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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峨眉山茶”区域公用品
牌新形象正式发布，启用“峨眉山茶”品
牌LOGO和“世界双遗绿茶”品牌传播
语，标志着峨眉山茶茶叶现代化质的飞
跃，更标志着峨眉山茶“区域品牌＋企
业品牌”的双品牌战略取得实质性成
效。

我市与茶叶拥有数千年的缘分。在
传承、创新与发展中，全市围绕“一核两
带两区”的产业发展格局，重点打造峨眉
山“全国高山绿茶产业核心区”，建成峨
眉-夹江50万亩高质高效茶叶产业带、
犍为-沐川-马边80万亩绿色生态茶叶
产业带，打造夹江“茶出口引领示范区”
和犍为“全国茉莉花茶产业优势区”。

积淀千年
禅茶韵味得以彰显

绝佳的人文地理环境，孕育出“峨眉
山茶”扁平直滑、嫩绿油润、栗香高长、
鲜醇甘爽的独特品质，成就了峨眉山

“茶尤好，异于天下”之美誉，而乐山产

茶史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春秋
战国时期，鬼谷子择峨眉为修炼栖身之
所，尤喜山林古茶，汲泉煮之。东晋时
期，峨眉山遍种茶树、盛产名茶，茶文化
与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共存发展，大小
寺庙、道观均采茶而饮，取名峨眉山
茶。唐宋时期，峨眉山茶成为皇室贡
茶，并通过茶马古道远销海外。明清两
代，峨眉山茶深受朝廷重视，明洪武皇
帝、万历皇帝独崇峨眉，先后在万年寺、
报国寺等地御赐茶园。

“蜀之茶，则有东川之神泉兽目……
嘉定之峨眉。”陆游、李时珍、郭沫若等名
人留下了有关乐山茶的诗赋著作，滋养
孕育了深厚的茶文化底蕴，更有陈毅元
帅为竹叶青命名等佳话。在文明发展史
中，峨眉山茶文化同乐山儒、释、道文化
相渗相融，不断形成独特的文化内涵，禅
茶文化成为峨眉山茶文化的重要内容。

翻开峨眉山茶的历史文化，每一幅
都飘着古茶的幽香，每一卷都饱含人文
的气息，每一口都能品出历史的厚重。

我市正以“茶+文”“茶+旅”为路径，
培养茶艺传承人，打造茶旅融合示范
点，推出精品茶旅路线，将茶文化、茶体
验、茶旅游融为一体，催生茶家乐、茶宴
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推动茶区变景区，
产品变商品，游客变茶客。

集群发展
构建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自古香茗出深山，高山云雾出好
茶。峨眉山茶主产区海拔 600-1500

米，植被覆盖率87.2%，重峦叠嶂、云雾
缭绕、胜似人间仙境，是全球同纬度绿
茶开采最早的茶区。

目前，乐山全市标准化茶园面积达
140万亩、干毛茶年产量15万吨，面积
和产量均位居四川省前列。2009年，峨
眉山茶就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2020年，
峨眉山茶成功入选首批中欧地理标志
协定保护名录。2023年被国际茶叶委
员会授予“世界高端绿茶发源地”“世界
绿茶黄金产区”称号。

在乐山乐水的这片土地上，茶叶加
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全市现有
茶叶加工企业2000余家，规模化茶企
195家，全部沿用传统制茶工艺，并实现
规模化、标准化生产，铸就了峨眉山茶

“色、香、味、形”俱佳的纯正品质。经国
家权威机构检测，峨眉山茶含有20多种
氨基酸，茶多酚含量在20%左右，可溶
性糖总量达5.28%，水浸出物可达48%，
与其它优质茶叶相比，呈现出高氨基
酸、高水浸出物、低咖啡碱“两高一低”
的独特内涵品质。

现如今的峨眉山茶，不仅广受国内
消费者喜爱，更远销中亚、东欧各地，
2023年实现茶叶出口3.9万吨，出口货
值11.47亿元，开通了四川省首个直接
出口中亚的茶叶专列。

一片小叶子，撬动大产业。接下来，
我市将围绕省委省政府打造“精制千亿
川茶产业”目标，以建设“峨眉山茶”产
业集群为主线，打造“峨眉山市高山绿
茶”“夹江县精制川茶出口”“犍为县茉

莉花茶”“沐川紫茶”“马边彝茶”等五大
特色区域，实现从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
发展、从单季采摘向夏秋茶综合利用、
从单一绿茶向多茶类加工、从内销市场
向“一带一路”市场、从“卖鲜叶”向“卖
生态”等五大延伸，构建“峨眉山茶”高
质量发展新格局，实现“峨眉山茶”综合
实力全国领先。

全新形象
以区域公用品牌引领新发展

“峨眉山茶”区域公用品牌新形象的
正式亮相，通过品牌战略、品牌形象、品
牌口号、品牌价值体系等核心内容，展
现全新品牌形象。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通过实施峨眉山茶“区域品牌＋企业品
牌”双品牌战略取得显著成效，不仅培
育了“竹叶青”“论道”“峨眉雪芽”等中
国绿茶著名品牌，并推进了茶文旅融
合、联农带农，让广大茶农获得了更殷
实的幸福感。2023年，峨眉山茶品牌价
值46.44亿元，居全国绿茶类区域公用
品牌第十名。

“新形象的发布，让‘峨眉山茶’有
了新高度。作为‘峨眉山茶’的一个企
业代表，品牌的打造为峨眉雪芽未来的
发展打开了一扇全新窗口。今年，峨眉
雪芽将围绕‘三个一’，即一台茶会、一
个村落、一个海外体验中心，把‘峨眉山
茶’的味道和气息带向世界。”峨眉雪芽
茶业集团总经理何群说。

（下转第2版）

泡好这杯“峨眉山茶”

■ 记者 赵径

核心带动全域“俏”

“每次来乐山都有新看点、新玩法，
特别是两大景区都会依时节推出各类
活动。”清明节假期，成都游客谢女士一
家赴峨眉山景区赏花踏青，感受惬意生
活。这是她们一家三口今年第三次到
访乐山，安逸乐山的氛围感让她流连忘
返。她说：“真诚、好客、烟火气，乐山给
她留下了‘来了又来’的城市印象。”

像谢女士一家一样，不少游客都会
将峨眉山景区、乐山大佛景区作为来乐
旅游的第一站。作为我市文化旅游的

“极核”，近年来，两大“老景区”在发展
中迈出“新步子”，依托乐山大佛景区核
心提升、峨眉山南山片区开发等提升项
目，做强“大峨眉”旅游圈，辐射引领全
市文旅发展，呈现出“颜值”更高、“成
色”更足的动人景象，带动景区、城区共
享共乐。

从传统“优势项”出发，乐山文旅的
探索目标着眼于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
级。依托黑竹沟、沐川竹海、大瓦山景
区综合开发，我市完善小凉山旅游交通
环线，做靓“小凉山”旅游圈，打造乐山
旅游新增长点，让游客在旅途中感受体
验到乐山的文化底蕴和独特魅力。

刚刚过去的2023年，我市新晋国
家级文化旅游品牌6个、省级品牌11
个，获得省级以上表扬12个，乐山市被
亚太旅游协会授予“世界休闲旅游目的
地”称号，市中区-峨眉山市入选国家
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名单。

美食助力消费“增”

甜皮鸭、豆腐脑、钵钵鸡、临江鳝丝

……近年来，乐山味道不断刷爆网络平
台。从张公桥好吃街到上中顺特色街
区，从市中区苏稽古镇到犍为县好吃
街，每逢节假日便人潮涌动，游客们纷
纷打卡“舌尖上的旅行”。

“就是奔着美食来的，迈不动一点
步子。”“专门咨询了乐山的朋友，找到
了一条不回头的美食打卡线路。”……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对美食的“奔赴”逐
渐成为更多游客来到乐山的必选项。

作为上河帮川菜的发源地之一。
乐山美食在承袭川菜官府菜对于调味
的精雕细琢之外，更以品种繁多、口味
出众的各色小吃闻名。如何引导游客
在旅游之余开心消费，把客流转化为经
济效益？

（下转第2版）

乐山新消费如何引领高质量发展(中)

旅游再腾飞

4月21日8时许，2024乐山半
程马拉松暨“跑遍四川”（乐山站）正
式鸣枪起跑。来自国内外的1.5万
余名选手从市中区大渡河广场出发，
开启乐山半马之旅。9时 7分许，
2024乐山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和女子
组的第一二三名相继冲线。

图为选手冲出起跑线。
记者 黄曦 吴桐 宋雪 摄影报道

城乡融合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战略突破口。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
落实市级领导干部和县处级主要负责同志推动
高质量发展专题读书班精神，更加用心认真尽
责、敢担苦干善为，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为载
体，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
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努力绘就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的嘉州城乡融合新画卷。

近年来，我市城乡格局不断优化，城乡面貌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城乡差距与区域差距
相互交织、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等情况长期存在，
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收入水平
与城镇仍有明显差距，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老问
题与新挑战交织叠加，任务十分艰巨。同时，立
足新发展阶段，乐山正加快提升区域中心城市能
级。为更好把握新发展格局下的新机遇，推进城
乡融合发展是一道避不开、绕不过的关口，是一
道必答题。

如何破题？市委八届八次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乐山市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以“一核两翼三区”为战略布局推进城
乡融合发展的决定》，对我市走出一条符合中国
式现代化要求、具有乐山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新
路子指明了总目标、画出了作战图。各地各部门
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紧扣“一核两翼三区”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走
好六条融合之路，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
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纲举则目张，执本则末从。推动城乡融合发
展，抓手何在？要把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作
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首要任务。近年来，我市
全力打造“1334”现代农业发展体系，粮食产量连
续八年稳定在 120 万吨以上，峨眉山茶、晚熟柑
橘、道地中药材、林竹等四大特色优势产业面积
达到 680 万亩，农业农村主要经济指标好于全
国、全省平均水平。但农产品精深加工不足、附
加值较低，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水平不高，制约
了农业综合生产效益的提升。要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助力全省
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促进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培育引进大型农业企业发展农产品精深加
工，培育更多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带动农村居
民就业增收。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推进城乡融
合发展是推动新时代新征程乐山现代化建设的
一篇大文章。全市上下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和历史使命感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保持定力、踔
厉奋发、拼搏实干，在嘉州大地绘就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的城乡新画卷，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乐山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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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清）“今年水
来得真及时，水量也大，我这3亩水
稻两天多就能完成插秧。”4月 19
日，在市中区茅桥镇茅桥村五组，
村民李勇一边忙着从灌渠引水插
秧，一边高兴地说。

李勇所在的区域属于山珍水
库灌区，该灌区承担着市中区大佛
街道、茅桥镇及五通桥区牛华镇约
0.79 万亩的农田灌溉任务。连日
来，该灌区灌渠内水流潺潺，沿线
村民纷纷将水源引入自家的田地
进行春耕，处处呈现出一片繁忙景
象。

“面对今年山珍水库除险加固
后干旱少雨导致水库蓄水不足的
挑战，山珍水库灌区提前谋划，积
极行动。一方面，通过实施高中水
库向山珍水库调水工程，成功调水
约95万立方米，有效解决春灌用水
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灌区组织
人员疏通渠道，指导农户平田整
地，化大田漫灌为小畦快灌，减少
水资源浪费，提高水资源利用效
率。”山珍水库灌区管理处负责人
介绍。

据了解，我市拥有水库220座，
大型灌区2处、中型灌区21处、小
型及以下灌区14984处，形成了较
为完善的灌溉工程体系，为我市农
业生产提供了坚实的供水保障。
目前，随着全市水稻栽插大面积铺

开，我市迎来春灌用水高峰，各地
春灌工作井然有序地推进。田间
地头，一股股清亮的灌溉水流源源
不断地涌入农田，为土地带来生机
与活力。

为了确保春灌工作顺利进行，
我市提前做好蓄水保供的规划和
部署。在市水务局的指导下，各地
积极采取“蓄、引、拦、提、调”等举
措，增加水利工程蓄水量。同时，
市农业农村局和市水务局联合组
成工作组，对全市春耕及春灌用水
准备情况进行全覆盖督导，确保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针对去年出现
的干旱情况，制定详细应对措施，
在全市范围内落实县级责任人制
度，并制定以片区村为单位的“一
村一策”供水方案，确保农业生产
用水稳定供应。

“由于今年气温较往年同期偏
高，春灌用水时间有所提前。”市水
务局农村水利科负责人介绍，在引
水期间，各灌区管理所加强值班值
守和水情实时监测工作，精准协调
上下游用水，确保每一方水都能发
挥最大效益。根据最新的工程蓄
水、江河来水以及冬囤水田蓄水情
况分析，今年全市水稻计划保栽约
127.19万亩。截至目前，已栽插水
稻40.04万亩，占计划栽插面积的
31.5%，累计供水约 7657 万立方
米。

活水润良田
我市全力以赴保春灌

■ 记者 杨心梅
4月初的清明节假期，乐山旅游

依旧火热。全市开放的41家A级旅
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82.05万人次，
实现门票收入1408.55万元，接待人
数、门票收入均位居全省地级市第
一。

数据的背后，是热门景区的一
票难求，是美食美景的持续“出
圈”，是全域旅游的多点开花，是全
市文旅工作紧扣“产业强市、旅游
兴市”发展战略，推动构建“12412”
现代旅游业体系，持续放大乐山好
看、乐山好耍、乐山好吃、乐山好客
的独特魅力，奋力打造享誉全球的
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的主动作为。

持续抓项目、出产品、育品牌，
近年来，乐山将丰富的资源优势转
化成为产业强势、经济优势、发展
胜势，“旅游+”的新质生产力加出
产业发展新价值，推动消费高质量
发展，实现旅游再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