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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8∶09，全国首列消防

主题列车 D2256 次从成都东站驶

出，当天也是春运首日。列车从成

都东开往江苏宜兴，在旅途中化身

移动消防安全宣传点，为旅客带来

一场消防安全科普之旅。

据成都消防站前大队相关负责

人 介 绍 ，消 防 主 题 列 车 D2255/

D2256 次（成都东—江苏宜兴）将

在整个春运期间（1月 14日—2月

22日）运行。

车站客运值班员表示，2025年

春运，成都东站预计发送旅客920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3万人次。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徐松明

文/图

据《成都日报》

1月9日，记者探访乐山市夹江县马

村镇碧山村，这里是夹江书画纸的发源

地之一。沿着新开垦的土坯路蜿蜒而

上，持续传来阵阵电钻声。山林间，工人

忙着清理种植作业面，他们将在这片荒

山里开出 6000多亩的现代林竹产业基

地。

夹江被誉为“中国书画纸之乡”。马

村镇是夹江手工书画纸的主产区，年产

值过亿元，拥有13家造纸企业，造纸作

坊达 120家、占全县手工作坊的 90%以

上。

近年来，马村镇探索出“纸文化+纸

产业+纸旅游”融合发展路径。“产业要做

大面临瓶颈。”马村镇副镇长孙晓秀说，

目前镇里的竹林面积仅千余亩，原材料

跟不上需求。随着现代林竹产业基地项

目落地，一条从造纸到造林的新路径呼

之欲出。

从造纸到种竹
“纸文化需要传承，造纸产业不能停，

全镇早在2021年就开始规划恢复竹林。”

孙晓秀说，以前马村镇满山遍野都是竹

林，后来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减少

等，竹林生长不成气候，甚至弃种成为荒

山。

记者了解到，马村镇的造纸作坊大多

从周边甚至全国购买原材料，运输成本相

对较高，且荒山无法为村民带来经济效

益。为突破困局，去年8月，该镇招商引

资乐山禾生林业有限公司到碧山村投资

8000万元建设林竹产业基地。

经政府部门前期协调，乐山禾生林业

有限公司以每亩每年300元的价格从村

民手中流转土地，自去年 9月起开垦荒

山。“截至目前，基地规划的环山道路已全

线修通。”该公司董事长余云磊介绍，预计

2月初起将每天安排200余名工人清理出

种植面，为首批竹苗播种作准备。

沿土坯路上行到山顶，一眼望去，成

片荒山与茶山交织在一起。据介绍，林

竹产业基地项目一期开垦2000余亩，三

期工程完成后将覆盖整个马村镇，预计

到 2026 年，连片竹林面积将达 6000 亩

以上，成为夹江县面积最大的竹林。项

目投产后，年产竹原料约1.8万吨。

“竹子生长速度比较快，3年见效，可

快速回本。”孙晓秀表示，建设林竹产业基

地既能让荒山变为金山，产生更多经济效

益，还能让夹江书画纸就地取材，进一步

传承和发展纸文化。

为旅游增添更多新元素
随着马村镇的探索，夹江以“纸文

化、纸产业、纸旅游”三纸融合发展思路，

将非遗研学、度假、美术写生等全线打

通，并衍生出“文家乐”民宿等新型文化

元素业态。

“林竹产业基地项目通过集中连片式

的竹林打造，能形成自然景观，具有极好

的观赏价值，为马村镇的旅游增添更多元

素。”孙晓秀表示，更长远的计划是在林竹

产业基地发展林下养殖，结合全镇“文家

乐”民宿、研学基地等旅游业态，吸引更多

游客前来。

与此同时，建在家门口的林竹产业基

地能解决夹江书画纸原料来源问题。余

云磊介绍，出于环保考量，夹江严控审批

浆板企业，目前全县仅一家。浆板是竹纸

生产的重要原料，以往该企业需要从各地

进行收购，林竹产业基地投产后企业可从

家门口取材，降低运输成本。

“未来主要利用无人机管理林竹产业

基地。”余云磊说，一亩地大约需要6名工

人，长期来看，能解决两三万名劳动力务

工问题。随着基地的建成投产，村民也能

实现就地务工。“公司还计划建设竹子初

加工厂，以提高竹子经济价值。”余云磊估

算，相较于直接出售鲜竹，经过自家初加

工厂加工成竹片后，每吨能增加约两百元

的收益。

“路通了，连荒山都能赚钱了。”碧山

村村民杨淑容高兴地说。她家背靠荒山，

以前出行只能靠狭窄的小道，家里的年轻

人都外出务工，“现在要重新种竹子了，我

打算叫儿女们回家乡来务工。”

据《四川日报》

在荒山上开出6000多亩现代林竹产业基地

马村镇的“三纸”融合发展路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艺茂 乐山观察 冷润雨

南充日报讯（南充市融媒体中心记

者 伍罗文博）日前，家住南充市南部县

升水镇书房坪村的杜女士在自家院坝发

现一只十分漂亮的大鸟。走近观察发

现，这只大鸟不能飞，只会在原地扑腾打

转。为避免其受到伤害，杜女士随即联

系了南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造林绿化

股工作人员。经确认，这是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蓝孔雀，最终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将其送至蓬安县利溪镇花好月圆动物园

精心饲养。

当天下午4点过，正在家中休息的杜

女士突然听到院坝里传来了一阵阵鸟叫

声。她当即出门查看情况，发现发出“哇

哇”叫声的是一只体形硕大的鸟儿。大鸟

扑打着翅膀，想飞但又飞不起来。杜女士

走近一看，发现这只大鸟头具羽冠，颈部、

胸部和腹部呈蓝色，羽毛光彩熠熠，十分

好看。

“有点像动物园里的孔雀，不知道怎

么就跑到我家院坝来了。”杜女士初步判

断这只大鸟是一只孔雀，随即拨打了南

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造林绿化股的电

话，告知了相关情况。

“这只大鸟很有灵性。怕它受伤，我

特地将它转移到了自家的鸡舍中。它一

直很乖，没有抗拒也不啄人。”杜女士说。

接到求助电话后，南部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造林绿化股工作人员立即赶到

杜女士家中。经过初步确认，这是一只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蓝孔雀。

“我们为这只蓝孔雀进行了仔细检

查，排除了生病、受伤等情况。根据观

察，这只蓝孔雀似乎没有野外生存的能

力和经验。”一名工作人员介绍，随后他

们将这只蓝孔雀带回了南部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暂时安置。

第二天上午，工作人员将蓝孔雀送

到了市鸟类救助站。经市鸟类救助站站

长王元刚再次确认，这只鸟确为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蓝孔雀。在对其进行全身检

查后，发现这只蓝孔雀并未受伤。

“这是一只成年雄性蓝孔雀，体重

大约 5公斤。因为刚换毛不久，所以难

以飞行或避险。”王元刚告诉记者，根据

他的经验，这只蓝孔雀应该是人为饲

养，有可能是被人弃养或者意外跑出来

的。

考虑到这只蓝孔雀不具备野外生存

能力，如果将其随意放生，很可能会遭受

伤害。随后，这只孔雀被送至蓬安县利

溪镇花好月圆动物园精心饲养。

“天降”一只蓝孔雀 大家为它找到“家”
南充市鸟类救助站：系人为饲养，可能是被弃养或意外逃出

全国首趟消防主题高铁列车从蓉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