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大型采访活动特别报道

牌坊故里寻千年文脉 山水之城享安逸生活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百城行”大型采访活动走进内江隆昌

莲峰大剧院。 云峰关。

“川南明珠”古宇湖。

隆昌石牌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黄晓庆 见习记者贾娇

6 月 15日，由封面新闻、华西都
市报策划发起的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百城行”大型采访活动走进内
江隆昌，通过记者探访、专家点评
和主管部门专访，从不同维度解密
这座城市如何将地域特色文化融
入旅游发展，建设“景即是城，城即
是景，景城一体”的“山灵水韵·石
头故事城市”。

“立体史书”石牌坊，“川南明
珠”古宇湖，“梦幻奇峰”云顶寨，“石
化圣地”圣灯山……拥有诸多文旅

“底牌”的隆昌，正全力争创天府旅
游名县，同时联动周边城市文旅资
源，积极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现场探访
汉服爱好者打卡牌坊景区

魅力隆昌吸引20余家主流媒体

隆昌是“中国石牌坊之乡”，置
县史可追溯到唐代。明朝隆庆元年

（公元 1567 年），以隆桥驿为县治，
取名隆昌县，寓意“兴隆昌盛”。
2017 年 4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
撤销隆昌县，设立县级隆昌市。好
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
里挑一。在隆昌，文化内涵不可复
制、无法替代。

6月15日晚，华灯初上，隆昌石
牌坊北关景区内，一座座精美的牌
坊在灯光的映衬下，更显古朴厚
重。牌坊尽头，3 名穿着汉服的女
子，伴随着悠扬的音乐，在青石板上
翩翩起舞。这是石牌坊赋予汉服的
独特魅力，每到节假日，石牌坊景区
都是汉服爱好者钟情的打卡地。

隆昌的美绝不仅限于牌坊。16
日下午，20余家主流媒体记者来到
素有“川南明珠”美誉的古宇湖，拾
级而上，孔子公园里一座青铜铸造
的孔子像十分显眼。站在孔子广场
举目远眺，远处的古宇湖水面宽阔、
波光粼粼。众人纷纷感叹此处风景
别致，文化底蕴深厚，不虚此行。

紧邻古宇湖东岸的莲峰大剧
院，同样十分耀眼。自2018年正式
投入使用以来，莲峰大剧院已上演
了来自国际、国内的优秀剧目 100
余个，演出场次超过200场，每一场
大剧演出都有20%的观众来自成渝
及周边地区。“让艺术走进人民，让
人民走进艺术”正在隆昌悄然实现。

走进隆昌乡镇，“田里稻渔、土
里柑橘、坡体绿化”的景象随处可
见，一幅幅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正
徐徐铺展。普润镇印坝村是隆昌远
近闻名的明星村，2020年被评为四
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当记者来到
这个村时，村民们纷纷讲起了家乡
的变化，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
一个字——“好”。好在基础设施的
完善、柑橘稻虾产业的火红、美丽乡
村前景的广阔。

厚重历史与生态旅游交相辉
映，古老文化与现代商业悄然交融，
隆昌正持续释放着无限魅力。

出谋划策
提炼精神内核打造独特IP

讲好驿道故事让文物“活起来”

今年初，四川博物院宣传营销部主任
张衡曾来到隆昌，就隆昌石牌坊保护和传
承问题，与多位历史文化专家展开研讨。6
月 17 日，时隔数月，张衡依然对当初参观
的牌坊印象深刻。她说，隆昌的牌坊非常
具有地方特色，可以作为文化旅游的一大
亮点。当地不仅有将牌坊作为载体的景点
点位，而且还积极利用高科技、新媒体手
段，以全新的方式去展示传统的文化景点，
吸引更多省外游客。

在张衡看来，无论是石牌坊群脚下的巴
蜀古驿道，还是牌坊、驿道间杂的碑碣、摩崖
石刻、云峰关等遗址遗迹，都是隆昌在巴蜀
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中独一无二的优势。

如何让牌坊文化出圈？张衡从传播学
的角度建议说，当地旅游部门可以邀请专家
提炼牌坊的精神内核，找到1-2个与当下价
值观相结合的点位，比如廉洁、孝道，将点位
深挖、无限放大，包装成一个品牌，让公众有
个IP认识。“牌坊不仅要吸引真正喜欢的专

业人士或爱好者，还要想法设法吸引更
多普通游客。”

著名诗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向以鲜认为，推广隆昌石牌坊要强
调它的特色、规模和其独树一帜的地
方，比如牌坊采用的青石材质就很有地
方特色。在旅游宣传中，还应该植入古
代巴蜀交通的大背景，包括移民文化，
比如禹王宫山门坊就是移民文化和客
家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存。这样会
让隆昌石牌坊更有厚重的历史底蕴，最
终在游客面前的呈现也会更加立体化。

巴蜀古驿道垫定了隆昌在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上不可撼动的地位，如何在
新时代的今天让古驿道再次“繁荣”？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所所长余书
敏说，首先要将留下的文化遗产保护
好，然后要讲好曾经发生在驿道上的故
事，让文物“活起来”，找到情感和文化
上的归宿和认同。此外，凸显隆昌在成
渝两地中间的文化节点功能，在文化遗
产的保护、研究、利用，包括文化产业发
展、文创产品创作上，与成都、重庆协同
发展。

明确思路
扩大文旅“朋友圈”

积极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近几个月来，围绕共建巴蜀文化旅
游走廊的活动在川渝两地屡见不鲜。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大背景
下，隆昌也铆足了一股劲，要在融入巴
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中大干一番。

为此，隆昌提出要以打造“世界石
牌坊之乡”为目标，坚定不移地将隆昌
石牌坊群作为核心吸引物，建设“山灵
水韵·石头故事城市”，将文化创意元素
渗透到“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全
过程，形成以石牌坊为核心、城区为中
心、特色乡镇为基础、景区景点为支撑
的文旅发展新格局。

明确了定位后，隆昌首先内练功
夫，通过包装具有本土特色的“巴蜀文
脉”人文旅游项目、“巴山蜀水”生态康
养游项目、“巴蜀脊梁”红色旅游项目、

“巴蜀风韵”民俗旅游项目、“创意巴
蜀”文旅特色项目、“巴蜀乡愁”乡村旅
游项目，打造出了一条条独具特色的
旅游线路。

其次是外树形象，加强城市间合
作。隆昌与重庆荣昌签订了广播电视
事业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文化旅
游合作协议，同时积极联动荣昌、自贡
等地挖掘开发红色文化、石刻文化、土
陶文化等文旅资源，协同共建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

让人振奋的是，2020 年 9 月，隆昌
从全省59个县区中脱颖而出，入选第二
批天府旅游名县候选县。

从候选县到命名县，一步之遥，隆
昌信心满满。当前，创建工作进入关键
期，隆昌举全市之力、抢有限之时、攻最
后之坚，争创天府旅游名县。作为成渝
腹心的重要节点、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上
的一颗明珠，隆昌在这场“接力赛”中已
蓄好力，正朝着目标奋力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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