大赛启动以来，乡村文化振
兴魅力竞演大赛的赛场上涌现出一大
批精彩的典型案例，乡村振兴的进程得
到有力推动。邛窑柴烧、南宝山羌族集
聚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洛带客家山
歌等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名片”进入
广大群众视野；《杨柳河水浪悠悠》《客
家水龙谣》等一批展示蜀乡风采和天府
文化独特魅力的作品通过艺术创造，重
新焕发活力，“飞入寻常百姓家”。

活动现场，来自蒲江县的省、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蒲砚制作技艺、草木染技
艺、明月窑陶瓷制作技艺在同步开展的
乡村集市上惊艳亮相。高水平做好文
化传承文章，接续非遗技艺之“魂”。

嘉年华活动上，四川省第三届乡村
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成都赛区系列
活动评选出的优秀节目、组织奖等奖项
最终揭晓。邛崃市选送的《临邛汉卷》
荣获“四川省第三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
竞演大赛成都赛区优秀节目一等奖”，
彭州市、青白江区、蒲江县等参赛单位
荣获“四川省第三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
竞演大赛成都赛区优秀组织奖”。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粟新林 文/图

四川省第三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成都赛区嘉年华活动举行

乡镇群众是主角
乡村相当潮

传统民间艺术遇上乡村振兴新故事，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昨晚，蒲江县甘溪镇明
月村春笋广场上，四川省第三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成都赛区）嘉年华活动点
燃了这座大美小村。

四川省第三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成都赛区）嘉年华活动以广袤乡村为大背
景，以乡镇群众为主角，创新舞台策划、节目编排和视听呈现。以歌舞表演、情景讲述、非遗
展演等丰富的表演形式为载体，配合大赛颁奖环节，全景展示成都乡村文化建设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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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注销公告
四川省地方税务干部培训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12510000725528291Y）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3
年9月28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杨昌斌
电话：028-86734206。
特此公告。

四川省地方税务干部培训中心
2023年9月28日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菲菲）9月27日，“关注龙门山、龙泉山森
林·生态活动”在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城市
之眼”丹景台景区正式启动。记者从现场获
悉，截至目前，全市森林覆盖率40.5%、建成
区绿地率38.54%、绿化覆盖率44.61%，分别
较“十三五”末增长0.3%、0.86%、0.71%。

近年来，成都市在持续推进践行新发
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进程中，以
林长制为抓手，高度重视森林资源保护管
理，大力实施“五绿润城”生态示范工程，
突出打造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生态

“绿肺”和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城市“绿
心”，有力夯实城市绿色生态本底。

为全面提升绿化水平，强化森林资
源管理，现场还发布了《“关注龙门山、龙
泉山森林·生态活动”计划》。计划提到，
成都将通过“推进协商建言工作”“广泛
开展主题实践活动”“持续抓好生态文明
教育”“大力开展生态文化传播”“全面加
强自身能力建设”五大行动，深入推进龙
门山、龙泉山森林保护。

现场，市公园城市局还为四川省“十大
树王”颁发奖牌，在四川省“十大树王”的古
树称号中，成都共有大邑县 江镇太鹏鲸
柏、都江堰青城山镇天师洞银杏、邛崃市天
台山镇雷音寺红豆杉3棵古树上榜，数量居
全省各市州最多。

春天的月季，夏天的绣球，秋天的
球菊，冬天的兰花，在位于郫都区团结
镇的春天花乐园，一年四季都游人如
织，这个成都最大的花卉园艺市场已
经是成都人买花首选地。春天花乐园
主打家庭园艺，小盆栽、绿植、多肉、景
观造型应有尽有，不仅远销全国，更是
帮助农民增收，带动了区域经济，助力
乡村振兴。

记者了解到，随着世园会落户成
都，全市大力推进花卉产业高质量发
展，持续优化完善以花卉市场为主
体，花店、集贸市场、花园中心等多种
销售形式相结合的市场体系。

2012年，郫都区投建了以花卉产业
为核心的成都市重特大农业产业化跟踪
项目——春天花乐园花卉产业园。一期
开业稳定运营直接带动就业超5000人，
人均月工资约4000元。“我们这个项目
带动了周边，不少村民被吸纳进产业。”
春天花乐园品牌经理董文芹介绍。

记者了解到，春天花乐园现已投
资8.5亿元，已入驻花企花商600余户，
产品涵盖花卉、绿植、资材等超3万品
类产品，年交易额超20亿元，年货物吞
吐40万方。49条花卉物流专线辐射四
川所有二级城市及西部9省市，在川渝
贵陕市场占有率达60%，成为全国花卉
市场标杆。依托春天花乐园花市强大
的吞吐量，引领郫都、温江花卉苗木去
库存、聚焦家庭园艺精品化升级转型，
带动周边花卉种植约10万亩。春天花
乐园二期预计今年年底开业。

在位于青城山镇成青社区境内的
大青城盆景产业园，一进门就看到正
在忙碌的花匠袁铭昌。占地 35 亩的
展示区内，各式精美的盆景作品让人
赏心悦目。青城山镇积极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立足实际，深挖产业特色资
源。目前，青城山镇共有盆景培植园

500多家，精品盆景园43家，桩头、盆
景种植面积达5000余亩，像袁铭昌这
样的从业人员1000余人，构成了川派
盆景产业发展的良好基础。

按照片区开发、整体招商、一体化
营运的思路，青城山镇在大青城盆景
产业园这样的成
熟乡村振兴点位
基础上，不断做优
林盘+复合型业
态，推动形成外联
石羊七里诗乡、崇
州严家湾农旅融
合示范窗口，提质
新型农业。据青
城山镇相关负责
人介绍，他们引导
农户发展“盆景+
新业态”乡村特色
旅游项目，先后培
育 80 后、90 后盆
景销售电商直播

线上主播60余名。“目前，在我们的推
动下，当地川派盆景线上年销售额已
突破7000万元，青城山镇‘中国川派盆
景传承基地’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全国
农村创业园区（基地）。”

记者了解到，随着世园会落户成

都，全市大力推进花卉产业高质量发
展，持续优化完善以花卉市场为主
体，花店、集贸市场、花园中心等多种
销售形式相结合的市场体系，积极引
导花卉市场进行升级改造，打造集花
卉销售、花园设计、花卉文创、手作艺
术等业态于一体的一站式花园产业综
合体。今年将建成春天花乐园春肆花
园中心、锦上花卉文创博览园(临时花
卉市场)卉升文创公园，同时加快建设
东部新区线上花木交易中心、三圣花
城等新型花卉市场项目，提档升级天
府花城、物流港园艺中心、花舞人间鲜
花超市、好秾人花卉交易市场等花木
市场。结合社区绿道、“金角银边”建
设，布局发展便利花店和无人售卖终
端，引导农贸市场、商超等开辟花卉销
售专区，探索社区居民盆花团购模式。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杜文婷
袁弘 文/图

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是
省委、省政府抓文旅产业发展，推动文
旅投资促进的重要举措，旨在搭建文旅
产业投资合作新平台，把四川丰富的文
旅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助推文化
强省、旅游强省建设。大会从2015年举
办以来，已成为文旅项目发布和企业投
融资对接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力地推动
了全省文旅投资增长和文旅产业发
展。今年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
主要任务是全面谋划部署下一步四川
文化和旅游工作，系统推动四川文化事

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
快建设名扬天下、享誉全球的世界重要
旅游目的地，奋力推进文化强省旅游强
省建设，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篇章
贡献文旅力量。

本届大会采取“现场+网络直播”
形式举办，组织开幕式、集中签约、重
点项目推介发布、文化和旅游主题展
等系列活动。邀请了全国文化 30 强
企业和全国旅游 20 强企业参会，同
时，1500 名境内外文旅企业嘉宾、旅
行商代表在线参加本次活动。

会上，中央直属文艺院团与四川
省演艺合作签约7个项目，分别为：中
国东方演艺集团与四川省旅游投资集
团签订国家级剧团人才选拔培训计
划；中国歌剧舞剧院与四川天府演艺
集团签订文化演艺项目；中国歌剧舞
剧院与宜宾市政府签订宜宾市旅游演
艺项目；中演演出院线、新华网四川公
司与四川省歌舞剧院签订《三星堆》音
乐剧项目；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与四川
人民艺术剧院签订儿童青少年舞台艺
术作品创演计划；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与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华采堂设计集
团签订《这儿是成都》沉浸式文旅演艺
项目；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与绵阳市江
油博飞文化旅游开发集团签订《将进
酒》深度开发项目。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重大投资项目
方面，全省21个市（州）共126个重大
项目集中签约，签约金额850亿元，主
会场与分会场同步进行，包括宜宾市
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成都市凤栖东
山项目、绵阳市平南康养旅游项目等。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袁弘） 9月27日晚，香港饶宗颐纪念馆，

“衣起锦官城”第二届（成都）汉服周正式
启幕。在香江之畔，成都发出邀约：欢迎
香港的朋友，到成都街头走一走，相约公
园城市，畅游幸福成都。

维多利亚港的夜景下，薛涛、李白、花
蕊夫人、司马相如、范蠡等经典历史人
物，跨越时空，翩跹而至，吟诵着中秋月
色，展示着汉服之美。

“汉服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内
核的综合文化符号体系，天生具有民族
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今晚，来自成都的
几位演员扮演的历史人物角色特别生

动，有韵味，让人印象深刻。”现场国风雅
集香港汉服协会会长陆思敏说道。

据悉，昨日启幕的第二届“衣起锦官
城”第二届（成都）汉服周由成都市广播
电视台、成都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湖
南快乐芒果互娱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城
投置地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成都市广播
影视集团承办。首次联动全球多个城
市，打造“一节多城多场景”。

9月28日，第二届“衣起锦官城”（成
都）汉服周将在成都文殊坊主会场盛大开
幕；9月29日，在香港的西九龙高铁站、维
多利亚公园，还将进行“月圆中秋时，衣起
锦官城”全球快闪系列打卡活动。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举行 126个重大文旅项目集中签约

总金额850亿元
文旅签大单

9月27日，2023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宜宾市举行。大会正式为第五批天
府旅游名县、第三批天府旅游名牌（名镇、名村、名宿、名导、名品）命名授牌，并表彰前四
批天府旅游名县提升建设年度考评突出表现单位。名县、名牌代表以及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建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单位代表作大会交流发言。第九届中国（四
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同期在宜宾开幕。会上，一批重大文旅项目集体签约，签约总金
额达850亿元。

世园会为成都花木产业

带来什么？（三）
颜值爆棚 产值可观

第二届（成都）汉服周在香港启幕

上接01版
在村里的“共富市集”，总书记见到了一

张张青春的面孔。他们的共同身份是“农创
客”，创业项目从创意咖啡、盆景农场，到木
艺陶艺、手工竹编，琳琅满目、花样迭出。一
个小村庄，集聚了50多家创业主体。

面对总书记，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这样总结：“流量变产量、颜值变产值、资源
变财源、山区变景区、农房变客房、村民变股
民。”原乡人、返乡人、新农人，共同探索出

“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的丰富路径。
当年启动实施“千万工程”时，习近平

同志就特别强调农民的主体作用。
这次来，总书记更加感慨：“‘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当时听起来不得了，这个
‘大战役’怎么打？政府得给多少钱啊？
不是这样。政府主要采取一些鼓励引导
政策，主要还是要靠农民群众自力更生。
实际上，这个经验我们后来推广到了扶贫
工作中，下一步乡村振兴也要这样。”

20年来，“千万工程”造福万千群众，
也发动起万千群众，形成促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良性循环和不竭动力。

“弄潮儿”，始终扎根大地、不懈探索
奋斗。

乘汽车沿着高速公路，从杭州市到义
乌市。高速路口收费站上方的“货郎担”
图案，引人注目。这正是当年义乌人摇着
拨浪鼓，走街串巷、鸡毛换糖的形象。

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义乌无疑是
一个勇立潮头的“弄潮儿”。在浙江工作期
间，习近平同志来过义乌10多次，对此深有
体会。

这次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习近平
总书记同这里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亲
切交流。

“在这里打拼多久了？”
“37年”“20年”“30年”“27年”……每

一声回答，背后都蕴含着一段艰辛的创
业故事。

回答“27年”的是张吉英。总书记刚
到她的商铺里参观过。

从张吉英的父亲走街串巷给人修
伞，到1997年她自己来义乌市场摆了个
一平方米小摊位，到后来开设商铺、开办
企业，再到女儿留学回来加入企业、打通
线上线下……张家的奋斗经历，正是义
乌创业者的典型故事。

“这个地方，既不临海也不临边，怎么
就变成了全世界的一个贸易中心呢？是
因为义乌人做到了‘无中生有’‘莫名其
妙’。”总书记再次谈起“义乌发展经验”。

《之江新语》中，有一篇《不畏艰难向
前走》，谈的是浙商精神：

“浙江之所以能够由一个陆域资源小

省发展成为经济大省，正是由于以浙商为
代表的浙江人民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
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在听取浙江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
时，总书记再次强调要鼓励和支持民营
企业持续弘扬“四千”精神，言语之中饱
含激励：“这是我们这里的人文特点啊，
大胆干大胆闯！”

“弄潮儿”，从未停下敢闯敢试、创业
创新的步伐。

绍兴会稽山脉西麓的枫桥镇，是元朝
画家、诗人王冕的家乡，“不要人夸颜色
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诗句广为人知。

而在新中国，枫桥基层群众创造的
一项经验，也从这里推广向全国，为公众
所熟知。

此次来浙江，总书记专程来到枫桥
镇，走进枫桥经验陈列馆。

“枫桥经验”如陈列馆旁的枫溪流水，
从未停滞、不断更新。杭州“武林大妈”，
诸暨“红枫义警”，桐乡“乌镇管家”，舟山

“东海渔嫂”……陈列馆里，讲解员向总书记
介绍之江大地的基层治理实践故事，诠释
着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蓬勃生机。

总书记这样阐释“枫桥经验”的精
髓：“这里面有我们党处理问题、化解矛
盾的政策策略，就是要走群众路线，紧紧
依靠人民群众”。

真正的智慧，从哪里来？
这次来浙江，一路调研、一路思索，

每到一个地方，总能勾起总书记的回忆：
“对这里，我脑海里的印象太深刻了。”

“我在浙江提出的‘八八战略’，是经
过深入调研之后制定的。‘法治浙江’‘平
安浙江’‘生态浙江’……很多经验做法，
现在推广到全国，这其中有浙江老百姓作
出的贡献。共产党就是要根据基层群众
的创造，发现好的经验做法，然后总结推
广开来。所以，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弄潮儿”，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
当前，浙江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起

点上。省委和省政府在汇报工作时提到
“新征程上的竞争逻辑之变、突围策略之
变、前进动力之变”。

总书记用“五个坚持”深刻总结“八
八战略”实施20周年的启示，也为浙江未
来发展指明方向，其中一条正是坚持全
面激发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

“我们说看到问题，也看到我们这里的
优势所在，这些优势无不来自人民群众所
拥有的积极性创造性，来自浙江人民身上
所蕴含的那样一种极具爆发力的创造力。”

只有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才能勇立
潮头、永立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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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心目中的“弄潮儿”

截至目前 成都森林覆盖率已达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