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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大型活动特别报道

机小探索“自导式教学”
2018年3月，成都市机投小学成为首批“四川省

教科院改革实验学校”，开启了“自导式”教学结构改
革之路。学校在区域“智慧教育”引领下，依托教育信
息技术实现课堂教学改革的创新之路，在区域内起到
了良好的示范和导向作用。

该校得到中教院专家组高度评价：机投小学“自
导式”改革准确地抓住了教学改革的核心，适应了目
前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教育发展趋势，在教学实践落
地过程中抓住了课堂教学的基础工作，亮出了在课堂
教学改革方面可资借鉴的“四川经验”。 （李卓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10月18日，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
的评选活动正式开启，今年的主题是

“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封面新闻
综合推荐、自荐等地标，于10月25日
正式放出2021年最新成渝地区文旅新
地标榜单，并开启网络投票通道，邀请
广大网友为自己喜爱的成渝文旅新地
标投票、打CALL。

本次榜单设置里，新增设了“2021
成渝城市更新十大地标”，号召大家发现
生活美好，寻找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
品质提升的城市更新项目。截至11月
16日17时，城市更新榜单网络投票超过
22万。六大榜单总票数达56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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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城市更
新成为了热门话题。随着一条条小街
旧巷迭代升级，一些兼具景观和功能的
城市更新项目跃入人们眼前，迅速成为
热门打卡地。

在“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评选活
动中，四川乐山市犍为县芭沟镇、重庆
南川东街以超过25000票的票数暂列

“2021成渝城市更新十大地标”榜单前
两位。芭沟镇因为一辆“开往春天的小
火车”而知名。经过文旅打造后，这个
小镇被列入了全国60条美丽乡村精品
景点线路。而重庆南川东街位于南川
区老城中心，在保留东街原有空间肌理
的基础上，以最真实的平凡人生活样板
为蓝本，保留了近40年城市空间发展
的遗存和大众生活印记。

此外，龙泉驿东安湖公园、成都高
新区交子大道、内江东兴老街、宜宾冠
英古街、猛追湾城市更新、东门市井、成

都音乐坊等深受市民喜爱的项目也在
榜单中获得了不少网络票数。

如今，我国城镇化已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3.89%。优化提
升城市公共空间，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就
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2021 成渝文旅新地标的网
络投票仍在紧张进行中。每个ID每日
限投 10 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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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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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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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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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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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评选分为推荐、初选、线上投
票、专家评审四个阶段。线上投票将持
续至 11 月下旬，随后将进入专家评审
环节。专家评审将从文化内涵、旅游标
识、艺术审美、创新创造、社会影响等五
个维度进行综合考量，对入围新地标进
行综合评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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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渝文旅新地标榜单网络投票最后冲刺

新增的城市更新榜单哪个最强？

青年喜剧演员刘乙麟推荐：

双流彭镇观音阁老茶馆
还有重庆的十八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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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心中成渝地区的“诗
与远方”上榜了吗？11月16日，四川
青年喜剧演员刘乙麟（小汤圆）也推
荐了自己心目中的地标，分别是双流
彭镇观音阁老茶馆和重庆的十八梯
传统风貌区。

双流彭镇杨柳河边，逐渐成为当
下网红必到的打卡胜地。刘乙麟说，

“这里没有时尚的建筑，也没有千奇
百怪的特色网红美食店，这里有的仅
仅是‘岁月静好’。”其中，他很推荐的
地方就是观音阁老茶馆。早上起来
到“观音阁”泡第一碗早茶，成了当地
很多茶友的生活习惯。

而随着互联网经济的繁荣，不知
不觉这条不大的百年老街也成为了
人们追捧体验“老成都茶馆文化”的
体验地，街上泡茶的剃头的喝茶的人
们，迎来送往了很多游客，有了很多
新鲜的经历。在刘乙麟看来，不管时
代如何变迁，住在老街上的人们还是
按着自己的生活习惯过着各自的生
活，准点起床，准点送娃上学，然后回
到茶馆喝茶，到点回家午饭，饭后小
歇，再到茶馆喝下午茶，到点接娃放
学。这里的闲适让他很是喜欢。

这些年，刘乙麟在电影上取得了
不错成绩。他曾在陆川导演《王的盛
宴》中饰演曹无伤，将其机灵狡猾诠
释得淋漓尽致。此后，他也多次在陆
川导演的作品中亮相。如今升级做
了父亲的他，继续在成都耕耘自己的
演艺事业，挖掘四川特色是其中一个
方向。闲暇时他也爱做饭给家人
吃。他说，美食跟艺术有相通之处，

“制作中也许会失败，但是当你晓得
不足之处后，下次就会去改进，美味
就这样慢慢烹制出来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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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喜剧演员刘乙麟

重庆南川东街的“大众生活印记”。

青山环绕、特色民宿错落、咖啡和
美食飘香、文创体验有趣，还有国家4A
级天宫院风景区，这是四川阆中凤舞天
宫旅游度假区，也是阆中古城附近的新
晋旅游地标。

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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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活动中，

“阆中凤舞天宫旅游度假区”入列
“2021成渝十大文旅产业地标”榜单，
目前投票正在火热进行中。快来为这
处特色地标投票！

致富IP
贫困村变身田园生活小镇

阆中古城不远处的五龙村，有一间
山脚下的民宿咖啡屋，很多游客慕名而
来，品尝一杯“素清婆婆的咖啡”。

86 岁的王素清婆婆是五龙村村
民，脱贫致富路上，她将家中闲置房出
租改成民宿，成为村里第一家民宿。村
里像素清婆婆这样的年迈老人、留守妇
女有不少，为带动村民脱贫致富，咖啡
扶贫项目应运而生。

素清婆婆民宿里，开起“素清啡凡
咖啡馆”，以王素清和同村另一位76岁

的杜云珍两位婆婆的形象为IP打造网
红咖啡，还将咖啡脱贫致富的路子，拓
展向五龙村、石狮村等七个村。

素清咖啡馆还开进阆中古城，让四
面八方的游客都能品尝到村里磨出的
咖啡。“素清咖啡”这个IP，撬开致富大
门，也让五龙村这个风景秀美的小山
村，在奔向小康的路上，依托绿水青山
和乡土文化，有了更丰富的文旅韵味。
五龙村田园生活小镇，成为阆中旅游打
卡的新晋热门好去处。

串点成线
特色乡村旅游度假区成新地标

而在距阆中市区仅13公里的飞凤
镇桥亭村，现在已经是集休闲度假、养
老养生、庭院采摘、农家厨房等多功能

于一体的高端民宿度假区。一到周末
和节假日，特色民宿院落备受欢迎。

桥亭康养旅游小镇、五龙村田园生
活小镇，还有雎感婚恋小镇、天宫风水
文化小镇、临江镇村轻奢度假小镇等特
色小镇，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构筑起凤
舞天宫乡村旅游度假区。度假区涉及
沿线四个乡镇（街道）9 个村，环线达
40 公里，已也成为游客打卡阆中古城
时，在阆中游玩的一个新地标。

11月16日，记者从南充市文广旅
局了解到，凤舞天宫旅游度假区入选
2021 年“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助力乡村
振兴案例集选”。凤舞天宫旅游度假区
通过探索“政府主导、社会
主体、国企主力、协会主管、
农民主业”的旅游扶贫模
式，建立“三产促一产、一村
带多村”的发展运营模式，
创建了集生态观光、乡村田
园、精品度假、户外运动和
文化创意五大功能于一体
的特色乡村旅游度假区，走
出了一条以乡村旅游带动
乡村脱贫致富的新路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谢杰

阆中凤舞天宫旅游度假区角逐“2021成渝十大文旅产业地标”：

特色乡村旅游带动村民致富

阆中凤舞天宫旅游度假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