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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田起伏，汉姜片区稻花香里说丰年，饱满的米粒不断充
实着“天府粮仓”；星云舒展，菁蓉湖畔科幻热度不减，清水河
高新技术产业走廊迸发科创活力；战旗飘飘，红色战旗、科创
东林、花映红光等接连成片，继续“走在前列、起好示范”。

2023年12月29日，中共成都市郫都区委十五届七次全体
会议暨区委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市委十
四届四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聚焦“科创高
地、锦绣郫都”建设，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仓廪实 产业强 文化兴

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富共美

街拍一秒出圈，年轻人最爱的文艺
打卡地，这就是郫都区新晋网红地标
——东林艺术村。去年10月，东林艺术
村在田野农耕区、田野林盘区、袁隆平杂
交水稻科技馆等内容基础上，同时建成田
野音乐街区、田野市集、田野音乐营地、田
野艺展区、大地舞台、机车房车营地等项
目，成为农研文商旅一体化融合项目。

乡村是城市的“诗与远方”，郫都区
聚焦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实施城市
创意、设计、美学等资源赋能乡村发展
行动，推动城乡生态、文化等多元价值
充分释放。郫都区开展全域景区化艺
术化改造，常态举办大地艺术季活动，
打造东林艺术村等特色村庄3个、吕家
院子等特色林盘14个，植入精品民宿、
花展会展、主题婚庆等消费场景，带动
乡村旅游收入突破120亿元，获评省级
全域旅游示范区。豆瓣博物馆、乡村十
八坊、天府文化农耕博物馆等一批文博
场馆相继建成，蜀绣学院、文创产品设

计工作室等相继成立，蓉宝蜀锦、豆瓣
侠玩偶、唐昌蜀绣布鞋等一批文创产品
让“乡愁记忆”可体验、可感知、可珍藏。

同时，依托智慧郫都建设，郫都区
坚持改革引领、数字赋能、整体协同、终
端问效，统筹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
办”、政策要素“一网通享”、企业诉求

“一键回应”、经济运行“一网统管”、区
域市场“一体协同”，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提升经营主题获得感，统筹推进政
务服务。2023年，区政务大厅获评省级
文明单位，完成第一批无差别综合窗口

“省内通办”试点验收，积极向省市争取
指导10个街道（镇）完成省级示范便民
服务中心全覆盖创建验收。

郫都区将把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推
进现代化建设的主战场、培育高质量发
展新动能的战略突破口，努力开创“科
创高地、锦绣郫都”建设新局面，奋力谱
写现代化郫都建设新篇章。

郫都区供图

在郫都区、高新区、温江区三区交界
处，总体规划面积42.2平方公里的清水
河高新技术产业走廊正在加快成势。按
照“园区共建、项目共引、利益共享、风险
共担”原则，充分发挥高新区“产业+政
策”和郫都区“土地+配套”优势，高新
区、郫都区携手规划建设“高新·郫都合
作共建电子信息产业园”，目前已聚集成
都智算中心、东材科技等一批“153”项
目，形成了“1+1>2”的共建效果。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科创是动力，
产业是关键。郫都区实施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科技创新、产业带动、服务保
障”能力提升行动，先后培育一批农业

“链主”企业、催生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逐渐打造形成
一批特色产业全链条典型模式。依托
四川农业大学、西华大学、省农科院等
高校院所，郫都区促进产业链、创新链、
人才链深度耦合，加快农业科技成果就
地就近转化应用，破除农业科技难题，

重点提档升级 6 个市级万亩粮经复合
产业园，全面提升农业创新力、创业力、
创造力。

随着世界科幻大会、世园会先后落
地，郫都区擦亮科幻、园艺等名片，也以
此为契机，“村园联动”培育乡村新兴产
业。郫都区充分发挥成都科幻中心片
区、中国川菜产业城、成都影视城辐射
带动作用，联动周边区域探索“高校院
所+龙头企业+特色村”融合机制，在林
盘、绿道、公园等空间有机植入研发设
计、科幻创作、科普研学、花卉展销、高
端康养等多元业态，建设科幻作家村、
田园科创总部、康养综合体、游学研学
基地、外景拍摄基地，拓展延伸乡村新
兴产业链，打造形成一批精品旅游线路
和网红打卡地，构建产业园区与农村区
域联动互促的发展格局。截至目前已
加快建设深圳步科数字化工厂研发总
部等项目 10 个，建成袁隆平种业硅谷
等科幻科普研学基地4个。

稻谷去杂去糠皮，抛光震荡，再通过
光谱仪器进行色选，最后形成高品质大
米装袋。近日，占地11亩的汉姜片区农
事服务中心建成投运，中心按照“粮油生
产、设施先进、产业链条完整、综合效益
良好”的目标进行建设，将满足周边
2000 亩水稻育秧、粮油作物的烘干、仓
储与加工等需求，进一步提高水稻、小麦
产后质量。

望帝杜宇教民农桑、丛帝鳖灵治水
兴蜀……郫都区是古蜀文明发源地和长
江上游农耕文明的源头，自古以来就有
重农兴农的历史文化基因。近年来，郫
都区创新实施“示范带动”工程，高标准
规划建设汉康乡村振兴示范走廊，战旗、
农科、东林、广福、古城、世园会、影视城、
豆瓣农庄等八大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全

力打造城乡融合的现代化农业乡村发展
新样板。围绕“做精特色农业、做大川菜
加工、做优花卉盆景、做强农旅融合”进
一步创新顶层设计，郫都区初步构建起

“一核引领、三区协同、七园共兴、多点呈
现”的高质量发展格局。重点加快汉姜
等 3 个万亩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聚力
打造新时代“天府粮仓”成都片区核心
区，努力把郫都打造成为全国都市农业
发展引领区。

2023 中国农民丰收节，“天府水源
地”公共品牌郫都十大特产亮相，鲜香嫩
脆的唐元韭黄、肉质紧密的云桥圆根萝
卜、清爽解腻的新民场生菜、口味香辣的
德源大蒜……特色农产品令人垂涎欲
滴。目前，郫都区已创建唐元韭黄、新民
场生菜等多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建成8个出口备案基地。

在安德街道，金田种苗、金穗绿丰、
德维蓝地等多家高端种业龙头企业集群
成链，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配送、展
示、服务于一体的现代种苗生产发展综
合示范基地已经形成，辐射全国种业面
积超过 200 万亩，带动产业链上数十万
人就业创业。

按照规划，到2027年，郫都区农业总
产值实现49亿元、培育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45家、建成省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2个，

“天府水源地”农业公用品牌享誉全国。

宜居宜业智慧便捷 奏响融合发展幸福乐章

区域共建村园联动 助推科创高地产业发展

集中连片示范带动 夯实天府粮仓郫都片区

上风上水、八河并流，自古以来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地处成都西
北的郫都区毗邻万亿级电子信息产
业基地高新西区，具有“进可都市、
退则田园”的区位优势。2019年12
月，成都西部片区 8 个区（市）县被
纳入首批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
区，郫都区位列其中。

根据全会部署，郫都区将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实施“五大点亮”
工程，努力绘就“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乡村让市民更向往”的锦绣画卷。

总投资3.98亿元的郫都区现代
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里，高端种植
培育中心、深加工及仓储物流中心、
现代种业研发中心、生态农业体验
中心等一应俱全；川菜产业园里，成
都步科智能有限公司打造了步科数
字化中央厨房体验中心，联合四川
旅游学院烹饪学院打造产学研为一
体的服务体系，为食品和餐饮行业
的数字化发展赋能。

在郫都，城乡融合发展的案例
数不胜数。全会明确了今后一段时
期的重点任务，要以“规划点亮”工

程推动城乡功能融合，把城市与乡
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优化完善城
乡空间布局，发挥城区引擎带动作
用，做优做强中心镇村功能，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要以“科创点亮”
工程推动城乡产业融合，“集中连
片”打造天府粮仓郫都片区，“建圈
强链”壮大现代都市农业，“村园联
动”培育乡村新兴产业。要以“艺术
点亮”工程推动城乡文化融合，把文
化作为城市的根和魂，推动城乡优
秀文化共生、文化产业共兴、精神生
活共富。要以“改革点亮”工程推动
城乡要素融合，打通
城乡土地高效配置
通道，畅通城乡人才
双向流动渠道，拓宽
城乡资金整合利用
路径。要以“党建点
亮”工程推动城乡治
理融合，建强基层战
斗堡垒，增强智慧治
理能力，提升安全韧
性水平，以高效能治
理促进高水平融合。

实施“五大点亮”工程 推动城乡多要素融合

锦锦 郫郫绣绣 都都

在成都，有这样一栋历史建筑，自诞生之日
起，就烙上深深的教育痕迹——它就是刚刚入选
成都市第二十三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的太平街道
原文昌宫官立初等小学堂门坊。

该门坊始建于1867年，最初为文昌宫的一部
分。1908 年，为满足当地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
当地将文昌宫进一步改造为官立初等小学，门坊
也由此成为师生进出校园的大门。

自那时起，历经世事变迁，门坊见证一代代
学子进校、学习、毕业，也见证了太平街道的沧海
桑田。

昨日，记者前往四川天府新区太平街道现场
探访。随着一栋很像徽派建筑的马头墙映入眼
帘，门坊到了。记者看到，门坊高约6米，宽约10
米，三面墙呈对称折叠状，仿佛一个巨大的屏风。

在太平小学工作了一辈子的退休老教师艾育
生告诉记者，“太平小学”由学校一位爱好书法的
老师题写，改造前，校名两侧的标语上方，一度刻
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大字，“无论是作为文
昌宫的一部分还是作为学校的老校门，这里曾是
学校和太平镇每天最热闹的地方，家长每天都来
到这里接送孩子，四周也满是做生意的店家和往
来的客商。”

原来，多年前，太平镇和门坊面前的道路，曾
是人们往来成都、重庆的一条要道，“以前的成都
人到重庆，一般都是从九眼桥到华阳，然后经太
平、简阳的贾家到重庆，过往客商都会在门坊周边
的商家歇歇脚。”

交通带来了太平的繁荣，也让太平小学成为
远近闻名的教育中心，“早在1930年代，学校就设
置了英语课程，成都市中心甚至简阳的居民，都曾
把孩子送来学习。”

门坊曾因交通而繁荣，却也因交通的变化而
变得“落寞”。艾育生回忆，随着历史的发展，包括
成渝高速等一条条新的道路让人们有了更便捷的
方式往来成都和重庆，路过太平的人越来越少，门
坊前的道路渐渐变得冷清。

而随着学校的进一步发展，入读的学生越来
越多，原来的校门已经不适合大批学生出入，于是
在2000年前后，学校将老校门正式封闭，门坊再
不承担实际功能，只作为历史建筑，被保护起来。

“我小时候就住在门坊附近，后来又从门坊进
出读书、工作，门坊可谓见证了我的生活。”太平小
学老教师池育贵说，门坊历经上百年的风雨而不
倒，希望在人们的保护下，继续屹立下去，让后来
的人们看到历史留下的记忆。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白洋

13日，文坛巨匠马识途度过了自己110岁
的生日，许多网友纷纷在线留言祝福“马老生
日快乐”。更有网友留言回忆起当年追读在本
报副刊连载马识途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的
感受，在线上掀起一波“回忆杀”。

对此，马老的女儿马万梅女士也颇有感
触，并透露了一段关于马老写就《清江壮歌》的
往事。她说：“大数学家柯召先生曾告诉我家老
太爷（马老），他每天下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门
房取《成都晚报》，看《清江壮歌》的连载。老太
爷听闻很感动，觉得一个理科教授尚且如此，为
了读者，为了烈士，不管多难，他也得把这部小
说写出来。”

马老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在他近
800万字的文学作品中，《清江壮歌》最为读者
熟知。马老曾表示，《清江壮歌》是他文学经历
中最难忘的事情之一。这部长篇小说取材于
马老的亲身革命经历，女主角刘惠馨的原型就
是马识途的妻子，遭叛徒出卖牺牲，一岁多的
女儿下落不明。依靠组织和公安部门找了20
年，历经坎坷，1960年终于找到。

这一传奇一时成为佳话。在沙汀先生等
文学界的朋友们鼓励下，马老以此为引，开始
写长篇小说《清江壮歌》。

马老曾谈到自己创作《清江壮歌》的心
路历程，他表示，当时工作虽然很忙，但他一

心想把烈士们革命斗争的事迹彰显出来，于
是利用业余时间动起笔来，一连开了 180 多
个“夜车”, 加上所有的节假日，总算创作完
成初稿。“这是我念兹在兹、一刻也不曾忘却
的事。小说中有关贺国威和柳一清的许多
细节，都取自何功伟和刘惠馨两位烈士的实
际斗争。与其说这是我写的长篇，还不如说
是烈士们用鲜血写就的。”

1961年5月21日，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率
先在《成都晚报》（《成都日报》创刊于1956年，曾
更名为《成都晚报》，2001年7月1日，复名《成都
日报》）连载，截止到1960年12月14 日，共连载
了160期。这一时期，《清江壮歌》成为成都街头

巷尾大家争相阅读的文学作品，而马老的家中
也经常会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与此同时，该
作品还引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注意，后来由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开印就是20万册。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和天津、四川、武汉的广播电台还
先后全文连播。马老曾这样总结这本书对于他
个人的影响：“《清江壮歌》奠定了我对革命文学
的信心，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对革命先烈的
历史事迹渴望有更深入的了解，革命精神是我
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光与热一样，
永远为人的心灵所需要，也一定能发挥凝神聚
力的作用。”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从文昌宫门坊到小学校门

老建筑
见证成都教育史

10年拍摄积累8个多小时口述素材

影像再现 华西坝走出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马识途《清江壮歌》最早在本报连载

蓉城街头争相传阅 甫一出版即二十万册

从华西坝出发
拓荒新中国英语教学

1915 年冬，成都的一栋砖房里传来了一
阵婴儿的啼哭声，此时正值成都华西坝蜡梅
初放的时节，于是这个成都娃取名“素梅”。

而素梅的另一个鼎鼎大名叫伊莎白·柯鲁
克，在跨越百年的生命历程中，她一路从华西
坝出发，深入中国广大农村，生动记录了20世
纪中国社会变迁的细微图景。她拓荒新中国
英语教学，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为
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作出杰出贡
献。2023年8月，她在北京辞世，走完了她108
岁的传奇人生。

回想起与伊莎白首次见面情景，高松回忆
道，10年前的秋天，北京秋高气爽，阳光洒在我
紧蹙的眉头上，一路都在思索怎么抛出话题。

见到伊莎白的第一眼，她就回赠了一个笑容，化
解了我们拍摄前的种种担忧。

自 2014 年起，高松和摄制组其他成员在
10 年时间多次前往北京专访拍摄伊莎白，积
累了 8 个多小时的口述素材。在纪录片中，
这位百岁老人以口述的方式，回顾了她与中
国的故事。

跟随纪录片影像
追寻伊莎白“回家”足迹

“刚出来还是回去啊？”“刚出来。”在北京
外国语学院老家属区，伊莎白喜欢同人交流，
邻居亲切地跟着她儿子称其为“老妈”，高松也

是如此。伊莎白习惯在吃完早饭后下楼，推着
轮椅去往人多的地方说说话。老邻居们记得，
每天伊莎白都会在固定时间出门遛弯。伊莎
白其乐融融地在一群中国老太太中间唠家常。

都说爱是双向奔赴，高松回忆，在北外采
访她的同事和学生时，能清晰感受到他们对伊
莎白夫妇的爱，“谈着谈着，他们就会激动，甚
至不能接受伊莎白会离开。”

记者依稀记得 2019 年，年过百岁的伊莎
白回了一趟成都老家。她回家时，坐落在四川
大学华西校园内校南路7号的旧居已经挂上

“成都市历史建筑”牌匾。回到成都后，伊莎白
状态很好，沿途一直在和身边人畅聊，到“老
家”门前时，她说道：“回家了，回家了!”

在纪录片播放的同时，记者与高松相约，
去伊莎白的旧居走一走。“回家”两个字很简单，
高松站在钟楼下的石桥栏杆前感慨，脑海回想
着拍摄纪录片的画面。这或许便是“回家”前的

“近乡情怯”，创作中的感动再度涌上心头。
从谭楷撰写报告文学《我用一生爱中国：

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再到高松拍摄纪录片
《伊莎白——我的选择是中国》……来自四川
的文艺工作者不断用文字、影像描绘眼里的伊
莎白，认识伊莎白、理解伊莎白、读懂伊莎白。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文/图

12日，由成都导演高松主创的纪录片
《伊莎白——我的选择是中国》研讨座谈会
在北京举行。研讨会现场，伊莎白女士的
二儿子柯马凯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
是在中国，国外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
解了母亲选择将一生奉献给中国的原因。”

对于该纪录片，记者昨日获悉，观众也
给出了积极的观看反馈，“伊莎白的中国情
缘”等话题全网累计阅读量突破了 1.5
亿。通过纪录片的影像语言，让我们走近
从成都华西坝走出来的共和国“友谊勋章”
获得者伊莎白。

生活中的伊莎白（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