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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波
广元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斗峰 文/图

剑阁县地处四川北部盆周山区，是全省
林业资源大县，林地面积272万亩，森林覆盖
率52.75%。依托富集的森林资源优势，近年
来，剑阁县以大食物观和森林的“四库”理论
为指导，通过专班推进、统筹规划、融合发
展、突出品牌等措施，着力打造新时代更高
水平“天府森林粮库”。

2023年，剑阁县依托国家储备林项目，
创新“国储林+大径级木材+林下经济”发展
模式，投资 1140万元，建成剑阁县国家储备
林姚家镇示范基地，关刀河林下土鸡产业园
5200亩，并按照“砍密留疏、砍劣留优、砍小
留大、砍歪留直”原则，利用抚育采伐的林下
空间，发展林下土鸡产业1720亩。

松林里，一栋栋鸡舍次第排列，冬日暖
阳下，一只只健硕的大公鸡悠闲踱步，鸣叫
声此起彼伏。近年来，剑阁县大力发展土鸡
养殖产业，年出栏以瑶鸡、九斤黄和广元灰
鸡三个品种为主的剑门关土鸡近 2000 万
只，而在林下放养土鸡，足够的活动空间和
原生态的饲养环境，能有效保证土鸡品质。
这段时间，随着节日市场的逐渐升温，土鸡

的市场需求量日渐增大，养殖户们正加紧饲
喂，确保早日出栏。

“林下放养的跑山鸡，运动量很大，平时
吃草啄虫，品质比传统圈养的高很多，每只
鸡能多卖 20多元钱。我们公司在林下共放
养1120个圈，1年能出栏4万多只跑山鸡，为
公司增加 80多万元收入。”四川蜀道源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万国东说。

曾经的荒山荒坡，如今成为林业经济新
的增长极。像这样规模不等的林下养殖场
地，剑阁县还有很多。姚家镇村民唐艳芳在
自家门口的林地里养殖剑门关土鸡已超过8
年，每年可获得 10多万元收入，同时能照顾
到家和两个孩子。

除了林下养殖，剑阁县还大力发展林果
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当前正值核桃树
冬管时节，在剑门关镇青树村，核桃种植大
户魏光明邀请技术人员帮忙修剪核桃树，除
去病枝、枯枝以及交叉枝等，为来年的丰收

奠定坚实基础。
“我家种了15亩核桃，共318株，去年有

200多株初挂果，收了 3000多斤青果，卖了
4000多元钱。”魏光明说。

同时，剑阁县成立了“森林粮库”建设重
点产业专班和产业发展要素保障工作专班，
强化对林业产业发展和要素保障服务工作
的领导和指导，抓住“多方投入、种业先行、
科技创新、深化林改”四大关键环节，因地制
宜发展木本油料、林草中药材、森林蔬菜、林
下经济四大产业，带动群众增收。

“我县已建成林下土鸡、核桃、笋用竹、
中药材等七大林业产业园区。采取‘政府主
导、业主主体、龙头带动、三产融合’产业发
展模式，带动 35个村 5300名群众实现劳务
工资收入户均 1.7万元以上。目前共建成

‘森林粮库’基地面积 33.72万亩，实现林业
总产值 10.8亿元。”剑阁县林业局副局长张
彬表示。

打造高水平“天府森林粮库”

剑门关镇青树村核桃基地。

散养的跑山鸡。

本报讯（高长青 广元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斗峰）再生资源是能源开发领域重要遵循
与前行方向，近年来，剑阁县持续践行生态
文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理念，大力推动风电
等清洁环保能源项目建设。元旦假日期间，
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不停工、不断档，建设者
们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加快建设进度，确保
项目如期投产。

在剑阁县江口镇高堂村，省重点项目中
节能剑阁三期项目土建工程已全面完成，眼
下，正在进行风力发电机组叶片吊装，在工

作人员的熟练操作下，总长96米、重达26吨
的叶片被缓缓吊起，精准地安装到轮毂变桨
轴承上。像这样一台风力发电机组，大概需
要两天就可以完成吊装。

“一台机组每年的发电量可以满足2788
个普通家庭日常用电。目前三期项目已完成
16台机组的吊装工作，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
前提下，全力以赴冲刺开门红，力争到1月10
日完成20台机组的吊装工作，确保1月30日
投产发电。”中节能风力发电四川有限公司剑
阁三期风机安装现场专业负责人唐朝东说。

广元地处秦岭南麓，被誉为“四川风
口”，风能资源理论蕴藏量 500万千瓦，现有
风电装机规模居全省第二位。以剑阁县为
例，目前已引入中节能、中广核两家央企投
资建设风电项目，全部投产后，预计年发电
量将达到 13.25亿度，进一步构建起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三期项目20台风力发电机组建成投产
后，每年约新增清洁绿电1.81亿千瓦时，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约93.6万吨。”中节能风力发电
四川有限公司云顶山风电厂厂长陈强说。

假期不停工 项目建设有热度有速度

本报讯（曹宇 王睿 广元日报全媒体记
者 朱斗峰）近年来，剑阁县开封镇把发展肉
牛产业作为助力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不断做强肉牛产业，为乡村振兴添“牛劲”。

在开封镇马灯乡五组，一座能养3000余
头肉牛的养殖场掩映在青翠的群山之间。
走进养殖场，只见一间间牛舍整齐排列，且
环境干净整洁，一头头肉牛膘肥体壮、毛色
光亮，工作人员正忙着投食喂养、打扫圈舍。

当地村民何启清是养殖场的员工，他每
天的工作是负责肉牛的饲料喂养、打扫卫生，
对于这份工作，他表示很满意。“我负责给牛
喂水、运草以及打扫走廊，在养殖场上班既能
挣到钱，又方便照顾家庭。”何启清说。

牵牛要牵牛鼻子，振兴要靠产业带。据
悉，广元腾鸿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马灯肉牛
养殖场，系开封镇政府引进的产业项目，共
投资约8000万元，每年可向附近村组提供长
期务工岗位10个，季节性务工岗位30余个，
并无偿转让给马灯村4组103位村民养牛场
1%股权，参与每年纯利润分红，预计人均分
红500元以上。

“我们将建设养殖规模3000头的牛场，一
期工程已经完成，有9栋圈舍，目前存栏肉牛约
1000头，出栏约800头。拌料、除粪、喂牛等工
作需要大量人员，我们就从当地招人来务工，
还为当地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广元腾鸿畜
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壮坤说。

除了发展肉牛产业外，开封镇还立足实
际，盘活闲置土地和林地等资源资产，进一步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如肉牛养殖、油橄榄等
品牌产业，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我们将继续在牛产业发展上狠下功
夫、花大力气，同时带动群众走出更多增收
致富的新路子。”开封镇副镇长任海青说。

“牛”劲十足产业兴，“畜”势腾飞正当
时。近年来，剑阁县立足资源优势，把肉牛
产业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之一，为
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走出了一条
群众增收致富的振兴之路。预计到2025年，
全县年出栏肉牛将达到 5万头，实现产值 10
亿元。

本报讯（赵磊 杨晶晶 广元日报全媒
体记者 朱斗峰）去年入冬以来，蔬菜水果喜
获丰收，进入采摘销售旺季。各地抢抓农
时，加大采收力度，不仅丰富了市民的“菜篮
子”，也让农户实现了增收致富。

1月 3日，记者走进剑阁县白龙镇槐树
村蔬菜基地，一排排宽梆青菜郁郁葱葱、水
灵鲜嫩、长势喜人。趁着晴好天气，菜农们
正在田地里抓紧采收，经过打包装车后这些
蔬菜将销往各个食品加工厂。

宽梆青菜又名大叶青，是腌制泡菜的优
质原材料。2023年是种植户李多荣发展宽
梆青菜种植的第四个年头，丰富的种植经验

让他实现产量和效益最大化。
“去年种了150亩蔬菜，每亩产量在4吨

到5吨之间，每亩纯利润有1000多元钱。我
已经种植蔬菜 3年了，明年还将扩大种植面
积。”李多荣说。

为了方便蔬菜的运输和存储，白龙镇
引进返乡创业项目，建设全县首个 1万吨蔬
菜收购分选储运中心。在项目施工现场，
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赶工期。据悉，项目
建成后，既可以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就业，也
可以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便捷化的现实需
求。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加工厂已经建设

完成并投产，可以同时对5000吨蔬菜进行加
工。”蔬菜收购分选储运中心负责人任明杨
说。

近年来，剑阁县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乡
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不断加大种植力度，积
极落实国家惠农政策，鼓励农民种植，有效
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去年我镇利用冬闲地和果园林下种植
越冬蔬菜 2100余亩，带动 400余农户增收。
接下来，我镇将鼓励广大群众大力发展越冬
蔬菜种植，同时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
助力群众增收致富。”白龙镇农业综合服务
中心负责人杨永彪说。

冬种蔬菜喜丰收 田间地头采摘忙

聚焦重点项目
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品牌

本报讯（赵磊 许甜甜）近年来，剑阁县
聚焦重点项目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品牌，拓
展“雍怀养傩傩戏”理论宣讲项目；培育吸纳
知客、乡贤、民间艺人 40余人，深入乡镇宣
讲党的创新理论 50余场次；以下寺镇双旗
村为创新中心，全域打造“田园综合体+农创
集市+电商直播”三产融合发展模式。

截至目前，该县共开展电商文明实践活
动 24场次，电商销售土特产 5亿余元，带动
参与农户户均增收 3000余元；成立 1000余
人的“大蜀道·蜀小兵”志愿服务队，在下寺、
剑门关、汉阳等乡镇设立 8支分队，开展文
明旅游、古树名木保护等志愿服务活动。去
年以来，共组织 800余名志愿者参加文明旅
游志愿服务，服务游客10万余人次。

不出县就能拿驾照啦
本报讯（高长青 蒲秋宇 广元日报全

媒体记者 朱斗峰）近日，随着剑阁县普安
小型汽车驾驶人考场开考启动仪式举行，该
县实现小型汽车驾驶证全科目县域内考试，
驾考考生不出县便可在“家门口”完成全科
目考试，领取驾驶证，这一便民举措，方便了
学车群众。

何菊蓉和唐浩是第一批在剑阁县报名
参加科目二考试的学员，录入信息后，他们
参加了科目二考试并顺利通过。一直以来，
该县各驾校学员都要到广元市参考，如今在

“家门口”就可以参加全科目考试，这让学员
们感到非常高兴。

“‘家门口’就有考场，很方便，考场设置
也非常科学合理。”何菊蓉说。

据了解，普安镇科目二、科目三考场周
一至周五全天接受约考，考试能力达每日百
余人。该考场的启用也方便了公兴、鹤龄等
周边地区学员就近参加考试，实现了剑阁市
民从科目一到科目四在本地考驾照、拿驾照
的美好愿望，为全县考生节省了考试费用和
时间成本。这是剑阁县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充分发挥社会资源优势，积极落实公安交管

“放管服”改革便民利民又一举措。
“剑阁县普安机动车驾驶人考场的正式

启用，充分体现了公安交管系统深化‘放管
服’改革进一步落地落实，让广大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够实现驾考梦。”剑阁县公安交警
大队大队长薛松说。

明确古柏保护责任
制发“一树一专班”工作证

本报讯（蒲秋宇 广元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斗峰）近年来，剑阁县依靠沿袭古制接力
保护、建章立制依法保护、主动探索科学保
护、整合资源合力保护等措施，像保护大熊
猫一样保护古柏，全力守护古柏健康生长。

地处剑阁县中部的龙源镇是翠云廊南
线古柏资源较集中的乡镇，辖区翠云廊沿线
12公里内拥有 1912株古柏。为推动“一树
一专班”机制落地落实，近日，龙源镇为 301
名党员干部、群众监督员、护林员等专班成
员制发工作证，工作证上载明了各自负责古
柏的号段、工作职责、管护要求等，从而进一
步推动古柏保护工作走深走实走细。

本报讯（夏志鹏 广元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斗峰 文/图）元旦假期第一天，剑门关景
区北门广场外热闹非凡，剑门划龙船、剑门
舞狮、杂技表演等各种新年活动和“文创+非
遗”新场景大受游客青睐。“哇，太有氛围了，
过节就是要热热闹闹的！”精彩的表演引得
围观游客连连称赞。

关楼前，开关祈福仪式吸引不少游客围
观。“我觉得这个节目的寓意非常好，新年新
气象，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都能顺顺利利。”
从陕西来到剑门关的游客张先生及家人一
同体验具有剑阁县地方文化特色的“国韵新
年”后，表示感触颇深。

“古柏保护，文明旅游，请勿携带火种进
入林区……”在翠云廊景区，游客们手持《循
环青绿—古柏保护计划手册》，在游览途中
一一寻找对应古柏盖章打卡。

在新年到来之际，不少游客选择在古柏
前许下自己的新年愿望，状元柏、夫妻柏、帅
大柏……一颗颗古柏承载着人们的期许。

“我们前两天在网上看到这里举办了集体婚
礼，新人们都在夫妻柏下定情许愿，觉得特
别浪漫，所以今天也来感受一下。”来自成都
的大学生周婧和男友在夫妻柏下打卡许愿。

元旦期间，剑阁县推出精彩纷呈的假日
活动，以丰富旅游产品、弘扬传统文化，为来
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提供了更加优质的旅游
体验，让广大游客重温了记忆中的中国年。
与此同时，背诵《蜀道难》全篇、默写《翠云
廊》赢取相对应景区门票等福利措施也深受
游客欢迎。

“国韵新年”
让游客感受跨年仪式感

制作剑门关豆腐名菜
50余名选手比拼绝活
本报讯（赵磊 广元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斗峰）近日，由剑阁县总工会、县商合局主
办，县餐饮协会、剑门豆腐协会承办的剑门
关豆腐名菜评选大赛及启动仪式在剑门关
举行。活动旨在提高剑阁县旅游知名度和
美誉度，促进旅游业发展，擦亮“剑门关豆
腐”特色产业金字招牌，推进餐饮业高质量
发展。

比赛现场，50余名参赛选手纷纷亮出看
家绝活，切、削、蒸、焖、炒、炸、煮，倾力烹饪
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拿手菜，令现场观众
垂涎欲滴。

“我今天做的这道菜是‘锦囊妙计’，采
用剑门关自产的黄豆合制，上笼蒸出来后再
加工炸制而成。”参赛选手赵锡兵说。

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评委们根据“色、
香、味、形”等多项评分细则进行评分，最终
评选出“福袋豆腐”、“清江荷月”等十道剑门
关豆腐名菜，并进行颁奖。来自该县“廊桥
豆腐宴”参赛选手王成利获得一等奖。

“我很荣幸获得一等奖，今后我将继续
努力，制作出更多的豆腐名菜，为剑门关豆
腐产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王成利说。

俗话说，“不吃剑门豆腐，枉游天下雄
关”，剑门关豆腐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广元七绝”产品之一，菜系品种丰富，制作
工艺独特，历史文化悠久，三国时期已负盛
名。此次剑门关豆腐名菜评选大赛，就是以
豆腐制作技艺展示、豆腐名菜评选为载体，
展现乡村振兴剑阁新貌，弘扬剑阁豆腐美食
文化，加快推动消费创新发展、迭代升级，为
剑阁经济腾飞贡献力量。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
擦亮剑门关豆腐金字招牌，推进文旅融合和
乡村振兴。”剑阁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局长
何伟林说。

游客打卡夫妻柏。

预计到2025年，
剑阁县年出栏肉牛

将达到 5 万头，实

现产值10亿元。

大力发展肉牛产业 为乡村振兴添“牛劲”

该养殖场每年可向附近村组提供长

期务工岗位10 个，季节性务工岗位30 余

个，并无偿转让给马灯村4组 103 位村民

养牛场1%股权，参与每年纯利润分红。

广元腾鸿畜牧养殖专业合作
社马灯肉牛养殖场一期工程已经

完成，有 9 栋圈舍，目前存栏肉牛

约1000 头，出栏约800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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