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川渝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璀璨，

雄奇秀美的自然景观、独特的巴蜀文
化与绚丽的民族风情有机结合，形成
了一大批底蕴深厚的文旅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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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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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投票已经来到最后的“冲刺
阶段”，仅剩最后4天，网络投票通道将
正式关闭。据悉，网络投票通道上线
20多天以来，经过激烈的争夺和比拼，
榜单的总投票已经逼近700万。

在这场2021年最具代表性的川
渝文旅新地标“海选”中，不少能够代
表当代人心中“诗与远方”的文旅新
秀脱颖而出，在榜单中大放异彩。

例如，在主榜单“2021成渝十大
文旅新地标”上，暂时居于榜首的懒
坝国际禅境艺术度假区，就颇受“文
艺青年”们的喜爱。该地标涵盖了心

跳博物馆、竹音剧院、苔藓馆、月球博
物馆等40余件国际国内艺术作品，独
具的“文艺”特质受到网友追捧。截
至11月21日17：30，该地标的总投票
数达到了76694票。

而说起榜单中的“人气王”，可不
仅仅存在于主榜单中。其中，“吃货”
们的热情的确不容小觑。在子榜单

“2021四川十大美食地标”中，点进投票
通道也许会被榜单中高涨的投票数所
惊呆。暂居榜单第一的“红原牦牛奶
粉”，投票数就突破了70万，具体数值为
718276。而紧跟其后的“郫县豆瓣”也
是人气爆棚，投票数达到了68万，仅以
微弱的差距暂列第二，随时都有可能

“反超”。“吃货”的力量有多大？在该
榜单的投票中能够一览无余。

目前，用户仍可在封面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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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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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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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文旅新地标”的主
榜单和子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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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大型活动特别报道

投票倒计时！只剩最后4天
“寻找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进入冲刺阶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虎

自古蜀地文脉厚重，留下诸多才
子佳人的爱情佳话。四川遂宁，有蜀
中“四大才女”之称的黄峨与丈夫“明
代第一才子”杨慎，就有一段“同心诗
侣”的爱情故事。 以“黄峨”命名的黄
峨古镇，也成为成渝中心城市遂宁的
一处旅游打卡地。11月17日，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实地探访正在升
级打造的黄峨古镇文旅综合体项目。

而在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主办
的“寻找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评选
活动中，“黄峨·杨慎爱情古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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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韵古色古香
感受“同心诗侣”文化新体验

初冬暖阳，从遂宁城区驱车15公
里，来到安居区玉丰镇，玉丰河蜿蜒
之间，就是黄峨古镇。映入眼帘的是
古色古香的牌坊和充满典雅之气的
小镇。古镇入口广场，可以看到黄峨
与杨慎的雕像。在绿树红花中，两人
似在吟诗作赋。

黄峨，出自“诗人世家”“官宦门
第”，在遂宁明代历史文化名人中，她
是仅有的一名女性文学家。她能文工
诗，更擅词曲，被称为“曲中李清照”。

漫步黄峨·杨慎爱情古镇，古色
古香的建筑，精致优雅的巷子，别有
一番风味。据介绍，古镇建筑以明清
徽派风格为主，古街、古桥、古树、古
井、古渡、古院落、古戏楼、古茶坊
……带游客重回明清时代。

在这里，凭借一座远离城市喧嚣

的“徽派”古镇，和一个传奇女子的过
往，能让人感受穿越而来的浪漫。

补链延链强链
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新场景

走进黄峨古镇核心区的地方特
色展示中心，1300平方米的展厅宽敞
明亮，“遂宁鲜”特色商品、特色伴手
礼、土特产琳琅满目。在场内的安居
扶贫特产区，“三家大米”、“塘河沙田
柚”、“大安舒牛肉”等安居特色产品，
吸引不少游客品尝购买。

2020年，围绕“盘活存量、扩展增
量、提升质量”目标，安居投资3000余
万元，对黄峨古镇进行升级改造，建
设“一院两馆两中心”，通过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旅游公司管理运行方式，
打造“家风教育、研学体验、特色消
费”示范项目。

近年来，安居积极创新思路，整
合多方资源盘活黄峨古镇。发挥政

府投资的撬动作用，招商引入淑淮商
贸、美行天下、新华文轩等业主，累计
投入3000万元，打造了以“一院两馆
两中心”，即黄峨书院、敢为人先馆、
非遗体验馆、特色旅游商品展销中心
和旅游团队餐饮服务中心为核心的全
新业态，建成了遂宁全市最大的旅游
特产展销中心，黄峨书院挂牌全省首
家家风家教实践基地，成为成渝地区
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与之呼应的“大明浪漫爱情第一
村”金鸡村与黄峨古镇形成黄峨·杨
慎“同心诗侣”文化姊妹篇，全面打造
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新典范，获
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殊荣。

黄 峨 古 镇 是 七 彩 明 珠 国 家 级
AAAA景区的重要组团，自2013年开
放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50万余人
次。今年以来，景区人气商气大幅提
升，吸引了周边商户自发集聚，成为
遂宁的一处新晋网红打卡地标。

“独一无二”的
大英白柠檬

参评“2021四川十大美食地标”

个头比普通柠檬小，价格却是普
通柠檬5倍，这么“高级”的柠檬，你见
过没有？在遂宁大英，就种植有这种
研发培育于1996年、全国独一无二的

“柠檬中的贵族”白柠檬。在“寻找
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评选活动中，
大英白柠檬入围“2021四川十大美食
地标”子榜单。

大英县河边镇种植白柠檬（原名
塔西提柠檬），始于1995年，当时河边
镇引进重庆日化研究所（四川省日用
化学工业研究所改制后名称）塔西提
柠檬品种，在卧龙村开始培植，通过
适应性观察、砧木选择、嫁接苗的培
育、土壤改良、肥水管理、整型修剪、
病虫害防治、激素应用及适时采收等
一系列有效的栽培技术，1996年12月
塔西提柠檬试点培育成功，并于同年
开始发展。因其小巧玲珑、果皮光滑
细腻、果肉晶莹剔透，像少女脸蛋一
样，故取名白柠檬。

河边镇镇人大主席邓红琼介绍，
作为中国目前独一无二的柠檬新品
种，新培育出来的白柠檬，享有“果中
之王”“食用佳品”称号。和普通柠檬
相比，河边白柠檬无核，果皮光滑细
腻且更薄，维生素含量远高于普通柠
檬。

“普通柠檬一亩栽种45株左右，白
柠檬一亩可以栽种60株。”邓红琼说，
栽种株树虽多，但白柠檬的产量仅有
普通柠檬的一半。

产量小，白柠檬价值却大。“白柠
檬是很重要的天然香精原料，它的清
香型填补了天然香精香型之空缺。”
邓红琼告诉记者，河边白柠檬也是珍
贵食品，其汁含珍贵的营养物质，其
中蛋白质占1.2%，各种果酸6.9%，每
百 克 鲜 果 汁 含 维 生 素 A2 毫 克 ，
VC59-70毫克，VB30-60微克，VP
抗癣皮病100-130微克，肌醇85微
克，含胺基酸十七种，总量为256.51
微克，同时，还含有钙、磷、铁等矿物
质成分。

除此之外，白柠檬汁酸，胚具有
一定的美容保健作用和医药价值。

目前，大英县河边镇种植有白柠
檬3000亩，已经挂果的有700亩，是
目前世界第二、中国第一的白柠檬生
产基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虎

遂宁黄峨·杨慎爱情古镇竞逐“十大产业地标”
家风教育、非遗体验、特色消费释放文旅融合新动能

黄峨古镇入口广场上，黄峨与杨慎的雕像正“吟诗作赋”。

大英白柠檬享有“果中之王”的称号。


