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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磨镇集镇水磨镇集镇。。

近年来，四川省汶川县水磨镇坚决落实省

委、省政府“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求，紧盯

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和“三家园”抓点示范目

标，坚持用艺术点亮乡村之美，构建“五美乡村”

新图景，开辟出一条艺术扮靓乡村、文化引领乡

村、产业振兴乡村的崭新道路。

四川省汶川县水磨四川省汶川县水磨镇镇：：

谋好谋好发展路发展路 行好五美笔行好五美笔 做实四季业做实四季业

水磨镇为进一步盘活闲置资源、壮

大农村集体经济、辐射带动农文旅产业

转型升级，找准“无忧汶川”和“康养水

磨”品牌交集，以“新场景”搭载“新业

态”，打造集农特产品展销、非遗和手作

体验、休闲茶饮新业态为一体的农创中

心新场景。

“新农人”干起“新农活”。通过返乡

“新农人”自创品牌，用创意、技术、艺术

等点亮乡村，以“头雁效应”带动“群雁效

应”，引入西路边茶、石磨豆花、洋芋糍粑

等非遗制作工艺，以“技术传承”“人才帮

带”为突破口，发挥非遗传承人作用，进

行非遗技能传授，推动非遗文化资源转

化为文化资产。

“农产品”变成“农创品”。充分挖掘乡村文

化资源，对本土农产品包装进行文创设计，把土

特产和文化IP结合起来，以文创赋能农产品区

域品牌，打造治愈系的产品包装，实现土味农产

品变身“时尚伴手礼”、农产品变成农创品，设计

了猕猴桃、土鸡蛋、腊肉等土特产包装20余种，

进一步提升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和附加值，助力

乡村产业振兴。

“小窗口”汇集“大产业”。整合全县“多而

散、小而弱”的农产品资源，统一回购加工、统一

生产标准、统一质量控制、统一技术管理、统一

品牌销售，形成标准化集成体系。大力推广“村

集体+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引导本

土产业抱团发展，使产、供、销有机结合，入驻汶

川茶、汶川竹、汶川果等农特产品经营户和合作

社20余家，带动农特产品销售额超600万元。

“新场景”驱动“新消费”。聚焦汶川南部避

暑康养胜地，通过优化消费环境、创新消费场

景、丰富消费业态，打造沉浸式体验农产品加工

和非遗文化的新场景，形成集游客观光、休闲、

购物、手作、研学于一体的网红打卡地，在鉴赏

展品、互动交流、手工制作的沉浸式体验中，近

距离感受品质农货的魅力，品味绿色生态的味

道，进一步推动农文商旅深度融合发展。

(水磨镇人民政府供稿）

水磨镇聚焦凤凰村“三家园”示范

村建设，深入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

验，以艺术赋能五美乡村建设，全力加

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以休闲娱

乐、农业观光、科普研学、康养度假为

主要功能的微景观乡创精品艺术村，

实现“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

行艺术之笔勾勒布局之美。按照

“一体规划、突出优势、错位布局”思路，

以花为媒，以画为引，科学布局玫瑰、岷

江百合、金丝皇菊等亦景亦业的特色产

业，优化中药材、猕猴桃等传统产业布

局，深入推进集群化发展，持续推进花

园庭院、花园小道、花园村庄建设。

行艺术之笔赋能产业之美。按照

乡村主题化、体验生活化、农业现代化、

业态多元化、村庄景区化的工作思路，

深入挖掘闲置土地、闲置农房、闲置集

体资产新潜力，通过“公司+农户”“公

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形成2000亩

的仁吉喜目谷AAA级生态旅游区，打

造村集体经济产业园100亩，建设特色

种植业基地1300余亩，带动70余户群

众增收395万余元，提供常年务工岗位

60余个；打造精品民宿、农家乐10家，

小满园、柴火鸡等农家乡愁餐饮3家，

实现传统产业年增收50万元左右，特

色产业年增收480万元左右。

行艺术之笔描绘风尚之美。以村

民自治为主要载体，深入推进乡村文

化、乡风文明建设，大力开展移风易俗

活动，与村民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组

织农民文化艺术节、农民运动会、丰收

节等活动，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生活，

通过绘制文化艺术墙，打造美学景观，

营造浓厚文化氛围，成功创建“省级文

明村”。

行艺术之笔着色环境之美。深入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力实施村

庄绿化、亮化提升工程等项目，积极开

展美丽庭院、美丽巷子、美丽村道、美

丽森林、美丽田园“五美”联创行动，培

育一批洁净巷子和美丽庭院，实现环

境美、田园美、村庄美、庭院美，让“近

者悦，远者来”。

行艺术之笔点睛生活之美。坚持

把生产生活与艺术相结合，将美学与

乡村旅游业进行巧妙嫁接，构建了悠

哉山居、水磨庄园、花涧集等精品民

宿，云上羌寨·柴火鸡等乡愁美食，岷

江百合、金丝皇菊等大地艺术景观互

为支撑、协同发展的乡村振兴新格局，

勾画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彩

田园画。

水磨镇立足资源优势，按照“一村

一品，一村一策、一村一特色”的发展

思路，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因势利

导、塑造特色。

精细化制定规划。围绕“一镇一

极三范例”目标定位，以片区乡村国土

空间规划为总牵引，按照“全域统筹、

一体规划、突出优势、错位布局”思路，

强化镇村规划、建设、管理，制定《水磨

镇“五美乡村”行动方案》《水磨镇“艺

术乡创”工作方案》《水磨镇“1+10”乡

村振兴实施方案》，围绕主动健康小镇

定位，建设以老街羌城为核心的灾后

重建范例转型振兴圈层、以寿溪河湖

公园为核心的新场景业态聚合圈层、

以西路边茶园区、猕猴桃园区、竹笋园

区、生猪和三江黄牛养殖园区为核心

的高半山农旅融合发展圈层，打造三

产联动型综合服务体发展区、林茶旅

融合的康养综合体发展区、“长寿文

化+康养旅游”的最美传统古村落发展

区、康养休闲温泉健康城发展区，形成

“1个集镇+两大产品+3个圈层+4个

发展区”发展格局。

差异化布局产业。大力实施农业

品牌培育行动、新场景扩育行动、新业

态引育行动，深入推进集群化发展，分

散布局水磨茶、水磨竹、水磨果、水磨

药、水磨鱼特色产业，以及金丝皇菊、岷

江百合、吊瓜、赤松茸、猕猴桃等农产品

新品种30余个，做靓“翡翠小猕”“秘境

仙果”等品牌10余种，形成“润街+中羌

医特色养医+精品民宿”的康养链。

景区化推进建设。以AAA景区

标准构建美丽乡村，把散落的乡村景

点串点成线、连线成面，推动城区、山

区、园区、景区“四区联动”，培育形成

以“户外拓展”为主题的马家营旅游增

长极、以“茶道体验”为主题的盘龙溪

旅游增长极、以“康养度假”为主题的

凤凰村旅游区增长极、以“山水花境”

为主题的仁吉喜目谷生态旅游增长

极，成功创建国家AAA景区4个，上

半年辐射带动全镇旅游人次累计达10

万人次，带动增收2000万元以上。

立足新起点，谋好发展路

立足新乡村，行好五美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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