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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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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语杨

10月18日，由封面新闻、华西都
市报主办的“寻找2021成渝文旅新地
标”评选活动正式开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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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网
络总投票数已突破600万。

其 中 ，“2021 成 渝 潮 流 新 地 标
TOP50”自开启投票以来，截至11月17
日17时，网络投票约39万。本榜单试图
寻找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提升幸
福指数，助力建设成渝高品质生活宜居
地的潮流新势力。一起来看看榜单中有
哪些网友心中的潮流之地值得一去？

位于彭州市龙门山镇小鱼洞社区
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入口展示中心，收
获票数 10081 票。建筑取名“卧云
台”，以大熊猫作为竹林隐士身居深山
云雾的概念进行设计，曾获得2020成
都金熊猫设计大赛金奖，成为不少“猫
粉”热捧的网红打卡地。青城山书造
社，从线下到线上为游客提供文艺生
活样本实验室，也在“潮流榜单”获得
超高票数支持。

另一方面，如果要问近两年来最受
年轻人喜爱的聚会方式是什么？“剧本
杀”当之无愧是首选。随着产业逐渐成
熟，不少探案场馆也开始进行文旅建
设，将旅游、文化、游戏结合一体。榜单
之上，一部分探案场馆就获得了高票
数，例如局中局沉浸式剧情体验馆、味
江·九州江湖沉浸式体验区等等。

当然，传统经典的潮流地标也不落
下风，四川省图书馆、IFS国金中心、万
象城、太古里的票数也日益剧增。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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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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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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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网络投票突破600万

跟着地标榜单走 寻找“潮流打卡地”

城市文旅专家何智亚点赞：

评选活动
恰逢其时、很有意义

11 月 17 日，重庆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专委会主任委员、重庆市政府原
副秘书长何智亚在接受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专访时直言：“寻找成渝
文旅新地标这一大型评选活动举办
得恰逢其时，在当下，我们需要去寻
找、推介出一批新的文旅地标。”他还
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和旅游消费
的需求有了新变化，对高品质文旅的
需求也更加强烈。因此，需要寻找新
的具有代表性的文旅地标来进行推
介，以此形成示范作用、带动作用。”

在何智亚看来，城市更新项目被
纳入国家长远发展规划，城市更新的
过程中，一定会涌现出一批新的文旅
项目。他表示，就目前城市发展理念
来说，更注重“微更新”，就是用一种

“绣花的功夫”，在保留空间肌理、建
筑形态，以及历史文脉的基础上，逐
渐地进行一些修补和更新，而不是推
倒重来、彻底改造。

何智亚以他此次推荐的山城巷举
例，“山城巷是很典型的能够体现重庆
山地特色的一个巷子，前前后后花了三
十年左右的时间，用城市‘微更新’的

‘绣花功夫’，保留了建筑和街巷风貌，
综合整治提升了环境景观，让市民在其
中能够找到一种归属感、亲切感。”

何智亚还谈到，在文旅发展的过
程中，也涌现出了一些具有特色的乡
村振兴项目。他特别推荐了位于重
庆市璧山区七塘镇的莲花穴项目。

“在改造前，莲花穴是一个非常
典型的破落空心村落，经过璧山区七
塘镇政府、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市雕
塑学会等机构共同打造，在保留乡村
原有风貌的基础上，注入艺术的东
西，有效提升了乡村价值。”何智亚表
示，像莲花穴这样的乡村振兴文旅项
目就非常有意义，也为乡村振兴提供
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经验。

何智亚认为，评选文旅新地标，
实际上非常契合推进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国家战略。“随着双城
经济圈建设不断深入，今后川渝两地
的文旅项目会极大地缩小地域概念，
从而促进两地往来与交流。这在文
化层面、旅游层面、经济层面有利于
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

采访最后，何智亚表达了对活动的
期待，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作为川渝
主流媒体之一来举办评选活动，将对川
渝两地的文旅新地标起到很好的宣传
推广作用。同时，希望这些典型的新地
标通过推介后，能够进一步提高知名
度，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了解，对两地
的文旅产业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茂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颖

“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由封面新
闻、华西都市报主办的寻找“2021成渝文
旅新地标”大型活动正火热进行，有“盛唐
彩雕全国第一”美誉的巴中南龛石窟（南
龛摩崖造像），入列“2021成渝潮流新地
标”榜单。快来为这个特色地标投票。

重要人文景点 最潮打卡胜地

11月17日上午，巴中主城区南龛山
景区，陕西游客冯先生手中的相机闪个不
停。“很多年前就听闻南龛石窟的大名，
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冯先生感叹。

巴中文化底蕴厚重，南龛摩崖石刻
是巴中最有名的人文景点。所以外地
人到巴中，饱览优美的自然风光后，一
定要来南龛山景区“打卡”。

南龛石窟是巴中境内规模最大、保
存最为完好的石窟。石窟始凿于隋，盛
镌于唐，它依山开凿,规模宏大,由云屏
石、山门石、千佛岩、老君洞、神仙坡、大
佛洞等区域组成。窟区全长252米，有
碑碣、造像记、题记68处，诗文130余条、
佛塔 18 座。迄今已有 1300 余年的历
史，是隋唐两代我国石窟艺术巅峰时期
具有代表性的佛教艺术。

专家介绍，巴中是古代南北交通要
道——米仓道的必经之地。唐宋时期，
米仓道非常繁荣，南来北往的商人、官员
和文人在巴中驻足，沿着山崖石壁开窟
造像、装彩题词，逐渐形成规模，由此展

开了巴中石窟文化的瑰丽画卷。

1300年风雨洗礼色彩绚丽依旧

沿石阶而上，眼前的石壁高十余
丈，长数百尺，方正如削，列层分龛，镶
佛累累。释迦佛、弥勒佛、菩提瑞像、双
头瑞佛、如意轮观音、地藏……石窟内
容丰富，造像精美。其中166号石窟是
全国唯一的持国天王（草鞋天王）形象；
83号龛双头瑞佛石刻摩崖造像是全国
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让人惊异的是，距今已有 1300 多
年历史的南龛石刻，造像颜色依旧生动
明艳。大部分的白色、红色和金色，是
唐代开凿时保留至今，比较鲜艳的蓝
色、绿色是清代嘉庆年间一次补彩上

色，此后再未补色。
矗立天地，穿越千年风雨，在无任

何保护的情况下，南龛石窟“保鲜”的秘
诀是什么？

巴中南龛石窟研究所所长李盛明介
绍，2013年至2014年，南龛石窟研究所
请来专家对石窟色彩进行专业课题分
析，论证石窟绝大部分保留唐代时期色
彩，部分石窟在清嘉庆年间进行装彩。

专家研究表明，南龛石壁为白砂石
地质，有利于颜料渗透。石窟造像塑彩
提取纯天然的植物和矿物质色素，经久
耐用，彰显古人智慧和制作工艺。敦煌
研究院原院长、著名专家段文杰实地考
察巴中石窟后，盛赞巴中石窟：“盛唐彩
雕全国第一”。

巴中南龛石窟角逐“2021成渝潮流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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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国家公园入口。

巴中南龛石窟。

扫
码
进
入
投
票
通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