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强调

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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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在仰韶文
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
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
向全国考古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

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

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
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
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
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
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
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
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
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
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

生100周年纪念大会17日在河南省三门
峡市开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
局、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1921年
10月，河南省渑池县仰韶遗址发掘，揭开
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寻找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大型活动特别报道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据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顺利进驻空间
站天和核心舱后，北京时间2021年10月

17 日 9 时 50 分，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
成功开启货物舱舱门，并顺利进入天舟三
号货运飞船；接下来，航天员乘组还将开

启天舟二号货运飞船货物舱舱门。后续，
航天员乘组将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
关工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巍巍巴山雄奇，源源蜀水朗润。成
渝地广，巴蜀情深。成都和重庆水乳交
融，就像火锅煮一锅，双城高度黏合。

“熊猫可爱”是重庆游客对四川旅游的
一大印象，“魔幻好玩”是四川游客对重
庆的突出感受。数据显示，“比邻而居”
的重庆人和四川人乐于“串门”，两地互
为最大的游客客源地。

唱好“双城记”，文旅要先行。9月
29日，在2021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
大会上，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强调，要
围绕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推动文化
旅游高质量发展。其中，要继续加大川
渝两地战略协同、政策衔接、规划对接，
努力把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成为具
有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的世界重要
文化旅游目的地。

注入新的“活水”，深挖文旅“富
矿”。10月18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寻找
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大型活动正式
启动，开启2021年最具代表性的文旅
新地标“海选”，一起走近川渝文旅新秀
的“诗与远方”。

聚焦“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
寻找五大类文旅新地标

“寻找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大型
活动将聚焦“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
和协同打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主题，梳
理文旅新地标、文旅领军人物、文旅产
业地标、城市更新地标、潮流新地标等
同源共生的文旅资源，推进成渝文旅振
兴、融合发展。

评选分推荐、初选、投票等环节，最
终进入专家评审。专家评审将从文化
内涵、旅游标识、艺术审美、创新创造、
社会影响五个维度进行综合考量，对入
围的新地标进行综合评分。其中，专家
评分占最终得分 70%，公众投票占
30% 。 两 项 分 数 相 加 ，最 终 评 选 出
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以及2021成渝
十大文旅领军人物、2021 成渝十大产
业地标、2021成渝城市更新十大地标、
2021 成渝潮流新地标 TOP50 等四大
子榜单。

即日起，个人、单位可在封面新闻
APP“寻找 2021 成渝文旅新地标”专

题、微博和微信相关报道下，推荐自己
心目中的“新地标”，活动展示和投票通
道也将于本周内上线。

连续3年摆“成渝文旅龙门阵”
每年引爆千万级关注

文化赋予旅游别样意义，文旅新地
标赋予城市新的内涵和魅力。2018
年，四川旅游收入首次突破万亿级大
关，成为“万亿”产业俱乐部的新成员，
文旅发展站上新起点。从 2018 年开
始，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连续举办“寻
找天府十大文化地标”“四川十大文旅
新地标”大型系列活动，引爆千万级的
关注度。

自古以来，川渝历史同脉、文化同
源、地理同域、经济同体、人缘相亲。
2020年，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响应时
代主题，乘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东风，升级推出“点亮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 寻找成渝文旅新地标”大型策划
活动，成功举办“成渝十大文旅新地
标”探访评选活动，评选出的各大奖项
中，既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峨眉山、解放
碑、洪崖洞、三苏祠，也有新生代的打卡
地成都IFS、重庆来福士；既有成都武侯
祠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也有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建川博物馆
聚落等知名文博展馆。封面新闻、华西
都市报以实际行动助力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建设，得到川渝文旅行业、各地网
友点赞。

凉山文旅自荐“爆款”地标
会理、泸沽湖都很美

“凉山州是四川少数民族聚集地，
有着独特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很有实力
贡献‘爆款’地标。”凉山州文化广播电
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崔宏岳认为，四川的
文旅发展具有独特性、产品性、市场性、

可操作性，文旅融合已成气候。他推荐
了新晋网红地标会理古城和“高原明
珠”泸沽湖。

“在这座千年古城里，只会找到更
慢的节奏和好心情。”崔宏岳介绍，会理
古城始建于元代，从明洪武三十一年

（1398 年）开始修建内外城郭，至今仍
保留着旧时的布局与风貌，是南方丝绸
之路上保存最完整的古城。而龙肘山
雄奇秀美的万亩天然杜鹃花海，则是会
理这块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康养宝地的
彩衣霓裳。

风景旖旎的泸沽湖是高原水生动植
物的宝库，珍禽异鸟的天然乐园。湖畔
世居着古老而神秘的摩梭人，沿袭千年
的母系大家庭、阿夏走婚、达巴宗教等，
是人类保存最为完好的文化遗产之一。
崔宏岳认为，这些与都市有着大反差的
风情，将是吸引成渝游客的“得分项”。

专家观点

川渝文旅
打出“激活内需第一枪”

意义非凡
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

授、四川省城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德
忠认为，旅游产业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
生活需要的现代服务业，是永恒的朝阳
产业，是典型的富民产业。在构建、畅
通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格局
战略中，旅游业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
川渝地区是特色旅游资源最为富集的区
域之一，在后疫情时代，通过旅游业打响

“激活内需第一枪”，意义非凡。
王德忠希望成渝地区相关部门联

手规划、设计主题化黄金旅游线路、精
品旅游线路、特色化旅游线路，供旅游
者选择，满足不同细分市场的消费者个
性化需求。比如：自然山水游、主题文
化游、古村落探秘游等主题线路。

同时，川渝地区的大山深处，有太
多古村落建筑瑰宝，它们有的还锁在深
山无人识，其雕梁画栋的古建筑风格，
以及先辈可圈可点的创业故事，具有极
强的学习功能，是研学深度游的好去
处。王德忠建议川渝政府收集整理古
村落资料，串点成线，设计出精品线路，
提供给世界各地的游客。

五大榜单聚焦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

“寻找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大型活动启动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
顺利进入天舟三号

▲
会理古城。

周能发供图

◀
泸沽湖美景。

曹正林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