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步在巴蜀大地之上，哪一处风光
触动了你的心弦？哪一隅的景致让你
流连忘返？古往今来，巴山蜀水留下了
数不胜数的文化宝藏，其中，地标作为
地域文化的灵魂驿站，值得人们去探寻
和深挖。

唱好“双城记”，文旅要先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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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寻找2021成渝文
旅新地标”投票通道正式开启，向全网
的网友们发出参与邀请。本次评选设
置1个主榜单“2021成渝十大文旅新地
标”，以及5个子榜单，分别是：“2021成
渝十大文旅领军人物”、“2021成渝十大
文旅产业地标”、“2021成渝城市更新十
大 地 标 ”、“2021 成 渝 潮 流 新 地 标
TOP50”、“2021四川十大美食地标”。

投票通道开通首日，榜单就迎来了
第一轮的“隔空较量”。其中，在全国范
围内知名度都极高的“老牌”文旅地标，
人气居高不下，抢跑榜单。但同时，也
有不少新兴的地标开始蓄力，即将迎来
人气爆发。

领跑榜单
“老牌”文旅地标实力依旧

巍巍巴山雄奇，源源蜀水朗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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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的历

史沉淀和地域文化，让川渝两地诞生了
一批在全国极具知名度和热度的文旅
地标。在投票通道开通首日的榜单排
名中，也能看到这些可以说是文旅行业

“金字招牌”般的地标，依旧人气颇高。
譬如，截至25日18：00，在主榜单

“2021成渝十大文旅新地标”中，排名前二
十的名单中能够看到不少眼熟的名字，杜
甫草堂、峨眉山风景名胜区、九寨沟风景
名胜区、黄龙风景名胜区、青城山-都江堰
旅游景区……这些都是游客们来到巴蜀
大地首选去“打卡”的地标，不仅历史文化
悠久，风景也让人如痴如醉。

而在子榜单之一的“2021成渝十大
文旅产业地标”中，位列前茅的洛带古
镇、安仁古镇，都是成渝两地中颇受游
客喜爱的古镇代表。在子榜单“2021成

渝潮流新地标TOP50”中，外地游客来
成都几乎必拍照的国际金融中心（IFS）
也排名在前十以内。由此可见，这些

“老牌”文旅地标的实力仍不容小觑，影
响力在全国范围内有目共睹。

人气不俗
“新派”文旅地标蓄力满满

当然，在“老牌”地标发力的同时，也
能看到新兴事物不断发展壮大的魅力。
此次新增的子榜单“2021成渝城市更新
十大地标”，就是专注于寻找推动城市空
间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的城市更新项
目。在该榜单中，能够看到不少历经岁
月洗礼的地标，在城市更新中再造芳华，
为城市贡献着自己年轻的力量。

而在投票启动当日，排在该榜单首

位的是犍为县芭沟镇，这个因开往春天
的小火车而被世人知晓的小镇，珍藏着
世界唯一正常运行的客运窄轨蒸汽小
火车。此外，排在榜单前列的成都望平
街，本是“老成都”的代表街道，现在竟
成为了时尚打卡地。

看到这里，你是否按捺不住，想要
挑选出你心中最独具特色的文旅新地
标？现在，用户可在封面新闻APP上对
心仪的文旅地标进行投票，每个ID每日
限投10票。打开封面新闻APP，即可在
首页看到“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专题页
面，进入页面方可投票。需要注意的是：
为保证评选公平公正，禁止任何个人、组
织进行刷票，一经发现查实，将会对ID进
行封号、所投地标票数作废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评选分为推
荐、初选、线上投票、专家评审4个阶
段。线上投票将持续至11月下旬，随后
进入专家评审环节。专家评分占最终
评分的70%，公众投票占30%。两项分
数相加，最终评选出2021年成渝文旅新
地标的主榜单和子榜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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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大型活动特别报道

当老牌地标撞上新晋网红

“寻找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投票火热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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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10月25日，在经过14个月的水生态
综合提升之后，兴隆湖重新开放。水域
面积4500亩，蓄水量670万立方米，增加
公共服务设施……兴隆湖早已凭借自
身优势，晋升为成都的网红打卡地。

从默默无闻到地标性点位，兴隆湖
经历了一场华丽的蜕变。

10月25日，“寻找2021成渝文旅新
地标”记者走进兴隆湖，感受这处城市
湖泊的大气与魅力，揭秘其为何能成为
一座城市的地标。

“生态之肾”与候鸟天堂

2013年11月，兴隆湖开工建设，充
分利用低洼地形，壅水成湖。这里的建
设目标是天府新区的“生态之肾”。

成都对这片区域格外“关爱”。根
据《成都市兴隆湖区域生态保护条例》，
对兴隆湖及周边14.04平方公里区域实
行严格保护，并提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保护。

兴隆湖不负众望，水质从最初蓄水
时的劣V类慢慢变成IV类，再经过本次
治理，水质达到III类。

兴隆湖也成了候鸟的天堂。每年
初冬，湖面上鸟叫声开始密集起来，数
百只候鸟与薄雾齐飞，在湖面上成群盘
旋。据公开报道，就在去年冬天，兴隆
湖迎来了三位稀客——三只野生小天
鹅。在成都已经40年没有野生小天鹅
的观鸟记录后，兴隆湖终于迎来自己的

老朋友。
2020年8月底，天府新区启动兴隆

湖水生态综合提升工程，暂时将其关
闭。如今，它以全新的姿态，再次盛装
归来。

成都“产城湖”的成功样本

兴隆湖不仅是一池水、一片湖，它
的价值远不止于此。

从网红的角度来讲，2020年，天府
新区经过全球征集设计方案，多轮遴
选，目标是为兴隆湖增添两处网红打卡
地——儿童艺术中心、路演中心。

儿童艺术中心位于兴隆湖北岸，在
为儿童提供艺术休闲功能的同时，也为
都市居民提供一处亲近自然的场所。
路演中心位于兴隆湖东岸与鹿溪河交
界处，以兴隆湖山河风光作为背景，打
造集露天音乐会、科技新品发布、时尚
秀场等功能于一体的新经济路演中心。

“智慧”，是兴隆湖的显著特征。这
里的智慧生态系统通过多杆合一技术，
将兴隆湖的湖面、湖底环境可视化、数字
化，便于实时掌握生态环境的变化，动态
管理兴隆湖，防范生态环境恶化，保障兴
隆湖生态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环湖而建的成都科
学城，已让兴隆湖成为成都“产城湖”的
成功样本。

清水型生态系统助其“蜕变”

很难想象，2013年之前，兴隆湖不

过是鹿溪河流域的一处低洼之地，如今
华丽转身，“秘密”是什么？

四川天府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项目中应用清水型生态
系统构建技术，在兴隆湖湖区中建立水
生态系统，以保证湖区水质及提高透明
度的景观效果。

据悉，本次兴隆湖的生态修复不仅
对湖岸地形做了精细化的处理，而且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对整个湖底做了地
形设计和地形的修复。

兴隆湖以林草湿地为基，统筹“生
命共同体”核心要素，充分发挥林、水的
重要生态服务功能，这是兴隆湖生态修
复与景观品质提升的核心。在兴隆湖
平静的水面之下，水泽、草泽、林泽形成
了有机的生态序列。

其中，沉水植物可以在水下形成复
杂的生态空间，从而维持水生动物的良
好生存，加上水鸟等动物的加入，构成
了一个完整的、多维的食物网结构。它
们不仅保证着兴隆湖水的自净功能，也
保证了兴隆湖的生物多样性。

这里采用拟自然的生态搭配手
法，保证四季有景。在整个植物空间
上，最底层为地表覆盖层，选择观赏草
或抗逆性较强的非禾本科草本植物，
能有效生长控制杂草入侵；中间层是
季相主题层，选择不同花期主题的植
物形成动态演替的可持续景观；最高
层为结构层，选择高杆草本植物或灌
木形成空间结构支撑，整个植物组团
空间错落有致。

经过14个月水生态综合提升之后重新开放

水更清草更绿 兴隆湖“换妆”归来

重新开放的兴隆湖。周勇良 摄

湖边增加的休闲设施。

现在的时尚打卡地成都望平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