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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大型采访活动特别报道

体验自然风光领略非遗魅力

青蕉拍客感受惬意“甜城生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黄晓庆 见习记者 贾娇

品甜城味，游新内江。

青青草原中，以三国为历史背景的马
术特技表演轮番登场，引来看客阵阵尖
叫；老街戏台上，川剧演员不断变换着
脸谱，口喷熊熊烈火，令观众拍案叫绝。

这是 5 月 31 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百城行”大型采访活动走进内江后，青
蕉拍客采风活动中的两组精彩“镜头”。
当天，近百名川渝两地媒体记者、青蕉拍
客来到内江市川南大草原、东兴老街，通
过实地走访，充分领略“甜城”风光。

草原圈粉
随处可感受“风吹草低见牛羊”

作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百城行”
活动的“标配”，青蕉拍客采风活动一直
备受欢迎。活动中，封面新闻联动拍
客、志愿者、县级融媒体中心等，记录和
拍摄沿途风光、讲述沿线故事、挖掘文
化内涵。

无论是安岳的“石粉柚柠气”，还是
达州的灯影牛肉，亦或是遂宁的诗意慢
生活，通过拍客们的精彩短视频，让它
们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

5 月 31 日，这束聚光灯照耀在了
“甜城”，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百城行”大
型采访活动走进内江。

当天上午 10 时许，川渝两地媒体
记者、青蕉拍客采风行队伍打卡川南大
草原，体验座舱式双人轮式动力伞、观
马术表演、赏苏州园林会馆，感受安逸
自在的“甜蜜生活”。作为本次采风活
动的重头戏，座舱式双人轮式动力伞一
出场就点燃了大家的热情。据工作人
员介绍，该动力伞安全性极高、容易操
作、起降场地要求非常低，是一种成熟
的飞行器。翱翔蓝天，俯瞰草原……在
体验了“飞行”后，青蕉拍客林静直呼，
视野蔓延，远方是一望无际的川南大平
原，还想“再飞一盘”。

畅游川南大草原，随处可感受到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情，让人着迷。
往草原深处走，恰逢表演时间，几位马
术师先后登场，表演了一个个高难度动
作，赢得了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众人点赞内江乡村旅游

欣赏完马术表演，采风队伍来到了
位于川南大平原中的苏州园林会馆，这
座以江南水乡文化为底蕴的会馆引得
众人竞相拍照。据介绍，该馆运用独特
的造园手法，在有限的空间里，形成充
满诗情画意的文人写意山水园林，让人
有“不出城廓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
而得林泉之趣”的感受。

第一次来到内江，重庆永川融媒体
中心记者付丽对“甜城”好评不断。在
她看来，内江人会“耍”，乡村旅游打造
得很好，特别是这个“无中生有”的川南
大草原让人惊喜，既有草原的粗犷，也
有园林的舒适，很值得一看。

占地2500亩的川南大草原，以“展
书画之乡之大地艺术，秀草原风光之生
态谷地”为主题，建设有草原湿地、草原
花海、草原休闲、草原露营、草原运动等

多层次的山水空间。在这里，既可以观
光度假、餐饮住宿，还可以文化体验、会
议培训，还有研学实践教育、养生养老兼
具一体。自开园以来，这个多元化、高品
质乡村田园生态旅游综合体已接待游客
300万人次，引领成渝地区旅游新风尚。

老街迷人
川剧表演令人震撼

过去，内江东渡码头上，每天有几
百上千条运糖船停靠，来往客商络绎不

绝。如今，这样的繁华景象已随着历史
变迁而消退，只剩下岸边那条东兴老
街，以其独有的方式诉说着那段骄人的
过往。

东兴老街以仿清代古建筑为主，
保留了茶肆、川酒馆、川剧戏台等传统
商业形态，形成了山水相依、街桥相连
的城市画卷，街中的各种铜像雕塑惟
妙惟肖，栩栩如生，向人们展示着时
代的记忆。

5 月 31 日下午，川渝两地媒体记
者、青蕉拍客沿着石梯而上，迈入刻

有“東興”二字的石牌坊后，耳旁传来
了锣鼓乐响。原来，老街正在开展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我为群
众办实事”川剧惠民演出。演员们身
着戏服，先后表演了《穆桂英打雁》

《王婆找鸡》等多个经典曲目。尤其
是川剧变脸和吐火，赢得了台下阵阵
掌声。

第一次现场观看川剧变脸和吐火，
青蕉拍客黄一感到十分震撼。她说：“这
种传统艺术在老街呈现，比在屏幕上看
更加真实，更有生活气息。”演出结束后，
她特意到后台为节目中穆桂英的扮演
者拍了特写和视频，准备制作一条拍客
视频上传到封面新闻APP，让更多人领
略东兴老街的魅力。

老街被赋予新内涵

戏台下方的非遗展示区域，内江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兴泥塑的传承人
肖传敏拿起陶泥，比对着川剧脸谱图像
捏了起来。她一边抹土一边塑形，很
快，一个轮廓分明的半身人偶就做好
了，令围观看客啧啧称奇。

同样吸引大家眼光的还有蜀南传
统手工榫卯技艺作品，在传承人张建看
来，榫卯手工艺品是带有温度的作品，
比机器系统化生产更为精巧和复杂。
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项非遗，张建在东兴
老街设立了一个展厅，被授予内江市民
协榫卯艺术研究基地，与内江师范学院
建立了校企合作关系，常设亲子培训和
成人体验班，让传统技艺照进现实。拍
客林美琪一边端详着案几上的榫卯制
品，一边感叹道：“手工做出来的确是独
一无二。”

另一边的“甜城味”展示区域，周萝
卜、赵老师麻饼、威远无花果系列产品，
让青蕉拍客为内江美食连连打CALL。

上游新闻记者陈军是内江人，此次
故地重游，他颇为感慨，“经过改造后，
老街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还可以进
一步挖掘。”他认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百城行”活动走进内江就是一个良好
的契机，整合媒体资源，擦亮文化旅游
名片，能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来“甜
城”打卡。

精彩的马术表演。雷远东 摄

青蕉拍客被非遗作品吸引。黄晓庆 摄

拍客体验座舱式双人轮式动力伞。雷远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