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红色第一街”。

红军在列宁主义街留下的标语。

干饭人干饭魂，对川渝两地的百
姓来说，没有什么难事是吃一顿火锅
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吃两顿。
热爱美食的属性几乎刻进了每一个
巴蜀儿女的基因。在火锅的麻辣鲜
香之外，巴蜀美食实际上品类十分繁
多。“找吃的”，几乎是每一个川渝人
下班后、放假后要做的第一件大事。

在今年的成渝文旅新地标榜单
里，首次加入了“2021四川十大美食
地标”子榜单，看看大家都找到了哪
些好吃的？从榜单票数的分布上来
看，美食地标的火爆程度也直接反映
了巴蜀百姓对吃的喜爱。

截至11月15日17时，2021成渝文
旅新地标的六大榜单总票数已突破500

万，而子榜单“2021四川十大美食地标”
就贡献了300万的票数，各地网友轮番
PK，将各地特产美食纷纷送上榜单。

红原牦牛奶粉、郫县豆瓣、红原牦
牛奶、安岳柠檬、雁江蜜柑、自贡冷吃
兔、岳池米粉、中江挂面、大邑麻羊、江
口青鳙暂时位居网友投票前10名。榜
首的红原牦牛奶粉坐拥30万粉丝投
票，而暂居第10位的江口青鳙也有6万
票数，“吃货”的力量不容小觑。

紧随其后的还有彭州九尺板鸭、
盐边西瓜、富顺豆花、攀枝花芒果等。

值得关注的是，在主榜单和其他
各大榜单中，也频繁出现和美食有关
的地标。例如产业地标榜单中的休
闲美食文化园、成都川菜博物馆，潮

流地标中的太阳湾云上餐厅、泸州美
食文化街、李与白包子铺等等。

每每有外地游客说起成都、重庆
旅行，总会抱怨“但凡有点名气的美
食都要排队”。确实，排队几乎成了
衡量川渝美食是否好吃的标准之
一。同时，排队也诞生了特色服务文
化，美甲、小吃、表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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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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投票破500万

美食地标300万票！“吃货”的力量不容小觑

（紧接02版）大家表示，将攻坚克难、
开拓奋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全会公报指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对此，青年党员、
省文化馆文艺辅导培训中心主任刘蘋
深有体会。她表示，将坚守文艺工作者
的使命责任，努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
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用文艺凝聚起新
时代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
人民是阅卷人。”苍溪县三会村第一书
记邵镜儒表示，作为青年党员，更要时

刻保持清醒，永葆“赶考初心”，在胜利
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
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用实际行动践行
初心使命，用责任担当诠释入党誓言，
向党和人民交出新时代“满意答卷”。

担当作为，青年先行。只争朝
夕，不负韶华。

在 西 华 大 学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2021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生
李林锋看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胜
利召开必将指引新时代中国走向更
加美好的未来。“历史在见证，人民在
期待。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沐浴在
党的光辉下成长，应当始终跟随党的

步伐，心系祖国发展，立志为祖国建
设添砖加瓦。”

“伟大的成就来之不易，伟大的
事业终将是奋斗出来的。”全国优秀
共青团员、国机重装二重装备重型机
械工程公司机械设计员杨韵霖深感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要坚定理
想信念，锤炼技能本领，始终保持年
轻向上的心态和不断学习的状态，立
足岗位建功立业，把青春奋斗融入党
和人民的事业，奋力书写属于自己的
青春篇章。”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江芸涵 吴
浩 袁婧任鸿 魏冯 兰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
达川区委宣传部供图

在达州市达川区石桥镇，有一个
始建于清顺治二十六年的古镇，全长
1194米，由新场街、太平街、鲁家坪街
三条主要的古街组成。古镇记录了
中国工农红军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
国所走过的光辉历程，留下了众多珍
贵的红军标语和撼动人心的故事。
古街上的二号牌坊横额正中，红军篆
刻的“列宁主义街”至今仍十分醒
目。这里，引领着新时代潮流，是达
州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国家
旅游局纳入“川陕渝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有“中国红色第一街”的美誉。

一条古街
见证红军走过的光辉历程

1933年前，四川军阀刘存厚的孔、
赖、徐团先后驻扎石桥，对百姓大肆掠
夺，无恶不作，当时流传着“一怕兵，二
怕匪，三怕强盗，四怕税”的乡歌民谣。
饱经风霜、深受痛苦的人民群众，心中
盼着拨开乌云见青天的日子到来。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从通江两
河口入川，在通江建立川陕省苏维埃
政权后，挥师南下，攻占达县（现达川
区）石桥。红军的到来，点燃了劳苦
大众支持革命、投身革命的激情。

石桥列宁街是川陕省苏维埃政
府和红四方面军南下东进的第一站，
同时也是宣达战役的指挥部、营渠战
役的大后方，在解放达州、反“六路围
攻”和万源决战等战斗中，发挥了重
要的“桥头堡”作用。列宁街红军石

刻标语，是红军宣传革命思想、鼓舞
斗志的战斗口号，是秦巴山区川东地
区劳苦大众拥护红军、支持红军、巩
固赤区和军民团结、共同抗敌的历史
见证。

回望历史，硝烟弥漫；红色石桥，
英雄老街。踏上青石板，重走红军路，
触摸红军石刻标语，让人肃然起敬。

一个基地
吸引川渝陕游客前来打卡

红四方面军攻占石桥后，红九
军、红四军、红三十军政治部先后进驻
达县石桥河，他们组织发动群众打土
豪、分田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运动；组建錾字队，在四座牌坊上錾刻

“阶级斗争、平分土地”等38幅革命标
语，“列宁主义街”便是其中之一。

红军在石桥广泛宣传革命思想，
壮大红军队伍，完善南扩东进战略防
御体系。一时间，巴河上下，军民团
结，载歌载舞，革命浪潮风起云涌；铁

山东西，枪林弹雨，硝烟弥漫，宣达之
战、激战火烽山、解放达城、营渠战
役、万源保卫战、反“六路围攻”……
红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

1992年，石桥列宁主义街被评为
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无数党组
织、团组织到基地开展主题教育活
动，接受红军精神的洗礼。2007年以
来，当地又打造了红军文化艺术墙、
红军文化陈列馆、列宁主义广场、列
宁塑像、列宁公园，吸引了来自四川、
重庆、陕西等地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
打卡。在石桥列宁主义街，还拍摄了

《恰同学少年》《空房子》《红色恋情
1933》等多部影视片，极大地发挥了
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重大影响。

泸州美食文旅街
散发浓浓烟火气
泸州，位于长江、沱江交汇处，

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泸州独特的
美食文化。而位于城西新城片区滨
江景观带的泸州美食文旅街，就是
泸州美食文化的微型浓缩。

泸州美食文旅街总投资8亿元，
占地面积约18万平方米，集美食文
化、婚庆文化、休闲娱乐、临江网红
打卡点于一体。在这里，既有时尚
都市的浪漫风情，也有让人留恋不
已的人间烟火气息。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整个项目
分为一期、二期、三期，其中一期主
打餐饮美食，“目前，大约有30户商
家入驻一期，餐饮种类很丰富，包括
火锅、中餐等等。”

临江，是泸州美食文旅街的一
大特色。夏天的夜晚，坐在沱江边，
和好友推杯换盏，凉爽的江风不时
从脸上拂过，十分惬意。填饱肚子
后，再去酒吧、健身房、养生馆等娱
乐场所休闲放松。除此之外，还可
以去临江玻璃栈道进一步体验来自
沱江的风，在爱情阶梯、forlove广场
感受来自泸州人骨子里的浪漫……

以美食带动旅游、以旅游带动
经济，泸州美食文旅街主推夜间经
济，据统计，泸州美食文旅街周末晚
上客流可以达到5000人次。未来，
随着泸州美食文旅街第二期和第三
期建起来，将会有更多的商家入驻，
也将会有更多的人选择这里、来到
这里、留在这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
者 赵紫君

“中国红色第一街”引领爱国主义教育新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