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郫县地处川西平原腹心地带，位于成都市西北近

郊，东靠金牛区，西连都江堰市，北与彭州市和新都区

接壤，南与温江区毗邻，是通往世界著名风景名胜区

都江堰、青城山、黄龙和九寨沟的必经之路。全县面

积 437.5 平方公里，辖 15 个镇。县内有藏、回、羌、满等

18 个少数民族。由于“杜宇化鹃”的美丽传说，郫县又

称鹃城，县花为杜鹃花，县鸟为杜鹃鸟。

古蜀之源、川菜之魂、蜀绣之乡、生态之城——郫

县，是一座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交相辉映的城市，处

处流淌着独具特色的人文脉息。据 1996—1999 年对

古城遗址的发掘研究，早在 4500 年前，古蜀文化便有

很高的文明程度，成都平原已是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

中心。距今 3000 年前，望帝杜宇和丛帝鳖灵就在此建

立国都，以郫为都邑。在《蜀王本纪》、《元和郡县志》、

《华阳国志》、清乾隆《郫县志》中有诸多相关记载，至

今在郫县县城北郊仍存古杜鹃城残垣。

郫县建县历史悠久。公元前 314 年，秦灭蜀后，在

巴蜀地区同时实行分封制与郡县制。此后，即以郫邑

作为蜀郡的属县，称郫县，此为郫县建置之始。清《一

统志》和嘉庆《四川通志》有：“杜宇名蒲卑，都于此，因

以名邑。秦灭蜀国而县名不改。”秦蜀郡太守李冰修

都江堰水利工程，郫县居灌溉之首，土质肥沃，物产丰

富，且钟灵毓秀，人杰地灵，郫县历来被誉为“ 银郫

县”。至今，郫县建县已有 2300 余年历史。

郫县为古蜀文明的发祥地。较早的农耕经济开

发和政治、文化的发达，使这块土地钟灵毓秀、人才辈

出，孕育出了西汉哲学家、思想家严君平，政治家、文

学家、哲学家扬雄，大司空何武，宋代著名诗人张俞，

抗日英雄解固基，中科院学部委员萧伦，文学教授、语

言学家殷孟伦，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世界著名男中

音歌唱家廖昌永等。客籍郫县的一些文化伟人如杜

甫、陆游、范成大、张大千、叶圣陶等，也曾在郫县留下

深深的足迹，杜甫的《杜鹃行》、《野人送朱樱》等歌咏

郫人的优美诗歌至今仍脍炙人口。“我正在寻找我自

己的根——我的感受和心绪的根源——而这一切，无

疑都在中国”，“那是在成都以西的郫县，是个出名的

地方。”这是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在系列著作《伤

残的树》中对祖国、对故乡郫县真挚感情的深情流露。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视察郫县。改革开放以来，

新一代领导人胡锦涛、乔石、李鹏、吴邦国等也先后到

郫县调研，指导工作，关注民生，令郫县人难以忘怀。

郫县的民间工艺极具历史性和艺术性。被称为

“川菜之魂”的郫县豆瓣享誉全球，其“郫县豆瓣传统

手工制作技艺”进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传统刺绣被列为蜀绣之一，挑花别具风格；“三

编”(竹编、棕编、草编)制品巧夺天工，精美秀丽，工艺

堪称一绝；纸扎和烟花独具地方特色；传统的糖画和

风筝艺术历经千年风雨仍“活”在民间，焕发出艺术

的青春。

郫县向以物产丰饶著称，是川西的粮仓，全国粮、

油、肉生产基地。据《元和郡县志》等记载，在唐代，郫

筒酒和丝绸制品已成为贡品，成为皇帝奖赏功臣的主

要礼品。至今，浓郁馥香的郫筒酒、不可或缺的川菜

之魂郫县豆瓣、堪称蜀绣始祖的郫县女红，仍然是郫

县工艺三绝。满仓满罐的粮油，四季常青、四季常新

的各色各类蔬菜，更能细细地品尝出川西民间风味。

近年来，郫县经济社会始终保持又好又快发展的

良好势头。以成都现代工业港为载体的工业集中发

展园区崛起壮大，机械电子电器制造和调味食品饮料

等支柱产业领军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生机勃勃，统筹

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成效斐然；以“中国农家乐

旅游发源地”农科村为龙头的农家旅游提档升级；成

灌快铁贯通郫县，绕城高速、成灌高速、国道 317 线、沙

西线、温彭快速通道等高等级公路四通八达，在全省

率先实现村村通公交；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投入加

大，实现城乡协调、均衡发展；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

善，城乡一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县域综

合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使郫县连年位居全省县域综合经济实力“十强县”前

列，进入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 50 强，先后被评

为中国西部县城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全国科

技进步先进县、全国文明县城、全国绿化模范县、全国

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中国农家乐旅游发源地、省级

双拥先进县等。

郫县，这座具有悠久灿烂文化历史的古蜀国都

城，几千年来，望丛二帝的子孙在这片神奇而美丽的

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这里拥有优质的水资源、适宜

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富饶的物产、淳朴的民风和亘古

未变的“望丛精神”，是真正的天府之国、人间天堂。

如今，郫县正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不移地实施

总体战略，抓住扩大内需、灾后重建、试验区建设和快

铁建设的机遇，立足“全域成都”的科学规划，不断深

化完善“六个一体化”，统筹推进“三个集中”、促进“三

化”联动发展，以“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重

民生、促和谐”为主线，着力打造“一城（成都西部新

城）、两带（沙西线、IT 大道城乡统筹综合示范带）、三

基 地（新 型 工 业 基 地 、文 化 休 闲 基 地 、川 菜 产 业 基

地）”，加快城乡全面现代化建设进程，加快构建新型

城乡形态，努力建设城乡形态优美、产业支撑有力、功

能配套完善、体制机制顺畅，充满活力的城乡统筹综

合示范区。 （簪 念）

水润蜀都水润蜀都 生态郫县生态郫县

杜鹃行
——杜 甫

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乌。

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鸟至今与哺雏。

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

业工窜伏深树里，四月五月偏号呼。

其声哀痛口流血，所诉何事常区区。

尔岂摧残始发愤，羞带羽翮伤形愚。

苍天变化谁料得，万事反覆何所无。

万事反覆何所无，岂忆当殿群臣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