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
码
进
入
投
票
通
道

还在担心来成渝不知道该去哪儿
打卡？还在抱怨去拍照的景区都千篇
一律？那快来参与“寻找2021成渝文
旅新地标”投票活动，这里有无数的地
标等你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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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2021成渝文旅
新地标”评选投票通道正式上线，邀请
广大网友为自己心中最能代表巴蜀文
化的文旅地标投票。

据统计，截至 11 月 10 日 17:00，
活动的总投票数突破了 335 万，达到
3350427票。而对比9日同时段的数
据，在 24 小时之内，投票数就增加了
31万余票。可见票数在稳步增长中，
每一小时都有上万张票从网友的手中
投出。在六大榜单中，子榜单“2021
四川十大美食地标”的投票异常激烈，
票 数 达 到 了 1844081，看 来 离 突 破
200万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而在美食地标的竞争之外，同为子
榜单的“2021成渝十大文旅产业地标”
的表现也格外亮眼，总投票数已突破了
38万。据悉，该榜单的评选标准是：以
文旅为特色，以产业为依托，具备创意
创新，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的园区、基地、

创意场。在投票过程中，就涌现出了许
多文旅地标的“新兴力量”。

譬如，在该榜单上暂居第一的“叙
永罗汉林”，以73075的总票数让无数
网友认识了其在当下所焕发的全新面
貌。罗汉林位于川滇交界的泸州市叙
永县分水镇，主峰海拔为1902米，是泸
州最高峰。当下，其项目重点打造滑雪
场、生态农业观光产业园、文旅产业园、
国际度假产业园、医疗教育产业园、康
养和运动等六大产业园，将成为川渝避
暑度假新高地。

在该榜单上以43521票暂居第二
的“洛带古镇”，是不少川渝人熟悉的
老面孔。从榜单可以看到，如今的洛
带古镇，已经不是昔日游客眼中的形
象了。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可以逛古
镇、品美食、看会馆、观土楼、登金龙长
城、游花海，这里除了是乡愁凝聚的文
化古镇热游地，更是亲山亲水、生态健
身的心灵驿站，也是艺术、文博精彩纷
呈的文旅博览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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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封面新闻APP
4种方式参与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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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活动的开展，参与
人数越来越多，投票通道也随之进行
了优化，只要进入封面新闻APP，就有
4种方式参与投票，再也不怕找不到
投票入口。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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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在封面新闻APP首页的“新地标
投票”悬浮球，可直接进入投票界面；
点击一篇成渝文旅新地标专题下的
文章，看到相关图片即可点击跳转至
投票页面；参与人员还可以通过搜索
栏搜索“成渝文旅新地标”，点击“专
题”分类直接进入投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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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将进入专家
评审环节。其中，专家评分占最终评
分的70%，另外30%则来自公众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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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总投票数突破335万

文旅产业地标涌现诸多“新兴力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越欣李庆
图据老峨山景区

你知道峨眉山的“姐妹山”是哪座
山吗？它就是位于眉山丹棱县的老峨
山。民间传说，先有此山，后有峨眉
山，故名老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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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活动正在
如火如荼地进行，众多网友都在为心
目中的2021年最具代表性的文旅新
地标投票、打Call。

“日出云海、佛光金顶、湖泊茶园
……风光绝色，老峨山都有，可以说丝
毫不逊色于峨眉山。”11月10日，老
峨山景区副总经理陈静平推荐道：“成
渝文旅新地标，老峨山值得投一票。
欢迎大家来老峨山观光旅游、康养度
假，体验这里独有的禅茶文化。”

成都南来第一峰
不仅风光秀丽更是佛教名山

老峨山位于丹棱县张场镇峨山村，
主峰海拔1142米，距成都大约两小时
车程。老峨山除了有“峨眉山姐妹山”
的称誉，还是“成都南来第一峰”。

作为峨眉山的姐妹，老峨山不仅山
形酷似峨眉山，山中许多名胜古迹也与
峨眉山同名，如金顶、摄身崖、万年寺、
九老洞、纯阳殿等。老峨山山中常年云
雾缭绕，云海与天相连，蔚为壮观。

老峨山不仅风光秀丽，更是一座
佛教名山。据《丹棱县志》记载，佛教
入蜀，兴于老峨山，再传二峨山（现在
的峨眉山）。老峨山佛教盛行，香火旺
盛。在唐、宋鼎盛时期，有48庙36庵，

僧侣千人。每年历座名山赶庙会（六
月初六），老峨山是第一站。如今，“六
月六”朝山会历经 1600 多年而不衰，
每年吸引朝山祈福者多达数十万人，
已成为丹棱、名山、蒲江区域的文化旅
游盛会和非遗文化名片。

生态环境优越
孕育出独特的禅茶文化

“实际上，老峨山生态环境优越，
具有‘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特
点。”陈静平说，老峨山空气中负氧离
子浓度高，是成都周边少有的“天然氧

吧”，近年来更获得了“成南清凉地、丹
棱老峨山”的美誉。

而老峨山的好山好水，也孕育了
独特的禅茶文化。据悉，著名的马祖
道一禅师、可正无碍禅师和禅慧大师
曾在此参禅，诗僧可朋在此精研禅茶
文化，创出了老峨山派禅茶技艺，如今
已名扬天下。

为了更好地满足老峨山发展需
要，丹棱县投资近亿元对老峨山进行
提升改造。历时一年多的提质升级
后，老峨山于今年7月15日重新与大
家见面。

升级打造后的老峨山景区以原生
山水为基，充分发挥山、水、禅、茶等旅
游度假资源组合优势，以“山水”为魂，
以“老峨山禅茶文化”为主题形态，以

“休闲+康养”为核心卖点，以“教育研
学、户外拓展”为市场支撑，成为多功
能、复合型的旅游综合体。

如今，焕然一新的老峨山正在争
创国家4A级旅游景区，打造川西南生
态文化旅游新名片。

长江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罗兹柏：

成渝文旅新地标评选
助力川渝

“中部塌陷”地区快速发展
11月9日，中国旅游研究院长江旅

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重庆市政府旅游
发展高级顾问罗兹柏教授接受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寻找
2021 成渝文旅新地标”活动非常有意
义，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把重庆、四川
两地的文旅资源整合起来，让川渝两
地、全国人民都能了解巴蜀大地丰富的
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历史资源和旅游
资源，“希望通过评选活动，更可以带动
川渝‘中部塌陷’地区（成渝两大都市群
中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快速发展。”

有利于盘活文旅资源

“‘寻找 2021 成渝文旅新地标’评
选是积极响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国家战略、推动成渝地区文旅发展的
具体表现，让‘共同推动两地文化和旅
游融合发展’的目标更有实体支点。”罗
兹柏认为，整个评选活动既有主榜单
——“2021成渝十大文旅新地标”作为
总体主导，又有子榜单中具体文旅发展
的类别，评选种类较为全面，可以更好
地支撑和引导两地文旅产业的发展。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作为川渝
主流媒体来举办评选活动，体现出媒体
公信力。”罗兹柏表示，媒体独有的敏感
性能够更好地抓住节点优势，有利于将
文旅资源盘活。

另一方面，封面新闻本身具有的智
媒体优势、主流媒体算法，又能把评选
活动有效地传播到普通大众面前，“这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将文旅地标推到了
大众跟前，起到了宣传推广作用。”罗兹
柏说。

提供文旅发展新路径

“既然是文旅地标评选，活动最后
的落脚点还是在于如何拉动川渝两地
发展上。”罗兹柏表示，希望通过评选活
动，可以积极地带动“中部塌陷”地区发
展，给这些地区带来新的文旅产业发展
信息，以及实际产业落地等。

其实，早在今年 4 月，为积极响应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封面新闻、
华西都市报在四川安岳举行了“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百城行”活动的启动仪式，
罗兹柏教授也应邀出席，他在会上就抛
出了上述观点。

罗兹柏表示，放大到本次成渝文旅
新地标评选，就能从更大范围、更高维
度来审视文旅产业发展，依靠文旅提升
成渝中部地区的知名度、美誉度，最终
达到文旅兴业、文旅富民的目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喻言

罗兹柏

具有“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特点

老峨山：峨眉山的“姐妹山”

老峨山环境清幽。

茶艺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