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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村落名录。

记者了解到，布瓦村在因地制宜，优化产业结构，

加速产业转型和园区建设的同时，还培育了九耕农业、龙

腾果蔬、阿坝藏鸡等农业龙头企业，并依托布瓦羌碉、揽

城、开心牧场等文旅资源，聚力推动“新村变景区、民居

变景点、果园变公园、产品变商品”，正在开辟一条农文

旅融合发展之路。

特色产业将迎来黄金发展期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到汶川考察时，时任汶川

县委书记张通荣向总书记汇报汶川灾后重建产业发展情况

时，特别介绍了‘汶川三宝’。”向柏璋说，“汶川三

宝”指甜樱桃、脆李子和香杏子，后来汶川县在漩口、水

磨、三江等靠近成都市都江堰的乡镇推广种植猕猴桃，现

在就成了“汶川四宝”。

汶川发展特色水果产业已有二十多年历史，在国内算

发展得比较早和比较好的。当地最早大面积种植的是从山

东引进的甜樱桃，即车厘子。目前，甜樱桃种植在汶川的

河谷地带、半山地带和高山地带都有分布，由于海拔和气

候不同，果子成熟期会持续一个月左右。根据经验，海拔

越高，樱桃成熟越晚，而且容易开裂。因此，较高的山地

很少种植樱桃。如布瓦村就是这样，在海拔1800米以上的

地方主要种植青红脆李，在1800米以下主要种植甜樱桃。

向柏璋在接受采访时说，乡村振兴，产业是第一位

的，产业里边的特色产业，更是重中之重。汶川很多农产

品都是小规模的，用当地的俗话说，农副产品“一背篓背

不完，一拖拉机又不够拉”。受自然条件制约，汶川的耕

地面积有限，品种和数量上无法与成都周边的农业县相

比，只能在“特”字上下功夫。目前，汶川的主攻方向是

发展特色产业，从质量上、特色上做文章，让汶川的优质

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卖个好价钱。

“还有我们的苹果，与茂县共同拥有的茂汶苹果已

经成为一个品牌，品质口感都非常好，就是因为有日照时

间、海拔气候等优势。目前汶川的苹果产量还不太大，产

区主要分布在岷江上游接近茂县一带。”向柏璋介绍说。

五年前，汶川县以“汶川三宝”为主体的果业产值达

到5亿元左右，占全县人口总收入的70%左右。汶川的人均

收入从十年前的2000多元，提高到了1.2万多元（2018年数

据）。到了2022年，汶川县的“汶川三宝”加上猕猴桃，

产值已经突破10亿元大关。

近年来，汶川县还重点发展畜牧业“三宝”：无忧藏

羌猪、三江雪花牛、羌山云朵鸡。四川是生猪大省，生猪

饲养也是汶川的主要产业之一。全县有60-70座标准化养

殖场，其中最小的能养生猪550头，大的有超过1100多头

的。这些标准化养殖场有私人投资的，有村集体入股的，

各种模式都有。比如代养模式，就是企业出猪种加饲料，

企业付代养费，由农户代养，生猪出栏后由企业统一收

购。生猪价格在高位时，一个养殖场一栏猪可以赚几十万

元，标准化养殖场一年出两栏，利润很高，而且相对比较

稳定。由于当地生态环境优越，远离工业污染，饲养人员

长期住在养殖场，养殖场实行全封闭管理，减少了交叉感

染的机会，因此生猪病死现象很少。目前，全县生猪存栏

在8万到10万头之间。前不久，正大集团与汶川县签订了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预计生猪存栏数还有上升的趋势。

三江雪花牛是具有汶川本地特色的肉牛品种，其特

点是瘦肉多，牛肉口感好，其品质可以与国际上知名的日

本神户牛媲美。畜牧专家认为，这个种群在本地已经很少

了，种群基因好比遗传芯片，建设遗传保护种养场的作

用，就相当于保护三江雪花牛的遗传芯片。

羌山云朵鸡是指汶川特有的跑山鸡。因为当地的羌

族同胞多数住在山顶上，因而被誉为“云朵上民族”，他

们居住的地方被称作“云朵上的村庄”，羌族群众散养的

跑山鸡就有了一个诗意的名字——“羌山云朵鸡”。据了

解，当地有关部门正在做羌山云朵鸡的遗传资源保护工

作，规划在汶川县绵虒镇建设两个育种场，通过专业科技

手段，将汶川特有的跑山鸡品牌建立起来。目前在汶川县

漩口镇，已建起一个跑山鸡养殖基地，投资者为本地的龙

头企业，跑山鸡和鸡蛋都有很好的市场。

据统计，截至2022年年底，汶川县已建成国家级产业

强镇1个，建成甜樱桃省4星级现代农业园区1个、西路边

茶州3星级农业园区1个，发展壮大农民合作社665家、家

庭农场和种养殖大户422家，发展省级示范社11家，州级

示范社7家，省级示范家庭农场7家，州级示范家庭农场11

家。建成特色产业基地16个、标准化适度规模养殖场166

个，猕猴桃、跑山猪等“三品一标”（有机产品、绿色食

品、无公害农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产品28个，特

色水果种植面积超7.3万亩。

记者了解到，汶川全县上下目前正在全力推动以构

建“种养循环、农牧结合、农林相融”的“6+3”特色农

业产业新体系为工作主线，按照“建基地、育主体、搞加

工、创品牌、促融合”的发展思路，做优做强“汶川果、

汶川畜（禽）、汶川菜、汶川茶、汶川药、汶川竹”六大

主导产业，做强现代种养业、农机装备、冷链物流三大支

撑产业，高标准、高品质服务“北部冰雪休闲胜地+南部

避暑康养胜地”“两大胜地”新格局建设。不难预见，汶

川的特色产业将会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