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要记录多少只鸟
儿？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动物保护研究部副研
究员阙品甲难以计数，但
存储着影像资料和观鸟笔
记的移动硬盘总在换新。

今年，山间林地和城
市之间也留下了他许多
足迹。在这些寻觅鸟儿
踪迹的过程中，最让他难
忘的是一只叫作“阳阳”
的游隼。

“时隔近一年，横跨
2000多公里，阳阳从贝加
尔湖畔回来了。”对于阙品
甲而言，2023年的独家记
忆，是在简阳再次遇到阳
阳的那一刻。

又到了周末。一大早，新都区清
流镇水梨村“泉印心都”项目的田野
里热闹起来，来自青羊区胜西小学的
几十名孩子在这里挖红薯、割蔬菜、
捡鸡蛋，自己动手包饺子，度过了一
个愉快而有意义的研学之旅。

“泉印心都”是2022成都市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消费新场景之一，规
划总面积约 1000 亩，定位“十泉十
美 林盘公园”。自2022年5月开建
以来，聚焦“研学”核心产业，开放运
营了大书房、稻里乡学基地、小鱼森
林无动力乐园等全新消费场景，正
在加速推进营造“稻里、鸭里、鱼里、
蒜里”研学四里乐园，开发特色“盘
中餐”“小农匠”等研学课程体系，策
划春游、暑期亲子游、秋游等研学活
动，秋季流量日均1200人次，累计研
学接团 100 余个。围绕项目成立了

绿翠水梨村企合资平台公司，明确
“租金保底+1233”村企合作分红模
式，优化利益联结、共享参与、规范
管理三大机制，完善就地就业、资源
资产入股等多种联农带农途径，让
村企民三方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和“泉印心都”项目一样，位于
斑竹园街道的双龙田园、位于新繁
街道汪家村的“拾里庭院”、位于新
繁街道青河村的“水磨花溪”、位于
斑竹园街道锦城村的夏河溪乡野
公园⋯⋯一个个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不断焕发新颜，成为带动市民
乐、农民富的新场景。

据悉，2023年，新都区按照人居
环境优、产业活力强、文明风尚兴、共
富基础好的总体目标，建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区级先行村6个，筛选整治
区级重点村 2 个。依托乡村振兴专
项债项目和2023-2024高标准农田
项目，实施精品区27公里一级环线、
52公里二级环线和川音艺谷、沸腾乡
野、白家林盘、双龙田园、三河理想
村、香城粮都、超级乡村、泉印心都等
重点区域公共基础设施提升和景区
化景观化改造提升。接续实施“十百
千”示范创建行动，打造并评选出“美
丽院落”20个、精品院落10个，“美丽
宜居”年度示范村10个。结合“川善
治”“党建+环境整治”“物业管理进乡
村”等长效机制，推进乡村治理现代
化，集成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
片，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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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0 日，全市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现场推进会召开。会议强调，要
切实把“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特点转化
为发展优势，有力有效推动全市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整体提升，着力拓展富
足富有的共富新路径，为促进公园城市
乡村全面振兴和超大城市城乡融合高
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今年以来，成都把加快和美乡村建
设作为推进城乡融合、带动共同富裕的重
要抓手，出台三年行动计划，完成100个
市级统筹村级片区规划编制，在17个涉
农区（市）县各规划布局1个重点支持片
区，优选先行村重点村各50个集中培育，
并设立每年 1.5 亿元的财政专项奖补资

金，统筹51.22亿元实施先行村重点村建
设项目605个。一年来，全市涉农区（市）
县新增学位4.8万个，规范化建设村卫生
室432个、塑造特色风貌农房2385栋，消
除21个“零元村”，新创全国乡村治理示
范村镇4个，全市持证农业职业经理人达
3.2万人，培育4个百亿级保供产业集群，
预计全年休闲农业营收430亿元。

据悉，下一步成都还将深化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整合资源力量，制定和美
乡村建设年度任务、项目、责任清单，出
台金融支持政策和国有平台参建措施，
依托 8 支专家服务团开展“陪伴式”服
务，每年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1万名。

细化分类建设导则，成都将完善选

培创建标准，建立村庄连续培育机制和
星级管理体系，每年培育先行村重点村
各 50 个，争创精品示范村 10 个，每个区

（市）县打造 2 个和美乡村重点示范片
区，全市形成5条以上精品示范带。

做强宜业功能，成都将提质“一带十
五园百片”，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试点，推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确保粮食
生产570万亩、230万吨以上。实施千亿
级现代都市农业产业集群培育提升行
动，推进2个国省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做
精乡村“土特产”，构建以“天府源”为引
领的价值体系，同时建设田园林盘农耕
消费区，培育发展“美丽乡村+”新业态。

提升宜居品质，成都将统筹推进路水

电气讯“五网共建”，整治次差路100公里
以上，提升自来水、天然气入户率，推动5G
网络、公交（客运）行政村全覆盖。网格化
布局建设教育联合体和县域医共体，新增
托位 1.4 万个，建成 3A 级以上村卫生室
1000个。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和美丽庭院
创建，新改造农村户厕2400户，完成8条
重点线路和8000栋农房特色风貌塑造。

厚植和美底蕴，成都还将加强51个
国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保
护，实施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成长行
动，优化农村微网实格设置，新启动一
批乡村合伙人项目。试点“村庄经营计
划”，推广多村合作、整镇组团、跨镇抱
团等片区组团模式。

全市将建成5条以上精品示范带

推动成都和美乡村建设出形象见成效

作为“天府粮仓”成都片区的核心
区域，成都市天府粮仓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贯彻省、市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国
家级现代农业园区的示范牵引和重要
支撑作用，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良田成美景 吸引游客来打卡
12月，走进天府粮仓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十万亩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
让人心旷神怡，平坦宽阔的田间道路、
直达田间的灌溉沟渠、成片的绿色油菜
地里，“画”出了一幅最美田园风光。

目前，崇州市永久基本农田内高
标准农田面积达到 25.77 万亩，占永久
基本农田的 90%，带动崇州先后成为全
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市、
国家级粮食生产功能区示范区、国家
级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市、四
川省粮食主要产区。

作为成都重要的“米袋子”，崇州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有力度，更
注 重 探 索“ 一 片 田 ”的 衍 生 功 能 ，让

“良田”美景激活乡村振兴，撬动农村
新发展。“每年春天，依托高标准农田
的景观，崇州会举办赏花节，城里的游
客闻香而来，在氤氲馨香中与春天撞
个满怀。”天府粮仓产业园管委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赏花节期间，共计接待游
客约 84.6 万人次。

从稻谷到美食“走进城”还“卖得火”
秋粮收储后的这段时间，也是大米

精加工的生产旺季。走进四川岷江米业
有限责任公司，荃优1606、野香优莉丝等
优质水稻经过现代化流水线精加工，成
为受到众多顾客青睐的“天府好米”。市
民除了可以在京东 APP上搜索“隆兴大
米”“蜀州香米”进行选购，还可以在红旗
超市、老邻居超市等商超购买。

而在园区的另一家企业艾小喜（四
川省）食品有限公司，以崇州“天府粮
仓”出产的糯米为原材料，开发出传统
米酒、果味米酒、微泡米酒等特色产品，

“崇州米酒”成为了崇州极具代表性的
农特产品。自今年 4 月以来，艾小喜已
开发经销商40余家，覆盖成都地区周边
线下网点 2000+，同时艾小喜品牌产品
还进驻伊藤洋华堂等商超。

为了持续做好重要农产品稳产保
供，产业园坚持“米袋子”“菜篮子”内外
兼修：在全力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
的基础上，延伸产业链，生产米酒、轻食
米线等附加值高的产品，做大做强优质
稻米产业。截至目前，产业园已培育

“六上”企业 25 家，其中新蜀九香、岷江
米业等“上规”企业 16 家，尚品源、康乐
汇等“上新”企业5家，艾家食品、芳乐然
等“上楼”企业4家。

农商文旅体融合 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天府粮仓”核心示范区内，无根山

脚下，竹林幽幽、青瓦白墙的道明竹艺
村如今是成都周边颇有名气的一个和
美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

依托乡村美景和非遗文化，在天府
粮仓产业园管委会的指导下，竹艺村植
入非遗体验、轻食、茶饮、集市、露营等
消费业态，打造竹编艺术坊、竹里、熊猫
餐厅等 20 余个特色点位，完善“吃、住、

游、购、娱”整体化消费场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产业园

内的生态优势让乡村价值得以重估，催
生新场景、新业态和农商文旅体融合发
展。以天府粮仓产业园为核心，崇州提
质打造五星村、天府酒村等10个农旅新
村，实施归耘创享园、庄语有机农业综
合体、粟村智萃林盘等重大农商文旅体
项目11个。建成天府国际慢城、竹艺村
2 个AAAA级旅游景区，严家弯湾、木艺
村等 10 个 AAA 级林盘景区，推出“田
园+”“林盘+”主题旅游目的地8个和乡
村旅游示范带 6 条。1-11 月，实现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业接待游客约710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约43亿元。

“我们协会今年下半年在凉山
州喜德县、布拖县及甘肃、内蒙古、
新疆等省内外建设的郫县豆瓣绿
色 原 材 料 种 植 基 地 辣 椒 产 量 达
8000 万斤，这有利于郫县豆瓣绿色
产品认证和绿色衍生产品开发。”
昨日，记者从郫都区获悉，从今年 7
月 1 日起，成都市郫都区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行业协会通过创新建设
郫县豆瓣绿色原材料种植基地、培
训和指导企业积极开展绿色产品
认证和开发绿色衍生产品等途径，
高质量发展郫县豆瓣绿色食品。

据了解，郫都区使用郫县豆瓣地
理标志产品的76家生产企业预计今
年生产总量将超过150万吨，直接解
决就业人员数量5.9万人，带动区域
内相关产业解决就业人员数量4.2万
人。郫县豆瓣绿色原材料种植基地
解决新疆、甘肃、云南、四川凉山农村
剩余劳动力 100000 人，人均增收
2000 元，带动当地辣椒种植户 1300
余户。除了满足郫县豆瓣的原料供
应，剩余的原料还可以蔬菜的形式销
售，提高当地经济效益，带动当地
农业及相关产业整体发展。

郫都创新建设郫县豆瓣绿色原材料种植基地

辣椒产量达8000万斤

成都市天府粮仓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丰富成都城乡居民“米袋子”“菜篮子”

新都区：

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本版采写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泳 粟新林

成都市天府粮仓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今年，是阙品甲从事鸟类研究监测的第
20年。

回顾这一年的工作历程，阙品甲用了 3
个词进行概括：坚持、开放、合作。

坚持，是阙品甲对科研的态度，几十
年如一日的一线调查研究，让他了解了更
多珍稀鸟类的栖息繁衍规律，也为野生动
物研究和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开放，意
味着要以海纳百川的态度，在技术手段、
课题研究、工作模式等多个方面，进行更
广泛的学习。合作，既是指与越来越多观

鸟爱好者同行，也代表着国内外鸟类研究
的互通有无。

阙品甲加入了不少观鸟爱好者的群
聊，逐渐增加的人数，标志着有更多人走
进了“鸟类王国”。就在今年，阙品甲还
参与了《成都鸟类名录 3.0》的修订，这其
中，就离不开无数成都观鸟人的付出和
贡献。

在过去一年，手机、望远镜、笔记本和一
本鸟类图鉴，是阙品甲常备的观鸟装备。“有
时野外条件下不是很方便携带太重的专业

设备，手机能清晰地拍下画面、录下声音，就
能基本判定是什么鸟类。”

“很多鸟儿的线索都是通过在观鸟爱好
者微信群里收集的，大家也积极地给我们提
供线索。”在阙品甲看来，观鸟是个细致且需
要耐心的活儿。多年的观鸟经验已经让阙
品甲练就了“闻声识鸟”的本领。他说，很多
鸟类的声音都很有特点，看多了、听多了，就
能通过不同的叫声来辨别发出声音的是什
么鸟。

“期待明年，能在成都寻觅更多珍稀鸟
儿的身影。”阙品甲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菲菲
受访者供图 游隼图片摄影 刘浩

期待更多人走进“鸟类王国”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浏） 成都高新
区市场监管局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大力整治群众身边
腐败和不正之风的有关要求，坚持体系化推进专项治理，
印发《进一步深化群众身边“可视”“有感”腐败和作风问
题“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大力整治群
众身边“可视”“有感”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着力强化监管治理。聚焦未成年人食品监管，将未
成年人食品作为重点食品种类，中、小学校、幼儿园及周
边食品销售店作为重点治理对象，累计检查校园内外食
品经营者等主体 1609 户次，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 124
个。依托阳光药械智慧监管系统，开展“家庭过期药品回
收”“医疗器械质量安全”等专项整治11次。

持续深化食药执法。重点围绕“护民生 保安全 助
力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春雷行动 2023”和 2023 民生
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两大专项行动，聚焦重要时间
节点、重点领域、群众关切，组织开展食药领域专项整治
行动。严格落实案件审核、集体讨论等制度。

推行包容审慎的柔性执法，落实“五张清单”要求。
2023年以来办理各类食药案件308件，罚没款329.81万元。

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坚持开门整治，以治理效果群
众 评 价 为 指 引 ，畅 通 群 众 诉 求 反 映 渠 道 ，积 极 受 理

“12345”“12315”等多渠道产生的投诉举报线索，不断推
进社会监督，倒逼平台和经营者主动履责，切实提升政府
公信力、群众获得感。今年以来，已受理妥处食品投诉
1.9万余件。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雪钰）“‘五小’
问题看似事‘小’，实际并不小。贪似火，无制则燎原；欲
如水，不遏必滔天！我们国企从业人员，更要时刻拧紧廉
洁自律的弦。”成都光华开源公司纪委书记在观看《祸起
忽微》后发出感触。

近日，成都光华开源公司组织干部职工观看由成都市
纪委监委拍摄制作的《祸起忽微——成都市国企从业人员

“五小”行为专项治理警示教育片》，片中一个个真实的案
例、一段段发人深省的忏悔，深刻诠释了“五小”行为的巨大
危害，深入剖析国企从业人员“收点小红包、做点小生意、帮
点小伙伴、吃点小老板、打点小麻将”等“五小”行为的严重
危害，“片中人”不断警醒着每一位观影员工常思“五小”之
害、常怀律己之心。该公司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以案为
鉴、守好底线、不踩红线，常怀敬畏之心，勿以恶小而为之。

今年以来，光华开源公司通过廉洁党课、廉政谈话、
廉洁家访、案例通报、观影警示教育片、参观廉洁基地等
多种形式，开展“五小”行为专项治理系列工作，落实全员
监督，实现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全覆盖，推动整治工作走
深走实，不断巩固国有企业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
治生态。

成都光华开源公司：

“五小”行为危害大 警钟长鸣知敬畏

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管局：

聚焦“食药安全领域”推进专项治理

观鸟专家阙品甲：

“阳阳”别来无恙
悬着的心放下了

在 2023 年年末，成都日报锦观新闻在微博平台发起“2023

蓉城独家记忆征集”活动，聆听个体声音，具象幸福时刻。

一段段留言，记录一个个故事，还原一幕幕记忆。这些动人

的瞬间，发生在城市之中，将微小的个体与庞大的城市紧密相连，

映衬着古老悠久又现代时尚的成都，在新时代里的活力与幸福。

“阳阳回来了！”10 月 13 日，负责放归猛
禽卫星追踪工作的技术负责人阙品甲通过
卫星追踪器传回的数据，确认雌性游隼阳阳
从贝加尔湖畔，经过约15天、跨越2000多公
里飞行，回到成都。

为进一步确认阳阳的生存状态，曾经参
与救助的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赶赴简阳，在
10月25日找寻到它的身影。

阳 阳 是 谁 ？“ 阳 阳 的 编 号 是‘ 简 邛
202201 号’。”说起一年前对阳阳的救护，阙
品甲仍然记忆犹新，名字也是他取的，“它
是在简阳被救的，就叫它阳阳，这个名字也
象征着活力。”

不久后，恢复健康的阳阳，作为成都第
一只戴着卫星追踪器放归的猛禽，在邛崃市
南宝山镇秋园村麻布坪被放归野外。

阙品甲介绍，游隼一部分为留鸟，一部
分为候鸟。阳阳属于候鸟，对其放归并追
踪，是希望更好地了解放归猛禽的生活节律
以及栖息繁殖等信息，为野生动物研究和保
护提供科学依据。

在后续的追踪过程中，阳阳放归后先是
短暂地在邛崃市平乐镇、荥经县龙苍沟停留，
又迅速北返，回到曾经发现它的简阳救护点，
在成都度过了2023年春节。随着气候回暖，
阳阳开始了春季北迁之旅——从成都一路北

上，穿过陕西、甘肃、内蒙古和蒙古国，最终抵
达俄罗斯，在贝加尔湖畔安顿了下来。

9 月 26 日，随着高纬度地区气温降低，
阳阳向南飞越了贝加尔湖，阙品甲推测，阳
阳准备南迁。这不禁让阙品甲有所期待：阳
阳还会回到成都吗？

期待很快得以实现。从卫星图像来看，
阳阳南迁路线与北迁路线几乎平行。10 月
13 日，卫星追踪器传回的数据显示，阳阳已
回到简阳。像之前一样，它喜欢停歇于高层
建筑顶部。研究人员还在高楼间发现了被
它猎杀并带回的黑水鸡，“这充分说明，放归
后的阳阳健康状态相当不错。”

再次相遇，回忆起这样的瞬间，阙品甲
依旧动容。“像是等待游子归家，悬着的心终
于放下。”

游隼“阳阳”从贝加尔湖回来了

学生参与研学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