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冯津榕 特约记者
马发海 通 讯 员 王希琴 刘富莲
摄影报道）近日，万源市大竹镇与重
庆市城口县左岚乡在大竹镇月台坝
村联合举办了“传承非遗文化 赓续
巴蜀文脉”川渝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通过“理论+展演+互动”创新模
式，为当地群众呈献了一场文化盛
宴。

活动现场，达州市文化馆理论
信息部主任、副研究馆员吴胜率先
开讲，系统梳理巴蜀非遗基本知识、
历史渊源和保护现状。随后，两地
艺术团体轮番登场，大竹镇青少年
带来的钱棍舞《欢迎你到万源来》尽
展非遗活力，左岚乡《客来哒》舞蹈
演绎川渝深情，传统彩龙船表演更
将气氛推向高潮。

“大竹镇，位川东；文化兴盛非

遗浓。左岚乡，连三省；红色文化底
蕴深。”特别设置的快板宣讲环节，
由大竹镇与左岚乡两地干部群众共
同演绎，以传统曲艺形式诠释“川渝
一家亲 文明携手行”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内涵。

活动现场还创新开设“我有话
要说”环节，来自大竹镇月台坝村与
左岚乡左岸村的 4 名村民代表现场
建言献策，涉及非遗传承、产业发展
等多个领域。

大竹镇与左岚乡一衣带水、紧密
相连，交流合作频繁。大竹镇相关负
责人表示，两地将继续不定期开展非
遗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两地非遗互学
互鉴。同时依托边界优势，打造常态
化“边界文化集市”，联合举办特色农
产品、手工艺品展销，切实惠及两地
群众，让文化协作转化为发展实效。

万源城口携手搭建川渝文明实践桥梁

彩龙船表演彩龙船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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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线搭桥激活山乡动能

2025 年春节假期刚刚结束，万源
市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组便赶赴吉红医
药集团成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规模、
生产经营、技术研发、运营管理和发展
规划等情况，洽谈在万源市开展中药材
种植及加工项目合作事宜。这场政府
与企业的牵手，正是缘于在外乡友的穿
针引线。

2024年末，获悉吉红医药战略动向
的万源籍乡友，发现企业产业布局与家
乡“一鸡二茶三药”特色农业规划高度
契合，于是迅速搭建沟通桥梁，促成企
业赴万源实地考察。企业考察团队先
后在万源市大竹镇、草坝镇等区域，系
统开展了土壤成分检测和产业适配性
分析，为项目落地奠定了科学基础。

乡贤智慧的光芒同样照亮了智库
的建设。2024 年，万源在蓉智力支乡
联谊会、万源成都商会策划组织了“助
力家乡发展万源行”活动。座谈会上，
四川省社科院肖云教授深入浅出地剖
析了当前民营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与机
遇，令与会者深受启发。

实地调研环节，大家来到旧院镇大
伦坎村合力家庭农场，看到了满山遍野
的旧院黑鸡、膘肥体壮的山羊，以及特
色腊制品加工产业链。肖云感慨道，合
力家庭农场利用山区自然资源，走出了
一条以“种（植）养（殖）业+农户”为基
础的致富新路子，为山区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可复制的范本。

2024 年，乡情纽带持续释放聚合
效应。万源成都商会、万源在蓉智力支
乡联谊会多次参与组织万源在蓉老领
导、专家学者调研、座谈，为助力家乡经
济文化发展贡献了才智、凝聚了力量。
更具突破意义的是，与万源市固军镇共
同组织的“巴山画屏·红城万源——多
彩固军发展座谈会”，开创了商协会与
地方政府签订全面发展战略协议的先
河，得到社会各界高度肯定。

青山依旧在，桑梓情更浓。游子情

怀与故土发展的同频共振，不仅是万源
市创新乡情联结机制的生动注脚，更推
动形成了共同发展、双向赋能的良性循
环，在秦巴山间绽放出一路繁花。

筑巢育凤点亮振兴星火

“我自己就吃了文化水平不够的
亏，不能再让下一代娃娃吃同样的亏。”
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万源籍企业家
汪再益投身教育帮扶的初心。这位从
大巴山深处走出的创业者，在万源市曾
家乡小学设立“再益教育奖励金”，每年
给予近3万元慰问贫困学生、奖励优秀
教师。

“曾家乡位置偏远，很难留住老师，
我想通过奖励让更多的老师愿意留下
来。”截至目前，“再益教育奖励金”已经
发放20余万元，惠及学生100余人，奖
励教师150余人次。这笔浸润着乡情
的资金，悄然改变着山区教育的生态，
为曾家乡的教育事业发展注入了持久
动力。

除此之外，汪再益还与乡友王健携
手出资30余万元，用于改善曾家乡小
学校内基础设施，让这所边远小学不断
焕发新生。据白沙镇小学校长杨令介
绍，这些年他先后在曾家乡、魏家镇、白
沙镇等地多所学校任职，仅他知道的来
自乡友的教育捐赠就有200余万元。

当教育星火渐成燎原之势，乡村振

兴的产业引擎也在同步轰鸣。2024
年，在北京打拼的万源籍企业家李锋向
万源市白果镇捐赠首批乡村振兴资金
2万元，帮助白果镇白果坝村肉鸽养殖
基地发展。该基地依托“公司+集体经
济”模式，已建成标准化圈舍 2400 平
方米，养殖肉鸽4500 对，预计2025年
可实现全产业链运营，年销售收入达百
万元。

更值得关注的是，李锋对家乡的帮
扶计划呈现出鲜明的可持续特征：五年
内分批次向白果镇捐赠10万元乡村振
兴专项资金，每年为万源籍贫困大学生
提供 5 至 10 个就业岗位，并在其旗下
位于北京市的商业综合体设立“万源特
产专区”，无偿提供展销场地，助推旧院
黑鸡、富硒茶叶等万源市农特产品走向
全国。

从捐资助学到产业造血，从硬件改
善到软件升级，万源乡友正以多元方式
参与家乡建设。当教育之光点亮群山，
当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巴山，一幅由乡情
绘就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秦巴山脉间
徐徐展开。

双向奔赴绘就共荣图景

在外乡友关心家乡发展，万源也同
样牵挂在外乡友。这种情感的联结，既
源于血脉相连的故土情结，更得益于万
源市常态化的互动交流。通过定期沟

通联系、健全服务保障等措施，万源市
将乡情纽带转化为双向奔赴的发展实
践，让相隔千里的牵挂化作触手可及的
温度。

2024年，万源市委、市政府在赴广
东、上海等地开展招商引资活动的同
时，也为当地在外乡友带去了万源家乡
人民的祝福，让异乡游子听见熟悉的乡
音、触摸家乡的温度、感受家乡的发
展。这种将经济发展与人文关怀有机
融合的工作方式，也让传统招商活动升
华为情感共振的载体。

家乡的温暖始终在细微处流淌。
万源市政协、智力支乡联络服务中心等
部门在春节等重要节点，多次走访慰问
乡友亲属，聆听解决他们遇到的各种问
题。这种“后方无忧、前方有为”的服务
理念，让在外打拼的乡友真切感受到：
家乡那盏温暖的灯，永远为他们长明。

此外，通过举办乡贤座谈会等形
式，散落的游子情怀正被凝聚成推动发
展的磅礴力量。2025 年初，万源市总
工会、草坝镇党委政府在草坝镇联合举
办了 2025 年返乡创业人员新春团拜
会。与会人员畅叙乡音乡情、共谋发展
新篇，既有对家乡变化的由衷赞叹，也
有对产业发展的真知灼见。

这场团拜会还展示了过去一年万
源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肯定了
广大在外创业人员为家乡建设发展作
出的积极贡献。大家纷纷表示，今后无
论身在何方，都将情系万源、宣传万源、
回馈家乡，竭力为建设“巴山画屏·红城
万源”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朴实的承
诺背后，是游子对故土的深沉告白——

“我们不仅是家乡成就的见证者，更要
成为家乡振兴的参与者”。

巍巍巴山，见证着游子反哺的赤子
之心；汤汤任河，吟唱着家乡关切的动
人乐章。在这片承载乡愁与希望的热
土上，万千乡友的桑梓情怀正在转化为
秦巴腹地的振兴动能，助力“巴山画屏·
红城万源”发展蓝图在巴山深处从容落
笔。

□记者 冯津榕 特约记者 马发海

游子倾情报桑梓 故乡携手绘锦程
他乡纵有当头月，不抵家山一盏灯。在万源市跨越发展的崭新征

程中，一道无形的情感纽带跨越了千山万水——那是无数在外打拼的
万源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凝望。

从珠三角的灯火通明到长三角的车水马龙，从京津冀的创业热土
到成渝双城的经济动脉，万源乡友的脚步丈量着神州大地，却始终将
发展的根系深扎故乡的土壤。

这群大巴山“飞出去的凤凰”，以反哺之心化作润泽桑梓的春雨
——捐资助学点亮希望灯塔、投资兴业激活经济脉搏、技术帮扶催生
创新动能，在秦巴山间谱写出“离乡不离土，致富不忘根”的时代交响，
助力故乡绘就振兴发展的璀璨图景。

3月29日，在漫山梨花的
映衬下，万源市竹峪镇东梨村

“品川味美食·赏古树梨花”农
文旅促消费活动正式开幕。这
场持续至4月6日的春日之约，
以梨花为媒介，通过“赏花+民
俗+美食”的多元体验模式，勾
勒出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

步入东梨村，上百株古梨
树如银龙盘踞山间，铁干虬枝
间绽放的簇簇梨花与20余处
古院落相映成趣。这些始建
于清朝晚期至民国时期的川
东民居，仍保留着“青瓦屋顶+
穿斗木结构”的特色，既有简
朴的一字形院落，也有格局精
巧的三合院、四合院，与漫山
遍野的梨花共同勾勒出独特
的山乡景致。

游客有的在古梨树脚下
“围炉煮茶”享受惬意时光，有
的亲身体验“手打糍粑”感受
农家文化，有的“一笔绘春”画
出唯美意境，有的“穿越时空”
身着霓裳与春色交融，解锁出
了千姿百态的春日趣味。

据悉，此次活动期间将举
办“梨雪宴春·非遗食光”“镜观
春韵·全域影展”“霓裳春颂·时
空巡游”“春声和鸣·梨下歌舞”

“丹青绘春·艺术共生”“童趣探
春·智慧研学”“智游春境·未来
图景”七大主题活动，为广大
游客呈上一场可游、可赏、可
品的春日文旅大餐。

时间来到中午，循着香气
走进当地老乡赵万钧开设的
农家乐，烹煮多时的罐儿饭和
特色农家菜热气腾腾，一碗下
肚便驱散了春寒。自2019年
列入四川省传统村落名录后，
东梨村每年都有众多游客前
来参观。当地在妥善保护古
村落的同时，引导当地群众开
设民宿6家、农家乐7家，既满
足了游客的游玩需求，也有效
扩展了群众的增收途径。

近年来，竹峪镇立足东
梨村农文特色打造旅游品
牌，积极争取东西部协作和
中省扶持资金支持推进基础
设施建设，并打造美术写生
基地、文字创作采风基地、摄

影采风基地等，每年春季可
吸引上万名游客，为乡村带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活力，
先后获得四川省乡村旅游示

范村等荣誉或称号。
□ 文/图 记 者 冯津榕

特约记者 马发海 通讯员 周
旭峰 张成斌

本报讯（特 约 记 者 马发海
通讯员 袁聆 黄贵明）近日，万源市
魏家镇千亩李花开放。

走 进 李 子 基 地 ，花 香 扑 面 而
来，沁人心脾。一簇簇一团团的李
花 缀 满 枝 头 ，如 云 似 雪 ，美 不 胜
收。一眼望去，满目春色，游客们
或漫步花间，或拍照打卡，尽情感
受“李花怒放一树白”的诗意。游
客们不仅能赏花还能品尝农家特
色美食，周围老百姓的腰包也鼓了

起来。
近年来，万源市魏家镇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产业和农旅融合，健全利益
联结机制，突出“公司+合作社+基
地+大户”发展模式，推进特色产业

“产+销”和旅游一体化发展。截至目
前，魏家镇硒李产业园已建成达州市
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带动周边乡镇老
百姓种植“巴山硒李”6000余亩。其
中，魏家镇核心示范园区解决200余
人就近就业。

魏家镇6000亩李花引客来

本报讯（特 约 记 者 马发海
通讯员 邱煜童 马小龙）日前，由万
源市委组织部、团市委主办的“缘聚
红城·青春同行”青年人才联谊活动
在大巴山地质公园开启，来自全市
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单身青年们齐
聚一堂，共赴这场春日里的浪漫之
约。

活动在轻松愉快的破冰游戏中
拉开序幕，青年们通过“桃花朵朵
开”“听我指挥”“气球保卫战”等趣

味互动环节，逐渐打破陌生感，彼此
熟悉起来。大家欢声笑语不断，充
分展示出红城青年积极向上、热爱
生活的精神风貌。活动还设置了幸
运抽奖环节，为现场增添了更多惊
喜与欢乐。

近年来，万源市高度重视青年人
才队伍建设，通过举办各类人才交流
活动，积极营造优质人才发展环境，
帮助青年人才解决实际问题，助力他
们在万源扎根发展，实现人生价值。

“缘聚红城·青春同行”
青年人才联谊活动举办

本报讯（特 约 记 者 马发海
通讯员 蒲家冰）近日，西南科技大
学生命科学与农林学院党委书记、
教授郑祥江携专家团队一行到万源
市庙子乡晟传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举
行“国家肉羊产业技术体系种质资
源鉴定与新种质创制岗位科学家示
范基地、西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
农林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习
基地”挂牌仪式。

郑祥江表示，经过三年的紧密
合作，西南科技大学与万源市在板
角山羊产业的科学研究、技术培训
和市场推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科技创新成为驱动产业发展的强大
动力。西南科技大学专家团队将继
续加强与晟传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
合作，依托科技力量，助力万源板角
山羊成为乡村振兴的闪亮名片。

据了解，庙子乡板角山羊品种
1963年经中国科学院西南综合考察
队发现，1982 年被四川省列为地方
优良品种，2023 年获中国科学院专
家“优质羊类”认证。2023 年初，庙
子乡群众窦福传投资近1500万元，
建设了占地面积23.4亩的标准化保
种场，目前羊场存栏量突破500头，
带动50余户群众年均增收5万元。

庙子乡板角山羊养殖示范基地挂牌

本报讯（特 约 记 者 马发海
通讯员 何姗 袁聆）当前，万源25.2
万亩茶园迎来春茶采摘黄金期。连
日来，万源市开展以“春风送岗进茶
园 就业帮扶显真情”为主题的采茶
专车专项活动，免费组织“点对点”
专车运送采茶工就业，为茶产业发
展注入活力。

就业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
经济发展。万源市已连续 5 年开展

“点对点、一站式”采茶专车服务，今
年更是凭借县乡村三级劳务体系，
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统筹调度，进一
步提升采茶工人选派效率，切实解
决了茶企季节性用工荒、茶叶技能
人才分布不均衡、农民朋友就近就
地就业难的问题，为万源茶企提供
采茶用工合计1.6万人次，群众人均
采茶增收3800元，实现了群众与企
业的“双向奔赴”。

春风送岗进茶园 就业帮扶显真情

品川味美食 赏古树梨花

万源市竹峪镇农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春意

东梨村村史馆东梨村村史馆。。

东梨村一角东梨村一角。。（（张良张良 摄摄））

游客拍照打卡游客拍照打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