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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茶业加工厂

川军血战到底演出现场

从“原点”出发

2023年元旦假期，大观原点内迎来
了新年第一个节假日旅游高峰。即便在
夜里，这里的人气依旧不减，其中要数沉
浸式探秘游戏“环舟奇迹”最为火爆。

“我们戴着AR眼镜进入，可以领取

角色成为‘元气师’，捕捉‘小精灵’，这

十分有趣。”来自巴南区的游客李晶晶
说。“这款游戏是利用声光电和VR、AR
等互动科学技术，以传统历法、二十四
节气、南川特色药材植物为基本元素打

造的。”大观原点项目运营公司重庆乡

颂大观商业管理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打造大观原点就是想突出南川的原乡
文化和农耕文化，致力打造乡村全面振

兴的南川示范。
自2022年5月大观原点正式运营以

来，这个目标正一步步实现。2022年 11
月，大观原点入选第四届“中国服务”·旅

游产品创意案例。
如何在短时间内取得好成绩，她的

引力何在？

在这里，你能看到“圆环”落日、鸟语
花香的乡村美景；能体验采“蓝莓”东篱

下、悠然见“金佛山”的田园美趣；更能品
尝乡野美食、踏兴而归……而这些都依托

于区委、区政府打造大观原点的理念——
景村一体、农文旅融合，让“心之归处是原

乡，品味原乡在大观”成为现实。

谋定后动，规划先行。大观原点由中
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项目占地面积约

200亩、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以游客中
心、特色商业酒店、自然剧场为中心，囊括

了梅花园、川军血战到底、蓝莓基地等各

具特色的体验项目。

“但由于项目比较多，并且‘散’布在

大观境内，游客如何选择成了问题。”大观
原点接待中心主任杨茂芸说，为此乡颂公

司通过功能分类方法，将项目分成了黎香
湖生态大道、金龙村乡村体验、产业旅游

环线和乡村野趣生活之旅4条线路，游客

可自行选择最感兴趣的项目进行体验。

此外，为将原乡特色充分突出，在招
商和产品选择上，抓住了当地成长起来

的商业，选择的都是具有特色的商家。
“稻田泥鳅王”就是其中之一。原本

店铺处在较为偏僻的木凉镇汉场坝村，

但地理位置挡不住“吃货”的步伐，慕名
而去的人不在少数。在接到大观原点抛
来的橄榄枝时，老板卢朝建欣然同意，将
门店搬到大观原点，此后生意更上一层
楼。他说：“做泥鳅菜我们是专业的，但

还得感谢政府给我们更宽广的平台。”正

如他所言，大观原点不仅是一个综合旅
游体，还是让更多人了解大观、了解南川

的窗口和平台。

走好产业旅游环线

走进大观原点接待中心的二楼，咖
啡馆、亲子游乐房、乡野学堂，而墙上挂

着壁画、满屋香气的“原乡好物”店令人
流连。

南川好米、金山红茶、金佛山方竹

笋……在这不算大的木质房间内，陈列

着南川各类特色产品。拿起一盒蓝莓，
翻看包装背面的生产地，就在不远处的
铁桥村惠农蓝莓现代产业示范园。

时光之书翻回至 2022年 7月，正值
蓝莓的采摘时节，一排排的蓝莓枝繁叶

茂，紫色的蓝莓果挂满枝头，在阳光下散
发着诱人的芳香。在基地务工的村民忙

得不亦乐乎，他们当中的村民唐凤青是
出了名的勤快人，每天一大早便来此工

作，她说：“现在我不用去外地打工，在家

一样可以赚钱，而且基地还聘请了专家
教我们管护技术嘞。”

小小的蓝莓果铺就了农民群众的致
富路。2022年，区惠农文旅集团在大观

建设 1000亩蓝莓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

采用全基质无土栽培技术，利用智能化

水肥滴灌系统进行精细化管理。此外，

还依托重庆市中医药产业科技园区建设
了蓝莓精深加工厂，同哈尔滨工业大学、

吉林农业大学等高校合作建立了组培育
苗中心、浆果健康食品研究中心，以科技

创新赋能产业振兴。以蓝莓、方竹笋、古

树茶、中药材、南川米为重点，南川“3+2”
特色产业版图方兴未艾。

将智能管理和传统技艺融合的还有

重庆老字号“三不加”晒缸酱油。
该公司坐落于大观食品工业园区。

在重庆三不加食品有限公司的厂房门

口，大红灯笼高高挂，大门左侧是一面壁
雕，展现的是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酱醋传统酿造技艺的来龙去脉，身
着长袍的公司负责人李同华介绍说：“自
己很热爱传统文化，希望能把传统酿造

技艺传承下去。”

与此同时，公司在产品安全上也不
遗余力，建设有研发、质量检测中心，拥

有完善的检验、检测及化验设施设备，实
现了产品质量全项目检测。为响应乡村

振兴战略，公司还开辟了观光体验服务，
聘请了专门的讲解员，让游客感受古法

酿造技艺的魅力。
沿着大观原点的产业旅游环线顺势

而上，地图上的龙川村产业孵化基地、蓝
莓基地、中医药博物馆、大观茶业等串珠

成链，未来在大观镇乡村全面振兴的航

程上，还将有更多的明珠等待闪耀。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
工作要求，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突
出科技支撑、绿色生态、品牌提升，做优

做强都市休闲农业和现代山地特色高效
农业，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大观镇党委书记刘斌说。

走进乡村体验大道

寒冬腊月，大观镇铁桥村田间地头

里小果蔷薇的叶子上，洁白的霜花绽放，
把村庄衬托得更加艳丽。走在错落有致

的白墙黑瓦间，水泥便道四通八达，一股

淡雅清香扑鼻而来，原来是梅花园中的
梅花开了。

梅花被称为花中君子，这与大观打

造传统风格景观景致完美契合。

“以前的很多院子是破屋旧院，现在
变得古香古色。”村民李继寿感慨，他利

用自己的房舍办起了农家乐，每到周末，
都有游客前来。

除开农家乐，民宿也成为大观镇打
开乡村体验游的重要途径。

冬季漫步在云雾缭绕的黎香湖边，

在漫居·黎香渡民宿内品茶好不惬意。

这间民宿坐落在大观镇石桥村，占地200
亩，将农事手工、露营烧烤、耕读文化等
功能集于一体。“开办民宿带来了游客，

更带动了村民致富。”重庆红曼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营销经理魏先曼说，如今能够
发展起如此好的乡村体验游，基础在于
村容村貌的改变。目前，大观镇境内已
兴办各类民宿、农家乐51家。

在这方面，同镇的金龙村有自己的

妙招——党建引领。
“以前是做事无人跟、说话无人听。”

金龙村党支部书记罗春兰感叹，别说把人
居环境、产业经济搞起来，连开会的人都

凑不齐。

在当上村干部之前，罗春兰本是一

名村医。作为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她看
到金龙村环境卫生脏乱差现象突出，下

定决心改变这一状况。
为此，她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先

把村级领导班子团结起来，再把村里党

员组织起来，最后发动村民一起干。第
一条就是整治人居环境。

2018年 4月，村里将垃圾整治和畜
禽粪污、村容村貌等结合起来，进行系统

施策。
但要改掉生活方式谈何容易，部分

村民难以迅速养成习惯。为此，镇村社
建立了三级网格治理体系，同农户签订

“门前三包”责任书，村里还建起了配套

的垃圾转运、分类积分机制，即村民将可

回收垃圾交收运员登记，集满一袋记一

分，每季度累计分数换取肥皂、扫帚等生
活用品。

2022年 12月，清洁评比光荣榜榜上
有名的村民王道纯信心满满地说：“下个

月我继续加油，争取还被评为最清洁

户。”在几年前，他家的清洁卫生却是最

差的那户。“现在党员同志带头干，还有

积分兑换，实际上清洁卫生做得好，受益
最大的是我们自己。”

如今的金龙村，古树婆娑、溪水潺
潺，实现了房前、屋后一个样，屋内、屋外

一个样，平时、节日一个样，先后获得中

国十大最美乡村、全国生态宜居村庄、全

国乡村旅游示范村等称号，乡村全面振
兴的帷幕正在大观大地徐徐拉开。

看乡村振兴蔚为“大观”
——大观镇2022年亮点工作回眸

大观镇

落日映飞鸟，圆环瀚长天。站在大观镇大观原点玻璃光伏连廊向外眺望，一幅绝美的绿水青山画卷映入眼帘。
乘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东风，大观镇作为南川同城化发展的“第一门户”，逐步成为南川乡村振兴的桥头堡。近年来，该镇

按照“景村一体、农文旅融合”的思路，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接续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
力打造人人最向往的地方。

（本版文图由大观镇提供）

大观原点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