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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新设城市更新十大地标榜单

成都东郊老仓库 年轻的梦想在这里起飞

“寻找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大型活动特别报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彦霏谢燃岸

10月18日，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主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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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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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评选榜单中，
新设的城市更新十大地标榜单引人关注。

为“城市更新”单独设置榜单意味
着什么？城市更新又是如何让一座老
仓库焕发生机的？10月19日，记者走
进位于成都市成华区的萌想星球107
文创园，在这里听到一个在城市更新
中传承时代精神、再造芳华的故事。

更新
老仓库化身文创园

成都“东郊”，一座红砖老仓库能干
什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存储着纺
织品、五金和建材，是当时成都最大的
仓储库房之一。彼时，成都工业建设方
兴未艾，东郊作为成都工业的聚集地，
一批年轻人在这里挥洒汗水，不仅奠定
了成都现代工业的基础，还使之成为中
国工业的大后方和全国三大电子工业
基地之一。

40多年过去，成都拔节生长，成为
国家中心城市、魅力宜居公园城市、国
际门户枢纽，在城市更新的大潮中，这
里的老仓库随成都一同成长，成为新一
批年轻人梦想起飞的地方。

体育综合服务公司、创意直播平台、
仓库式沉浸剧场、超跑俱乐部……外表
规整一致的仓库中，没有了货物，一个个
年轻人在这里挥洒汗水追逐梦想；曾经
的工业仓库化身为萌想星球 107 文创

园，为年轻的面孔提供肆意生长的土壤。
这一切，得益于城市更新。城市更

新需要我们对不适应现代化城市社会
生活的地区作必要的、有计划的改建。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转变城市
发展方式，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实
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优
化和品质提升。

成都萌想星球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总经理谢祥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城市
更新中，成都市提出坚持“少拆多改”，
不搞“大拆大建”，最大限度保留文化记
忆和城市肌理，更好实现生产生活生态
共融共生，降低城市有机更新综合成
本，107仓库就是一个现实样本，“围绕

园区定位，我们对整个区域进行了策划
和设计，全部保留了这里的建筑，并在
建筑外观上突出了工业元素。同时增
加了具有服务功能的板块，包括餐饮、
停车等，也增加了园区的绿化。”

重生
引入产业+商业双轨业态

古旧的红砖墙依旧挺立，新生玻璃
立面房已然相伴在旁，在4栋红砖房库
房和 1 栋钢混楼间，萌萌的吉祥物、雅
致的茶社和路边的咖啡店，无不彰显着
现代生活的气息。

萌想星球107文创园，作为成都市
历史保护建筑，也同样是人们休闲娱乐
打卡的场所，在“新的更新，旧的更旧”
的理念下，历史、当下和未来在这里交
汇、融合、相辅相成。

“以前我们来这里调研的时候，仓
库都是闲置的，周围也是杂草，找个厕
所要跑很远。”谢祥德说，“不过我们观
察到，周围的居民小区都已经兴建起
来，这一大块荒地对周围居民的生活而
言很不方便。”

就这样，“开放园区”从一开始就成

为萌想星球 107 文创园开发的重要理
念。“分享配套设施改造的成果、引入产
业+商业的双轨业态，和当地社区举办
形式多样的活动，我们想用这些方式反
哺当地居民。”谢祥德说。

萌想星球107文创园实现了他们的
承诺，一批文创产业和新商业消费项目
的入驻，不仅为周围居民提供了多样化
的餐饮文娱选择，还为当地居民提供了
就业机会；以社区、社群、家庭为运营核
心的思路，将园区、商家、社区和居民更
好地链接起来；通过打造“城市的记忆，
附近的远方”，以文旅赋能文创，以文创
弘扬文明，107文创园实现了城市更新
与城市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与生长。

厚重的文化底蕴、独特的运营方式
和年轻化的氛围，让这片老仓库重焕生
机，正如当年投身成都工业建设的年轻
人们一样，成都新一代年轻人，选择在
这里启航他们的梦想。

生长
30余家文创类企业入驻

萌想星球107文创园于2020年底
对外开放后，已陆续入驻哆哆喵选共享
直播基地、吾同体育、环球魔力、方糖设
计、泰一文化、布后花园等重点文创类
企业 30 余家，其中总部或旗舰店企业
占50%以上，空间入驻率超90%。

耗资千万、筹备近 3 年、总面积达
3000 平方米，环球魔力沉浸式剧场作
为中国首个沉浸式实景文娱IP生产基
地、西南首个仓库式沉浸式剧场，选择
把国内首店开在107文创园，也是看中
了这里独特的业态和氛围。剧场创始
人李咏说：“城市更新，就我个人理解，
分为可观可感的建筑和空间形态，而另
一种就是消费业态的更新，这两者其实
是适配同步进行的。我们看到市场上
越来越多沉浸式消费产品的出现，就可
以看出城市人的消费需求的更新，带来
城市空间形态更新。可以想象，未来这
里会有越来越多的形态出现。”

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陈智林：

四川省川剧院是最有标志性的文旅地标

苍溪县唤马镇：回炉再淬炼，跑出纪律作风整顿加速度
苍溪县唤马镇自加压力、敢于亮短，积极开展纪律作风整顿

“回头看”、“回头改”，助力纪律作风整顿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该镇开展为期一周的干部下访活动，再次集中收集班子、干

部纪律作风整顿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群众帮助查、领导下
访找、党委集体审，新增查摆问题122个，新增整改措施125条。

制订落实问题整改销号核实和党委集体会审机制，对
前期已销号问题进行再次复核，确保了思想认识不到位不
销号、整改不彻底不销号、长效机制不建立不销号，目前已
完成整改销号问题 85 个。镇纪委聚焦问题整改、作风转
变、重点工作推进，持续跟踪问效，敲打追责，保障纪律作风
整顿工作成效。 （李欣岭）

萌想星球107文创园。

环球魔力沉浸式剧场。

四川省川剧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10月18日，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主办的“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
寻找 2021 成渝十大文旅新地标”大型
活动正式启动，这次文旅新地标海选立
即引发成渝两地众多网友关注。在著
名川剧表演艺术家、“二度梅”得主陈智
林眼中，“四川省川剧院是最有标志性
的文旅地标”。

四川省川剧院成立于 1960 年，剧
目丰富、阵容齐整，勇于创新、台风严
谨，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素有盛名，被
评为全国文化先进集体、国家舞台艺术
精品创作演出生产基地、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重要传承单位、全国地方戏创作
演出重点院团。

“去年由省川剧院创排出品的芙蓉
国粹《花重锦官城》，到现在演出了550
场。作为旅游演出文艺作品，它深受外
地游客的欢迎。”陈智林介绍，《花重锦
官城》展现了四川文旅的幻、奇、宏、美，

并巧妙融合了《射雕》《滚灯》《望娘滩》
《八阵图》《芙蓉花仙》等经典川剧剧目
片段，以及变脸、吐火等川剧绝技，通过
川剧的唱念做打舞，带领观众领略四川
文化的魅力和四川旅游的安逸。

“其实，省川剧院的剧场并没有多
么的豪华，但大家之所以选择来这里打
卡，是因为它代表川剧的最高水平。而
且它的地理位置、地理环境，也具备了
能够成为成都地标的基本属性和标
识。再加上我们这些年推出的所有的

节目，在全国范围内，也应该是找到了
它的知遇空间。”陈智林说，“这个地方
不仅仅是培养了旅游的打卡点，也培养
了润养一方水土一方文化的最重要的
根基点。”

自今年 5 月 1 日起，四川省川剧院
还重启“周末戏聚”，每周六、周日下午
在剧场演出川剧经典剧目。“除了我们
剧院在演出，也有来自全省的其他院
团，包括民营院
团来演出，我们
想把这里打造成

‘川剧戏窝子’，
让戏迷可以在每
个周末看到专业
川剧院团的专业
演出。同时，年
轻的演员也可以
通过‘以演代练’
的方式，磨炼、提
升自己的表演水

平。真正起到培养观众、培养演员、培
养文旅市场的作用。”陈智林说。

陈智林还点赞“寻找成渝文旅新地
标”活动：“非常好！其实评选文旅新地
标的目的，就是让别人更真实的了解、
喜欢成都和重庆。这个活动是大家了
解成渝两地的一种捷径，可以简化大家
为了寻找成渝的美而奔波忙碌的过程，
吸引更多人对成渝地区认同和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