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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观光游唱主角

“天气越来越热，我们全家趁着端午去
了龙溪谷漂流，还有龙舟大赛，好耍得很
哦！”市民王先生笑着说道。据了解，此次小
长假，自驾游成为主要出游方式，休闲度假、
水上运动等乡村度假游成为亮点。各大景
区为了吸引游客，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游乐活
动，推出了一系列的超值优惠。巴山大峡谷
人气不减，“巴山毕业之旅”“巴山夜游之旅”
等活动吸引了不少准大学生前往度假赏景，
释放压力，“放飞自我”。风景秀美、玩法多
样的八台山推出了“粽享浓情端午”免费玩
的活动。渠县龙溪谷的龙舟（橡皮艇）大赛，
将节日氛围与景区特色巧妙结合，吸引了
4000 多人次参与体验。据统计，全市 A 级

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28.45万人次，同比增
长 129.15%，实现门票收入 507.29 万元，同
比增长274.89%。

乡村旅游亮点突出

随着旅游消费不断升级，我市推出各种
各样的乡村旅游产品，打破了以往单纯的农
家乐格局，承包了广大市民和游客的欢乐。
在巴山渠水间，寻找一个小院住上几天，吃
农家菜，品小灶酒，与当地居民一起包粽子，
已经成为文旅达州的一种新时尚。

藏匿在大竹乡野间的淳年小院通过网
络媒体火起来后，端午节期间迎来了众多慕
名而来的家庭自驾游客，无论是满院的花
草，清新怡人的风光，还是用山泉水煮的罐

儿饭都颇具特色，让游人们赞不绝口。来自
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学生们在宣汉白马花
田参与“乡建”的公益活动，端午期间带着本
地留守儿童一起，体验民俗。大竹渔人部
落、达川区赵家帝源生态农场等开展了蔬果
采摘、自助烧烤等别具特色的乡村旅游体验
活动，让广大游客体验田园生活带来的悠闲
与乐趣。

除此之外，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神
剑园等红色旅游景区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
前往探寻历史、缅怀先烈。据了解，“端午”
节假日期间，全市各级公共文化单位错时、
延时免费开放接待群众 17 余万人次。其
中，市图书馆共接待群众7673人次、市文化
馆共接待群众712人次。

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景区最受青睐
端午小长假 全市旅游收入超7.4亿元！

6 月 15 日，记者从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获悉，今年端午
佳节期间，游客尽情放“粽”，
我市众多景区出现人流量井
喷，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景区备
受欢迎，成为旅游市场主流。
据 了 解 ，全 市 共 接 待 游 客
136.2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 74948.5 万元，同比增长
357.68%。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海涵

本报讯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岸） 相传大竹东柳醪糟酿造历史悠
久，源于汉，盛于清，有史记载，见于大竹
县志，“甜酒亦以糯米酿成，和糟食用，故
名醪糟，以大竹城北东柳桥所出为最。”故
名曰东柳醪糟。

近日，随着达州市“巴山食荟”优质特
色农产品展销中心正式开馆，众多本土优
质农产品呈现在消费者眼前，夺人眼球。
在东柳醪糟展馆，各式各样的瓶装、罐装、
盒装醪糟产品整齐地摆放在置物架上，消
费者可以清晰看见各种产品的名称、规
格、价格等标签或文字，以便挑选。

四川东柳醪糟有限责任公司始建于
1984年，位于中国糯米之乡、中国醪糟之
都的大竹县月华食品园，占地 10 万平方
米。今年 2 月，公司被中共中央、国务院
表彰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公司是农
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四川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企业、
达州市首家3A级工业旅游景区等，建有
糯稻、醪糟文化旅游博览中心、醪糟历史
文化博物馆、醪糟古法酿造体验中心。

据介绍，东柳醪糟精选糯米，产自公
司绿色生态优质糯稻基地，米粒圆润饱
满、晶莹洁白，经泉水浸泡、淘洗、蒸煮，让
醪糟汤汁清亮、晶莹润滑、醇甜酒香。公
司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共同研制开发成

功全国首条万吨醪糟自动化、智能化生产
线。通过逐年技改扩能，糯米粉生产能力
达到年产6.5万吨规模。单瓶发酵原窝原
汁醪糟新产品通过四川省科技成果鉴定，
其工艺属国内首创，综合生产技术居国内
领先水平。

据了解，公司产品有醪糟、糯米粉、米
酒、饮料等7个品种80多个规格，年综合
生产能力 10 万吨，产品畅销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出口加拿大、荷兰、英国、香港
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品先后荣获第
26 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标志产品、
绿色食品、中国国际农博会金奖等多项殊
荣。东柳醪糟是中国原产地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和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醪糟酿造
技艺，获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目前，公司通过“公司+基地+农户”
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在大竹县、邻水县、达
川区、万源市等两县一市一区 24 个乡镇
80 个村建有糯稻基地 17 万亩，带动 5 万
户农户17.5万人从事糯稻生产，基地农户
年实现糯稻收入 2.8 亿元。实施订单农
业，免费发放种子、免费技术培训、上门保
护价和高于市场价收购、补助村委会发展
糯稻工作经费等系列措施，帮助广大糯稻
基地农户增产增收、致富奔康。

东柳醪糟：糯稻产业致富数万户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