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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文潇） 连日来，广汉市抢抓汛前黄
金期，加快推进海绵城市总体项目建设，全力推动广汉
构建“蓝绿交织、水城共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品
质宜居公园城市。

4月18日，在湔江和兴大桥至绵远河汇口段防洪
治理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忙碌地进行土方开挖、堤防
砌筑等工作，挖掘机等大型机械来回穿梭，一片繁忙
景象。据介绍，该项目总长约7公里，预计在今年汛期
前完成水下施工，完工后可有效提升广汉市排水、防
涝和防灾减灾能力。

现场管理人员杨杰介绍说：“项目现在正在进行
的是河道基础浇筑和湖泊面板浇筑，目前已完成总工
程量的30%左右，我们要在汛期前完成水下基础部分，
确保度汛安全。”

近年来，针对防汛项目建设，广汉市立足“上控，
中分，下泄”战略布局，通过“汛前准备预防、汛期积极
应对、汛后分析研判”的具体措施，详细制订防汛水利
工程建设方案，划定重点和范围，根据实际情况，对项
目进行建设，不断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广汉市水利局
河道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侯家其表示，完善湔江、绵远
河的防洪封闭圈，形成完整的防洪体系，更利于保障
沿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据了解，今年广汉共有2个防汛项目，目前均已在
施工过程中。

广汉：

加快水利项目建设
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本报讯 樱花散尽挂红桃，粒粒玉珠满树梢。近
日，在绵竹市广济镇云盖村，10余亩樱桃相继成熟，颗
颗果实俏立枝头，不仅扮靓了乡村景色，还实现了生
态效益与经济发展“双丰收”。

在云盖村樱桃种植基地，樱桃树接连成片，晶莹
剔透的樱桃从绿叶间探出头来，一簇簇、一串串，远望
像醉人的彩霞，近观似剔透的玛瑙，让人垂涎欲滴。
工作人员穿梭林间，正忙着进行田间管理。

“我们种植的樱桃肉厚果大、多汁味美，深受游客
喜爱。受2024年天气因素影响，果子成熟相对较晚，
预计4月20日正式开园采摘，整个采摘期预计持续半
个月。”据云盖村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乡村旅游的发
展，乡村采摘游已成为市民休闲出游的“新模式”。借
此契机，云盖村积极种植樱桃、桑葚、李子、杨梅、柿子
等水果，实现季季有果摘，有效推进了农旅融合发展，
促进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水果采摘的火爆，也让当地民宿生意“旺上加
旺”。走进云盖村“乡遇民宿”，青石砌墙、青瓦覆顶、
削木成栏、花草作景，文艺与现代相结合的风格令人
耳目一新。三五游人树下闲坐，品茗聊天，好不惬
意。“以前进入5月才有游客来入住，2024年过完春节
游客就多了起来。随着樱桃、桑葚陆续进入采摘期，
到了周末更是一房难求。”民宿业主王川刚笑着说。

为更好地丰富旅游业态，完善采摘游延伸链条，
近年来，云盖村还利用闲置河滩资源打造了亲子沙
滩、划船露营、夜间集市、果园采摘等，把过去较为单
一的吃、住、喝茶、打牌休闲变成丰富多彩的康养娱乐
休闲。2024年，该村还结合德阳文旅名村建设，完善
基础设施，美化村容村貌，打造旅游小景点，给游客带
来了别样的居住体验。

周韵 牟文

绵竹：

樱桃红游客来
农户增收笑开怀

本报讯（文/图 记者 邱洁） 伴随着轰鸣
声，满载飞防药物的直升飞机平稳升空，飞向
远处的山林……日前，旌阳区启动飞机喷药
防治林业有害生物工作，一架直升飞机悄然
在旌阳区上空飞行，半天时间就完成了2.5万
亩山林的飞防作业。

当天早上，在双东镇龙凤社区一处空地上，
一辆深蓝色直升飞机正在加注飞防药物，工作
人员完成药物加注后，飞机平稳起飞，飞向双东
镇、德中公路旌阳区段等地上空。当飞机掠过
远处山林的树冠层时，白色的水雾从飞机喷洒
而出，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白色的弧线，悄然落进
了树林深处，这些水雾就是本次有害生物防治

所使用的药剂。德阳市林业发展直属中心森林
资源管理股股长叶桂菊介绍，此次飞防的重点
防治区域包括东湖街道、黄许镇、和新镇、新中
镇、双东镇，成绵高速公路德阳段、德中公路旌
阳区段、崴螺山森林公园区域以及经开区八角
井林区。

“每年4月，林业病虫害处于高发期。飞防
作业是防治林业虫害的一种高效、环保的方
式。通过直升机喷洒药剂，能够快速、均匀地
覆盖森林区域，提高防治效果。”叶桂菊介绍，
旌阳区的主要树种为柏木，林地面积达到13.08
万亩，森林蓄积量为63.57万立方米，森林覆盖
率达到13.47%。根据2023年和2024年林业有

害生物越冬带调查情况，柏树主要虫害为蜀柏
毒蛾，目前为最佳防治期。

叶桂菊表示，开展飞防作业能有效控制
林业有害生物的蔓延和危害，保护造林绿化
成果，维护生态安全。通过此次飞防作业，不
仅能够降低虫口密度，减少虫害对森林的破
坏，还能够提高森林的生态功能，为市民创造
更好的生活环境。

除了开展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德阳市
林业发展直属中心还大力提升造林绿化管护
水平，确保森林受害面积、发病小班、病死树
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统筹林业生态灾害
修复系统治理，巩固生态成果。

直升飞机喷药防虫 两万多亩森林半天“搞定”

眼下正是芍药花绽放的季节。近
日，走进中江县集凤镇芍药谷，中江县
第十一届芍药赏花节正在这里举行。
2.5 万余亩芍药花海粉白相间，繁花如
锦，吸引许多游客慕名而来，为消费注
入了蓬勃动能，让春日“颜值”变为经济

“产值”。

文/本报记者 刘倩 图/本报记者 文潇

游客花田打卡游客花田打卡。。

芍药谷内，各色芍药竞相开放，白的
如雪，粉的似霞，令人目不暇接。游客们漫
步其中，仿佛置身仙境；摄影爱好者们纷纷
举起相机，捕捉这难得的美景；露营爱好者
们在将离露营基地一边品美食，一边赏花海
观云海。此次赏花节将持续到5月中旬，为广
大游客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江看芍药，真的
太美了！这里的芍药品种繁多，色彩鲜艳，
每一朵都开得那么娇艳欲滴。”来自成都的
游客李女士兴奋地表示，走在花海中，仿佛
置身于仙境，让人心旷神怡。她特意带着
相机前来，希望记录下这难得的美景。

活动现场，游客们打卡拍照，农户们则分
享着丰收的喜悦。当地农户薛大姐满脸笑容
地分享着自己的喜悦，“我家种了 20 多亩芍
药，价格最好的时候卖2.5元一枝，每亩光是
卖鲜切花收入就有1万多元呢！这芍药不仅
好看，还能带来好收益，真是我们农民的‘金
饭碗’。”她表示，随着芍药赏花节的举办，越
来越多的游客来到集凤，带动了当地的经济
发展，让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集凤镇地处中江县中药材现代农业园区
核心地带，芍药栽培历史悠久，种植面积达
2.5 万余亩，每亩鲜切花年均收入 8000 元左
右，芍药亩产值高达3万元以上，芍药鲜切花
年销售额突破亿元，打造出了一个新的“乡村
振兴金饭碗”。

集凤镇还以花为媒，依托芍药“金招牌”
助推文旅产业锦上添“花”。集凤镇负责人
说，“我们将依托芍药谷、石林谷、石泉湖等资
源，坚持发展特色地道中药材产业，深入实施
农文旅发展战略，以产业促进乡村振兴，持续
用力，久久为功，加快建设龙泉山城市森林公
园集凤片区，为中江建设全省县域经济发展
先进县贡献集凤力量。”

据悉，集凤镇正在加速推进飘香山谷、诗
酒年华、耕读别院等集凤“八境”的打造，扩大
中江丹参、中江白芍等道地中药材种植规模，
并发展半高山蔬菜、柑橘等特色产业，以农文
旅深度融合为发展定位，加快与龙泉山城市
森林公园体系的融合对接。此外，该镇还加
速推进旅游景点打造，完善旅游服务配套设
施，建设“芍药谷-石泉湖-西南界洞峡群”旅
游环线，对将离露营、情花广场等景点提档升
级，以芍药“金招牌”助推文旅再“出圈”。

芍药花海有超高芍药花海有超高““颜值颜值””
还有喜人的还有喜人的““产值产值””

芍药花竞相开放芍药花竞相开放。。

开展飞防作业开展飞防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