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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华钦 文/图）4月 6日，
在马边彝族自治县劳动工业园区内，
蜀能矿产公司磷酸铁锂厂自动化生产
线快速运转，川流不息的AGV小车与
各生产流程紧密对接，一袋袋检验合
格封装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正有序装
车，标志着马边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实
现了新突破。

蜀能矿产公司磷酸铁锂厂于今年
4月 1日与比亚迪弗迪电池工厂确认
了4月份的销售订单。“公司于2024年
4月2日正式投产，产品经过测试室检
测，产品的合格率达到100%，满足出
货要求，圆满完成订单的第一车货物
首发交付。”蜀能矿产磷酸铁锂厂经营
计划部经理赖定辉介绍。

据悉，马边5万吨/年磷酸铁锂新
材料项目位于劳动工业园区，占地
131.66亩，总建筑面积44873平方米，
规划产能5万吨/年，采用PLC、DCS、
MES三级集成的智能工厂模式，能够
实现计划、生产、工艺、品质、设备、安
全环保等一体化控制和管理。项目于
2022年11月底开始动工建设，2023年
7月底一条生产线投产试运行，2023年
10月底全面建成，2024年1月下旬通
过产品验证和审厂验证，2024年 4月
初通过订单评审正式投产。

“蜀能矿产依托马边丰富的磷矿资
源，为新能源电池产业提供了丰富的
原材料保障生产。同时，县委、县政府

大力发展新能源、挺进“新赛道”，为企
业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蜀能矿产磷酸
铁锂厂总经理盖仲宽（比亚迪弗迪电
池委派）介绍，接下来，公司将持续加
大生产力度，增开生产线，在稳定产品
交付的同时，持续提升产品质量，保障

交付的连续供应。
向“新”向行，以“质”致远。磷酸

铁锂新材料项目的正式投产，不仅为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现国家“双
碳”目标提供助力，同时也是马边积极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有效填补
了马边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制造的空
白，对延伸绿色磷产业链条、推动工业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为
马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马边：磷酸铁锂挺进“新赛道”

首车产品发货首车产品发货

本报讯（记者 张清）4月8日，
以“寻沐源川道 品生态紫茶”为主
题的2024中国沐川紫茶大会暨红
茶贸易洽谈会在沐川县举行。市
委副书记陈扬杰出席开幕式并宣
布大会开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
叶研究所党委书记江用文，省人大
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办公厅副主
任蒋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沐
川县委书记余斌出席并在开幕式
致辞。

本次大会，共有国内外的茶业
界专家、茶企代表及各界嘉宾近
200人参加，活动包括开幕式、红茶
贸易洽谈会以及手工制茶比赛三
大环节。开幕式上，精彩的茶歌舞
表演及茶艺表演让在场嘉宾领略
到了当地的茶文化魅力，现场还为
沐川茶产业示范乡镇、沐川茶产业
明星企业、沐川茶产业农村家庭能
人进行了授牌。

红茶贸易洽谈会上，中国农
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专家和中
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的代表分

别就我国红茶贸易及出口茶产业
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剖析和展望。
沐川县政府相关负责人作沐川茶
产业发展情况介绍，沐川茶企代表
作红茶产品推介。现场，与会茶
企、茶商积极洽谈合作，多家沐川
茶企与国内外参会企业成功签订
了茶叶销售订单，签约总金额超
1.85亿元。

此外，手工制茶比赛环节同样
精彩纷呈。来自沐川县11个乡镇
的20名参赛人员经过现场培训和
激烈比拼，充分展示了各自的制茶
技艺，最终评选出了优胜者。

据了解，沐川是“中国紫茶之
乡”，近年来以“绿色、有机、富硒”
为主攻方向，以“三茶统筹、茶旅
融合”为主要路径，推动茶产业高
质量发展。目前有茶园 22.5 万
亩、茶叶加工企业 40 余家，年产
干茶 2 万余吨、红茶 2000 吨，于
2023年实现红茶出口1000吨，有
力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和茶农持
续增收。

2024中国沐川紫茶大会
暨红茶贸易洽谈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清）院外，几株小
叶榕挺拔而立，杜鹃花开正艳；院内，
亭台楼阁水榭错落有致，白墙青瓦，
木制门窗与亭廊相映成趣，园林掩映
其中，书香雅韵弥漫……春日里，走
进位于犍为县清溪镇伯乐村的清溪
院子民宿，仿佛置身于一幅流动的画
卷。

这座民宿，原是闲置的洛阳小学，经
过精心改造，近日已正式投入运营。连
日来，它以静谧清幽与雅趣满堂的独特
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造访，成
为犍为农旅融合的新地标。

据了解，清溪院子民宿项目由清
溪镇政府引进犍为县民营企业投资
打造，总投资约800万元，占地面积约
1200 平方米。该项目按照天府旅游

民宿标准精心打造，设有13间雅致客
房和4间餐厅。其木穿外观结构装修
与四合院落的格局巧妙融合，营造出
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美感。同时，院
内的新中式园林景观与院外瓜果蔬
菜小园、花卉廊道相映成趣，共同构
建了一座内外相通的中式田园风格
精品民宿院落。这座院落与四周的
田园风光和谐相融，为游客们提供了
一处远离城市喧嚣、回归自然怀抱的
理想之地。

值得一提的是，清溪院子的建成
不仅盘活了闲置资产，还为周边村民
提供了就业机会，促进了农产品的销
售。当地政府围绕清溪院子新、扩建
道路，修补、黑化路面，并完成了周边
农房院落风貌改造。这一系列举措进

一步提升了基础设施水平，丰富了旅
游业态。

“作为犍为县农旅融合项目的代表，
清溪院子丰富了犍为中华茉莉谷的业
态。”犍为县清溪镇党委书记刘超介绍，
中华茉莉谷项目已建成茉莉花开馆、茉
莉广场等多个茉莉花产业相关的设施，
通过发展“芬芳经济”，构建起了茉莉花
全产业链。清溪院子的加入，为这一链
条增添了新的亮点，推动了农文旅融合
发展的步伐。

“清溪院子好，雅趣满华堂。”“春
风流韵到清溪，雅院空灵未染泥。”近
日，乐山文艺界“春尚雅集”活动在清
溪院子举办，文艺爱好者们在这里采
风创作，与院子的雅韵相互碰撞，留
下的诗词楹联不仅赞美了清溪院子

的美好，更表达了对田园风光的喜
爱。

“这是一处舒适的休闲度假胜地，我
们在这里放松身心，享受田园生活的宁
静与美好，很惬意。”清明节假期，前往
清溪院子休闲度假的陈先生亦有感而
发。

“清溪院子的投运，为犍为县和清溪
镇的农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
里不仅是游客们品味乡村风情、体验农
耕文化的好去处，更是推动乡村振兴的
重要力量。”刘超表示，“未来，我们将以
清溪院子辐射带动清溪镇的乡村振兴，
通过不断丰富旅游业态、提升服务质量
等方式，让民宿点亮乡村，让乡村充满和
谐和美，为犍为县的全域旅游发展贡献
更多力量。”

农旅融合由“闲”变“雅”

犍为：清溪院子点缀“芬芳经济”

本报讯（记者 黄曦 文/图）连日
来，位于沙湾区嘉农镇的沙湾区粮蔬
现代农业产业园正在抢抓农时，有序
进行“粮”“蔬”春耕生产，绘就出一幅
绝美的春耕图。

整地、撒种、施肥、覆膜……在园
区的露地栽培区域，40余名在此务工
的村民正忙着播撒玉米种子。而在这
片玉米地的不远处，一行行绿油油的
蔬菜秧苗长势正好，在春风的吹拂下
昂首挺立，让园区显得生机勃勃。

“园区分为高端智能温室大棚、连
栋薄膜温室大棚和露地栽培三个区
域，主要用于种植玉米和蔬菜，总面积
350亩。”正在认真查看蔬菜秧苗长势
的技术员祝伟强告诉记者，目前，园区
的春耕生产正在有序进行。其中，露
地栽培区域已种植玉米100亩、茄子
30亩、辣椒20亩、莴笋30亩；连栋薄
膜温室大棚已种植番茄35亩、黄瓜20
亩、甜瓜10亩。

作为沙湾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代表作”，农业先进技术的运用
在园区随处可见。据祝伟强介绍，园
区运用了滴灌、栽培避雨、嫁接、反光
地膜等技术，不仅能保证产量的稳定
增长，还能实现“春提前、秋延迟”，让
蔬菜错季上市，提高市场价格，增加
收益。

记者了解到，园区今年将继续推
行“粮蔬轮种”模式，露地栽培区域的
玉米采收完成后，会种植花菜、莴笋等
蔬菜；连栋薄膜温室大棚的蔬菜采收
完成后，会种植无筋大豆，最大化增加
土地利用率，预计全年生产粮食400
吨、蔬菜1000吨。

除了抓好春耕生产，园区还在积
极谋划农旅融合发展思路，将以“蔬菜
采摘”为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研学旅
行活动，让园区有好“丰”景，更有好

“钱”景，打造更高水平的现代农业园
区新样板。

沙湾区粮蔬现代农业产业园

守好“粮袋子”丰盈“菜篮子”

沙湾区粮蔬现代农业产业园

本报讯（记者 倪珉）日前，记
者从乐山市科技局了解到，乐山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实现首季开门红。

高标准推动农业科技园区建
设。与四川农业大学合作编制《乐
山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提质增效三
年行动方案（2023－2025）》，将园
区规划与乐山产业发展规划相结
合，采取“一区多园”的模式，实现
园区生产要素高度集聚。今年全
市14家核心区企业一季度生产总
值达11.54亿元、同比增长137％。

高质量延伸农业科技园区产
业链条。依托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建设农业全产业链，充分发挥百岳
茶业、森态源生物科技等14家龙头

企业作用，深入实施“巩固、增强、
提升、畅通”全过程、全要素、全链
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季度实
现建设总投入1.89亿元，同比增长
29％。

高水平提升农业科技园区成
果转化。实施科技成果“进园入
县”行动，引育优质研发团队，深入
开展人才、技术、项目、成果等合
作，整合科技、农业、经信、企业等
资金3.5亿元，支持园区建设，促进
园区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一季
度园区核心区产学研合作数11次，
承担科技计划项目5项，其中国家
级科技计划项目2项，省级科技计
划项目3项。

乐山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实现首季开门红

本报讯（记者 张波）连日来，
峨眉山市桂花桥镇前锋村成片的
芍药竞相抽芽、展露身姿，这些“花
骨朵”在精心打包后，将被运往北
上广深等地。

4月 7日，记者来到前锋村十
组，只见成片的芍药花含苞待放，
郁郁葱葱。10余名工人正穿梭在
田间剪切芍药鲜切花，他们将一枝
枝花蕾从植株上切下，切下来的芍
药连着长四五十厘米的枝条，这样
方便制作花篮、花束、花环。

路旁简易的加工房内，几名工
人将芍药花去叶、捆扎。当天下
午，这些花通过冷藏车运往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等地销售。

“鲜切花必须按照花朵大小进
行采摘，花蕾成熟但尚未完全开放
的才算标准，一旦开花就没有了价
值。”种植户胡周强介绍，一棵芍药
有近20朵花蕾，一枝花蕾批发价在
1元左右，效益可观。

胡周强今年 30 岁，退伍后回
到峨眉种植大棚蔬菜。3年前，他

通过考察了解到芍药经济价值不
错，于是将承包的100亩土地改种
成芍药。土地流转、花田务工不仅
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还吸引了
周边游客慕名来赏花，成为前锋村
的另一个经济增长点和观光旅游
点。

“我们种植的为川芍，以花大、
色艳、花型重瓣优美、品种丰富而
著称，具有观赏、食用及药用等价
值。”胡周强说，今年从4月1日开
始采摘花蕾进行销售，预计采摘40
万支左右，一周后盛开的芍药花可
供观赏，进一步带动当地旅游业的
发展。国庆前后，他还准备挖一批
芍药的根茎作为药材进行销售，年
总产值预计超过100万元。

今年，胡周强又在九里镇承包
了100亩土地，种植了丹参，下一
步，他准备稳步推进丹参和芍药中
药材产业发展，逐步形成规模化种
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中药材产
业体系，让中药材成为当地助农增
收的重要产业。

芍药盛开“致富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